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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治理新论》

内容概要

《腐败治理新论》以腐败的定义和起源、腐败的思想基础和表现以及腐败的危害和分类为起点，从四
个方面分析了腐败的成因，阐明了当代反腐败的六个理论点，提出了在现有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解决
社会中腐败现象和两极分化的行之有效的操作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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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治理新论》

作者简介

于洪珠，供职于黑龙江省龙煤集团。一直关注和研究当代社会中存在的腐败和两极分化问题。曾公开
发表过《铲除腐败的三个根本办法》等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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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治理新论》

书籍目录

上篇反腐败论 一、腐败概论 （一）腐败的思想基础 （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及社会危害 （三）当代社
会滋生腐败的原因 （四）反腐败的理想目标和成熟条件 二、反腐败的几个理论点 （一）腐败现象是
与权力滥用共生的产物 （二）公共权力的制衡与反腐败 （三）民主权利的张扬与反腐败 （四）治理
腐败与惩治比例的关系 （五）刑罚与腐败分子外逃的问题 三、反腐败的借鉴与刨新 （一）中国历史
上的反腐败措施 （二）国外的反腐败制度建设 （三）反腐败的实践创新 四、再论腐败与反腐败 （一
）关于腐败 （二）关于反腐败 中篇另一种腐败——两极分化 一、两极分化概述 （一）两极分化的概
念和判断标准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两极分化是必然现象 （三）阶级斗争学说来自于对两极分
化的思考 二、从经济学角度看两极分化 （一）初次分配 （二）再分配 （三）按劳分配 （四）按生产
要素分配 （五）效率与公平 三、我网的两极分化问题 （一）我国存在两极分化吗 （二）我国两极分
化的成因 （三）我国不能两极分化的因素 四、消除两极分化的路径探索 （一）禁止土地流转 （二）
铲除腐败和黄赌毒黑 （三）建设全体国民的财产登记系统 （四）强化税收的杠杆作用 （五）创造公
平的社会环境 （六）从改制企业中收取部分利润补偿为社会 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员 下篇别论教育腐败 
一、教育的本质 （一）什么是教育 （二）德育 （三）智育 （四）体育 （五）授人以渔与教育本质的
关系 二、教育的基础 （一）教育要从优生起步 （二）家庭教育 （三）劳动教育 （四）教育的环境 三
、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有教无育的问题 （二）学习负担的问题 （三）教育费用的问题 （四）爱国
主义教育的问题 （五）国民终身教育的问题 四、教育要努力的方向 （一）狠抓义务教育 （二）重视
高中教育 （三）加强高等教育 （四）坚持应试教育 （五）建立完整的道德记录体系 （六）教育的目
的是让人有思想 附：读者朋友对《腐败治理新论》的部分评论

Page 4



《腐败治理新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宋太祖规定，各级官员推荐的干部，如在任上贪赃枉法，则“举主坐之”，推荐人要受连
带责任。宋太宗也规定， “所举人若强明清白，当旌举主；如犯脏贿及疲弱不理，亦当连坐”。 完
颜亮颁布禁酒令，规定“朝官饮酒，犯者死”，不但如此，就连外国使节到访，摆酒接待都得定罪，
公款吃喝风遂止。 朱元璋创立“剥皮实草”之刑，凡贪污60两白银以上者，就要枭首示众，剥皮实草
，然后将其挂于官府公座两旁，以示警戒。朱元璋规定，官吏下乡搜刮民财、骚扰地方的， “许民间
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来京”，可以直接将其捆了送京城治罪。贪官到处，人人喊打，日子很不
好过。明朝监察制度所赋予监察官的职责，只是一个“弹劾权”，并不能直接对贪官污吏进行处理，
最高的决定权操纵在皇帝手中，所采取的是“以卑临高”、 “以小制大”、 “内外相维”的制约机
制。明朝的监察制度具有动态机制，采取定期与临时相互交替的巡按方式对地方官员进行考察监督。
封建社会中的行政监督，一般是采取由固定的上级部门和官吏对下级部门和官吏进行考察。这种办法
固然简便易行，但日久成弊，极易形成官官相护的陋习，造成行政监督难以发挥实效。为了解决这一
弊端，对地方官员的监察采取了定期和临时交替的巡视方法。同时，对于外派的监察官吏，则采取了
定期更换的政策。这些措施，不仅防止了监察官与被监察者相互勾结、沆瀣一气进行舞弊，保证了监
察质量，而且也防止了监察机构自身的腐败变质。 嘉庆帝禁止官员进献礼物。三阿哥绵恺进上书房上
学，肃亲王永锡“备进玉器陈设等物”，以示祝贺。嘉庆获悉后，将永锡免职，并召集亲王、郡王一
千人等聚齐，将永锡所进宝物“当面掷还”。清朝以都察院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掌管对各级官吏的
监察与弹劾，并可对皇帝进行规谏。都察院内设“六科”，分别对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进行监察；又设“十五道”，分别对各行省“巡分抚绥”，“澄清吏治”，以为“天子之耳目”。除
此之外，各省还设有布政使、按察使和提督学政等，分别对地方民政、司法和教育行政等进行监察；
对特定行业，如制盐贩盐、漕运、仓库管理等事务，亦定期或不定期派出巡按御史，进行专项监察。
同时，又以巡抚为行省最高行政长官，总督为二省或三省之最高行政长官，各带都察院宪衔，即为地
方最高监察官员，由此形成了一个以中央直属的、一步到位的监察机制。 （二）国外的反腐败制度建
设 美国：美国是制定防范和惩处公职人员犯罪法律较早的国家之一。1883年，颁布了《文官制度法》
，1978年修订为《文官制度改革法》。该法要求政府公务员奉公守法、廉洁自律，不得贪赃枉法，不
得以权谋私，不得营私舞弊，不得参加政治捐款等政治性金钱收受活动。192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联邦贪污对策法》，这是一部预防公职人员腐败犯罪的重要法律。该法把选举中的问接贪污行为作为
重点惩处的内容，规定总统和国会议员得到100美元以上的捐款必须登记，参议员竞选费用的最高限额
为2.5万美元。1985年推出的《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职做交易；国家公
职人员不得在外兼任与其职责利益相冲突的工作或从事与其职责相冲突的事务，包括不得利用职权谋
求工作；所去职的政府官员在离职后一年内不得回原工作部门为别人从事游说活动，违反者将受到刑
事处分。1970年，美国颁布实施《有组织的勒索、贿赂和贪污法》。这部法律的主要特点是，扩大了
联邦司法机关对腐败犯罪的管辖权，提高了腐败犯罪的刑罚级别，加大了对贪污受贿官员的处罚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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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治理新论》

编辑推荐

《腐败治理新论》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腐败的发生发展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对
我们党和政府的反腐败斗争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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