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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将反腐败视为一场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长

期的、经常的、严肃的斗争，强调从制度、思想、行为等不同层面全面分析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走一条服务

中心大局和建设廉洁政治相结合、常抓不懈和从快从严从重相结合、教育和法制相结合、加强内外监督与

发扬优良作风相结合、领导带头和依靠群众相结合的治理之路。邓小平反腐败思想具有特色鲜明的时代

性、逻辑严密的系统性、高屋建瓴的辩证性、卓有成效的实践性等特征，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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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立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紧紧围绕“什么

是反腐败，为什么反腐败，如何反腐败”这些基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腐败治理的重要论述，逐步

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系统的反腐败思想体系。

一、反腐败是长期的、经常的、严肃的斗争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如何看待腐败现象和反腐败斗争的性质，这是邓小平看

到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复杂形势和严重危害后要回答的基本问题。面对经济犯罪、以权谋私等腐败

因素的不断出现，邓小平对反腐败的历史定位做出了一针见血的回答。

（一）反腐败不能“只当作一般性质的问题来对待”

1982年，邓小平在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反腐败不能“只当作

一般性质的问题来对待”。①邓小平结合当时形势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从腐败的突出表现

来看，短时间内干部被腐蚀的情况较为严重、经济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獗，贪污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

“大案子很多，性质都很恶劣”，“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②从腐败的危害性来看，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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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未及时采取有效手段坚决制止和纠正，刹不住腐败这股歪风，党和国家将置

身于“改变面貌”的危险之中。从反腐败的思想认识来看，党内一部分人对腐败问题的认识未达到一

定的高度和深度，特别是对于腐败现象存在的消极后果和要不要反腐败的问题模糊不清，认识不足，

党内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只是将反腐败当作一般问题对待。因此，要正视反腐败，决不能掉以轻心。

（二）反腐败是“长期的、经常的斗争”

邓小平在充分认识到反腐败问题的严峻性、艰巨性和危害性的基础上，深刻指出反腐败“是一个

长期的经常的斗争”，①并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对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经常性作出了科学的

论断。从历史维度看，邓小平不断总结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以及历史上的腐败问题，反思几十

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长期性、经常性反腐败是历史

发展的必然要求。从现实维度看，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紧迫性不断凸显的严峻形

势，邓小平更加突出地强调“这是一个经常的斗争，经常的工作”。②从未来维度看，1986年，邓小平在

论述依靠法制解决腐败问题时，阐述了长期反腐的必要性，提出“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

改革过程之中”。③1987年，邓小平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件“长期的事”和“长期的任务”进行了部

署，重申了反腐败绝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是在整个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长期坚持的工作。1989

年，邓小平再次告诫全党反对腐败要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三）反腐败是“严肃的斗争”

1980年，针对干部特殊化日益严重的情况，邓小平尖锐批评了这种腐败现象的存在，提出反腐败

“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④综合邓小平不同时期的多次讲话内容可见，邓小平对反腐败的斗争性进行

了鞭辟入里的概括和揭示。首先，反腐败是严肃的思想斗争。1956年，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中就指出：“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⑤强调深入探索腐败发

生的思想原因，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其次，反腐败是严肃的政治斗争。1979年，邓小平深刻指

出，反腐败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⑥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为这场斗争是党和人民在社会主

义条件下同腐败现象和少数腐败分子的斗争。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突出强调，为了

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打击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犯罪活动，必须积极同各种腐败现

象和腐败分子作斗争，并将反腐败斗争提升到政治的高度进行诠释，做出了“这场斗争是政治斗争”⑦

的论断。最后，反腐败是严肃的经济斗争。1982年，邓小平指出,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四个保证之一就

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以利于在对内搞活经济的过程中，“能够不脱离社会主义方向”，⑧保

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顺利进行。

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腐败具有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害，与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地位、社会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60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5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9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1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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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制度的内在规定性都是不相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认为反腐败斗争关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一点都不为过。

（一）反腐败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地位决定的

从党的性质看，邓小平在参与修改党章的工作中对党的性质就进行了缜密的思考，并指出：“共产

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是“先进部队”，因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

上的权力”，也“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①党的性质在本质上注定与腐败水火不相容。

从党的宗旨看，“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②这就决定了党应时刻将人民的利益放

在首位，将“反腐败”庄严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始终与腐败现象作坚决的斗争，这也是关系人心向

背的重大问题。从党的执政地位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

党。在执政条件下，党内一些腐败分子在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观上出现偏差，很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等

腐败现象，严重影响着清正廉洁政治局面的形成。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腐败现象是党长期执政的巨

大威胁，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任由局部性的权力异化现象发展下去，会对党的执政地位造成重大影

响，甚至会发生关系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此必须及时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

（二）反腐败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

邓小平曾多次比较集中地将反对腐败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论述。首先，

反腐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规定。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

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③这种制度属性也铲除了劳动者遭受剥削的经济根源，根

除了腐败产生的土壤，所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

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④其次，反腐败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针

对社会上的一些人对某些问题出现模糊的认识，以及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

知产生怀疑的情况，邓小平做出了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论断，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必

要性，提出反腐败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最后，反腐败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

现。反腐败有利于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反腐败有利于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

证全体人民实现各项权益。反腐败有利于形成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邓小平

指出，历史经验表明，反对腐败能够使国家快速走上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道路，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

（三）腐败现象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改革开放前，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是党和国家机关中少数公职人员的贪污、腐化等行为。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腐败现象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第一，官僚主义风气日益严重，干部特殊化

现象比较突出，奢靡腐化的风气较以往明显渐浓。此外，部分党员、干部在政治上不与党中央保持一

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等现象也是党内的腐败因素。第二，贪污受贿、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等经济犯罪

现象较为严重。部分党员、干部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国家和集体资财中饱私囊。此外，经济犯罪出现

由单一主体发展到群体或者组织相互串通勾结的表现也是较之以往呈现的新特点。第三，一些不健

康、不文明的精神产品流向市场，“败坏我们社会的风气，腐蚀我们的一些青年和干部”。⑤文艺界出现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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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向钱看”的歪风，部分演职人员为了金钱利益不惜迎合庸俗低级趣味。腐败现象的出现产生了

巨大危害。首先，腐败现象的存在会削弱党的领导地位、降低党的威信，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其次，腐败的发展和蔓延会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妨碍经济建设的持续稳定发展。最后，思想文化领

域的腐败现象因传播面广，因此危害性更大，如不坚决治理会严重污染整个社会风气。

三、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腐败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它的产生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是多种因素相互交

织的结果。长久以来，邓小平将腐败产生的源头问题作为“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①进行了细

致而深入的思考。

（一）现行一些具体制度的弊端是重要因素

官僚主义是腐败的重要表现。邓小平在分析官僚主义现象的成因时指出，官僚主义“同我们长

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

制有密切关系”，“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②其次，党政机构和企

业、事业领导机构中缺少行政法规和个人责任制，缺少对机关和个人职责权限的规定，缺少干部选

拔任用的具体方法，造成机构臃肿等制度问题较为严重，正是在具体制度上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

节，给腐败分子和投机者留下了可乘之机。同时，在经济体制不断改革的过程中，新旧体制之间交

替运行，但是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建设则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客观上必然会出现缺口，导致诸多问题。

此外，法制建设的不完善也是腐败横行的重要因素。“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

制定出来”，③特别是全面系统的廉政法规不健全，使腐败分子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在腐化的道路上

渐行渐远。

（二）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是很大的失误

邓小平指出，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在于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④综

合邓小平的有关论述来看，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精神文明抓得不够。邓小

平反复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思想，但是在具体执行中，党和国家一些部门过于重视经济发展硬

指标而轻视学习，抓物质文明建设紧，抓精神文明建设松，在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上“效

果还不够理想”。⑤其次，教育事业发展不够。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

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并且“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

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⑥

最后，党性教育不够。一些党组织的思想宣传和教育工作开展得不深入或走形式走过场，忽视了对党

员、干部的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不搞派性”等多方面的党性教育，就会使党员队伍在思想

上对腐败危害性的认识难以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思想堤坝溃散的概率大幅度增加。

（三）纠正的措施不得力是重要原因

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强调，党内一些同志“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3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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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①是产生腐败现象很严重的因素。首先，打击经济犯罪不得力。

1982年，在论述关于打击经济领域内严重犯罪活动时，邓小平分析了干部被腐蚀的程度在短时间内表

现严重的成因，指出：“现在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软，下不

了手”。②其次，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不得力。1989年，邓小平在接见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

指出，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缺乏一贯性”，不仅没有持续性地在行动上进行纠正，“甚至讲得

都很少”，③态度上也“不坚决”。④最后，对党内干部处理不得力。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

议上，批评了少数地方和少数同志对犯罪分子和犯罪团伙手软的现象，“一部分地方对这些人采取措

施很不得力，下不了手”。⑤由此可见，党内思想上不重视，导致采取的纠正方法、措施不得力的情况事

实上长期存在，成为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封建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殖民地奴化思想渗透结合比较严重

中国经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百余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主义思想，如特权思

想、等级观念、裙带关系等现象并不会在短期内随着封建制度的覆灭而彻底消失，在新的历史时期

会产生新的变种侵入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对上层建筑产生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导致一些

领导干部热衷搞特权，争当“官老爷”，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群众的主人而非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归根

到底，“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⑥同时，“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

就会钻进来的”，⑦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尔虞我诈、损人利己等腐化思想会极容易渗透到党和国家

的各方面生活中。此外，长久以来的殖民地奴化思想在短期内仍会影响人们的思维，并且“封建主

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⑧侵入一些党员、干部的头

脑中，导致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经受不住考验，使他们在长期的被腐蚀中冲破了思想防线并最终发

生了腐败行为。

四、反腐败斗争“要作为大事来抓”

邓小平不断吸取和总结党在各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党成立以来的反腐败实践深入思考，明确反腐

败“要作为大事来抓”，⑨并对“如何抓”所应达到的目标、遵循的原则和方针、运用的措施和方法进行了

论析擘画，推动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一）服务中心大局和建设廉洁政治相结合

邓小平认为，反腐败的目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目标是反腐败始终要以促进经济健康发

展作为落脚点，“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⑩因此，反腐败也应为经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5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3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2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9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6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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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这个大局服务，不能脱离正确的方向，否则“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①在实现目标的过程

中要把“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②作为根本指导方针。两手“如何

抓”，就是在全党集中力量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不能忽视惩治腐败工作，把“这两件事结合

起来，对照起来”，③权衡和处理好改革开放和惩治腐败之间的相互关系，保障改革开放朝着正确的道

路不断前进。

反腐败的另一个目标是“搞廉洁政治”。④反对腐败和实现廉洁政治密不可分、息息相关，都是

党面临的重大任务，都要作为大事来抓。在“抓”的过程中，既要严厉打击一切犯罪活动，“巩固和发

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⑤倡导廉政、践行廉政，以形成清正廉洁的党风，也要“打击那

些严重破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⑥进而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以良好的社会风气去优化党风建设

的环境，旨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性好转，以达到在反对腐败的斗争中同步实现廉洁政治的

目标。

（二）常抓不懈和从快从严从重相结合

反腐败是长期的、经常性的斗争，因此反腐败要常抓不懈。从常抓不懈的原因来看，主要是由于

各项制度的完善需要较长的过程、各种消极腐朽思想仍有相当程度的影响等方面，腐败现象将伴随着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长期存在，因此反腐败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正是基于这样的

判断和分析，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要与腐败进行长期而坚决的斗争。因此，邓小平将反腐败斗争与开

放搞活政策放到同一高度对待，强调“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

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开放之中”。⑦随着改革

开放的不断深入，治理腐败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断显现，邓小平再次重申了需要长期抓廉政建设和腐

败治理，深刻指出“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⑧

关于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和时间方面，邓小平强调既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还要从严从快从重雷

厉风行地反腐败，同时正确处理好长期治理与当前效果的相互关系。从处理对象上看，对一些情节特

别严重的犯罪分子，“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法律制裁”。⑨从处理程度上看，立刻

及时刹住腐败这股歪风，必须要有气势。⑩总体来看，反对腐败要“长抓”，要经受住长期的风浪考验，

不断研究历史性课题和解决产生的新问题，也要“不懈”，做好经常性的反腐败工作，更要注意对严重

腐败分子依法快速严肃处理。

（三）教育和法制相结合

邓小平提出反腐败的两个重要手段，“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I1从教育反腐的地位来看，必须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7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2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7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7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3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3页。

�I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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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教育放在反腐败斗争中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凡能教育的都要教育”，①只有进行持续性的学习，

才能使广大党员队伍更好地抵抗住腐朽思想的侵蚀。从教育反腐的对象来看，主要包括军队、专政机

构、共产党员、青年、干部、群众和“我们的后一代”。②从教育反腐的内容来看，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

义教育、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强化党员的思想觉悟，增强党性。

同时也要特别注重开展艰苦朴素的教育，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因为“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

于克服腐败现象”。③从教育反腐的作用来看，一方面“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全党的组织性、纪律

性”，④另一方面“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入手”，⑤由此可见，教育是治理腐败，净化党风和社会风气的

重要手段。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作为大事的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⑥首先，国要有国

法，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在有法可依的同时“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

法令办事”。⑦其次，党要有党规党法，“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

例”。⑧此外，要改革完善一系列具体制度。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地解决领导制度、组织制度

中存在的问题，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引起全

党的高度重视”。⑨

（四）加强内外监督与发扬优良作风相结合

邓小平认为，反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共产党要接受监督”，才能更有效地避免“脱离群众，犯

大错误”。⑩关于监督的主体和对象，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是党、群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党

和党员的监督，其中要特别注意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I1关于监督的途径，一是进一步健全监督

机构，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恢复、建立和健全，旨在通过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

督检查，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处分。二是进一步完善相关监督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通过完善的

国法和党规党法惩治腐败。此外，还要加强群众监督制度建设、恢复干部鉴定制度、严格党的支部生

活等。

邓小平指出，加强党内外监督的关键在于“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I2关于党的优良作风的内

容，邓小平多次明确指出：“就是毛主席指出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的

作风”。�I3此外，邓小平多次强调，艰苦奋斗、艰苦朴素也是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关于发扬党的优良作

风的途径，邓小平指出，首先“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I4还要“注意调查研究”，�I5也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6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4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1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2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0页。

�I1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30页。

�I2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5页。

�I3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54页。

�I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57页。

�I5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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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党性，不搞派性”。①关于发扬优良作风所带来的成效，邓小平认为，“坚持党的优良的传统作

风”，对于执政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能够更好地“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和进行建

设的艰巨任务”，②也有利于促进党的工作，提升党的信誉。

（五）领导带头和依靠群众相结合

邓小平强调，在反腐败斗争中必须“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③以形成良好的党风，进而

引领形成清廉的社会风气。领导同志带头，一是要带头严守党的纪律，严格遵守党章，起模范作用。

此外，在以身作则的同时，更要高度关注家属的腐败问题，严格约束亲属和子女的言行，引领他们遵守

党和国家的各项规定。二是要带头坚决反对特殊化，学习榜样，纠正一切不正之风。三是要带头发扬

党的优良传统，特别是艰苦朴素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四是要带头勇于负责，承担起责任。还要注意的

是，邓小平告诫全党，要深刻认识到“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

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④由于高级干部影响大，犯罪危害大，因此对他们的腐败行为

要抓住典型，抓紧查处。⑤

邓小平认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党员同群众的联系。⑥首先，源于对

历史和现实的分析和把握，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反腐败“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⑦但是，

不搞群众运动并不意味着脱离群众，而是始终要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要深刻认识到“群众是我们力

量的源泉”。⑧其次，必须践行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同甘共

苦”。⑨最后，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做“抓紧惩治腐败”这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⑩认真倾听人民

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成效的真实评价和意见建议。

五、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鲜明特点

邓小平以其高超的政治智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反腐败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和新举措，特别

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腐败现象追根溯源、精准施策，科学回答了新的历史转型时期如何看待和有

效治理腐败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凸显了鲜明的时代品格和理论特质，

始终发挥着旗帜领航的积极作用。

（一）特色鲜明的时代性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紧密结合新形势所作的关于反腐败的精辟论述，无疑对新的历史转型时

期的反腐败斗争实践更具针对性和指导性。首先，，邓小平不断吸取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对改革开

放以来腐败现象的新特点、新表现所形成的新症结把脉问诊，对症下药，开出了惩治腐败的一剂剂

“良方”，探索出了符合实际的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其次，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腐败现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0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2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8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1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8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7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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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加剧，特别是经济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的情况，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的世情，党

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情，强化党的各方面建设日益紧迫的党情做出了正确

判断，辩证而科学地认识了腐败现象的存在。最后，邓小平洞察国内外发展大势，深刻认识到腐败问

题不解决，党和国家恐怕会置身于“改变面貌”的风险中，因此将反腐败摆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上予以

强调。

（二）逻辑严谨的系统性

系统性是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重要特征和突出特色。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总设计师，在研究腐败问题时始终注重在全局和整体的大视角上进行精湛的论析，既有对如何看

待腐败和反腐败斗争性质这一基本问题的考察和揭示，也有对不同领域消极腐败现象的表现和腐败

滋生蔓延对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领域严重危害的深入思考，还有对腐败现象的产生受到制度不健

全、教育不完善、措施不得力和消极腐朽思想的影响等多重因素的总结和概括，更有关于反腐败坚持

的原则和方针，以及通过教育、监督、法制等方面结合起来惩治腐败、倡导廉政的基本思路，涵盖反腐

败性质、根源、目标和治理的多方面内容，基本形成了逻辑严密、要素丰富、内容全面的反对腐败的科

学思想体系。

（三）高屋建瓴的辩证性

邓小平关于反腐败的一系列观点具有突出的辩证性。首要表现在他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

放时期党内外情况进行科学估量的基础上，及时指出了腐败现象的客观存在，同时科学判定了党有能

力和信心解决腐败问题，坚决批驳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腐败问题对党和政府的诋毁，

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抨击和否定。其次，邓小平提出的关于“两手抓”和反腐败必须始终为经济建设中

心这个大局服务的基本观点，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结合。此外，在关于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和

时间方面，强调既要从快从严从重反腐败，还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在关于惩治腐败的具体手段上，

强调既要靠教育，又要靠法制等观点。总之，邓小平适应新的时代需要，针对反腐败问题进行了新的

理论创造，这一新的理论创造处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四）卓有成效的实践性

在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精神的指引下，反腐败斗争的实践探索日益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主要

表现在：各级党政纪律检查机构得以恢复和健全，党规党法进一步完善，以整顿党风为中心内容的整

党活动大力开展，国家法制建设不断强化，党政监督制约机制进一步优化。改革开放以来，依法严厉

打击经济犯罪行为工作切实取得成效，从1982年到1988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查处各类经济犯罪

达70万件，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约10万人。执法机关办理了数件大案要案，在一定时期内遏制了腐败

之风的进一步蔓延。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反腐败斗争实践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虽然腐

败现象未从根本上被消灭，但是反腐败斗争的及时有效开展，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为改

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邓小平反腐败思想是全面而深刻地对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的总结，以及新的历史转

型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腐败和反腐败的新情况、新问题而形成的重要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

部分。这一思想体系充分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和功能，一方面与时俱进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

党人深邃的反腐败思想精华，指导了改革开放新征程中反腐败斗争实践的深入发展；另一方面为下一

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基本理论遵循和思想指南，是深深扎根于实践，并指导反腐败斗争实践的锐

利武器。邓小平反腐败思想内容丰富、特征鲜明，时至今日仍然发挥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指导功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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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思想源泉。

On Deng Xiaoping's Anti-corruption Thought

WANG Ximan1,2 WU Qiulin2

（1.Research Centre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Anti-corrup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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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advancing China'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Deng Xiaoping

regarded anti-corruption as a long, constant and serious struggle that concerns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emphasize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from different

levels such as system, ideology, and behavior, and took a governance road that combines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serving the center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clean politics, combines long and unremitting grasp

with fast, strict, and severe measures, combines education with the legal system, combines strengthen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with carrying forward fine work styles, and combines leading the way

with relying on the masses. Deng Xiaoping's anti-corruption thought ha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rigorous logic and systematicity, far-sighted dialectics, effective practicality, etc. It is of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current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Theory;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and promote integrity;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clean politic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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