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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反腐败道路

余淼杰 王喜满

摘摘 要要：：反腐败是全球性难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需要在深入探索各国反腐

败一般规律基础上，推进符合中国实际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化体制

机制建设，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协同高效增强反腐败斗争整体合力，努力走

出一条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反腐败道路。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立足自身实践，借鉴一些国家的反腐败经验，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反腐败体系，为腐败治理这

个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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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反腐败状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方面的因素对于推进国家反腐败进程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其二，

样本国家对反腐败的共性认识。首先，正视反腐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以摆脱淡化搁置的认识；其次，正视反腐败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以纠正

短期作战的认识；最后，正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历史趋势，以避免单兵

作战的认识。其三，样本国家反腐败的共性策略。在规划设计上，坚持

系统性与专门性相结合；在程序安排上，注重预防性与惩治性相统一；

在机制运转上，讲究有效性与实效性相统筹；在队伍建设上，实现专业

性与广泛性相策应。

（二）样本国家反腐败机制体制差异及原因。第一，样本国家反腐

败机制体制的差异。世界主要国家的反腐败体制可大致分为五种类

型，即以议会的良性运转为基础的反腐败架构、以行政的良性运转为基

础的反腐败架构、以政党的良性运转为基础的反腐败架构、以审计的良

性运转为基础的反腐败架构、以司法的良性运转为基础的反腐败架构。

反腐败机制主要是由预防机制、教育机制、监督机制、惩治机制、评价机

制等构成的有机体系。第二，样本国家反腐败机制体制存在差异的原

因。其一，社会制度不同。目前全球存在的主要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主

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不同的环境下无疑会对反腐败体制和机制

的构建产生影响。其二，理论来源不同。一种是基于政治无道德论、权

力制约论、主权在民等原则；另一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和廉

政思想。

二、新时代中国反腐败的重大成就

在对世界一些国家反腐败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结

合自身实际，取长补短，始终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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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的能力，在走好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反腐败道路上取

得了诸多重大成就。

1、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反腐败理论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反腐败理论集中体现为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反腐败理论。毛泽东思想中所蕴含的反腐败理

论主要包括：以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荡涤封建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和

民族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腐朽理论；充分发挥清正廉洁或贪污腐败

正反两方面典型事例的教育功能；不断反对铺张浪费和贪污腐化的消

极作风；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开展反腐败斗争等。邓小平

理论中所蕴含的反腐败理论主要有：“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

败”①的两手论；充分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②，重视

领导干部的领导模范作用；大力加强制度建设，指明“还是要靠法制，搞

法制靠得住些”③；坚持一律平等理念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反腐

败理论包括：大力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党性教育；加强反腐败

制度建设；强化监督体制机制建设；深化反腐败科学领导等。科学发展

观中蕴含的反腐败理论有坚持预防和惩治结合，治标和治本结合；加强

反腐败斗争的统筹结合；倡导构建反腐败的体制机制等。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反腐败理论主要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和自我革命；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不懈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注重抓

住“关键少数”；推进反腐败斗争常态化和长效化；以无禁区、全覆盖和

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坚持“打虎”“猎狐”和“拍蝇”相结合；把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坚持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结合；发挥政治巡视的利剑作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14 页。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77 页。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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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坚持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深化反腐败国

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

推进等。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反腐败理论是一

脉相承且与时俱进的，这些思想都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不

同时期的世情国情党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

科学理论，是能够经得住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科学理论。

2.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反腐败实践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反腐败组织体系、人才队伍、

法规制度等促进了反腐败实践的展开，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败斗争

取得重大成就的密钥所在。首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反腐败组织体系建设逐步成熟。由各级各类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

察机关、司法审判机关等结合而成的横向反腐之网不断完善，使得反腐

败斗争能够顺利实现“左冲右突”，横跨各类出现腐败现象的领域；由党

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结成的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实现了

“最初一公里”、“中间段”和“最后一公里”相贯通，使得反腐败斗争能够

“一竿子插到底”，实现了反腐败斗争的无禁区、全覆盖。党的力量来自

组织。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指导下建立了严密的组织

体系，拥有了其他政党都不具备的强大优势。其次，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反腐败人才队伍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在百年的反腐

败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加强反腐败干部队伍建设，优化反腐败

党员干部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做好反腐败干部队伍的锻造工作，形

成反腐败党员干部队伍的一体化运转体系；从思想、政治、实践和专业

等方面多措并举提高反腐败干部队伍的履职能力，全方位打造复合型

反腐败党员干部队伍；始终积极推进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常态化机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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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理论。最

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反腐败法规制度不断完善。健全

党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

的领导，建立健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统筹指挥、纪委监委

组织协调、职能部门高效协同、人民群众参与支持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

制。坚持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结合管党治党。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

革，组建自上而下的国家、省、市、县四级监察委员会，形成纪律监督、监

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格局。

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反腐道路的路径建构

新时代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反腐道路，必须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反

腐败斗争的规律性认识，坚持党对反腐败斗争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反腐败斗争理念、坚持深化反腐败斗争改革创新、坚持发扬反

腐败斗争精神等重大原则，在“三不腐”一体推进上持续发力，才能打赢

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一）推动在不敢腐上形成持续加压的反腐败高压态势

把腐败问题放到战略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始终坚持反腐败

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抓早抓小、防微

杜渐，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严肃查处了一大批严重违纪违法的高级干

部。这一举措不仅集中削减了腐败存量，而且对全党形成了极大的震

慑效应，强有力地遏制了腐败蔓延势头，为扎牢制度笼子、筑牢思想防

线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

营造持续高压的反腐氛围。一方面，营造持续高压反腐的政治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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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要持续公布“打虎”“拍蝇”“猎狐”的进度，保持

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等新闻媒体的互动创新，使党和国家关于反腐

败斗争的政策深入民心，占领党风廉政建设的舆论场，持续巩固并发展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另一方面，营造持续高压反腐的社会氛围。

发挥自媒体在监督政府工作方面的灵活性作用，避免“党媒鼓气、自媒

体泄气”的情况，依法管好大型门户网站，引导好微信、微博等大众日常

生活分享平台。

（二）推动在不能腐上不断深化拓展反腐败体制机制

不断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一是要不断完善党内法规的分类，

及时修订党内法规体系中与当下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的法规，根据世情

国情党情，及时修订，使其成为更科学的党内法规体系。二是要深入推

进依规治党，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

不断健全权力监督体系。在权力运行过程中，要实现组织监督和

民主监督的统一，实现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的统一，实现不同类型监督

形式的有机结合，从而形成标本兼治的权力监督体系，推动反腐败斗争

向纵深发展。

不断完善纪检监察体系。第一，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的重要力量。向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纪检机构，是新时代深入推

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第二，巡视工作常态化，政治监督精

准化。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

果运用。

（三）筑牢在不想腐上持续巩固提升反腐败思想根基

一是坚定理想信念。从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提高思想认

知，掌握“批判的武器”；通过主题教育学习，筑牢“不想腐”的思想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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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牢记“三个务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要

求，为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的要求。三是夯实清正廉洁的思想根基。

一方面，把廉洁教育作为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在干部培训中，加大廉

洁理论、廉洁故事、廉洁案例的宣讲，让党员干部知廉洁、懂廉洁、守廉

洁。另一方面，把廉洁文化建设融入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统筹各

类媒体资源，积极传播廉洁理念，在全党全社会营造和弘扬崇尚廉洁、

抵制腐败的良好风尚。

（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机整体

不敢腐，侧重于惩治和威慑；不能腐，侧重于监督和制约；不想腐，

侧重于教育和引导。一体推进“三不腐”，就要把惩治ᘊ䀀不腐̺ᘠ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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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跨境腐败案件，持续深化境外突出问题专项整顿。另一方面，制定

打击跨境监管制度及有关法律域外适用的配套制度，如建立以追赃为

中心、以劝返为主要措施的中国特色反腐败跨境追逃追赃机制。

（六）协同高效增强反腐败斗争整体合力

一是健全腐败案件办理程序衔接机制。构建纪检监察机关与审判

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衔接顺畅的体制机制，

从而加强腐败案件查办的协作配合，提高办理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工

作效能。二是强化巡视、审计、财会、统计等监督成果运用。通过巡视

发现问题、形成震慑；通过审计客观地收集和评估证据；利用财会手段

进行连续、系统、综合的核算和监督；通过统计对腐败现象有关的数据

进行搜集、整理、计算、分析、解释、表述等，让腐败问题无处可逃。三是

完善对行贿人的联合惩治机制。要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加大对行贿

行为的惩治力度，强化对行贿人的全链条惩戒，对行贿行为“围猎”震

慑，营造和弘扬崇尚廉洁、抵制腐败的良好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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