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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反腐倡廉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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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反腐倡廉的系统工程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苏州论坛综述  

[ 2004-12-07 ] 

顾 星 陈凌燕 

近日，江苏省纪委与苏州市委在苏州举办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苏州论坛”。论坛邀请了中央纪委有关

部门和全国一些著名高校、理论研究部门的专家学者以及部分省市纪委的领导同志，就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

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进行了研讨。与会同志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结合实际，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看

法。 

构建惩防体系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 

与会同志普遍认为，建立惩防体系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当前正处在经济发展、体制转轨、社

会转型的时期，对此，我们既需要制定加快发展和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意见和决定，也需要制订

与之相适应的有效惩治和防范腐败犯罪的规划和措施。还有的同志指出，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为我们从总体上制订

一部惩防体系提供了可能。惩防体系既要对以往我们的经验作出总结，而且要随着改革和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体现

出未雨绸缪的前瞻性。有些改革，由于与之相配套的防范措施没有设计到位，曾经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这深刻

说明了及时制订出台惩防体系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惩防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有的同志针对中国的改革特点指出，我国当前改革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改革，其特征是由政府来推动市场。而在这

一过程中，又要求政府要逐步转变职能，把应由市场发挥的职能作用交还给市场。即使有一部分应由政府来调配的

资源，也必须通过建立一套严格的制度、程序，来规范政府的行为。但是这个制度必须是好的制度，是良法。这一

点要引起高度重视。只有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并对之起到政治保证作用的制度，才是有用的制度。这应当是建立惩防

体系的一条重要原则。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是构建惩防体系必须坚持的方针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是构建科学、有效的惩防体系的战略性方针。针对这个问题，有的同

志认为，当前我们在认识上和工作中一要走出功能单一的误区，转变重惩轻防的观念，强化反腐败专门机关的预防

职能，变事后追惩为主的被动监督方式为事前、事中介入的主动监督方式。二要走出手段单一的误区，坚持三者

“并重”的原则，将教育、制度、监督视为体系构成不可或缺的必要和同等重要的因素，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充分

发挥体系的整体功能。三要走出主体单一的误区，必须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纪委

组织协调，依靠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举全党、全国和全社会之力，“共建”惩

防体系。  

有的同志主张，构建体系的关键在于以规范权力运行为核心，保证正确赋权、规范用权、有效制权，建立科学的权

力运行机制。这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要适应市场化要求，建立科学的权力构成体系。要逐步规范权力进入市场行



为，对可以由市场决定的公共权力，交由市场来调节，并逐步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由微观管理向

宏观调控转变。同时实行权力分解，逐步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采取以权制权，建立相互制约的权力构成体

系。二要适应公开化要求，建立权力运作的外部约束机制。权力运作必须公开透明，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体系，

完善权力轮换制度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三要适应法制化要求，在权力运作程序的制约、权力运行监督等方面加强

法制体系建设，建立权力科学运作的保障体系。  

还有的同志认为，腐败是与权力相伴而生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权力本身不过是抽

象地存在，关键在于行使权力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抑制腐败的重要途径是，全面构建权力制约机制。具体表现

为：一是以权利制约权力。这实际上就是对个人权利保障，并给权利以必要的强度和力度。二是以权力制约政府权

力。实行政府内部分权的体制。三是以社会制约权力。由邻里、家庭、社区等组成的公民社会，来限制约束权力。 

惩防体系的有效性在于制度设计的周密性 

许多同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惩防体系就是一个制度体系，是一个由整体制度和局部制度、综合制度和配套制

度相互结合、相互衔接、相辅相成的一个严密的制度反腐败体系。要按照坚持整体性、科学性、有效性相统一的要

求来设计制度，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各个环节，体现到各个方面。  

有的同志指出，必须进一步强化制度建设在反腐败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基础地位，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有的同志

运用当今国际上通用的有效监督制度安排理论，认为有效监督制度要明确三大要素，即纵向问责（人民监督政府的

具体制度安排）+横向问责（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建立起相互制约体制）+透明度原理。还有的同志指出，制度的有效

性，关键在于要有对权力运行实施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否则就会导致出现制度失灵的现象。因为从一般意义而

言的制度，即使制订得再严密，在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下，仍然有可能形同虚设，因为制度是在有七情六欲的凡人

中间运转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可以任意作为，自然也包括修改规则或作出任意解释。  

有的同志认为，监督也同样可能存在失灵的现象。这就要求监督必须以规范的形式和程序进行，不能是少数人对少

数人的监督，不能是小圈子内的监督，不能是随意性很大的监督，这样的监督就会出现暗箱操作。必须是阳光下的

监督，必须是大多数人的监督，必须是规范的监督，这就要求把公开原则引入监督，让监督以看得见的方式存在。

（中国廉政报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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