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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耀才 

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实际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和理论上的众多相关学科。这里仅从新

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就反腐倡廉法规构建进行初步理论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和乖僻的个人行为，使人们的行

为更可预见，并由此促进着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制度，要富有效能、增进秩序，就不应在无确切理由的情况下对

个人和情境实施差别待遇，对违规的惩罚就应当得到清晰的传达和理解，就应当能适用于无数的情境。否则，一般

都会削弱对规则的服从和规则的显明性，并因此而削弱制度的规范性、协调性品质。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效能的分析正确反映了制度建设诸多方面和环节的内在联系，为我党富有成效地搞好反

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提供了新的有益视角。据此，反腐倡廉法规构建应鲜明体现如下特性。  

  普适性。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无人高于制度之上。制度应适应于未知的、数目无法确定的个人和情境，不能根

据人们在财富、影响力等方面的社会地位不同有差别地运用不同的规则和惩罚。要像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的那样：

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针对当前实际工作中有

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种种情形，尤其不能对党政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亲属、司法人员、某些富有阶层等社会强势

群体适用不同于普通公民的法律标准和道德尺度以评判其动机和行为。  

  惩罚性。任何法规，要发挥作用，就必须隐含或显示着一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惩罚。正式惩罚主要由权威机构

做出并无条件地强制实施，不过分寄希望于人们的主观善良愿望。考虑当前对腐败分子惩罚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

实际，应强化惩罚措施的刚性。舞弊者得利，则效仿者至；舞弊者受罚，则接踵者绝。惩治腐败应用重典以提升腐

败的成本和风险，降低腐败的收益和预期，减少各种根治腐败耗费，提高根治腐败的社会经济效益。非正式惩罚主

要指共同体内的习惯、习俗、道德等对违反者自发做出的惩罚，有着浓厚的人文倾向。由此，提高宣传艺术、强化

教育效果以塑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对反腐倡廉有着特殊的作用。应当明确，法规惩罚功能的有效发挥，有赖于

正式惩罚与非正式惩罚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其中，非正式惩罚之于正式惩罚的基础性作用应特别予以关注。  

  确定性。在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出台法规制度往往很容易。有的是领导的临时动议，有的是文字秘书们

闭门杜撰，有的纯粹是为了应付各种检查。这就导致了法规的主观随意性，不明确不规范，不严密不周延。克服这

些弊端必须突出法规的确定性准则，确保正常公民能清晰地看懂法规的信号，知道违规的后果，并能恰当地使自己

的行为与之对号，从而依据制度界限规范自己的行为。这就客观要求：法规目标确定，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法规

依据确定，做到民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作用规范确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必须鲜明具体；适用范围确定，不同

层次、不同方面的法规各具有特定的适用范围；文字表述确定，所表达的意见清晰明了；实施程序确定，具有很强

的操作性。  

  协同性。现实生活中，反腐倡廉法规构建存在许多非同步性和非均衡性的问题。比如：有的地方、行业、单位

制度供给比较稀，有的则比较密；有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安排较多，强制性制度安排较少，有的强制性制度安排较

多，需求诱致性制度安排较少；等等。反腐倡廉是综合的、多元的，不但包括众多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错综复

杂。因此，反腐倡廉法规体系构建必须按照协同性的要求，使各种综合法规和专业法规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联系、



相互协调，从而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事实上，任何单项法规都是反腐倡廉法规体系的组成部分，其性质和功能都

不是孤立的，只有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相互衔接，才能使各项法规之间不至于发生碰撞、抵触和掣肘，这也是提

高法规权威、发挥其综合效能的有效途径。  

  开放性。恩格斯指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

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思想映像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反腐倡

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反腐倡廉法规体系构建也具有强烈的过程性特征，有着客观而丰富的开放性内涵。开放

性要求法规体系构建应充分关照人们通过创新行为对新环境做出的反应，应在上下层次、前后时序上做到法规稳定

性和连续性的高度统一。不稳定的法规是思想上、政治上不成熟的一种标志。在人治的条件下，法规一般脆弱多

变，而法治则有助于克服人治的随意性、片面性和局限性。当然，要求法规完全不变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但法规的基本走向不能变，只能不断修订、充实、完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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