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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权力本身并不意味着腐败，但权力一旦失去规范与制约，就必然导致腐败。另一方面，腐败现象本身
也有规律：它通常由点肇始，逐步蔓延，进而在某些单位成为普遍现象，最后变成一种“制度”，使身处其中的人
发生扭曲。反腐若想取得成效，对腐败规律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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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本身并不意味着腐败，但权力一旦失去规范与制约，就必然导致腐败。另一方面，腐败现象本身也

有规律：它通常由点肇始，逐步蔓延，进而在某些单位成为普遍现象，最后变成一种“制度”，使身处其中的

人发生扭曲。反腐若想取得成效，对腐败规律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干部管理体制有哪些漏洞毛泽东曾对领导工作作过一个精辟的概括，就是定好政策和用好干部。这些年

国家大的政策是好的，但干部的腐败问题较为严重，这说明干部管理体制有明显的漏洞。在有些地方，这导

致了“组织腐败”、腐败窝案等严重后果。那么，干部管理制度有哪些漏洞被腐败分子利用了呢？ 

  首先，现有的干部任命基本是以上一级组织部门考察任命为主，事实上形成了层层对上负责的现象。虽

然也做一些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普通干部和群众意见的工作，但实际作用有限，只可能将那些口碑极差、在群

众中毫无威信、自身也无能力的人涮下来，却无法把那些圆头滑脑、平庸无能之辈剔出去，更无法把那些有

能力、有创新意识，但又不为领导喜欢的人选拔出来。 

  其次，权力集中，个人说了算。现在选拔任用干部，规定上讲必须组织部门考察，常委集体讨论决定，

但往往集体讨论只是个形式，单位一把手才说了算。一把手决定的事，集体很难推翻；集体决定的事，一把

手不同意，也很难通得过。我国目前在各行政单位推行的目标责任制，实际上也在强化一把手的权力和责

任。 

  第三，对一把手的监督形同虚设。如果在集中统一领导和有效监督两方面不能平衡，就难以对一把手进

行制约。例如，2002 年以来，武汉市因贪污、贿赂受处分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就占了44％。

而监督方面，纪检监察部门是同级党委领导下的职能部门，是党委甚至一把手任命的，让它们去监督提拔任

用自己的领导，难度可想而知。 

  第四，干部任期内的监督虚多实少。普通的干部和群众除了遇到特别不公的事进行举报外，似乎再没有

其他有效手段来对任期内的干部进行监督。 

  况且，我国各级行政部门中的不少领导干部根本就没有任期制，这在事业单位尤为普遍。 

  以上分析说明，我国过去创立、实施至今的干部管理体制，已在很多方面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

实了。层层对上负责是与过去层层下达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下而上、给予人民以经

济自由的体制，客观上要求民众有权利来选拔和监督他们的“公仆”。如果在变化了的条件下仍旧一味坚持只

对上负责的干部管理体制，就为组织腐败提供了空间。社会上流传的“要想富，调干部；光研究，不宣布；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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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多，谁算数”的贪官发财秘诀正是这种空间的写照。由此也说明，扩大干部选拔、管理和监督的公众参

与，推行各级干部的公推公选到直接选举，使干部由对上负责变为对上对下负责相结合，是干部管理制度改

革的方向，也是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系统腐败往往形成腐败网经济学有一条投入产出原理，这一原理在政治领域同样成立。腐败分子一旦通

过“组织腐败”掌握了权力，就会充分使用这种权力，不仅要收回“投资”，而且要获得更多的“效益”。这时各

种制度上的不完善之处，都会被腐败分子拿来寻租，为自己和小团体谋取私利。这种“系统腐败”有几个主要

特点： 

  短线“投资”，蔓延迅速。腐败分子是不会搞什么长线投资的，他们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收回投资并

赢利。尤其在一把手腐败的情况下，腐败在部门内蔓延的速度更是惊人。 

  入网者存，不入者亡；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系统腐败往往形成一张腐败网，并在系统内形成腐败风

气。由于涉及人数众多，就会出现入网者存，不入者亡的现象。一遇有举报和查处的风险，则相互保护，互

相关照，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伪装良好，查处困难。凡腐败者通常会有保护伞。有时即使民怨沸腾，举报信纷至有关部门，腐败分子

仍会在上级面前做足文章，使各种查处不了了之。盖因系统腐败是整个单位或系统中多数人员参与其中，一

旦揭发出来，就是你死我活的结果。正因如此，系统腐败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也较组织腐败为烈，有时甚至使

一个单位整个地烂掉。 

  制度之外又有“影子”制度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是民主：在货币面前厂家一律平等，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

的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基础性作用。应该说，政治领域里同样有这个特点，就是在选票面前政治家一律平

等，民主政治也应该在社会政治资源的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而系统腐败在政治领域里产生的后果，是腐败利益集团在社会正常的制度之外，又形成了另一套“制

度”，甚至使权力的私有化走到极端，导致法律的私有化。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的正常制度形同虚设，真正

起作用的是这种影子“制度”。如果你办事不按这种“制度”进行，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到了那个时候，老百姓

要生存就必须适应这种腐败的风气，由此，整个社会充斥着一种二元行为方式：一种是公开的、表面的、写

在纸上和挂在嘴上的行为方式；另一种是实际的、行动上的行为方式。与这种二元行为方式相伴随，社会上

原有的道德价值标准和思想体系也会在人们心目中瓦解、崩溃，继而引发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并影响经济发

展。而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腐败会变本加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既有分赃不均的矛盾，也有尚有正义

感的人们奋起反抗的矛盾，最后就是总爆发。结果不外是：或是中央政府下决心派大量人员来查办；或是反

抗力量和弱者被压制下去，甚至从肉体上被消灭。 

  这种制度化腐败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现在，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做的就是要使

人民对政府、对干部的监督具体化、法制化，使监督有路可走、有章可循，让人民可以实实在在地行使自己

的民主权利来选择自己的管理者。如此才能真正地遏制从组织腐败到系统腐败再到“制度腐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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