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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领导集位 

对党风廉政建设硇新贡就 

刘开寿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 400041) 

摘要：老一辈革命家对党风廉政建谩作出了巨大贡献；江泽民提出了“反对腐艘是关系党和国家生兄存亡的严重政治斗 

争”的新论断：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明确丁反腐艘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谩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基本方竹和工作格局；江泽 

民强调 治国必先泊党，泊竟务必从严 ，垒面论述了从严浩觉方竹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点；竟的十五届六中垒奢作出的《关于加 

强和政进党的作风建谩的决定》，是觉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觉风廉政建缝理论的又一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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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3rd Generation Central Leaders Collective’S New Contribution to 

the Building ofParty Style and Clean Government(BOPSACG) 
LIU K ．shou 

(zkParty&hod of西明 肺仉蛐 硼妇 ofG尸c，G 却 400041，Gh ) 

Abstract：The old群n 讲．mvd~ordsts have madeffreat啪哪 Ⅻ oIl8tothe BOPSACG．Jiang Zemin，酽 seclemy of cPc， 

points out：The蚝量吐ag血蜮。orn咖 is a gTave battle工eI 工lgtOthelife anddeath ofparty and ．The 3ntleaders collectivefur- 

ther础 downthe gI1idancet}眦出， al requests，basic gLli曲lle，andwork pa~em ofthe矗gbI蟠 con~tlon andthe BOPSACG．Jiang 

Zemin I1日 that before
．
mana~ affair．mIm manage party affairin advance，and discussesthe scientific=~ ang ofthe gI] of 

strictermanaging party affair．TheDec~cal ofCPC Central C~unittee∞ &rengOtem'ng∞dImprov／ng扎 Bu／／d／ngofPony两 ，whichis 

made∞the sixth p1．mm ofthe15th centnd ccellmittee，is 81~ler new cootrAut~ tothe BOPSACG． 

K碍 weft ：theh 瞄ngd p缸睁唧le anddean 埘删 ；liang五蚰 、；删 ∞呲dh 、 

党风廉政建设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毛泽东、邓小 

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都作 

出了巨大贡献。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 

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老一辈革命家在党风廉政建设方 

面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实施了一系列新举措， 

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阶段性成果，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 

党风廉政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 

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 

党风廉政建设。不但提出了科学的理论，而且刨造了一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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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廉政建设的好形式，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三 

大优良作风，特别是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代 

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我们党历经千难万险而始 

终立于不败之地。 

早在∞世纪柏年代，毛泽东就对党风问题作出了科学 

的阐释。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经典文献中，他指出：“反对 

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 

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 

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正派了，全国人民就 

会跟我们学。”他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我们党的党风建设 

的一次成功实践。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所做的《论联合政 

府》的政治报告中，概括出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 

长兼主端．教授．主要从事党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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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群众、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指出这是我们“区别于其 

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同黄炎培的谈话中，提出了用 

民主的方法解决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可能产生的腐败问题，满 

怀信J 地指出，共产党一定可以跳出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曾 

一 再重蹈的 历史周期律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告诫 

全党同志务必要保持优良的传统作风，特曷咀要警惕敌人的 

“糖衣炮弹 袭击。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 

系列坚决措施，反对贪枵、J裔败，反对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的不 

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 

第二代中央顿导集体也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 

论断。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主要是针对改革开放之韧党内出现 

的严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1980年 I1月胨云在中纪委召 

开的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第三攻座谈会上提 

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 

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紧接着， 

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极少数党员、干部的不正 

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我赞成陈同云志 

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党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C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二 

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都把这个 

论断作为党建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基本观点写了进去；十三大 

更把这个论断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12个基 

本观点之一，写进了政治报告。 

20年的实践证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党风问题的 

这个命题是一个科学的命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这个命 

题，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党风建设的理论，根据新的实 

际，对党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作出了新的概括，对于提高全 

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具有发聋振聩的作用。这个命题，抓 

住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一个核心闸题，这就是党群 

关系问题。因为党风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竞与人民群众，主要 

是竞的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民心所向．党一定兴旺， 

民心所背，刚党磐衰败。也抓住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风建设的 

一 个关键问题，这就是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认识问题。认识问 

题不真正解决，党风廉敢建设只能是做样子，走过场，决不能 

取信于民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以及世界上许 

多共产党的改名换姓、改宗景帜，柏林墙一崔之问的崩覆，根 

本的原因在于那些共产竞丧失了群众．丧失了执政的根本， 

甚至丧失了立足存身的起码条件。中国 1989年发生的政治 

风波也表明，尽管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头，人民群众 

也从切身体验中认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头，但是，由于 

一 部分干部的腐败，使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能够以 反腐败”为 

旗号．鼓动起那／厶多人或参与、或支持、或同情动乱，迫使党 

和政府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予以平息。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我们一定要继承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党风廉政建 

设的这笔丰厚遗产，不断提高认识，坚决地、坚持不懈地开展 

反腐败斗争。 

江泽民提出 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 

治斗争 的新论断，把全党对于反腐倡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 

个耘的水平。 

江泽民担任总书记 来，一直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他几乎每次都出席中央纪委全体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亲自安排、部署和指导这项工作。他多次要求，各 

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对搞好反腐倡 

廉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1嘏，务必提高坚持“两手抓 方 

针的自觉性，务必加强顿导。1997年 1月在中央纪委第八次 

全体会议上，江泽民首次提出反腐败是 严重政治斗争 的观 

点。他说： 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 

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同年5月29日他在中央党校发表重 

要讲话．重申了这个论断。十五大报告将这个论断载入党的 

正式文献，成为全党的共识。 

为什么说反腐败是关系竞和国家生死存亡的 严重政治 

斗争 呢?尽管江泽民段有像学者那样列举一、二、三条加以 

论证，但我们根据江泽民的一贯思路来看，还是可以大致理 

出脉络。第一，江泽民非常强调讲政治，他一再说 三讲 的 

核心是讲政治。1995年9月他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 

人会上的讲话(后来人民日报以《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为 

题发表了部分内容)，就是从反腐败破题。可以认为，说反腐 

敢是 严重的政治斗争”，首先是因为反腐败问题是关系党的 

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识别力、政治 

敏锐性等等的重大问题。第二，邓小平认为，中国目前最大 

的政治是搞四个现代化。而腐败四 是阻碍现代化的大敌，不 

反腐败，不可能宴现现代化，即使 现代化 了，也可能是别的 

什／厶现代化，决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反不反腐败、反 

腐败力度的大小．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这还不是政治问题吗?第四，党章总纲和邓小平理论都讲，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由于 

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 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 我们竞同腐败分子(如阵希同、 

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的斗争，早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 

是新形势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按照马克思主义 

的观点．阶级斗争问题当然属于政治问题。 

深刻理解江泽民的这个新论断，可以使我们从政治的高 

度来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旗帜鲜明地、 

坚决地、锲而不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第三代顿导集体还进一步明确了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 

政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基本方针和工作格局。江泽 

民指出，反腐败斗争的总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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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为指导，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标本兼治、综 

台治理，把思想政治教育、查处大案耍案、健全制度和严肃党 

纪政纪结台起来，既防范于前，又惩戒于后，打好一个一个的 

阶段性战役，一步一步地把斗争引向深^。 

第一，反腐败必须围绕“中心”进行 反腐败斗争和党风 

廉政建设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垒过 

程，耍高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中，要围绕经济建设这 

个中心进行，不能离开“中心 ，更不能挤压“中心”、妨碍“中 

心”或另立“中心”。这是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 

贯思路。 

第二，反腐败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台治理的方针。由 

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企图下猛药见效， 

企图用一种方式解决问题，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企图在短期 

内“根本好转”，都不现实 反腐败只能标卒兼治，既治标，又 

治本；其能法治与德治兼施，既教育于前，又惩戒于后；只能 

综台治理，教育、查案、建制、执纪结合，党纪、政纪、法律并 

用；只能一件事一件事地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以若干阶段 

性成果而积大成 总之，既要坚决同已经出现的腐败现象和 

腐败分子作斗争，叉要努力做好消除产生腐败根源的工作。 

第三，反腐败斗争必须突出重点。重点是什么呢?江泽 

民指出：“重点放在党政领导机关和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 

门、经济管理部门”，重点在顿导干部，包括领导干部身边的 

工作人员，也就是所谓的“一机关三部门两种人”。不是说不 

反其他机关、其他部门、其他人员中的腐败，而是要重点反这 
一 机关三部门两种人 中的腐败。因为这些机关、部门、人 

员中如果产生腐败，“质量”特别高，影响特别恶劣，查办起来 

特别困难。江泽民常举历史上的例子，说吏治腐败为害最 

烈。当今哪些机关、哪些人中可能产生吏治腐败呢?只能是 

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有这种可能性，其成为反腐败的重点对 

象顺理成章。 

第四，反腐败必须认真做好近期的三项主要工作。这就 

是：督促检查顿导干部廉洁自律，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大案要 

案，着力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 

第五，反腐败必须强化监督机制。江泽民认为，惩治腐 

败必须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首先耍加强和健全党内 

监督，增强党组织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尤其耍健全对领导 

干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党委内部的监督制度；同时耍 

拓宽党内外监督渠道，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江 

泽民指出，党执政后，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成功地 

解决党内监督问题，尤其是对中高级锈导干部的监督问题， 

是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能认为这个问题 

已经解决了，我们有经验，也有教训。监督内容也要抓住突 

出的问题。干部是不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是不是正确运用权力、坚持根本宗旨，是不是严格遵守和维 

护民主集中制，应当成为监督的重点内容。 

四 
江泽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论述 

了从严治党方针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点，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提供了新的武器。 

党的十四大、十五大都重申了从严治党的方针。江泽民 

更是反复强调，党组织对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 

格监督，领导干部 自己也要 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从历史 

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多层面分析，他律(“三严”)与自律(“四 

自”)相比，我们应更着重于他律，也就是党组织治党要严。 

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有的情 

况还日趋严重，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地 

方、一些部门的党组织和领导者投有认真贯彻从严治党的方 

针，对党员、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对违纪违法 

者心慈手软、失之过宽 

江泽民强调，落实从严治党方针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 

必须全面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方面、各环节。所以，不能仅 

仅把从严治党的方针理解为党风廉政建设的方针，它也是党 

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的方针。十五大 

报告从5个方面明确了从严治党的具体要求：第一，严格按 

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第二，对党员特别是领导 

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第三，在党内生活中讲 

党性、讲原则，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弘扬正气，反对歪风；第 

四，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严肃处置不台格党 

员；第五，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当 

然必须明确从严治党首要、关键的是从严治理好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只有如此，才能在下级、在基层、在普通党员中有 

说服力，才能真正落实从严治党的方针。 

五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 

建设的决定》，是新世纪我们党党风廉政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是党的第三代顿导集体对党风廉政建设理论的又一新贡献。 

(决定》指出，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路线的 

重要体现，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关系 

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的作风建 

设与党的其他方面的建设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抓住作风建 

设，就抓住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 

和抵御风险能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切人点。 

《决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们党当前的作风状况，充分 

肯定了主流，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全面贯彻 

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使党的作风建设有新的明显的进步， 

以适应新世纪的新形势、新任务对我们党提出的新要求 

根据《决定》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一贯精神， 

有这样几点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 

第一，对目前党和国家机关中存在的问题绝不可低估。 

《决定》对党的作风方面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了这 

样的概括：在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中，“教条主义、本本 

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独 

断专行、软弱涣散问题突出，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现象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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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这种概括比较符合实际，同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对问 

题轻描拔写的做法有了很大区别，党内外都基本认同。比较 

长的一个时期以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与基层单位、普通党 

员、一般群窳对党风问题的认识存在着较大反差。前者很乐 

观，对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反腐的廉政措施 说在嘴上、 

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后者则看到的阴暗面多．对党风廉政 

建设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两者都有片面性，但尤以盲目 

乐观的危害性更大一些。毛泽东曾经告诫我们，对问题和困 

难看得多一点儿、大一点儿 、重一点儿，比看得少一点儿、小 
一 点儿、轻一点儿要主动一些。这个观点对我们很有启发。 

我们曾经提出要在3—5年内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目标不 

但发有实现，后来不正之风反而愈演愈烈。这不能不说是一 

种失误，不能不说是使一些同志失去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对解决问题的难度绝不可低估。在新的条件下． 

解决党风廉政建设中的问题难度更大。首先，腐败问题是一 

个历史性、世界性的问题，我们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 

是存在于真空中，要完全解决腐败问题，难度可想而知。其 

次，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跻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韧始时期进行党风廉政建设，这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在社会主义比较发达的阶段进行党风廉政建设，无论是体制 

条件、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社会心理条件，都有很大不 

同。比如，过去通过政治运动反腐敢就能取得成效，现在能 

行吗?过去许多群窳为报共产党的恩情，对干部中的某些违 

纪行为可以谅解，现在则不但不谅解，反而把少数干部的行 

为误以为是“党的行为” 再次，执政时间越长，一些党组织、 
一

些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越淡薄，迷信权力、迷信上级而不 

“迷信 群众。如不认真加以解决，长此以往，党群关系、干群 

关系的改善就会越来越难。 

第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集中解决党的思想作风、 

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括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 

对这 五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决定》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 

析；对解决这“五风 方面的突出问题，《决定》提出了“八个坚 

持、八个反对”的基本措施。问题已经找到，指导思想已经明 

确，办法也已经有了，又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各级党的组织特别是党的领导干 

部能不能在实践中认真贯彻执行 如果作出了一个好的决 

定而不打算去照着办，就正象列宁所说的，这样的决定就等 

于是废纸。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决定真成了 废纸”，那么， 

我们失去的将是党心和民心，而要重新赢得党心和民心，不 

知又要花费多少力气j解决“五风”方面的突出问题，顿导干 

部一定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既立言，更立行，成为加强和 

参考文越： 

[1]毛泽末．毛泽末逸集(4卷告订本)[ ]．北京~／,-IL出版杜，1996． 

[2]邓小平．耶小平文选(第3掌)[MJ．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J胨云．胨云文逸(1 1％5)[M]．北京：̂ 民出麓社，1986． 

[4]靖辑姐 江泽民同击理话话逑太事圮要(上、下)[c]．北京；中共 

中央党枝 出艟社，1998． 

[5]璃辑组 讲学习许政沿井正气教育读本[C] 北京：党建读轴出 

版社．1998 

[6]江泽民．在虎祝中田共产竞成立A十同年太备上的讲话[R]北 

京 ：人民出版社 ．狮 ． 

[7]蝙辑组．中共中央甍干加强和玫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北 

京 ：人 民出版社 。200l 

(上接第鹌页)后来在他的(跨越界限》一书中引用了一旬拉 

丁格言：“美是真理的光辉 。他用这旬格育来说明美对于发 

现真理的重要意义。 

纵观科技发展史，以美学原则为更高层次的原舅 指导科 

学研究的例子举不胜举，尽管科学家的美感直觉和他对真理 

的认识并不完全等价，但它却是一位杰出科学家所不可缺少 

曲科学品质，它对科学理论的建立有重大的启示作用。从宏 

观系统论概念出发，我们不妨把艺术家看成是形象的科学 

家。把科学家当作抽象的艺术家。这样 ，不仅有利于打破文、 

理界限，而且有利于彼此的进一步了解和交流，进而有利于 

共同探索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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