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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廉政政策研究專家

1961年12月生於江西省南昌市，祖籍浙江
寧波。1984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
現任：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反腐敗與

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國監察學會常務理事
■高校廉政研究與教育學會副會長
■國務院行政審批改革領導小組專家組成員
■中紀委監察部《行政監察法》、《行政問

責制》諮詢專家。
主要從事監督學理論與監察制度研究。近
期研究重點為中國預防腐敗體系的構建、
中國反腐敗政策評價等。
主要著述：

《反腐敗與監督通論》、《中國行政效能監
察》、《監督學》等，並發表廉政理論方
面的主要學術論文60餘篇。為在校大學生
開設《反腐敗制度分析》、《行政監察學》
等專業課。

毛
昭
暉：

強勢反腐成重要治理工具
■ 記　者：如何看待當前反腐敗鬥爭的艱巨性和緊迫性？

■ 毛昭暉：強勢反腐將成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重要的治理工具。以習近平為

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對腐敗之危害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警示。從十七

大報告「腐敗關係到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到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提

出：「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直至

習近平總書記在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會議上強調「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

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可見，從腐敗危及「黨的生死存

亡」到「甚至亡黨亡國」，再到「必然亡黨亡國」的清醒認識，明確地告訴我

們，腐敗導致亡黨亡國不是危言聳聽，故反腐敗必須有「壯士斷腕」之勇

氣，「積小勝為大勝」之恆心。

■毛昭暉在香港廉政公署外留影。

毛昭暉分析稱，隨㠥中共十八大的順利
召開，中央新的領導集體確立，中國

特色反腐倡廉建設開新啟運，進入新的歷
史時期，今後五年是反腐倡廉建設關鍵的
五年。在新的政治結構未趨穩定、政治生
態呈現多樣性的相當長時間內，中央會採
取「先易後難」的反腐敗策略，故懲防並
舉、注重「懲治」，必將成為當前反腐敗戰
略之核心。

他說，從懲治的角度而言，反腐首先要
打有來頭、有背景、有能量的「大老虎」，
因為一方面，他們貪腐數額巨大，又往往
位高權重，是侵蝕政黨和國家利益的巨
蠹，另一方面，這些有恃無恐的「大老虎」
也是一些「小蒼蠅」的保護傘，很多大案
小案最後查不下去，經常是「老虎」在阻
擾。因此，對這些越是有恃無恐的「大老
虎」，越要一查到底，決不姑息，這是執政
黨從嚴治黨、增強中央權威的決斷性舉
措，也是提振公眾反腐信心、肅清腐敗

「小蒼蠅」的治本之舉，「把根子挖了，小
貪小腐也就成不了氣候了」。

打擊規模大的組織化腐敗

毛昭暉分析指，當前及今後一段時期，中
央料重拳打擊三隻「大老虎」。一是規模大
的「大老虎」，即組織化腐敗，集體腐敗。
近年來，在諸多公共事件中，扮演不光彩乃
至引起公憤的角色已不是貪腐官員個體，而
是一些公共組織和部門。決策腐敗、立法腐
敗、吏治腐敗和公共財政腐敗是組織化腐敗
的表現形態。當前，腐敗高位頻發緩慢增長
的態勢未有根本改變，腐敗黑數愈來越大，
究其原因，忽略對組織化腐敗的打擊有很大
的關係。組織化腐敗是強勢利益集團之間交
易與合謀的產物，猶如鐵板一塊，打擊強勢
利益集團應從「定點清除」轉變到「連片剿
滅」，只有這樣才能鏟斷利益鏈。

打擊級別高的省部級高官

二是級別高的「大老虎」，即省部級高
官。過去的反腐敗實踐證明，「自下而上」
的反腐敗改革易出現內卷化，往往無疾而
終，「自上而下」的反腐敗改革往往宣示多

於行動，其核心價值常被利益博弈所過濾，
最終可能無功而返。而省級是中央與地方兩
股政治資源交集的地方，一權坐大的可能性
較小，權力制衡色彩較為明顯，故而反腐敗
阻力相對較小。同時地級市、縣級腐敗往往
與省級關係密切，或為下層腐敗的庇護傘，
或為下層腐敗的原動力，危害性極大。因
此，通過省一級反腐敗治理，加大省級高官
腐敗案件查辦力度，有案必查，必然能夠盤
活全國，打好開局。

打擊金融領域的腐敗官員

三是特定領域的「大老虎」，即國有壟斷
企業、金融領域的腐敗官員。近年來，陳同
海、康日新、張春江等相當數量央企高管落
馬，顯示國有壟斷企業已成貪腐重災區。此
外，金融領域也是不同利益集團進行利益交
換的高危領域，金融腐敗是導致國家經濟政
策發生扭曲和變異，導致中國經濟下滑的重
要誘因。因此，嚴打國有壟斷企業、金融領
域的腐敗是破解中國經濟領域腐敗的治本之
策。

中央重拳打貪
瞄準三隻大老虎

十八大後，加強反腐、整頓黨風成為新一屆中共領導層開局工作一大亮點，

有媒體盤點，習近平就任中共總書記短短兩個月，就在公開場合6次談到反腐

倡廉，更強調「老虎蒼蠅一起打」。對此，內地著名廉政政策研究專家、中國

人民大學反腐敗與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暉接受本報專訪指出，習近平這

番「打虎論」強調反腐首先要打有來頭、有背景、有能量的「大老虎」，顯示

執政黨從嚴治黨的決心，是肅清腐敗「小蒼蠅」的治本之舉。毛昭暉認為，當

前及今後一段時期，中央料重拳打擊三隻「大老虎」：規模大的「組織化腐

敗」，級別高的「省部級高官」，及特定領域的「國家壟斷行業的腐敗官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推進政改 三招斬斷腐敗利益鏈

廉潔政治從反思自身做起
■ 記　者：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包含了怎樣的內涵？

■ 毛昭暉：習近平總書記實事求是地從執政黨自身的視角，反思執政黨自身肌

體不健康與腐敗根源的關聯性，充分表明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深刻

認識到反對腐敗應當從自身的「體制機制」上找原因，才能「保持黨的肌體

健康」，這其中蘊含㠥建設廉潔政治，實現政治清明，應當從執政黨自身的

意識形態、發展模式、治理結構和組織體系入手。當然，從反腐敗宣示到行

動將會分步驟實施，第一個五年的後半段尤為關鍵。

中國特色反腐三路徑
■ 記　者：十八大後中共反腐倡廉道路將遵循什麼新路徑？

■ 毛昭暉：下一個十年，中國特色反腐倡廉發展道路絕不可能是鶯歌燕舞，一

帆風順。

中國特色反腐倡廉發展道路有三條路徑：第一，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是保
障反腐倡廉建設得以深化的基礎性工程，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立
健全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運行機制是關鍵。第二，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
監督體系。力求實現兩個突破：一是健全決策機制和決策問責，對決策權加以

有效制衡；二是加大民主監督主體化、制度化的推進力度。完善監督
體系，使民主監督真正成為監督體系中與黨的監督、政府

監督比肩的監督門類。第三，全面推進反腐倡廉
法治化建設。各級各類監督機關應當在憲法

和法律範圍內，秉承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
履行職責。

目前，全國31個省級人大、政
府、政協依照法律程序，選舉產
生了新一屆領導班子。毛昭暉指
出，須嚴防地方新一輪政績衝動
推動政治腐敗，特別是中央與地
方許多官員均面臨權力的調整和
職位變化，在省部級領導班子確
定後，提交「投名狀」，尋找新
的政治同盟，甚至顯現政治獻
金、買官鬻爵等腐敗行為。

抑制換屆年「政績衝動」

他表示，經濟發展是政治升遷
的經濟基礎，新一輪的政績衝
動必然帶來投資衝動，而現行
的財稅體制和政府間競爭進一
步助長了政績衝動。隨㠥資

金、資本和資源的匯集與交
集，腐敗高發的風險必然增
大，尤其是決策類腐敗、用人
腐敗可能易發多發。可以說，
中央政府如果不能很好地運用
前瞻性反腐敗政策工具，有效
抑制住地方大員的政績衝動，
新一輪腐敗有可能席捲而來，
這也將毀掉一批新上任的官
員。與此同時，新舊領導班子的
兩種治理模式的碰撞與調整，導
致出現類似「新官不理舊賬」的
諸多問題，原有政策的連續性受
到影響，「收益內化，成本外化」
或成常態，公共管理成本增大，
其結果是社會矛盾激化，政府績
效降低。

他說，官場潛規則泛起，買官
鬻爵類腐敗行為必然大幅增長。
而過去業已形成的政治反腐、危
機反腐的路徑依賴症又屏蔽對此

類腐敗案件的查辦。因此，須加
大中央對地方巡視的力度，全面
監控幹部選任，杜絕買官鬻爵類
腐敗行為。

杜絕地方買官 中央須加強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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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昭暉指出，懲防並舉、注重

「懲治」必將成為當前中央反腐敗

戰略之核心。後圖為地方法院。

■內地民眾在參觀反貪宣

傳板。 資料圖片

反腐「打老虎」須破除強勢利益同
盟，難度大、風險高。毛昭

暉認為，中國現有
的 「 對 上

負責」的黨政治理結構，尚無法保障有效、
徹底地「打老虎」，因此須加快推進政治體
制改革，包括實現人民民主監督主體化、確
保監督機構獨立行使職權、以及開展監督體
制改革。他表示，香港廉政機構的最重要反
腐理念不是嚴懲巨貪，而是逢貪必抓，這值
得內地學習。

第一招：人民監督主體化

毛昭暉表示，首先，需實現人民民主
監督的主體化和制度化。過去我們對
「民主監督」的價值認識得不夠深刻，

公民的有序參與在政治生活中比較邊
緣化，十八大報告用很大的篇幅強調
人民民主與民主監督在反腐倡廉建設
的重要價值，十八大後料在民主監
督的主體化、制度化方面有大的突
破，包括使黨代會與人代會真正成
為民主監督的制度平台；以網絡
監督為樞紐，構建體制內監督與
體制外監督相融合的新型監督組
織；培育公民社會，以改革勇氣
摒棄公民社會形成與發展的掣
肘，形成組織化的社會監督力
量等。

第二招：監督機構獨立化

第二，確保監督機關獨立行使職權。當
前，同級紀委監督不了同級黨委，監察部門
的地位更加尷尬，不僅要受同級政府和上級
監察部門的「雙重領導」，還要受同級紀檢
機關的領導。紀檢監察部門的相對弱勢地
位，使得「武松」打虎，稍有不慎可能被虎
反咬。為避免出現辦案過程中被「老虎」威
脅、打擊、迫害的情況，需要加大反腐敗機
構的獨立性，確保其獨立行使監督權。除了
對反腐機構進行「垂直領導」，中央向地方
派駐巡視組等，都是強化紀檢監察獨立性的
方式。

第三招：加快監督體制改革

第三，加快監督體制改革。中國的監督體
制體現為黨的紀委領銜下的監督領導體制和
工作機制，充分體現了執政黨監督、法律監
督和行政監督三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符合中
國國情。與此同時，現行監督體制的弊端也
毋庸隱諱。加快監督體制改革，應使黨代會
與人代會真正成為民主監督的制度平台，加
大黨代會、人代會對黨的紀委、行政監察機
關和檢察院的直接管理、監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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