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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提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这一

目标是“端正党风,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等目标追求的与时俱进,是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态势的巩固与升华,有着深刻的内涵与特定的外延。 压倒性胜利不等于彻底胜

利,不是一劳永逸。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新时代反腐败任重道远。 进一

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建议将“清廉中国”作为国家战略,聚焦腐败

概念,抓纲举目,系统推进反腐败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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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提出“构建一体推

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进一步巩固

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1] 。 这是新时代

对反腐败目标的科学判断,也是反腐败斗争应有

的新常态。
  

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胜利”提法的演进历程
“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的提法是由多个里程碑式的反腐败目标要求

连续演进而来的。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三大,解决

的主要问题是党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

纯。 以整风、肃纪、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纠风、解
决党的腐化变质与作风问题等为抓手,解决党员

领导干部中的腐化变质问题。 这一时期使用了

“腐蚀”“腐化变质”等与腐败相近的概念[2]95,追
求的目标是“实现党风根本好转” [3] 。

从党的十三大至十五大,我们党旗帜鲜明地

提出并使用了反腐败概念,拉开了反腐败大幕,
卓有成效地启动了反腐败斗争。 党的十三大报

告提出:“对于那些败坏党和人民事业的腐败分

子,必须采取坚决清除的方针,一经发现立即处

理,有多少清除多少,决不能姑息养奸。” [4] 党的



十四大报告提出:“腐败分子危害党和人民,不论

是什么人,都必须依照党纪国法,坚决予以惩

处。” [5]党十五大报告提出:“通过深化改革,不断

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6]

党的十六大对反腐败斗争的性质用紧迫性

和长期性等词汇描述,党的十七大对反腐败斗争

的性质用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表达,党的十八

大认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寻求“从源

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遏制消极腐败现象

蔓延的势头” [2]1156。
  

以上不同提法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理论成果与行动指南,是当今“进一步巩固和发

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提法的前期探索与

准备。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这一说法的演进历程见表 1。

表 1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压倒性胜利”的演进历程

文字表述 时间节点 主要标志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态势正在形成

2012 年底—
2015 年底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态势已经形成

2016 年底
2016 年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
成”;2017 年 1 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再次确认了这一判断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
倒性胜利

2018 年 12 月
2018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
倒性胜利”

巩固和发展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胜利

2019 年 1 月
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习近平再次宣布“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
胜利”,提出“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胜利”的新要求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

2020 年 1 月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在工作报告中认为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战略性成果,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不断巩固
拓展”;全会强调要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进一
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综上所述,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实现党风

根本好转”到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提出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说明党对反腐败斗争的目标追求是与时俱进、创
新发展的。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胜利” 是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实践探

索,我国进入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新追求。
  

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胜利”的概念与意义

(一)概念解析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是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态势的巩固与升华,是反腐败力量与腐败力量

之比处于绝对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化成现实。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是

在现有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基础上,不断深

化提升。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至少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的内容:一是领导与组织力量,组织领导反

腐败斗争的力量对腐败态势形成了绝对优势;二

是干部的信念决心,绝大多数干部坚定不移进行

反腐败斗争并对反腐败斗争取得胜利充满信心;
三是腐败的消长走向,腐败存量逐步减少并保持

在一个安全区间内;四是群众的信任支持,广大

人民群众支持反腐败斗争并对反腐败成效的满

意率在 95%以上;五是理论与文化氛围,反腐败

理论体系日趋完善并不断创新发展,反腐倡廉的

社会文化大环境已经形成。
  

当前对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理解存在

一些偏差,有必要予以澄清。 一是压倒性胜利不

等于完全彻底胜利;二是压倒性胜利不等于一劳

永逸,更不能因此而松懈,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

上;三是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旧
的问题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更加复杂的问题,我
们不能掉以轻心,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看压倒性胜利,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

对反腐败形势的分析判断与评价上来;四是压倒

性胜利不可能彻底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而是把腐败的性质、数量和涉贪金额控制在安全

线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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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这一目标实现的标志主要表现在九个方

面,详见表 2。

表 2　 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主要标志

项目 主要内容

违纪与查
处标志

每年党员违纪占比控制在 3‰以下,腐败案件的查处率 90%以上,贪官外逃的绝对数明显减少直至趋于
0;干部清正成为时尚,腐败占信访举报比例大幅减少。 腐败案件中涉案金额明显减少,故意腐败和主
动腐败案件大幅度减少

反腐体系
标志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形成体系。 通过加大惩处腐败力度与广度,实现有腐必反到有腐即
反的转变,使腐败者伸手必被捉而不敢腐;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和监督体系使之不能腐;通过教育和廉洁
文化建设使广大干部觉悟提高而不想腐;通过完善工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而不必腐

党的建设
成效标志

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纯洁性、先进性保持在可持续的高位,党的威望进一步提升,党群关系进一步密
切。 良好的党风带动政风民风,形成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法规制度
标志

反腐败立法取得重大突破,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得益彰,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完备

科技含量
标志

通过科技手段实现、彰显和巩固反腐败成果,尽量减少人为因素

经济发展
标志

反腐败成功支撑经济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并为成为世界第一位打好基础

廉洁文化
标志

社会对腐败的反感度增加,对腐败“羡慕嫉妒恨”的现象大为减少,对腐败的容忍度接近于零,廉荣贪耻
成为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并蔚然成风,社会的诚信度增强,社会和谐稳定

群众评价
标志

党和政府的清廉得到广大人民认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大幅提高,对反腐败的满意率在
97%以上

国际评价
标志

我国清廉指数在透明国际排名榜中进入前 50 名;形成国际公认的反腐败中国标准;我国在国际上反腐
败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大幅提高

　 　 (二)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的重要意义

1. 有利于对反腐败目标形成统一认识
  

反腐败斗争取得的胜利如何定性,用什么词

语来表述和界定,理论界见仁见智,甚至莫衷一

是。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攻

性胜利,主要指主动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使腐败

发展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二是压倒性胜利,主
要指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反腐败的力量

对腐败的力量形成绝对优势;三是决定性胜利,
主要指反腐败斗争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际评价

等方面完全占有主动权,腐败已经没有兴风作浪

的力量;四是持续性胜利,主要指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胜利能够不断延续和深入发展;五是彻底胜

利,不少人把反腐败斗争取得彻底胜利作为奋斗

目标,认为腐败问题已经完全解决,腐败产生的

土壤和条件已经被铲除。 笔者认为,以上五种表

述前四种都是可以成立的,第五种表述是难以成

立的。 原因是,从纵向时间维度来衡量,反腐败

斗争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现有的腐败问题解

决了还会出现新的腐败问题,已经解决的腐败问

题如果放松警惕还会出现反弹与变异。 从横向

看,一个领域的腐败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领域的

腐败问题还会出现。 从“彻底”这一概念看,“彻

底”是一个绝对的静态,容易被误读为一劳永逸。
因此,反腐败斗争永远没有彻底胜利,只能有压

倒性胜利和决定性胜利。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

否宣称取得了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而在于反腐

败斗争始终能够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提

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2. 揭示了反腐败斗争的客观规律

以前,我们认为腐败是有源头的,刻意追求从源

头治理腐败,并苛求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 1991 年

7 月 1 日,江泽民在建党七十周年大会上提出:“我
们党不是生活在真空里。 这些消极腐败现象是资产

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作风在党内的反映。”[2]812

党的十五大报告和党的十六大报告都反复强调“抵
制(防范)腐朽思想的侵蚀”[6-7] 。

  

以上表述,都在试图说明腐败产生的主要根

源是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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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 认为只要抓好教育、健全制度,就可以从

根本上逐步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笔者

认为,腐败的本质是以权谋私,这里讲的腐败仅

限于公权力腐败。 腐败是没有阶级性的,无论是

哪个国家哪个政党,从本质上看其权力腐败都是

一样的,只是在不同的国家表现的形式和领域不

同而已。 说到底,腐败是由于人的本性即趋利性

引起的,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私有财产是神

圣不可侵犯的,为腐败提供了特有的空间。 腐败

的土壤与条件是不可能彻底铲除的。 将消除腐

败现象修订为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实
质是承认腐败现象是不可能消除的,但可以将其

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3. 指明了反腐败斗争的前进方向和奋斗

目标
  

一是牢固坚守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这个

基本盘,不苛求取得彻底胜利;二是在巩固和发

展上做文章。 即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反腐败斗

争的基本方针,立足现有反腐败布局,扎实做好

各项工作。
  

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胜利”的展望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
多方协同,持之以恒,取得实效。 如何进一步,是
一项大事,关键在突破创新发展上下功夫。

  

(一)提炼目标,凝聚力量

建议适时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胜利”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层面提出建

设“清廉中国”的国家战略。 “清廉中国”国家战

略的内涵可以理解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宏伟目标,在反腐败领域实施的理论与实

践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系统工程。 其外延可从

多角度把握:从构成上可分为清廉政党、清廉政

府、清廉文化、廉洁社会;从内容上可分为干部清

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从政权运行上讲,包括

价值取向、目标追求、战略布局、重大举措、基本

保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看,是理论创新与实

践开拓的统一。 “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主要特

征,一是党的领导,二是反腐为民,三是全民参

与。 “清廉中国”将是新时代中国反腐败斗争的

一面旗帜,在中国和世界反腐败格局中产生深远

影响。
  

(二)聚焦腐败,精准求效

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从权力的性质、权力腐

败的表现形式、社会、法律以及是非善恶等角度

对腐败这一概念进行多角度解读,形成了“公权

力腐败”“委托权力腐败” “私权力腐败” “吏治腐

败”“学术腐败”“积极腐败”“消极腐败” “庸政懒

政腐败”“生活腐败” “社会风气腐败”等概念,甚
至“语言腐败”“熟能生腐” “卖淫嫖娼腐败” “小

学生腐败” 等概念也大行其道。 笔者认为,上述

腐败概念有的是百花齐放,学术繁荣,有的则是

将腐败问题泛化和庸俗化,容易造成在反腐败问

题上的乱箭乱发,从而掩盖了至关重要的以权谋

私问题,致使反腐败走偏方向,贻误反腐败大局。
因此,聚焦腐败概念,追求反腐败实效是当务

之急。
   

1. 严格从狭义上界定腐败问题
 

始终要将权力腐败限定在公权私用的范围

内,将反腐败的重点放在惩治以权谋私上,精准

打击以权谋私行为。 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明确界定在狭义的腐败概念范围内,
防止将腐败问题泛化虚化、形成反腐败乱箭乱发

的混乱局面。
   

2. 严格区分腐败的内涵与外延
  

国际上对什么是腐败往往是盲人摸象似的

纠缠不清。 根本原因在于理解与使用腐败概念

时,将腐败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混淆了。 不讲内涵

只在外延上各抒己见,纠缠不清,造成“小学生腐

败”“语言腐败” “熟能生腐” 等似是而非甚至误

人子弟的伪命题出现。
   

3. 严格区分腐败与不正之风
  

不正之风属于不良现象,属于作风范畴,可
归类到消极现象。 不正之风与以权谋私的腐败

问题相比不仅有量的不同,更有质的差别,不宜

将作风问题与腐败问题等量齐观,更不可混淆

乱用。
   

4. 严格界定消极腐败这一概念的内涵与

外延
  

消极腐败这一概念虽然已经被广泛使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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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从效果出发科学全面界定其内涵和外延,以
便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效果。 笔者认为,消极

腐败是一个联合词组,是将两个相近的概念联合

在一起引起人们广泛重视。 必须强调,把消极与

腐败放在一起说,并不等于说消极就是腐败。 如

果消极等于腐败,在逻辑上讲是同义语反复,没
有意义,就可以将“消极”取消直接并入“腐败”概

念。 笔者理解,“消极”主要指作风方面的问题,
如“不作为” “慢作为” “懒怠” “工作浮飘” 等问

题。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应当归类为消极问

题。 腐败主要指权力滥用方面的问题,专指“乱

作为”中的故意以权谋私问题。 建议今后在党和

国家文件中慎重使用消极腐败这一概念,直接用

腐败概念替代消极腐败概念。
   

5. 严格定性腐败犯罪
  

贪污、行贿、受贿虽然都可能造成犯罪,但不

能直接与腐败画等号。 利用公权力不正当接受

财物属于腐败,构成犯罪的可以定性为腐败犯

罪。 纯粹的私人友谊交往,就构不成受贿,就不

是腐败。 如纯属于用个人资产去行贿,可能构成

犯罪,但不宜说成是腐败,更不能笼统地将行贿

都归类为腐败犯罪。 必须强调,在法律范畴内是

没有腐败犯罪这一罪名的,有的只是贪污、行贿

等具体罪名。 腐败犯罪这一概念可适用于政治

范畴,不适用于法律范畴。
  

(三)抓纲举目,系统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

上指出:“要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律,一体推

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
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 [1] 笔者认

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下简称

“一体推进三不”)已经定位为新时代反腐良方,
是反腐败斗争的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

时期反腐败斗争的中心任务。 应当抓住关键,重
点突破。

一是持续高压惩腐。 要逐步将“有腐必反”
提升到“有腐即反”,最大限度缩短腐败的潜伏

期、减少腐败“黑数”、增加腐败成本,使腐败分子

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追悔

莫及。 惩治腐败既包括党纪政纪和法律方面的

惩治,也包括各种形式的问责。

二是完善法规体系。 法规包括党内法规与

国家法律。 党内法规最高是《党章》。 《党章》提

出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五项基本要求,其中第

五项要求“坚持从严管党治党”中要求党员干部

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零

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有效机制”,明确了党员的义务———“坚决同消

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建议《党章》在党员的义务

中增加“自觉做到以廉为荣,带头廉洁自律”这一

内容。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目前没有对

反腐败做出明确规定。 建议在《宪法》中增加反

腐败相关条款,明确建设“清廉国家” 的奋斗目

标,从国家根本大法上给反腐败斗争以最高法律

保障。 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反腐败领导体系与

工作机制,抓好《国家监察法》等一批反腐败法律

的深入实施,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得益彰,反
腐败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完备。

三是营造清廉氛围。 坚持灌输为主,教育先

导。 将反腐败教育由软任务变成硬指标,由强调

启发诱导的软作为,变成强制灌输的硬手段。 领

导干部对廉政法规必须会背会讲亲体力行。 对

青少年要进行课堂廉洁教育,并作为完成学业的

一门必修课程。 进一步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形成

廉荣贪耻的社会风尚。
  

(四)研究跟进,理论支撑

在反腐败理论建设方面,要加强对反腐败基

础理论的研究,加强对反腐败发展趋势与发展道

路的系统研究,尤其对“反腐败彻底胜利”之类的

概念进行深入、科学、全面的解答。 高唱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 对于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应当组织

研讨形成共识。 加强对反腐败评价方面的研究,
针对“透明国际”等国际组织的廉政评价指标体

系不够全面和偏颇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研究,提
出国际反腐败评价的中国方案,及时发出中国声

音,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反腐败舞台上的知名度

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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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proposed
 

“to
 

further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the
 

overwhelming
 

victory
 

in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which
 

is
 

the
 

modern
 

expression
 

of
 

such
 

goals
 

including
 

“correcting
 

the
 

party
 

style
 

and
 

achieving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party
 

style”,
 

and
 

is
 

the
 

consolid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the
 

prevailing
 

trend
 

of
 

the
 

anti-corruption
 

strug-
gle.

 

Thus,
 

the
 

proposal
 

has
 

profound
 

connotations
 

and
 

specific
 

extensions.
 

The
 

sweeping
 

victory
 

is
 

not
 

the
 

same
 

as
 

complete
 

victory,
 

nor
 

is
 

it
 

once
 

and
 

for
 

all.
 

The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is
 

still
 

serious
 

and
 

complex,
 

and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in
 

the
 

new
 

era
 

to
 

win
 

the
 

goal.
 

To
 

further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the
 

crushing
 

victory
 

in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lean
 

Government
 

in
 

China”
 

be
 

a
 

national
 

strategy,
 

focusing
 

on
 

the
 

concept
 

of
 

corruption
 

and
 

the
 

outline
 

of
 

the
 

campaign,
 

therefore,
 

to
 

systematically
 

promote
 

the
 

process
 

of
 

the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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