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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是人类社会健康肌体上的毒瘤。
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反腐败形势更加复杂，廉政建设任重而道远。

倪星编著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评价机制研究》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反腐倡廉
态势进行了系统梳理，重点探讨了制度反腐新战略的作用机理和实际效果。
在此基础上，从“机会—意愿—行为”的腐败滋生逻辑和“投入—过程—产出—影响”的绩效评价维
度出发，构建了一套包括腐败控制指数和腐败感觉指数在内的、主客观相结合的惩防腐败评价指数体
系，并运用德尔菲法进行了指标筛选和赋权。

《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评价机制研究》开创性地将内容分析、统计分析等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引入廉
政研究领域，在理论和方法上推动了中国廉政研究的深入。
《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评价机制研究》所构建的腐败控制指数涵盖廉政工作的投入、过程和产出等
方面，可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进行工作考核使用；腐败感觉指数侧重于廉政工作的结果和影响，可供
第三方机构进行民意调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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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以法律规范为核心的定义　　这种定义往往从法学的视角出发，认为衡量腐败与否的关键
在于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典型的说法即腐败就是指违反法律规定的贪污、贿赂等犯罪行为，即腐败的典型形式就是那些以贪污
、贿赂为主要表现形态的违法犯罪行为。
　　（四）对主流定义的质疑与反驳　　腐败行为一般被看做政府官员为谋求私人利益而滥用公共权
力的行为，但这一经典定义也遭到了质疑和挑战。
有学者认为，经典腐败定义本身需要反思，腐败判断是一个规范命题。
立足于某一领域或强调某种性质的腐败定义，一旦被要求具有全称约束力即普遍有效，可能会出现不
成立或不相容的情况。
如腐败的主体不一定是政府官员，腐败的手段也不一定是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的公共权力，腐败的动机
或目的也不一定是为了谋取私人利益。
以上对腐败定义若干条件的质疑已经威胁到定义的成立与否。
因此，学界应该摆脱长久以来从经济或政治的特定领域理解腐败的固化思维，转而朝向腐败概念本身
，在这种思维转换的契机下，伦理的方法可能成为我们把握腐败概念的有力武器。
　　关于腐败类型的分析，何增科认为，中国转型期的腐败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而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①根据腐败行为主体的性质和数量，可以将腐败划分为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后者是指某个或某些
单位的公职人员大规模地或集体性地从事腐败活动，诸如“窝案”、“串案”、单位犯罪、部门或行
业性以权谋私行为等就属于群体腐败的范畴。
②根据腐败行为主体的层级分布状况，可以将政治腐败划分为高层腐败（省部级以上官员）、中层腐
败（县处级以上）和基层腐败或低层腐败。
③根据腐败行为发生的领域或部门，可以将腐败划分为政治与行政领域的腐败、经济领域的腐败和社
会领域的腐败，并可在每一领域中进行细分。
④根据腐败行为动机的不同，可以将政治腐败划分为逐利型腐败、徇私型腐败和因公型腐败。
⑤根据不同形式腐败制度性成因的差异，可以将政治腐败划分为传统型腐败、过渡型腐败和现代型腐
败。
⑥根据腐败交易中各参与方的得失情况，可以将腐败划分为互惠型腐败（又称交易型腐败）和勒索型
腐败。
⑦根据腐败行为违法违纪程度和直接危害程度，可以将腐败划分为轻微腐败、一般腐败和腐败犯罪，
后者又可细分为普通腐败犯罪和严重腐败犯罪。
⑧根据领导层、官员和民众对各种腐败行为的宽容程度排序，参照美国学者海登海默的分类法将腐败
划分为白色腐败、灰色腐败和黑色腐败。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评价机制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