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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成立一直到建国以来党风廉政建设经历了从

“道德人”的逻辑假设到“经济人”的道德假设的历史逻辑基

点转变，党成立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党风廉政建设

多是遵循着“道德人”假设的逻辑展开，强调党员的思想政

治教育和廉政教育，忽视制度化反贪腐手段的利用，但是需

要注意的是这个阶段也有党内纪律制度机制的制定出台，

但是总体而言反贪腐主要依靠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而改

革开放以后党风廉政建设的逻辑则开始沿着“经济人”假设

展开，在不放松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以

客观手段约束党员干部。
一、以“道德人”为逻辑假设的党风建设时期

“道德人”的概念提出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

对人性中利他行为的一种理论解释，是性善论的一种解释，

认为单个人能够承担对组织和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并且能

够实现道德自律。道德人假设其涵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

人是社会性和利他性动物；第二，人的行为是基于道德和法

律展开；第三，追求团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偏重于思想教育为主要手段的反腐败模式主要从党建

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这种“道德人”为逻辑假设主导的

反腐模式一直处于优先地位。由于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

质和党成立之后面临的严酷的斗争局面以及后来社会主义

建设的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十分重视自身廉政建设，

党风廉政建设就是沿着“道德人”假设的逻辑展开，党的领

导人将党风建设看成党的生命线，要求党员改造自己和加

强修养锻炼[1]，党风建设也多以思想政治教育和群众运动的

方式开展，毛泽东将“三反”、“五反”等群众运动看做是“那

是一种激烈的，不与资本家商量的方法”。党风建设主要依

托于领导人的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和发动人民群众运动。应

该注意的是，党在这个时期也建立了一些反腐败的纪律或

者法律，但是大部分只是确立了反腐的原则和要求，没有建

立完整系统具有可操作性制度加以保障，最后建立的纪律

和法律成为思想教育一部分，没有落实到实处，法律作用也

就大打折扣。
这种“道德人”逻辑假设在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

要性，对于当时党风建设发挥了其重大的历史作用。第一，

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必须与贪污腐败划清界限，

对于腐败有着“天然的免疫力”。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

一直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法宝。在当时各种思想混

杂的历史条件下，要保持无产阶级革命信仰，对党员进行党

风教育意义重大，所以党一直重视思想教育作用的发挥，同

时社会处于均质化状态，社会结构简单，思想教育手段针对

性强，效果明显。第三，党的主要成分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其

革命性比较坚定，保持了较好的廉洁自律。第四，党面临的

严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使得“加入共产党不仅没有好处反而

有生命危险，使得许多投机分子不来参加共产党”[2]，大大阻

碍了党内腐败分子的滋生。第五，党的结构扁平化使得人民

群众能够对每个党员干部进行监督，使得党员干部十分重

视廉洁自律。第六，对于腐败的严厉打击使得腐败党员干部

受过惩处之后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很难找到出路，所以对于

腐败威慑作用明显。第七，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廉洁自律的

典范，也给全体党员干部树立了较好的示范作用。基于以上

种种原因，党倚重于思想建设和群众运动进行党风建设的

现实实际来看，虽然贪腐党员干部时有查处，但是党风廉政

建设总体而言处于较好的状态，为党夺取全国政权和成为

执政党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实现党的历史地位由革命党

向执政党的跨越。所以，这种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方式推

动党风建设的历史价值不容忽视。
我们在看到这种逻辑假设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也需

要看到这种“道德人”逻辑假设的弊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虽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但是经

济成就成为党执政的重要合法性基础，而世情、国情和党情

的变化使得以“道德人”逻辑假设为前提、思想政治教育为

主要手段的党风建设越来越不能适应严峻的反腐败形势，

侵蚀着经济成就带来的执政合法性的基础。第一，“道德人”
的逻辑假设需要丰富的物质生活作为前提，虽然改革开放

以前社会同质化的资源短缺状态反而能够激发党员干部奋

斗节俭的理想信念，但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财富失衡加剧，反

而使得部分党员干部产生理想信念的动摇。第二，“道德人”
假设忽视了人的自利性，尤其是无产阶级政党虽然一直重

视廉政建设，但是忽视了每个党员干部都与现实政治经济

论建党以来党风廉政建设逻辑基点的历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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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人性假设理论是现代管理学的前提和基础，而党风廉政建设主要是党自我管理自我建设的过程，所以人性假设对

于党风廉政建设意义重大。党成立以来党风廉政建设的逻辑基点经历了由“道德人”假设到“经济人”假设的转变，这种转变对

于党风廉政建设和扭转现阶段反腐败的巨大压力的局面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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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产生联系，势必会产生利益的纠葛。第三，思想政治教

育手段的过度倚重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泛化，使之缺

少教育针对性。第四，群众运动式的反腐手段虽有一定作

用，但是造成了普通群众对于政治活动的过分热情，而且也

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社会生产。第五，党风教育和群众运动

相应造成了党风廉政建设的短期化，未形成长期有效的约

束机制。第六，这种逻辑假设下的党风教育容易形成历史惰

性，造成制度建设的弱势状态，不利于党风廉政制度的制定

和实施。
总之，以“道德人”为逻辑假设的党风建设已经对于新

阶段党政干部腐败的问题应对乏力，需要重新审视这种逻

辑假设下的党风建设举措的时代合理性和适用性，这就需

要建立以“经济人”为逻辑假设的党风建设新思路。
二、以“经济人”为逻辑假设的党风建设时期

古典管理理论认为，经济人也被称作理性人是以完全

追求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主体，希望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得

最大限度的收获。这种经济人理论和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

戈的 X 理论有相似之处，但是强调有限理性的经济人，而与

中国传统性恶论对人性的否定有很大不同。经济人假设有

三个重要涵义：首先，经济人理论强调人的行为的自利性；

其次，强调人在追逐自身最大化利益的理性行为，讲求成

本、收益和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历

史阶段，党风廉政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党依据新的时代形势

和总结过去执政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以加强制度建设

为核心党风廉政的新举措，完善反腐败立法，通过了《关于

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

的补充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

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

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法律法规，标志着党风廉政建设思

路和逻辑的历史转变。
这种新思路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原先以道

德人为逻辑假设的党风建设不能应对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

中出现的新问题。这种逻辑假设相对原先的逻辑假设有以

下优势：第一，“经济人”逻辑假设要求依靠客观手段，尤其

是加强制度化手段加强党风建设，有利于建立长期有效的

党风建设机制，制度化方式肯定贪腐的巨大代价有助抑制

腐败高发态势。第二，“经济人”逻辑假设的党风建设思路有

效应对了拜金主义对于党员干部信念的侵蚀带来的腐败问

题。第三，这种逻辑假设弥补了单纯思想廉政教育约束力较

小的缺失。第四，这种新思路可以为党节约执政精力，也就

变相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最根本的是这种逻辑假设使得

党依然能够把握党风和反腐建设的主动权，做到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以自己的力量促进党和国家反腐倡廉建设。
以“经济人”为逻辑假设的党风建设的新思路实现了党

风廉政建设的两个转变：第一，反腐由结果控制到过程控制

的转变。原先的反腐思路多是展开教育与自我教育，贪腐发

生查处以后作为新的党风教学内容，反腐落脚于结果控制，

而腐败往往是逐步发展起来侵蚀党员干部的意志，单靠用

惩治手段从严治党，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可能会产

生“不教而诛”的印象，而经济人假设的新思路则注重过程

控制，防微杜渐，以制度化的方式控制监督党员干部使用公

共权力，维持反腐的高压常态机制。第二，实现由偏重党员

干部主观自律向偏重客观约束的转变。原先反腐廉政思路

强调党员干部自律意识，至于思想教育和廉政教育，干部党

员能够吸收多少全依赖于其自身修养，而且群众反腐的作

用日益缩小的情况下，这种依靠党员干部主观自律的党风

建设对于新阶段的反腐形势就显得力不从心。而“经济人”
的逻辑假设推崇制度化和法律化手段，强调以客观制度作

为反腐的硬约束，在此基础上辅之以思想建设。
而且以“经济人”为逻辑假设的党风建设新思路也实现

了党风建设举措的四个结合：第一，实现教育自律与制度约

束的结合。这种党风建设思路不是强调一点，不顾其余，而

是要将党传统的思想教育手段结合制度化手段，实现党风

廉政建设有效持久。第二，实现专项治理与常态反腐相结

合。党风建设实现阶段性反腐与长期反腐相结合，因为腐败

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特点的“顽疾”。第三，

实现自我治理与社会多元监督的结合。党风建设需要实现

党要管党，同时借助社会群众的力量，以制度化方式为党风

廉政建设提供动力，借助新闻媒体舆论共同消除腐败滋生

的土壤，而且党也要学习借鉴其他执政党党风建设经验。第

四，实现反腐倡廉与科学发展相结合。腐败的根源很大程度

上在于现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相对匮乏，要根除腐败

必须要围绕发展的主题，坚持科学发展，实现社会财富的共

有共享，打破权力和金钱的链条，消除社会阶层权利差异，

实现“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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