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家吴敬琏分析为什么会

出现较严重的腐败现象时认为
�

在长

期计划经济的影响下
，

行政力量仍然

管制和干预市场 �或者某一方面的经

济活动已经货币化
、

商品化了
，

但却没

有按照平等竞争的原则处理当事人之

间的关系
，

在那里实行的仍然是行政

审批的办法
，

因此为那些手中有权的

人提供了以权谋私
、

贪污腐化的温床
。

�腐败现象的基本特征是以权谋

私
、

权钱交易
。

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

现代的中国
，

在古代
、

在外国都存在
，

所以这是个老话题
，

人们象过去一样

盼 着入土的海瑞和
“
包青天

”
再现人

世
，

可如今的反腐败不仅仅是铡一二

个贪官就能解决间题的
。

因为腐败现

象已蔓延到人民生活的许多方面
。

腐败
” ，

有了足够的钱
，

就不会滥用权

力
�

否则难免要贪赃枉法
。

然而多少钱

是
“
足够

”
呢�要知道人的欲望是无穷

的
，

所以
“
高薪

”
虽对廉政有所帮助

，

但

并不是克服腐败的唯一良方
。

�反腐败象割韭菜一样
，

反了一

茬又一茬
，

人们在惊叹腐败生命力如

此之强的同时
，

不禁要问
，

以往的反腐

败取得了哪些成效� 除了反腐败文章

又增加许多外
，

有没有真的减少腐败

现象�老百姓担心这又是一次走过场
，

风头一过
，

腐败照样出场
。

能不能尽早

建立起一种监督体制
，

可以长期化
、

制

度化地把反腐败坚持下去呢�

�香港的廉政公署是一家独立

的
，

不受任何部门或人支配和操纵的

反腐败纵横谈

。

综合摘文
。

�有的人说
�

既然腐败是权钱交易
，

那么

只有当官的才会腐败
，

与老百姓无关
，

所以反

腐败是当官的事
。

的确领导干部更容易腐败
，

而老百姓呢�看着人家腐败的日子过得富裕

滋润
，

也免不了幻想着自己有朝一 日也腐败

一回
，

享受一下别人送鸡
、

送鸭的滋味
，

只是

苦于没有机会
，

这种心态其实是对腐败的一

种认同和不觉悟
。

其实
，

有几个贪官并不可

怕
，

最可怕的是腐败成为大众的一种习惯
，

象

随地吐痰一样
，
一有机会连最普通的人也会

做
。

�常见到大大小小的许多领导在四处大

谈反腐败
，

谈的痛心疾首
，

大有对其恨之入

骨
，

不反不足以平民愤的味道
。

理论倒是充实

了不少
，

而腐败现象并不见少了多少
。

为什么

不少作点文章而多检查一下自己呢� 反腐败

并不是又给了领导一种新特权
�

只量别人
，

不

量自己
。

�目前党政机关工资偏低
，

生活清苦
，

这

就会刺激人们寻求各种办法改变现状
，

其中

必然包括一些非正常手段
。

针对这一现象
，

有

人提出
“
高薪养廉

” ，

以便人们
“
衣食足而不思

政府监督部门
，

在香港的廉政建设方面起了

很大作用
。

许多国家都存在腐败
，

而许多国家

都有类似廉政公署这样的组织
，

不论罪犯职

位高低
，

权力大小
，

只要有证据证明他贪污腐

化
，

就可以绳之以法
，

这是一种遏制腐败的有

力措施
。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

调
� “

坚持反腐败斗争
，

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

联系的重大问题
。

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紧

迫性
�

、

长期性和艰巨性
，

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

程中都要反腐败
。 ”

�在各个时代
，

贪污腐败
、

受贿
，

以权谋

私都��乎是无法遏制的浊流
，

是政界风行的
“

官场病
” 。

如果因贫穷而犯罪
，

或许还能赢得

一些怜悯
，

但这种官场病其病因却决非贫穷

而是贪欲
，

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掠夺或交

易
。

因此
，

它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激起民众的

公愤
。

政界的贪贿与腐败
，

当然是由于贪贿者

私欲的膨胀
，

但贪贿者私欲得以膨胀
、

贪贿能

够得逞
，
又是为什么呢�社会究竟应怎样才能

割去腐败这一毒瘤呢�相信这是人们都应该

考虑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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