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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腐败的类型
、

表现及生成条件

陶际恒
(西昌学院 四川西 昌 61 0 523 )

摘 要
:

根据不 同的划分标准
,

可将腐败分为许多类型
。

腐败渗透力 强
,

政治 腐效
、

司法腐致
、

经济腐败和生活腐效交

织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城
。

而不论何种形式的腐效
,

其形成都需要有三个条件
,

即腐败的机会
、

动机和受到惩罚的危

险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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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作为一种负面的社会现象
,

不仅有其质的

规定
,

而且要进行定量分析和原因分析
。

从腐败的

定量分析和原因分析中
,

可 以认识腐败现象的复杂

性和包容性
,

可以为遏制腐败找到有效的途径和方

法
。

一
、

腐败的类型
腐败是一种极为丑恶的社会现象

。

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初期
,

根据不 同的划分标准
,

可将腐败分

为许多类型
。

根据腐败的危害程度
,

可以分为轻微

腐败
、

一般腐败和严重腐败
。

轻微腐败是指用公共

权力谋私
,

但为政府和广大群众所容忍
、

谅解
,

只违

章不违法
,

往往不受处罚或处罚较轻
。

一般腐败又

称常见腐败
,

其特征是违法而不犯罪
,

部分人对此

极为不满
,

部分人却冷漠视 之
,

腐败主体往往只受

到行政处罚
。

严重腐败是违法犯罪
,

社会危害极大
,

易引起公愤
,

往往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

根据腐败

的主体不同
,

可分为集体腐败和个人腐败
。

集体腐

败 以集体的名义
,

利用本单位所执掌的行业管理权

和其他权力
,

为小团体和个人谋取私利
。

个人腐败

是指公职人员单独进行的腐败行为
。

根据各地区的

腐败状况
,

可分为高
、

中
、

低三类
。

高度腐败指腐败

是一种 司空见惯
、

习 以为常 的事
,

成为当权人物的

一种生活方式
。

中度腐败是指高级领导人腐败的比

率和频率相对低
,

但中下层公共权力者的腐败比率

和频率很高
。

低度腐败指腐败现象相对较少
。

二
、

腐败的表现
腐败是一种社会毒瘤

,

渗透力强
,

侵蚀着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
。

腐败活动的发展和滋长与公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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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公共关系的结构有关
,

故在政治领域
、

司法领域

最容易产生腐败
。

政治
、

法律等上层建筑是以一定的

经济关系为基础的
,

权力必然会对经济进行或多或

少的干预
,

因此权钱交易在所难免
。

我国在市场经济

体制建立初期
,

经济腐败是腐败活动的主要形式
。

政

治腐败
、

司法腐败和经济腐败往往又表现为个人品

质的堕落和生活的腐化
,

因而生活腐败便成为腐败

的一种独立形态
。

政治腐败是指直接利用公共权力来维护或扩大

个人权力
。

其本质特征是以权换权
,

是权力再分配过

程中的权力交易
,

是谋求权力的最大化
。

近年来
,

政

治腐败 日益增多
,

如人事腐败中的跑官要官买官现

象 ; 干部中相互残害
,

有的甚至雇佣杀手杀害自己所

仇视的干部 ;在选人用人上任人唯亲和裙带风
,

埋没

和外流了优秀人才
,

使部分庸人之辈当道 ;在公职人

员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玩忽职守现象
,

有的不尽其责
,

有的消极怠慢
,

有的互相推诱
,

有的空挂官职而坐享

其成 ;在权力纷争上玩弄权术
。

政治腐败对我国的政

治稳定
、

政治民主化
、

管理现代化的实现构成严重威

胁
,

阻碍着政治发展的进程
,

是一切社会腐败的罪魁

祸首
。

司法腐败是指权与法的较量之中
,

权力凌驾于

法律之上
,

权力俘虏了法律
,

从而达到把法律作为以

权谋私的交换条件之 目的
。

在司法实践中
,

司法腐败

主要表现为法律屈从于个人权力
、

以罚代刑
、

利用司

法权进行罪恶交易
。

司法腐败方法繁多
,

主要伎俩

有
:

原告被告通吃 ;公
、

检
、

法联手枉法 ; 私了代替公

诉 ;利用执法权满足色情欲 ;喝罪犯的
“

血
” 。

如果司

法腐败不除
,

我们的社会将不会安宁
,

执法不严是社

会罪恶丛生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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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腐败
,

是指权力与金钱的兑换
,

是在政府

权力对经济生活实行广泛干预的条件下
,

以权力换

取钱财的行为
。

其主要表现形式有贪污
、

索贿受贿
、

挪用公款
,

具体采用的方式有
: 利用政府项 目承包

的机会
,

向承包人索要好处或为 自己 的亲属朋友谋

取好处 ;利用手 中的审批权捞取好处 ;利用 自己 职

务的便利条件和手中的职权捞取好处
。

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形成和发育时期
,

由于体制不完

善
,

经济腐败 比较严重
,

成为了社会性灾难
,

严重破

坏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经济建设 的

健康发展
。

生活腐败是指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
,

换取

原欲的满足
。

大权在握就容易放纵 自我
,

毫无节制
,

生活腐化
,

走向堕落
。

公款吃喝
,

以权换色
、

公费旅

游
、

公车私用等是生活腐败的表现
。

生活腐败
,

从社

会权力机制而言
,

是权力滥用 的表现 ;从社会伦理

环境而言
,

是享乐主义价值观的现实恶果
。

三
、

腐败生成的三大条件
腐败行为的形成需要有三个条件

,

即腐败的机

会
、

腐败的动机和腐败行为受到惩罚的危险性
。

(一 )腐败的机会

第一
,

权力垄断
。

权力垄断是腐败现象和腐败

行为的生态基础
。

自从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不得不组织起来时起
,

便产生了公共权力
。

由于权

力可以带来利益
,

一旦权力不受制约
,

被个别人所

垄断
,

公共权力便会蜕化为个人谋利 的手段
。

在人

类社会发展史上曾发生过多种形式的权力垄断现

象
。

在氏族公社制度的晚期
,

就出现 了氏族贵族垄

断权力的现象
,

接着便是奴隶主贵族
、

封建帝 王的

权力垄断现象
,

这种专制下的权力垄断
,

使权力腐

败现象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

古代社会为什么总是

腐败横行
,

许多强大的王朝都被 自身的腐败所摧

毁
,

原因就在于权力垄断
。

所 以说
,

专制与腐败是一

对孪生子
,

共生共存
。

然而
,

为什么在奉行现代民主制度的社会里
,

腐败非但没有遏制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呢 ? 原因在于

民主社会里仍然存在着权力垄断现象
。

当今世界上

存在着两种民主制度
,

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

一种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度
。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历经

几百年的发展
,

已经趋 于成熟
,

但权力腐败仍然存

在
,

原因仍然在于没有消除权力垄断现象
。

资产阶

级民主制度存在的权力垄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国家政治统治权力的阶级独占性
,

即资产阶级

独占国家权力
。

另一个是权力执行的代表制
,

国家权

力由全体选民委托少数代表人物出面执掌
,

在执行

过程中难免出现垄断
。

资产阶级中有见识的政治家

为了防止权力垄断创立了普选制
,

三权分立的权力

制衡制度和各种法制监督制度
,

但最终无法克服权

力垄断现象
,

权力腐败也就成了无法根除的现象
。

就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而言
,

它第一次克服了国家权力

由单一阶级独 占的局面
,

把国家次力交给了全体人

民
。

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
,

由于诸多方面的原

因
,

权力垄断成了十分突出的问题
,

这就为权力腐败

现象的发生提供了最为基本的条件
。

由此可见
,

要想消除权力腐败
,

首先要消除权力

垄断
。

至于彻底铲除权力腐败
,

除非公共权力彻底消

亡
,

或者权力被完全监督
,

然而这两种情况在目前的

社会现实中都不可能出现
。

第二
,

权力的无序运行
。

权力的无序运行是腐败

发生的内部生态环境条件
。

权力的无序运行是指权

力运行过程中缺乏法定程序的约束和必要的法制监

督
。

当公共权力者通过民主程序被社会公众委以管

理权力以后
,

要想保证权力不被滥用
,

首先要制定严

密的程序法
,

让权力有序运行
。

有序运行的权力既不

会越位
,

也不会越界
,

更不会被滥用
。

而无序运行的

权力者会如脱缀的野马
,

被公共权力者随意操作
,

随

时都可能出现 以权谋私和侵害公 民权力的行为
。

权

力无序运行会使权力在执行过程 中被个别人所垄

断
,

从而形成了腐败发生的基本条件
。

在现实生活

中
,

任何一级的公共权力者只要垄断了一部分权力
,

哪怕是很微小的一点权力
,

我们就会看到弄权营私

的现象发生
。

(二 ) 腐败的动机

第一
,

公共权力者地位异化
。

国家从社会中诞

生
,

就产生了拥有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
。

公共权力

从何而来 ?来源于人民的授权
。

当人 民把权力赋予某

人 或某些人时
,

其初衷是希望他们当
“

公仆
” ,

而权

力一旦被赋予到他们头上
,

他们就可能 以
“

主人
”

姿

态 出现
。

这种由
“

公仆
”

到
“

救星
”

的角色转变就是权

力异化的开始
。 “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

而且他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

(孟德斯鸿 )
。

权力的无制约性
,

就使利用职权谋取私

利成为可能
,

并且权力越大
,

谋取私利也就越多
。

第二
,

社会主体的利益驱动
。

社会主体的利益驱

动是腐败现象发生的动机之一
。

由于权力具有资源

分配的功能
,

政府制定的各种政策
,

在本质上就是一

种利益的分配
,

因此
,

社会成员为了自身的利益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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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方百计地争取政策向自身倾斜
。

这种争取活动
,

有的是按照合法程序进行 的
,

有 的则是采取 了不正

当的甚至非法的手段
。

公共权力者也有个人的利益

和要求
,

他们并非满足从 自己的工作 中获取正常报

酬
,

他们还想利用 自己手 中的权力去谋取比他们的

正常报酬更多的利益
。

权力者有捕捞私利的动机
,

利益主体有对权力的需求
,

因此各种幕后交易可能

发生
,

腐败现象 由此产生
,

这就是西方学者提出的

所谓权力寻租活动
。

(三 ) 腐败的成本

腐败的成本就是腐败受到惩罚的危险性
。

腐败

行为受到惩罚的危险性越小
,

腐败行为的发生率就

越高
,

反之
,

腐败行为的发生率就越低
。

如果腐败行为没有被发现
、

没有遭到惩罚
,

那

么
,

就会促使腐败分子和企图腐败的公共权力者产

生侥幸心理
,

追逐侥幸行为
。

腐败分子因过去的腐败

行为没有受到惩处
,

就会吸取以往的经验
,

更加胆大

心细从事腐败活动
,

并试图再次蒙混过关
,

此所谓
:

“

有了第一次
,

必有第二次
” 。

企图腐败的公共权力者

会以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未受到惩处的经历为参考

因素
, “

既然别人可以成功
,

我未必就那么倒霉
” 。

腐败分子没有受到处罚或对腐败分子处罚过

轻
,

会大大减轻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

对腐败分子

不能形成威慑力量
,

会壮腐败分子的胆
,

腐败愈演愈

烈就成必然了
。

因此除
`

癌
’

仍须用利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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