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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伦理视角下的腐败预防建设
———基于个人与公共组织的伦理认知

3

陆远权 ,赵大鹏

(重庆大学 贸易与行政学院 ,重庆 400030)

[摘要 ]社会的转型对反腐倡廉工作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公共伦理的缺失是腐败现象产

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公共伦理的角度预防腐败 ,关键在于明确公共伦理主体在社会关系中

的角色与职能定位 ,通过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关系的构建 ,形成预防腐败的综合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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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 4世纪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

《尼各马可伦理学 》一书中 ,分析了人的美德和德

性的修养 ,认为民众的道德修养与城邦的治理密切

相关。伦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就“着重研究道德原

则和道德规范对人的行为所具有的意义和指导作

用 ”[ 1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部分学者开始用伦

理学的观点解释和解决公共行政领域出现的问题。

在公共伦理学的理论框架下 ,认清公共组织之间的

关系和公共权力的性质 ,并基于公共伦理反思政府

官员个体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将为解决现实中的腐

败问题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

在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进程中 ,随着政府对资

源配置的强化 ,一些行为主体总想从政府和政府行

政人员手中获得最大利益。在价值多元化 ,功利主

义盛行的环境中 ,我们的一些行政人员缺乏自我控

制和角色认知 ,滥用公权 ,丧失了公共行政伦理观

和价值观 ,滋生了系列腐败。因此 ,腐败问题的根

本治理要从整个社会公共伦理的重塑入手 ,合理界

定各公共组织的职能与权限 ,倡导公务员树立廉洁

自律的道德伦理观 ,构建政府、社会、市场三者良性

互动机制 ,推进腐败预防建设。

一、个人与公共组织的公共伦理认知
1. 个人的公共伦理角色

公共伦理是规范各种公共组织的行为准则 ,个

人不仅是各种公共组织的成员 ,而且个人作为独立

的个体也是公共伦理的主体之一。个人在公共伦

理中扮演两种角色 :行政人和市民。公共伦理视角

下的行政人作为政府部门的组成人员 ,是公共权力

作用发挥的载体 ;而公共伦理视角下的市民是市民

社会的中坚力量 ,是市场经济之下的“经济人 ”。

公共伦理从心理和行为两个方面解释人性 ,认

为人性是可变因素与不变因素的统一 ,人性即人的

根本属性 ,其实质是人的社会性。现实中的人总是

处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中 ,因此人性具

有较强的可塑性。同样行政人也是个人社会实践

后的产物 ,行政人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共性 ,更重要

的是在履行公共行政职能时所体现出的特性 ,即行

政人特殊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作为行政

人 ,“要具备公共伦理所要求的德性 ,如公正意识、

服务精神等 ,而且这种德性要凌驾于行政人作为普

通人的共性之上 ”[ 2 ]。这种德性的凌驾是人性中

的可变因素 ,这种凌驾也意味着抑制腐败动机的可

能性和弘扬人性中“善 ”的必要性。因此从公共伦

理理论上讲 ,通过加强行政人的思想道德建设 ,构

建行政人内心的思想道德防线 ,可以起到预防腐败

的效果。毕竟 ,通过启迪行政人的心灵 ,消除行政

人主观贪利这一内因 ,也就决定了行政人的发展

方向。

公共伦理在理论上对市民群体提出的要求是

具有公共精神。这种公共精神是指“超越个人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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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眼界和个人直接功利的思想境界 ,是市民群体关

心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的行为态度 ,也是现代社会

对市民群体提出的基本要求 ”[ 3 ]。具备公共精神

的市民群体 ,尊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行政 ,积极

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维护公共安全、公共环境等

公共利益 ,同时监督政府的行政状况。

2. 公共组织的公共伦理定位

公共组织作为“公共伦理的主体 ,是指管理社

会公共事务 ,协调社会公共利益关系 ,促进社会进

步和经济发展的社会组织 ”[ 4 ]。公共组织主要包

括政府组织 ,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基于人在公共

伦理中的角色扮演 ,公共伦理理念下的公共组织应

定位于弥补个人在制约政府权力和保护市民权利

方面的不足。

我国正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 ,“国

家与社会合而为一、政治权力渗透社会生活各个方

面的社会治理模式正在退出历史的舞台 ”[ 5 ]。市

民阶层的兴起 ,使政府组织与市民社会互动的社会

治理模式在我国初见端倪。政府组织是公共权力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职能在于运用公共权力为

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有效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提供

一个框架 ,一方面作为市场经济的裁判员 ,致力于

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建设 ,解决经济行为中的矛

盾纠纷 ,促进经济的繁荣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规则

的制定者 ,确保社会的公正和机会的均等 ,以促进

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公共权力的分

配中 ,政府、社会、市场分别拥有其角色所要求的权

力 ”[ 6 ]。凡是市场能解决的经济事务 ,由经济组织

解决 ;凡是社会有能力解决的社会事务 ,就由社会

组织解决 ;只有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均不能解决的

公共事务如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环境的保护、重

大工程的投资等才由政府组织解决 ,或者由政府组

织领导 ,联合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共同解决。同时 ,

各种公共组织作为公共权力的载体 ,在行使权力的

同时 ,也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特别是政府组

织。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作为公共权力体系中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履行自身职能的同时 ,对政

府权力加以监督和制约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个人与公共组织的公共伦理缺失及

影响
人是公共伦理的践行者 ,无数个体组成公共组

织后 ,更为公共伦理的践行提供了强大的公共权力

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 ,人作为单个主体 ,既是公

共伦理束缚的对象 ,也是腐败预防建设过程中被监

督的对象。而由个体组成的公共组织依靠所掌握

的公共权力则难以为公共伦理约束和控制 ,公共权

力为腐败行为提供了养料 ,公共组织又可以使腐败

行为得以庇护 ,因而公共组织就有可能成为滋生腐

败的土壤。这样 ,“个人和公共组织在腐败预防问

题上往往陷入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之中 ”[ 7 ]。

1. 思想的多元化滋生了行政人的腐败动机

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思想基于人性向善的理

想期待 ,一直倡导“德治 ”这一行政理念 ,将善政寄

希望于强制性的思想教化及权力主体完美的道德

人格。今天 ,“内圣外王 ”这一治理理念仍深深地

渗透于行政人公共行政的过程之中。这样势必

“混淆公域与私域的角色规范 ,在实践上极易造成

国家权力对权利和自由的践踏 ”[ 8 ]。试想以“内

圣 ”自居的行政人 ,自然会以自我为中心 ,高高在

上 ,无形中摒弃了民主与平等的公共行政理念 ,专

制作风与官本位思想取而代之 ,从根本上颠倒了国

家权力与市民权利的关系 ,这样的后果就是权力的

滥用和权力的腐败。另一方面 ,性恶论作为西方人

性论的主流 ,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行政人的价

值观和权力观。在这一思想的误导下 ,公共行政领

域中的行政人就有可能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

一观念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西方各国基于这样的

人性认识来进行政治制度的设计 ,通过对权力的制

约和平衡 ,来控制行政人的行为 ,保护市民的合法

权利。但是我国的权力制约体系不够完善 ,监督机

制和制度也不够健全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

国目前腐败现象严重的事实。

2. 错位状态下的公共组织存在一定的腐败

机会

政府部门的行政人倾向于庞大的财政预算 ,那

样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报酬、所掌握的权力和工

作机会都有好处 ,但是“政府部门在提供公共产品

和公共服务时趋于滥用资源 ,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

求却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 ,政府的行为不像以前那

样有效了 ”[ 9 ]。政府在面临失灵困境的同时 ,政府

组织在公共领域中的定位存在明显的越位 ,相反各

种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则处于缺位状态。在市场

经济领域 ,政府独揽公共权力 ,行政权力对各种资

源进行垄断性的配置 ,以致在没有完全市场化的领

域出现了大量的权力寻租和权力腐败的行为 ,其中

行政审批就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集中表现。

过多的行政审批使政府拥有在土地使用、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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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等方面的许多特权 ,这也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

一定的可能。另外政府机构的膨胀 ,行政权力的扩

大 ,并过多地在微观层次上干预企业的经营 ,也是

政府部门可能产生腐败的因素之一。在社会生活

领域 ,由于党对国家的一元化领导 ,使得政府权力

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全面控制 ,即所谓的“全能国

家 ”。这使得社会组织长期缺乏自主性 ,一直处于

被动状态。市民群体的正当权利也得不到保障 ,沦

为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下的牺牲品。另外 ,市民群

体对政府权力监督作用的缺失 ,也在一定程度了影

响了行政人腐败动机的强弱。总之 ,在“经济转

型 ,社会转型 ”的关键时期 ,公共伦理在公共权力

约束机制上的发展滞后 ,直接导致了腐败机会的

产生。

政府组织中的个别行政人借公共道德规避私

人道德约束的现象也较为严重。在政府部门内部 ,

由于上级对下级只有权力没有责任 ,下级对上级的

盲目服从不仅助长了上级的官僚主义作风 ,而且下

级视上级的命令为“尚方宝剑 ”,置私人道德的约

束于不顾 ,滥用职权 ,肆意践踏市民的合法权利。

或者以执行公务的名义 ,在生活、社交、娱乐中骄奢

淫逸 ,影响恶劣 ,败坏行政人在国民心中的形象。

这种借公共道德规避私人道德约束的后果相当严

重 ,甚至可能会产生晕轮效应 ,致使整个行政系统

内官僚作风和权力腐败泛滥成灾。

三、公共伦理认知下的腐败预防
在公共伦理的理论框架下进行预防腐败建设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方面 ,要使行政人认清

自己作为人民公仆的定位 ,树立公正、廉洁、民主、

服务的行政观 ,以消除行政人的腐败动机 ,使其不

思腐。另一方面 ,要站在公共伦理的高度 ,理清政

府、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三大公共组织之间的关系 ,

构建三者良性互动的制约机制 ,以铲除行政人的腐

败机会。这样才能根本上走出个人和公共组织在

腐败预防问题二律背反的困境。

1. 培育行政人的自我监控能力和市民群体的

确公共精神

行政人作为行政管理的主体 ,也是公共权力行

使的主体 ,其职能能否正常发挥决定了政府能否有

效地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同时行政人肩

负着广大公民的信任 ,其一言一行为整个社会生活

起着导向作用。因此 ,公共伦理对行政人的行政理

念和行政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概括来说 ,行政

人在处理伦理价值和经济价值、人情价值的关系

时 ,始终要把对行政权力公共性的尊重和信仰放在

行政管理过程的首位 ,“只有当他是一个完备的行

政道德主体时 ,他的行政行为才会具有充分的自主

性”[ 10 ]。在当前商业化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快

节奏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人心的浮躁和功利化 ,新的

社会形势也给反腐败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不仅

要用制度来惩罚行政人的越轨行为 ,更重要的是加

强行政人的职业道德建设 ,培养行政人的自我反思

与自我监控能力。作为一名行政人要自觉放下对

外在生活享受的执著 ,主动追求美好的品德 ,并在

日常的生活、社交、娱乐方面淡泊名利 ,宁静致远 ,

以保持自己作为行政人员的良好形象。只有在这

个基础上 ,才能谈行政人的能力和政绩。打造一支

有社会责任感、有道德、有修养、有文化的行政人员

队伍来预防腐败的发生 ,和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

度来惩罚和震慑腐败行为都可以起到反腐败的效

果 ,但是前者却“节省了内耗在腐败与处罚过程中

的社会成本 ,具有更好的社会效益 ”[ 11 ]。

整个社会的安定有序乃至全面和谐是通过社

会的综合治理来实现的。市民群体的公共精神不

仅是社会自治的基础 ,更是政府依法行政的基础。

当全体市民的公共伦理思想和法律意识得到了提

升 ,形成了良好的廉政文化氛围和积极向上的社会

风气 ,送礼行贿等社会不正之风自然就会销声匿

迹。消除了一切可能产生腐败的机会 ,也就从客观

上构筑了预防腐败的外在机制。当然公共精神不

是人的自然属性 ,只能产生于公共生活的经历和经

验基础上 ,只能形成于公共责任、公共理性和公共

道德等这些公共伦理理念的基础上。公共精神所

具有的社会价值决定了每个国家都要花大力气去

培养 ,这要求国家和政府为市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管

理平等地提供机会、条件和平台。同时重视市民的

公共伦理教育 ,引导市民把公共伦理理念转化为公

共情感、公共意志、公共态度和公共行为。

2. 建立公共组织权力运行监控的长效机制

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对权力腐败的预防过

程中 ,经济组织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其作用的发

挥是通过市场经济来实现的。各种社会资源的充

分市场化意味着政府权力在经济管理领域的缩小 ,

行政审批的减少也使得权力寻租的机会大为减少。

同时 ,肯定个人的正当权利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

提 ,而市场经济的运行又促进了个人权利的保障和

民主政治的发展。这样 ,客观上就起到了对腐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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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监督和预防作用。按照公共组织的公共伦理

定位 ,政府组织应是市场经济中“游戏规则 ”的制

定者和市场经济的裁判员 ,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对市

场经济的运行状况进行宏观调控 ,使市场在资源的

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因此要从源头上铲

除权力腐败必须“规范政府的行为 ,减少行政审

批 ,限制行政许可的权限 ”[ 12 ]。

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国家对体制外经济的

认可 ,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结构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这样就会促使市民社会的兴起 ,民主参与、自治制

度的确立。由市民群体组成的社会自治组织对公

共事务的参与和管理可以分化政府的权力 ,一方面

有利于政府集中力量 ,致力于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

务的提供上 ,以满足个人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克服

了政府机构臃肿 ,权力膨胀的弊端 ,有效地抑制了

政府内部的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的腐败之风。国

家是从社会中产生又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

相异化的力量 ,是公共领域的代表 ,市民社会则是

私人领域的代表 ,只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处于二

元对立的状态 ,才可以使市民社会成为与政府相抗

衡的力量 ,起到保护市民权利和自由的作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

公共伦理建设也取得了了长足的发展 ,不仅民主、

平等、自由理念深入人心 ,社会自治组织也异军突

起。这些都在腐败预防的环节中发挥了显著的作

用。虽然转型时期中国的反腐败建设是一项复杂

而又艰巨的工程 ,相信随着制度、体制、法律的完

善 ,公共伦理将会在这一工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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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 t Corrup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Eth ics
———Based on Personal and Public O rganizations Ethical Awareness

LU Yuan - quan, ZHAO Da - peng
( College of Trade and public Adm inistration, Chongqing U nin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Abstract: The transition of society p resents constant challenges to the work of anti - corrup tion and cleanness

advocacy.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 causing corrup tions is the lack of the public ethics. Preventing corrup2
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ethics, the key is to make sure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public ethics main

definitude in social relations. By construction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mong the government, the commu2
nity and the market, form the comp rehensive system of p reventing corrup tion.

Keywords:public ethics; corrup tion p revention; adm inistrative staff; civil society; public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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