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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实施，没有党员，党的一切纲领和政策都无从付诸于社会实践，同样，政府 

的行政行为也靠公务员来完成。公务员素质和作用的发挥对党和政府的执政活动 

有直接影响。

党和政府要有效执政，必须巩固执政基础，扩大党和政府对社会各个利益群体的 

影响力，把执政的根基牢牢扎在社会之中。这有赖于全体公务员的积极活动与在 

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途径，就是通过广大 

基层党员了解群众意愿，反映群众要求，更好地代表人民利益。公务员的腐败直 

接影响人民对党、对政府的看法，廉政建设势在必行。

（三）公务员廉政建设直接影响着党和政府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 

任

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很重要的是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为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障碍、创造条件。这严重地考验着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   

坚强团结与血肉联系，检验着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威信和人心凝聚力。  

公务员能否带头模范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规定，带头顾全大局克服困难，带头   

舍弃自己的个人利益，处处为人民着想、为大局着想，就会在人民中产生强大的   

榜样示范作用，人民就会拥护。这就需要廉政制度下的公务员制度发挥重要作用。

公务员养廉制度是公务员制度建设的重要和关键环节，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建 

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 ．公务员养廉制度的原因
养廉的原因在于腐败的存在：

（ 1）人性驱使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



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他一语道破了权力与职务犯罪的关系。

权力的异化源于人性的不完善，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天性，决定了权力持 

有人总是难以排除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公务员作为政府的象征和代表，受国家的 

委托行使公共权力。在权利的作用下，很容易产生腐败的行为。

（ 2）我国公务员现行制度的弊端

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渐进决策的过程，可谓“摸着石头过河 ”，在 

不断探索中积累经验。渐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实验、不断反馈和 

调整的过程。其中必然存在一些弊端：

①我国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存在问题：

1 、公务员工资水平偏低。多年来，我国公务员实行的是低工薪制度，公务员的 

工资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长期以来，我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和企业职工的 

工资水平基本不相上下，这种比价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一般来讲，公务员与企业 

平均工资之比应维持在 1 .5~2 ：1 的水平，才算基本合理。我国也在朝这个方向 

发展，从 1989 年至 2011 年，我国公务员虽经历了数次加薪，但与世界其他国家 

以及国内其他阶层相比，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仍属于中等偏下水平，还达不到 

基本合理的水平。工资过低导致公务员得不到激励，直接影响工作效率；导致部 

分公职人员滥用公权以权谋私。

2 、在职与退休后的待遇落差过大。当前我国公务员工资水平较低，奖金和津贴   

作为工资的补充占了公务员在职总收入的很大比例，尤其是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   

地区，奖金在公务员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国家法定的基本工资，而且   

在职时还能享受一些其他待遇如公务配车、公务消费等，这些使得公职人员的实   

际生活水准并不太低。而公务员退休以后对于这部分一般都不能享受。两相比较，



公务员在职和退休所能享受的待遇落差就很大，这也是社会上“59 岁现象 ”（指   

一些公职人员在临近退休之前走上贪污受贿违法犯罪道路）产生的一个重要诱因。 

在职收入与退休收入之间的差距过大，会激发公职人员为防止退休以后的生活水   

准下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谋私利的腐败动机的产生。

②缺乏监督机制：

长期以来，由于法制观念的淡薄，人治问题的存在，使监督机制受到忽视。    

监督机关缺乏足够的权力，监督工作显得软弱无力。查案办案受到种种牵制，有   

时还要冒很大的个人风险，从而导致一些不良现象的滋生。“ 一种权力一旦失去   

监督与约束，其发展就必然会走向腐化与堕落。 ”这巳经成为政治上公认的定律。 

政府的公共权力应该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国家的干部应该做好人民的勤务员。  

然而，如果缺少监督机制，这种服务就难以实施，这种主仆关系就必然颠倒，权   

力就会异化，腐败就难以避免。

三 ．公务员养廉制度建设采取的措施

针对我国现行务员制度的弊端，我们在养廉制度建设中需采取以下措施：

（ 1）退休制度

一支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必须有合理的收入和良好的退休保障制度作支  

撑。高薪养廉对于吸引优秀人才、促进公职人员勤政廉政有着积极作用，但高薪 



养廉制度受制于一个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和机构的精简程度。就我国而言，

当前 的经济发展状况、公务员队伍的素质等实际情况，决定了我国还不具备实

行向西



方发达国家那样的高薪养廉制度的有利条件。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机构改革、 

人员的精简，提高公务员工薪和退休后的待遇保障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这个过 

程中，我认为，应当结合我国的实际，通过各种改革和制度创新，逐步完善我国 

公务员激励机制：

一是要改革现有的公务员待遇结构。应逐步提高公务员货币工资的比例，提  

高基本工资的数额和比例，降低奖金比例，消减在职消费支出，把各种补贴纳入   

正式工资，实现实物福利货币化，这样就可以缓解退休前后收入反差太大的矛盾。

二是完善公务员退休养老和住房、医疗保障制度。应适当提高公务员的退休 

养老待遇，减少公务员退休后的生活水准与在职时的差距。

三是建立促进公务员勤政廉政的辅助措施。当前正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实行 

的廉政保证金制度，广受争议。

廉政公积金制度与现行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相似，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由公 

务员个人与政府财政按一定比例共同缴纳存入个人账户，如个人没有发生违纪情 

况，即可按一定比例定期予以返还，直至退休；如个人发生违纪违法情况，则要 

按一定比例扣除账户资金并上缴国库。

从理论逻辑来看，廉政公积金制度体现一种经济治腐防腐的思维，相较  

于以前的道德说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为治理腐败，迈出了重要一步。廉  

政公积金制度设计的积极意义在于逻辑上没有回避对公职人员人性的认识， 

而是正视利益的正义性；也不再沉溺于意识形态和不切实际的虚构与想象， 

而是基于现实中真实的人性 —— 自利性。有效抑制和减少公职人员的腐败动



机，增加其廉洁行为的收益，促进公职人员养成自律精神，强化公职人员廉 

洁从政的心理基础，有利于在公职人员中培育起一种廉洁政治文化，从而为 

预防和遏制腐败提供了支撑与保障。

我以为，廉政保证金制度的推行，在当前公务员工资水平还偏低，尚不具备   

实行高薪养廉条件的状况下，根据财政实际状况，通过设立廉政保证金制度，来   

激励公务员勤政廉政。其作用体现在：作为公务员工资的补充，弥补公务员工资   

水平偏低的情况，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务员退休后的收入，起到激励公务员的作用。 

因此，廉政保证金能增加公务员腐败的即期成本和未来风险，对公务员能够起到   

一定的约束和警戒作用。但起可以进一步完善：一要提升廉政公积金的资金来源   

其合法性和稳定性。二要规范廉政公积金制度运行机制。三要加强廉政公积金的   

升值保值和安全监管措施。

（ 2）监督制度

（一）以严密的制度对公职人员监控

贪污腐败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果，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曾作过深刻剖析：

“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 ”权力的异化导源于人性的 

不完善，在权力运作过程中，要使权力始终成为谋取公共利益的工具。但个人道 

德修养的完成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工程，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天性，决定了权力持 

有人总是难以排除以权谋私的可能性。阻止权力的异化，既要靠人性的完善，更 

要靠外部的约束，在权力之外，构建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监控和规范权力的运作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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