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腐败的产生既有社会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也

与行为主体的主观认识和心态相关。处在相同的社

会环境中，面对同样的诱惑，为什么有人恪守节操，

保持廉洁，而有些人却变节腐化？这主要取决于个人

德性和心态的好坏。因此，部分公共权力者道德品质

败坏是产生腐败的重要根源。

一、 部分公共权力者道德品质败坏的原

因探析

（一）文化的失导。文化的传导对人的行为产生

约束作用。文化传导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往往发生偏

失，从而导致一种错误的价值导向，为腐败行为的产

生提供一种社会文化契机。文化失导的原因有二个

方面：首先，传统文化的精神糟粕。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建立初期，有不少的精神文化糟粕制约着

民族素质的提高，成为滋生腐败的“养分”，主要表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民不与官争”的忍耐意识。在封建

社会里，老百姓深深体验到了“官场腐败”、“官官相

护”的黑暗，形成了“百忍成金”、“不与官争”的生活

信条。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期，在百姓中仍然存在着传

统容忍心理，使得不少“官”在以权谋私、索贿受贿时

无所顾忌。二是“君不畏臣贪而畏臣不忠”的忠君观

念。封建社会各级官僚对其下属所要求的都只是“忠

诚”而非“清廉”，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诚”。这种历

史文化精神糟粕，至今在相当多的领导干部的意识

或潜意识中“随机而发”，以致于他们在选拔、任用干

部时，首先考虑到他是否对我忠诚，听我的话，其次

才是才能高低、廉洁与否等因素。这种意识及态度的

结果，必然激励部下溜须拍马的“愚忠”风气和贪婪

谋利的欲望，造就一批又一批集“忠诚”和贪婪于一

身的腐败分子。三是“贵至富随”的为官心态。在中

国历史上，富与贵是合一的，从来没有过“无富之贵”

和“无贵之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

实行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

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就出现了贵者不

富，富者不贵的与历史文化精神相背反的现象。“贵

者”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见可欲则难免“乱了方寸”，

以图实现自己观念深处的“富贵合一”。另一方面，富

者力求寻找“权贵”作为政治靠山，实现富与贵的沟

通。这种“贵者盼富”和“富者盼贵”在现实中一拍即

合，终于使“富贵合一”的历史文化精神在现实生活

中找到最佳复辟形式———权钱交易。其次，西文腐朽

文化的侵蚀。导致腐败产生的西方腐朽文化主要有

拜金主义和“高消费”的观念。拜金主义就是金钱拜

物教的通俗表达。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

立初期，面临的最早文化冲击之一，就是拜金主义对

人的观念的再造。拜金主义把人们对金钱的追求推

到了不适当的崇拜程度，“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原

则被引入了一定数量的公共权力机构及公共权力

者，唯利是图成其为“信条”。奢侈腐化的“高消费”文

化观念对我国腐败现象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作为社会病态现象的高消费，指的是在一个国家

中，人们的消费需要和行为大大地超过了其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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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支付能力，盲目追求一种不切实际的消费生活。

这种高消费滋长了追求享乐、贪图安逸的恶劣氛围!
促成了社会的不公的环境，造成了挥霍浪费，摆阔斗

富的腐败之风。

（二）价值观念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建立初期，人们的价值观念较之过去发生了巨大

变化，并呈多样化趋势。如果价值观念一旦陷入误

区，则会产生越轨的社会行为。目前，导致腐败产生

的价值观念错误主要表现在：一是个人主义。个人主

义就是个人与社会的错位，以个人为“本位”，社会为

“次位”，强调个人需要和利益的满足而置社会或他

人的利益于不顾。二是寄生心理。寄生心理就是索

取与奉献的失衡，只知索取，贪图享乐而不知为他人

尽义务，为社会作贡献。三是快乐原则，即本能对人

格的凌驾，指人丧失理性原则，一味地追逐性欲、食

欲、获得欲、攻击欲等一系列和动物一样的本能。四

是市侩哲学，即现实对理想的湮灭。现实对理想的湮

灭导致腐败的产生，是因为对现实的反映没有理想

激情；对现实的评价缺乏理性指向；沉于现实，理想

破灭。

（三）心理防卫的失当。心理防卫机制属于一种

心理适应性反应，这种反应典型地采取习惯性潜在

意识的方式，以消除或保持一个人的内心焦虑、罪恶

感以及失去的自尊心。许多人明知自己所干的是腐

败勾当，但为什么还是“理直气壮”？就在于他有心理

防卫为之壮胆。具体来讲，导致腐败产生的心理防卫

失当的主要原由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苦补偿。国

家公共权力者是人民的公仆，其行为宗旨是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他们的行为确也是一种劳动，必须给

予相应的报酬。但从总体上看，公共权力者的收入偏

低，在这种自觉“太亏”而寻求补偿的心理驱动下，总

认为仅靠正当工资收入无法养家糊口和维持一种体

面的与公职地位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也就把各种灰

色收入看作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二是人之常情。

中国传统的人情主义和“面子文化”根深蒂固，人际

关系中出现了“熟人社会”所特有的人际依存现象，

而这种人际网络一旦形成，收受礼品也就在“情不可

却”的自解中把禁止的法纪忘得一干二净。三是为公

无过。一些公职人员认为，不管什么腐败不腐败，只

要不放到自己的腰包里，没有什么行不行的，有的甚

至认为，“不搞点腐败，经济就会上不去，工作就搞不

好”。在这种心理支配下的腐败行为，主要是以利用

公共权力谋取地方利益、团体利益为特征，客观上助

长了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为小团体主义的滋生和膨

胀，为“集体腐败”和“法人犯罪”提供了土壤。

二、道德品质败坏的主要表现

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人分为四种：“圣

人”、“愚人”、“君子”、“小人”，并总结了一个重要的

历史教训：“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

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司马光的德才关系

的看法是发人深思的，也给我们研究腐败产生的主

体成因提供了深刻的启示：腐败的产生是同“官德”

的沦丧、同行为者个人的道德品质的败坏密切相关

的。具体来讲，腐败分子道德品质败坏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

（一）贪婪。贪婪意指对与自己的力量不相称的

某一过分的欲求。这是一种病态心理，也是一种人性

中的非人性的追求，是一个人品质败坏的前提，又是

德性丧失的主要表现。与正常的欲望相比较，贪婪在

某种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反而更不知足，胃口更

大。腐败者大都是一定权力的持有者，他们认为，自

己想得到的一定要得到，也一定会得到。而如果这种

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时，他就会想尽办法来加倍地补

偿这种“失落”，以便使自己的身份、地位、权力同自

己的欲望满足相一致，甚至用“超常”的欲望满足方

式来抬高自己。纵欲的追求是一种使人沦为奴隶的

非人性的追求，是有权者走向腐败的第一道道德缺

口。这是因为：贪婪会丧失人的尊严。贪婪是对自我

欲望的一种自由放纵，这种放纵由于无视理性的规

范和节制，总会沦为一种动物般的追逐，所以人的尊

严也就在无止境的贪婪中迷失了。当财富与权势的

欲望自由放纵时，也许就会不由自主地止步不前而

把自我置于对欲望的无休止的追求之中。沉溺酒色

的人精神会萎靡不振；沉溺于金钱的人不知道世界

上还有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沉溺于权势的人不知

道世界上有同情和怜悯。贪婪会导致对他人欲望满

足的伤害。许多人之所以走上腐败之路，就在于自以

为手中有权，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约束，就可以满

足一切。腐败者在饱尝私利的同时，就是对他人利益

的剥夺，就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损伤，就是一种恶。

（二）自私。利已主义是一切腐败者的价值取向。

自私是腐败产生的一种恶劣的主体性根源。自私是

人性中一种恶劣的品性，是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而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在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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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而对美好人性犯下罪行的人是屡见不鲜的。作为

理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在道德上如果

自私，则必将变成为置社会或他人利益于不顾的“吸

血鬼”。马基雅弗列认为，自私无论对他人还是自我

都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为自私者永远只追求自己

的满足，必然对自我也会冷漠。特别是当他狂热地追

求某一私利，自私者完全可能本末倒置，而不顾及自

我的存在和发展。培根主张，在选择官吏时决不能用

自私的人，因为一旦任用这种自私的家伙，这种人就

将为一己私利而牺牲与公益有关的一切，成为最无

耻的贪官污吏。“点着别人的房子煮自己的鸡蛋”，就

是自私者的本性。

一个自私的公职人员之所以会走向腐败，其原

因在于：自私的公职人员首先把公共权力当作个人

谋利的私人资本；自私的公职人员总是把个人得失

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前提；自私的公职人员总是在

进行利益分配时偏私，不公正；自私的公职人员必定

虚伪，欺上瞒下。

（三）无耻。知耻是一个人获得道德生命的前提。

“有耻且格”是一个人道德成熟的标志，是社会对个

人的道德期望，是个体道德品质中的核心因素。无耻

是知耻的背向，是漠视道德和自我的极端表现，就是

“不要脸”。“老子有权我怕谁”就是这种无耻的表现。

中国自古就有“自君子至庸人，皆以修身为本”的传

统，权力者首先应是道德者。而在现时生活中，仍有

权力拥有者认为道德只是平民百姓的事，本身不存

在道德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有德者利用

手中的权力服务于人民，造福于社会；无德者利用手

中的权力攫取私利，弄权误国。因此，掌权者的德性

如何，是权力是否会腐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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