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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挥第三次分配对建设廉洁社会的推动作用，是党的十九大会议明确提出的旨在促进社会公平、效率和共同富裕的重

要议题。厘清第三次分配对中国廉洁文化和机制的作用与边界、构建新时期廉洁文化体系，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依托力量，故此整体审视廉洁文化研究状态并把握其学理向度尤为紧迫。首先在理论基础层面，应探讨廉洁文化理论的整

体构建，清晰廉洁文化体系因何而建和如何以建的问题；其次在制度构建层面，须阐明廉洁文化机制的运行机理，明确廉洁文

化机制中主体是谁、任务是什么以及形态和功能有哪些；最后在实践发展层面，要重点强调第三次分配赋能廉洁文化理论和机

制的作用，实现廉洁文化理论与机制研究从学理向实践的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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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Integrity Cultur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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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in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a uncorrupted society is an im⁃
portant issue clearly put forward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promote social fair⁃
ness， efficiency， and common prosperity. Clarifying the role and boundaries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on China's integrity 
culture and mechanism and building a new era of integrity culture system will become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urgent to examine the state of integrity culture re⁃
search as a whole and to grasp its doctrinal orientation. First， at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level， we should discuss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of integrity culture and clarify questions of why and how the integrity culture system is 
built. Secondly， at the level of system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integrity cul⁃
ture， for instance， who the main body is， what the tasks are， and what forms and functions are in the integrity culture 
mechanism. Finally， at the level of practical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e role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to 
empower the theory and mechanism of integrity culture and to realize the transition from academic theory to practice in re⁃
search on integrity culture theory and mechanism.
Keywords:the culture of integrity； society of integrity； the third distribution； common prosperity

一、引言

2022年 1月 18日，习近平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提出要

通过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的国家战略目标，这也是廉洁文化建设首次出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公开讲话中。《中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远景目

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第十篇提出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其中，加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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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廉洁文化理论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的廉洁文

化机制体系，最终形成廉洁社会是题中之义。同

时，《纲要》第十四篇还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共

建共治共享水平。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完善再分

配机制，发挥公益、慈善、捐赠等第三次分配的作

用，让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而且，党的十九大会议明确提出从二〇三五年到 21
世纪中叶，要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实现全面提

升，促进社会公平和行政效率，基本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确保第三次分配在廉洁道德、廉洁文化

和廉洁习惯等多维度力量的推动下提升公益事业

的发展是应有之义。因此，厘清第三次分配对中国

廉洁文化和机制的作用与边界、构建新时期廉洁文

化体系具有重要性。

然而，现有关于廉洁文化理论与机制建设方面

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政府反腐败［1］和高校廉洁［2］等特

定主体层面，针对社会层面的廉洁文化研究尚显不

足。即使少量的研究从廉政领导力［3］、廉洁文化传

播效果［4］以及廉洁文化价值观要素［5］等方面探讨了

廉洁文化建设的子课题，但是，因为缺乏对廉洁文

化理论和机制发展的进一步考察，甚至出现了将廉

洁文化与廉政文化混同的结果。而且，廉洁文化理

论与机制建设作为一种基础性的文化制度，必须要

结合当前第三次分配的社会环境，经历一个制度化

的过程才能发挥廉洁文化促进国家高质量发展的

预期功能［6］。因此，深入研究第三次分配环境下的

中国廉洁文化和机制建设也具有了迫切性。

为进一步研究上述问题，本文以第三次分配为

切入点，以促进社会公平、行政效率和共同富裕为

目标，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时期中国特色廉洁文化

理论和机制体系。之所以将廉洁文化构建聚集于

第三次分配视野下，是因为第三次分配是党的十九

大第四次会议、第五次会议、第六次会议和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反复强调的重点社会制度，其

主体的大众性、实施的文化性、组织的公共性和效

果的公益性，与廉洁文化形成良好的契合，是新时

代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和实现路径［7］。

二、第三次分配赋能廉洁文化理论的整体

构建

目前，中国的廉洁文化理论整体架构尚不完

善。基于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我国强调国家

及政府在廉洁中发挥的作用，建立的廉洁文化和廉

洁机构相对缺乏社会公众的参与，因此，学术中出

现了将廉政文化拓展为廉洁文化的现象。但是，廉

洁文化并不同于廉政文化，甚至因为廉洁文化的作

用主体、实施手段多样性的特点，廉洁文化是上位

于廉政文化的概念［8］，更不能将廉政文化的理论和

机制构建简单地移植到廉洁文化体系中来，而应从

廉洁文化自身的定位出发，理解其外延和内涵、清

晰廉洁文化体系因何而建和如何以建的问题。

（一）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因何而建？

李季等［9］提出廉政文化体系的构建需要注意针

对性和层次性，即首先要立足公职人员廉洁，其次

是全党廉洁，最后是全社会廉洁。李红勃［10］依据香

港地区的廉洁社会改造活动经验，提出不仅要强化

国家防腐，同时要开展社会防腐，在完善廉洁制度

的同时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因此廉洁文化研究乃

至“廉洁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自身的结构性特

征，如何构建当前第三次分配视野下以促进社会公

平、社会效率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廉洁文化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是整体上把握廉洁文化发展的关键

所在。

1.廉洁文化因社会公平而建

建设廉洁文化理论体系是实现我国社会公平

的迫切需要。廉洁文化是全社会的一种行为规范、

准则和生活方式，是全社会实现防腐、倡廉和廉洁

型社会的基础性工作。当前，全社会还存在一些较

为突出的不公平现象，例如权力腐败、区域发展不

平衡、国民收入差距加大等。何增科［11］指出，建设

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具有不可

替代的责任，只有一个廉洁的政府和社会才能实现

促进机会均等、保障公民权利、形成法治政府和良

好的营商环境。廉洁文化为社会公平而建，符合反

腐倡廉工作的根本方向，是廉政文化建设的载体、

过程和手段，是政府执政为民、立法为公的着眼点。

第三次分配赋能廉洁文化促进社会公平的关键在

于，第三次分配区别于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

其最大特点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参与人以资助、

捐赠和募集等慈善方式对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再

分配，旨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第

三次分配制度纳入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建设中来，有

利于实现对传统廉洁文化理论体系的突破，形成社

会公众积极参与的社会公平体制和机制。

2.廉洁文化因社会效率而建

社会效率是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化的命题来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效率是实现社会经济

增长的基础，因此，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建设的基本

命题是如何提高社会效率。WANG X 等［12］以中央

苏区的廉政文化建设为例考察了文化建设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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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廉洁文化通过政府廉洁示范

效应，带动社会廉洁认知、廉洁保障制度的发展，实

现了社会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廉洁文化理论

体系需要围绕社会效率，是与市场经济本身的特性

相关联的。一方面，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逐利性，

金钱本位的市场求利原则造成社会只讲物质追求

不讲精神满足、只讲利益不讲道义、只讲索取不讲

奉献，这一市场特性与社会主义的思想、价值观是

相悖的，需要通过廉洁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加以规

制。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市场意识的多

元化、独立化和差异化，造成政治上的小团体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不利于整体社会效率的提高。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高社会效率是廉洁

文化建设的基础要求。中共中央第十次财经会议强

调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问

题，第三次分配是立足于增量的同时，通过公平原则

的制度设计激发社会的劳动积极性、提高社会效率。

3.廉洁文化因共同富裕而建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充分发挥廉洁文化理论体系的

优越性。李景治［13］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也

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共同

目标。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的丰富，而且是

精神生活的满足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社会主

义廉洁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也是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之

上的，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

标。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等制度安排，鼓励和促进

第三次分配，发展捐赠和慈善事业，让全社会公众

积极参与扶贫、教育、医疗和救助等公益事业中来，

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李旭红［14］

认为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建设可以在第三次收入分

配中发挥一定的作用，通过慈善、捐赠文化理论建

设，进一步促进第三次分配活动，发挥慈善文化建

设在第三次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促进共同富裕。

（二）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如何以建？

廉洁文化理论体系是在思想起源、文化形成和实

践锤炼的过程中得以形成和完善的，蕴含着鲜明的问

题导向和实践取向，催生并引领廉洁文化理论体系迈

向学术独立发展的轨道，进而积淀生成廉洁思想、廉

洁文化以及廉洁实践多元的廉洁文化理论体系。

1.以廉洁思想为体系基石

廉洁思想成为廉洁文化理论体系架构的关键。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思想的思考，廉洁文化工

作方向就会出现偏差。加强廉洁文化建设，需要以

廉洁思想为理论体系基石。廉洁思想的渊源为马

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廉政思想以及习近平的依法

治国理论，李文［15］认为国家意识的创建和培育、廉

洁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是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

廉洁思想是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建设的“发动机”，处

于廉洁文化建设的基石位置，始终承担着廉洁思维

和理论构建的首要任务。廉洁思想就是要回答不

同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和执政党性质的比较研究，

廉洁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运用于政治实践的

必然结果，是以思想形式呈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文化

品质与政治追求，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廉洁运

行的根本属性。因此，推动廉洁文化建设从文化语

言转化为活生生的实践话语，提炼和总结廉洁文化

服务社会公平、行政效率与共同富裕的经验方法尤

为关键。勾画廉洁文化的作用和意义，不能简单地

由上而下进行，而是通过第三次分配的传播，形成

社会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共同认知，进而发挥社

会多元化主体自我组织、自我调节和自我管理的潜

力，实现社会的包容性发展。

2.以廉洁文化为体系支撑

廉洁文化研究延展廉洁文化理论体系架构的

广度。廉洁文化研究涉及廉洁文化理论体系的实

现和表达，支撑着廉洁文化理论体系的整体框架，

是社会公众关于廉洁社会的思想、信仰、知识和行

为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评价的

总和，属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张国

臣［16］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时代发展趋势。它的

建设和繁荣，对于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提升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反腐倡廉建设水平，促进社

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中央在《建

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

系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充分认识加强廉洁文化

建设的重要意义，将廉洁文化建设视为国家适应新

形势的战略工作。如何使廉洁文化发挥作用？通

过第三次分配文化的动员，社会形成尊敬捐赠者、

慈善人的氛围，从而发挥除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之

外的，通过廉洁文化根除不公平分配规则的新的财

富分配正义。

3.以廉洁实践为体系成果

廉洁实践研究展现廉洁文化理论体系架构的

高度。廉洁文化理论体系的第三个维度是廉洁实

践活动，包括提升廉洁文化执行能力的以人为本的

社会实践维度、推进廉洁文化发展能力的可持续发

展的经济实践维度，以及实现廉洁文化常态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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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化政治生态的政治实践维度。在城市层面，广

州大学课题组［17］提出的通过提升廉洁文化建设智

能水平、保障公共权利规范运行，实现技术支撑的

“智慧广州”建设，以及李红勃［10］提出的通过监察制

度改革和税务局推动的廉洁文化宣传，构建廉洁文

化建设的“香港廉洁社会改造”活动；在国家层面，

日本和新加坡形成的使不廉洁者难以在社会中立

足的“恨人及屋”的除秽文化。在城市层面和国家

层面均显示出廉洁实践活动是产出廉洁文化理论

体系建设成果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廉

洁实践分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三个

层次，罗静［18］更是将廉洁文化的实现路径细分为

“公众渠道、行业渠道、家庭渠道和个体渠道”等，各

个渠道又包含了廉洁文化的“价值实现、功能实现、

道德实现、政治实现和人格实现”等多个维度。廉

洁实践的落脚点是“透明度”建设，第三次分配的重

要社会基础也是“透明度”建设，通过第三次分配制

度提高的社会透明度，可以进一步提升廉洁文化理

论体系的成果水平。

三、第三次分配赋能廉洁文化机制的建设

廉洁文化是以崇尚廉洁、反对贪腐为价值取向

的，反映的是社会对廉洁追求的程度，也是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廉洁文化机制建设是要

形成服务大局、整体推进，以人为本、正面引导、突

出重点和全员参与的整体格局。廉洁文化机制建

设的机理是要以廉洁文化宣传为前提，以廉洁行为

引导为关键，以廉洁制度建立为保障，进而实现廉

洁文化服务于国家治理、服务于社会规范和服务于

家庭伦理的最终目标。

（一）廉洁文化机制的运行机理

廉洁文化机制建设的基本逻辑是在厘清廉政

文化和廉洁文化的基础上，以廉洁文化宣传为逻辑

起点、以廉洁行为引导为逻辑展开、以廉洁制度确

立为逻辑效果，最终形成和谐有序、层次清晰、形式

多样和内容丰富的文化体系。

1.廉洁文化宣传是机制运行的前提

廉洁文化宣传是我国廉洁文化机制建设的迫

切要求。廉洁文化宣传是廉洁社会建设的迫切需

要，是廉洁文化机制的力量源泉，是国家反对贪腐

的基础性工作。通过廉洁文化的宣传，将廉洁文化

渗透到公众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中，内化为社会的

生活方式和处事原则，为廉洁文化机制的良好运行

奠定基础。廉洁文化宣传还要解决一些与廉洁文

化机制运行不相协调的现实问题，一方面是社会公

众对廉洁文化的认识不充分，存在部分误区，认为

廉洁文化就是政府和公职人员的事情，普通公众无

须廉洁意识的培养。但是恰恰全社会的廉洁是一

种从下而上的运动，只有社会以廉洁为荣，以贪腐

为耻，从社会环境上营造廉洁氛围才能真正形成廉

洁型社会。另一方面是廉洁文化宣传停留于形式，

忽视了廉洁文化宣传的精神实质和准确定位。杜

治洲等［4］提出廉洁文化宣传应借助新媒体平台，提

升廉洁文化宣传的范围、效果和方向的研究，相比

现有的演节目、唱歌曲和搞画展的形式，可以通过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家廉洁形象等方式进行廉

洁文化宣传。此外，第三次分配是通过社会自发的

爱心力量自愿回报社会，进行自愿的第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的实施，将有助于廉洁文化的宣传实施。

2.廉洁行为引导是机制运行的关键

廉洁行为引导是推动廉洁文化机制运行的重

要内容、途径，也是机制运行的关键环节。即如前

言所述，廉洁文化的宣传要利用有效的媒介、媒体

手段进行传播，使廉洁文化成为社会公众普遍的道

德实践，产生廉洁行为。LEE T C［19］和 NAM T［20］分
别考察了廉洁文化与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成效以及

中国电子政务系统的适用对反腐败的调节作用，结

果均肯定了廉洁行为的引导对廉洁文化实施效果

的保障作用。笔者认为，廉洁行为引导需要进一步

明确行为的方向、目标、内容、形式、载体、手段，以

及机制、模式等方面的内容。首先，廉洁行为引导

的方向要以国家反腐倡廉建设的宏观规划为指导，

目标要服务于廉洁型社会的建设。其次，廉洁行为

引导的内容应为社会廉洁文化、公权力廉洁文化和

公职廉洁文化三个部分，形式要与国家的发展进步

同步且具有变革创新性。再次，廉洁行为引导的载

体可以借助广播、电视、报纸和学校等传统载体，也

可以发挥新媒体、物联网等手段方面充分发掘人文

历史、外来文化和新兴文化关于廉洁文化建设的有

益补充。最后，廉洁行为引导机制和模式方面，在

注重内生机制和模式建设的同时，也要形成廉洁文

化建设的发展机制和评价机制等。第三次分配制

度和廉洁文化机制一起，基于制度化的回报递增、

承诺递增和共同信念等生产机制，有助于实现廉洁

行为的规训功能。

3.廉洁制度确立是机制运行的保障

廉洁文化机制运行的重要特征是保持权力关

系顺畅运行于制度轨道中，因此廉洁制度的确立是

廉洁文化机制运行的重要保障。香港的廉洁制度

确立着重体现为税务局和廉政公署的工作内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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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税务局下设两个廉洁文化机制科室，分别为社区

关系科（一）和社区关系科（二），其中，科（一）负责

制定廉洁文化商业推广策略、与大众媒体、新媒体、

反贪机关和国际机构保持联系；科（二）则直接负责

与市民进行面对面的廉洁文化教育工作，与社会各

阶层保持最直接的宣传互动。在国家层面，美国是

通过制定有效的行政伦理机制，确立廉洁文化制度

的。美国于 1829 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伦理法

典》，1978年制定了《美国政府伦理法》，1990年又颁

布了内容更为详尽、操作性更强的《美国行政部门

工作人员伦理行为准则》。田旭明［21］认为中国的廉

洁制度建设，无论从学理角度还是现实腐败发生和

治理的角度，中国特色廉洁文化制度将制度反腐和

廉洁文化建设完美结合，形成“善治”和“善德”齐头

并进的协同态势。法律层面的制度确立，包含廉洁

文化的规章制度、行政法规和法律等。第三次分配

和廉洁文化推动共同富裕的机制不能停留于理论

层面，对其做出制度方面的确立刻不容缓，中国应

充分利用《慈善法》修订的契机，建立完善的第三次

分配制度机制。

（二）廉洁文化机制的功能表现

廉洁文化作为一定社会时期和经济背景下产

生的理念形态，对国家治理、社会规范和家庭伦理

等方面产生文化辐射和教育功能。同时，廉洁文化

机制致力于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廉洁社

会，探究廉洁文化机制理论脉络、时代境况、演进方

向和价值追求，在整体功能表现上具有现实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

1.国家治理方面的功能表现

吴国斌［22］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总结

中国廉洁文化建设历史，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廉

洁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科学结论。廉洁文

化是社会主义政权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建

设廉洁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鲜明立场和

政治追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把握廉洁文化建

设的规律，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推

进廉洁文化机制建设。廉洁文化作用于国家治理

方面的功能表现为：首先是推进依法治国，没有廉

洁的政府和社会，就没有法治化的国家。廉洁文化

是良法善治的前提，中共中央十八次工作报告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确定了廉洁治党、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廉

洁文化机制可以为立法和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其次是宏观调控市场，廉洁文化与第三次分配

一起，推进分配结构的调整，补充政府职能可能存

在的监管和调控缺位、错位的问题，保障公共利益，

推动社会经济公平。最后是规划国家发展战略，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

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这是党中央首次

明确以第三次分配为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

成，确立慈善等公益事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共

同富裕中的重要地位。廉洁文化机制的运行，可以

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框架内，在高质量发展

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第

三次分配与国家治理功能的实现是紧密相关的，在

弘扬中国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明确第三次分配在我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并把第三

次分配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

度建设中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社会规范方面的功能表现

廉洁文化机制影响着社会个体的行为，维护着

社会基本秩序，将社会廉洁行为纳入体制轨道中，

产生社会规范方面的功能作用。RIMAL R N 等［23］

指出，廉洁行为对于描述性社会规范与指令性社会

规范的影响通常是一致的，例如社会化公众可能认

为其他大部分人都保持廉洁行为（描述性规范），如

果自己不廉洁，可能会被排斥而失去朋友（指令性

规范），于是选择了廉洁行为。建设廉洁文化机制

就是要解决社会规范当中自律性“低下”的问题。

廉洁文化仅仅依靠思想道德教育和人的自觉性是

建立不起来的，它必须要有结构性的基础，核心是

建立廉洁文化机制。实行廉洁文化机制有两个途

径，一个是建立廉洁文化建设的他律机制，具有法

律强制力和社会约束力；另一个是要建立健全廉洁

文化的组织协调机制和相关制度，形成廉洁文化建

设的整体合力。这样通过法律、社会权力和相关制

度规定的持久作用，形成有组织的法律体系、制度

规范和社会公共舆论，保证社会规范方面的功能实

现。第三次分配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共济，参与主体

是企业、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具有广泛的社会

性。第三次分配制度的实施，也必将推动社会规范

的形成。

3.家庭伦理方面的功能表现

廉洁文化机制最具实践性的单元是家庭伦理

功能表现。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元，家庭伦理是社

会氛围的基本细胞，只有廉洁文化促进了家庭廉洁

伦理的形成，才能最终形成廉洁型社会。周至涯

等［24］认为廉洁文化对于家庭伦理方面的功能要实

现廉洁教育对“现实的个人”的重视，避免出现理想

化、认知化、抽象化等倾向，保证廉洁教育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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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说服力和吸引力，全面加速反腐倡廉建设的深

入推进。破解作用于家庭伦理功能表现的现实困

境的对策在于树立起以人为本的原则和导向，通过

重塑廉洁教育的理念，重构廉洁教育的内容，筑牢

廉洁教育的运行基石，实现廉洁文化与家庭伦理的

共同发展与进步。廉洁文化机制在家庭伦理方面

的功能表现为道德廉洁、勤俭廉洁和文化廉洁，首

先道德廉洁是要实现家庭中父母以身作则、以德治

家、对孩子身兼表率，用自身的公正廉洁培育家庭

伦理。其次勤俭廉洁是指家庭要勤以养廉、俭以助

廉，摈弃奢侈浪费陋习，提倡厉行节约的家庭伦理。

最后文化廉洁是家庭廉洁的长效机制，家庭从文化

上提炼廉洁要义，树立正确的廉洁观、价值观和人

生观。2021年 6月 15日，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贾康

在清华大学“第三次分配研讨会”强调家庭伦理的

构建需要以第三次分配实现社会资源的均平化调

整为驱动力，实现家庭廉洁和社会廉洁。

四、研究结论

构建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基础性

制度安排，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与廉洁文化制度在

共同富裕中的功能。因此本文研究得出主要结论：

第一，第三次分配制度安排是廉洁文化理论体

系和机制运行的有益补充，两者的文化宣传功能、

行为规训功能和实践表现功能，共同促进社会公

平、社会效率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第二，廉洁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当围绕社会

公平、社会效率和共同富裕展开，整体架构以廉洁

思想为体系基石、以廉洁文化为体系支撑、以廉洁

实践为体系成果保障。

第三，廉洁文化机制运行机理以廉洁文化宣传

为逻辑起点、以廉洁行为引导为逻辑展开、以廉洁

制度确立为逻辑效果，最终形成和谐有序、层次清

晰、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的廉洁文化机制运行

体系。

第四，廉洁文化的机制功能表现与国家治理功

能、社会规范功能和家庭伦理功能是一致的，廉洁

文化机制运行可以实现依法治国、完善市场调控、

协调发展战略、规范社会运行以及重塑廉洁文化对

“现实的个人”的教育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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