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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勤廉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

袁柏顺，郑朝阳

!! ［摘!要］传统勤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价值系统为目标、以行为导向系统为引

领、以规范系统为调节、以支撑系统为保障协调统一的文化系统。传统勤廉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虽然面

临古今差异的问题，但是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历史路径依赖让传统勤廉文化的 “两创”具备了可能。传统勤廉文化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路径是：旗帜鲜明地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涵、科学制订与落实勤廉制度

规范、推进 “勤、绩”和 “廉、民”的行为导向内在统一、推动支撑系统的全面转化发展，从而实现新时代勤廉文

化价值系统、行为导向系统、规范系统和支撑系统的内在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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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政策分析、反腐败比较研究、全球腐败治理；郑朝阳：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党的十九大以后，各省份先后明确提出了
“清廉”地域的建设目标，诸如 “清廉浙江” “清
廉内蒙古”“清廉湖北” “清廉湖南” “清廉山东”
“清廉河南”等，体现了新时代全国各地对清廉建
设的高度重视。与之有别的是，江西省第十五次
党代会提出了 “勤廉江西”的建设目标，“全面建
设勤廉江西，政治生态呈现新气象。”。 黑龙江省
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指出要着力建设 “勤廉龙
江”，“勤为政要、廉为政本，勤政清廉是龙江振
兴发展的重要保证。”" 浙江省永康市利用其丰富
的勤廉文化资源，与学术团队合作，开展了 “为
官一任，造福一方”勤廉指数的构建与实践”。
“勤廉”之于 “清廉”而言，在保持廉洁从政的基
础上，其内涵的维度大大拓宽，适于解决当前的
“不勤”和 “滥勤”问题。具体而言，当前部分地

区干部存在 “懒政”“惰政”的 “不勤”现象，以
“形式主义”“拖延”来应对多重现实问题$；同时

存在 “政绩综合症”的 “滥勤”现象，诸如频繁
“换赛道”、盲目 “铺摊子”、急于 “出政绩”等，

浪费了治理资源。追根溯源，新时代 “勤廉”目

标的提出并非一时的，而是有着鲜明中国特色和

深厚历史传统、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价

值的。 “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是西

方自由资本主义文化的经典理论观点，其出发点

是政府的属性为 “恶”，因此政府仅需要维持社会

秩序等最低限度的职能，充当 “守夜人”，也可称

之为消极的 “无为政府”。与此相反，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 “勤”的要素，尤其是儒家的责任文化，

要求官员和政府均要有所作为、造福一方，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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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了积极的 “有为政府”的传统。-.0?年，习
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
时首次提出要 “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
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
明确提出要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
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
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
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
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
力和感召力。”” 一方面，传统勤廉文化作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文化
的独特魅力；另一方面， “勤廉”是延续积极的
“有为政府”的重要文化元素，是在与西方竞争中
争夺话语权、彰显中国独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部
分，因此，研究清楚传统勤廉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具有深刻价值。

一!传统勤廉文化的系统构成

中华传统勤廉文化并不是狭隘的独立要素，
而是由多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部分构成的文
化系统。对勤廉文化概念的界定是理解勤廉文化
系统的基础。本文认为传统勤廉文化是一种勤廉
并重、以利民为本、以治绩为衡的价值系统、规
范系统、行为导向系统和支撑系统的系统集合，
其中，以价值系统为目标，以行为导向系统为引
领，以规范系统为调节，以支撑系统为保障。

（一）价值系统
勤廉并重是官德和政德的有机统一，也是传

统勤廉文化系统要实现的目标。早在秦简 《为吏
之道》中，就蕴含着官德与政德相统一的价值，
“精 （清）洁正直，慎谨坚固”是对官员 “廉”的
要求$，“除害兴利，慈爱万姓……百事既成，民
心既宁”% 是对官员 “勤”的要求，此乃从政 “之
经”。同时， 《为吏之道》也对官员做了道德上的
引导，“吏之五善”中 “精 （清）廉毋谤”和 “举
事审当”着眼于 “勤廉”方面的要求&。就政德而
言，“精 （清）正守事，劝毋失时，兴利除害”皆
是对政府勤廉为民的要求，此乃治国和治官 “之
要”'。梁启超将 “清、慎、勤”视为官德官箴(，
前二者即廉洁、自律，后者则是勤政，是勤廉并
重的勤廉文化的核心。勤廉于政事，并非仅仅忙
于迎来送往、案牍劳形，而是要真正符合为官的
价值要求，有所作为。唐代李朝隐不避权贵、爱
护弱民，而被荐为御史大夫。而也因 “无所纠劾”
被调任闲职)。政府有所作为，要根据当时不同地
区的需要来规划和实施。以水患和匪乱治理为例：
水患自上古时期以来，就是广大民众的巨大威胁，
禹正是因为 “勤于治水”而得到了民众的爱戴近ef；
北宋苏轼担任地方官时，治理水患，心系百姓，
甚至变卖家产，为地方百姓修建河堤以保障百姓
生活近e活。匪患是中国古代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百
姓深受其苦近el，明代王守仁任地方官时，运用户籍
管理、兵法策略以及招降安抚等办法，解决了当
地为祸多年的匪患问题，百姓视他若神祇近em。

（二）行为导向系统
勤廉不仅是抽象的价值规范，更是官员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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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行为导向模版。从顶层设计来看，勤廉应以
利民为本，以治绩为衡。勤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
也应接受总体政治文化的导向。孟子提出 “民为
贵”，将 “民”置于 “君”与 “社稷”前；唐太宗
认识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 “百姓”。；金世宗将地
方 “民悦”与 “超升”挂钩，职务低级的官员得
到 “民悦”，往往其上官会厌恶他，而能 “承事上
官”的官员，往往得不到 “民悦”，对于前者，其
绩果善可 “超升”"。北宋名臣胡则是勤廉官员的
典型代表，他为官/5年，逮事三朝，十握州符，
六持使节，两任计相，廉洁自律， “历践清要””；
“出处三朝，始终一德”。他勤于政务，勇于任事，
每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卓著$。他任福州知州时
称：“百姓疾苦，刺史当言之；而弗从，刺史可废
矣”，主张舍官身保庄田。他任三司史即主管全国
财政经济的最高长官时，奏请改革盐制，“改官卖
为商销”，为此不惜得罪权贵而被贬为知州。他任
工部侍郞时，曾为大旱赤地的江南十四州奏免身
丁钱%。毛泽东同志赞评胡则 “为官一任、造福一
方”，是 “北宋时期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的一名
清官”&。

（三）规范系统
规范系统主要通过对官员的选任和考核，调

节官员的行为，以符合勤廉的价值目标。其中，
考核规范是 “勤廉文化”的重点。“勤廉”在考核
规范方面起源甚早，早在尧舜禹时期，勤廉作为
一种考核的属性就有所体现。舜命皋陶担任刑狱
之官，“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其中的
墨就明显指向廉的层面，指 “贪以败官”，贪得无
厌、败坏官纪，要被处以死刑。而若是在朝觐大

事上有所懒惰，考勤迟到，也要被处死，“禹朝诸
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 商
朝伊尹提出 “三风十愆”的惩罚规定从反面界定
“勤廉”的重要地位)。在西周时期， “治政”与
“财用”已经成为官吏勤绩考核的明确规定，宰夫
“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群都县鄙之治，乘其财用之
出入，凡失财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诏冢宰而诛
之。”近ef 秦朝考课制度全面发展，在对耕牛、官马
等农用、军用和公共物资的考核中，勤绩是重要
的内容，诸如因负责官吏的问题造成耕牛减絮、

马匹体态不佳、马匹劳绩下降等，都要对相关官
吏进行处罚近e活。金世宗明确将 “忠勤廉洁”的地方
官作为应 “进贤”的典型代表近el。宋朝时期， “勤
廉”明确成为官吏考核规定的主要内容。北宋景
德初年，地方诸道考察所部官吏时将其分为三等，
“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
无治声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近em 可见，这一时
期对于勤廉的考察已经有了十分详细和科学的方
案，“既勤且廉”为上等， “廉而不勤”和 “勤而
不廉”为次等，“不勤不廉”为下等。就选官规范
而言，古代选官主要是分为察举制和科举制。察
举众科目中，又以孝廉之举为重中之重。此后的
“九品中正制”虽演化为世家门阀仕途之制，但从
名义上也要对 “德才”进行评级近e级。

（四）支撑系统
任何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生存发展都

离不开支撑系统的保障作用。文化的支撑系统，

可以被理解为文化生存发展外延中的社会制度。

因而，传统勤廉文化的支撑系统可以分为正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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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非正式制度两大方面。，主要是奖惩机制和道
德舆论。

第一，奖惩机制。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可以作
为认识官员行为逻辑的一种重要视角，官员的行
为有很大可能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在历代正式
制度的设计中，官员的奖惩制度是重要组成部分。
参照 “勤廉”要求的职务晋升是给予官员的稳定
可预期的利益增加，而部分违背 “勤廉”要求的
官员则会受到制度性的惩处。一方面，从制度运
行来看，中国自古强调 “勤廉”等道德调节的基
础性作用，具备 “勤廉”评价的官员能够有更多
的升迁机会和更快的升迁速度，在部分时期，“勤
廉”甚至成为古代官员晋升的决定性因素”。另一
方面，从制度文本来看，“勤廉文化”在职务晋升
中的重要性，在上文的考核规范和选官规范论述
中已经能够得到充分体现。

第二，道德舆论。道德舆论是古代国家非正
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伦理是儒家提倡的
重要内容，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的儒家
君子标准往往是评价官员的理想标杆。自从汉朝
“儒家思想”成为主流统治思想，尤其是唐宋以儒
家经典科举取士后，广大正途官员均是熟读儒学
经典之辈，深受儒家伦理道德影响，官员的负面
行为不仅会导致其内心的煎熬，而且会遭到监察
系统的诘问弹劾$。古代官员的德政也与民众舆论
息息相关，古代官员为了保持自己在民众中的清
誉，面对两难之境时，宁愿被皇帝严重处罚%。
“一心为民，造福一方”，在离任或者去世之后获
得树碑立传，是官员们梦寐以求的道德成就&。地
方民众对于清廉官员请求留任，制作 “万民伞”
亦或是修建 “庙宇”以示纪念，更有甚者对其神
化加以祭祀'，这些都是对官员的巨大肯定，同时
也是官员晋升的重要指标。以胡则为例，因其

“生有惠政，殁祭于社”，从宋代 “浙水之东，祠
庙相望”，到元代 “祠庙布满郡境”，再到明代
“两浙之境，庙貌相望”，清代 “浙东千里，几无
一邑一乡无公庙”。胡公信仰文化延续至今，被民
众世代敬仰，成为官员践行 “勤廉”文化的巨大
动力(。

二!历史演化中的 “勤”“廉”关系

传统勤廉文化的 “勤”与 “廉”在历史发展
中的关系经历了有所偏颇到勤廉并重的过程。二
者兴起于西周，并称源于魏晋，统一于明清。总
体而言，“廉勤”与 “勤廉”的表述兼有，但以前
者为多，可能反映出古代对 “廉”侧更高的重视
度。而在二者的对比方面，一方面，在历朝官员
选任和考核制度设计上，勤廉方面各有侧重。另
一方面， “勤廉”规定实际约束和激励作用的发
挥，因政治环境、综合国力和君主开明程度而参
差不齐，也相应地导致了 “勤”和 “廉”的导向
有所差别。

两汉时期，就已有 “酷吏”和 “循吏”的角
色分野。循吏也被称为 “良吏”，他们兼具 “勤”
与 “廉”，树立了道德与和政绩均优良的官员的典
范和评判的价值标准，但总体晋升较慢。与之相
对而言的 “暴力”求绩的 “酷吏”则逐渐成为不
顾 “廉”侧的 “恶吏”的代名词)。酷吏往往急于
求成，“其治暴酷，专任刑罚”，短期内就能打造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方稳定治安环境，政
绩的高效和突出让他们获得了快捷的升迁机会近ef，
从而挤占了 “廉”侧的价值空间。唐朝时期，由
于 “盛世”带来的复杂治理任务，“廉勤”也偏向
于对官员 “政务”才能的肯定，尤其是对 “军政”
“太府” “会计” “转运”等专业技术能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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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清廉爱民等价值要求，相对弱化，在某种程
度上也酿成了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祸患。宋朝突
出 “廉勤”中 “廉”侧的价值内涵，将 “廉勤”
视为对官员政绩德行的高度评价，作为官员升迁
的重要依据。直至明朝时期，“廉勤”内涵得到了
丰富和发展，实现了治政才能、治政德行和治理
效果的有机统一。清朝时期，“勤廉”集先前
“德、才、绩”等内涵于一体，实现了官德政德的
价值规范化和普遍化，成为 “官箴”的主要内容，
“清慎勤”三字也多见于衙署公堂匾额。。

三!传统勤廉文化转化发展面临的系统差异

要实现传统勤廉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就必须充分认识古今勤廉文化的差异。作
为一种文化系统，价值系统、行为导向系统、规
范系统和支撑系统的差异性，均会对传统勤廉文
化的 “两创”产生影响。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三个
方面。第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差异。传统
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矛盾冲突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转
型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许多国家走向现代化必
须面对的共同难题。各国优秀传统文化都应该在
“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第二，新时代多种文化源流的内在差异，主要是
指传统勤廉文化与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要求不相符。 “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
字，曰清、慎、勤。”” 梁启超高度肯定了传统勤
廉文化在近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即
便是在这些先行者的思想中，作为勤廉文化重要
内涵的 “民众与政府的关系”虽然较之臣民文化
有所进步，但仍旧是某种程度的助力与对立关系，
政府的义务在于 “助人民自力所不逮”“防人民自
由权之被 （政府）侵”$，与当今 “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 “公仆”的定位相去甚远。第三，
古今勤廉文化的内部一致性程度存在差异。传
统勤廉文化的内部存在不一致性，主要在于勤
廉文化的价值系统、行为导向系统、规范系统
和支撑系统之间存在背离，不能符合新时代勤

廉文化内部协调统一的要求。虽然传统勤廉文
化的基本价值一脉相承，但承载其价值的政治
制度随时代变化而有所不同，官员具体的行为
导向也会受到官员品德和行为环境的影响，因
此在一些时期，虽有勤廉价值的倡导，但具体
考核规范与官员的行为却 “以绩以利”，未能符
合 “廉”的价值要求。

（一）价值系统的差异
第一，官员价值的变化。中国传统社会的权

力流向是自上而下的， “明主治吏不治民”，君主
通过委托官吏来治理广大百姓，从这种视角来看，

君主是统治者，也是委托人，官吏是代理人，而
广大百姓就成为被统治者。在这种权力架构中，

在君主与官吏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勤廉”是
君主为防范官吏 “撒谎、偷懒”等风险而设计的
“束官之道”；而在官吏与百姓之间，由于统治集
团利益的根本性，“勤廉”就变成了君主所期望的
“牧民之道”，各地官员是百姓的 “父母官”和
“大老爷”，“勤廉”说到底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和控
制广大臣民，进而稳定天下。中国古代社会虽然
兼有 “重民主义”“民本主义”，但依旧改不了其
等级社会的本质。而步入现代文明后，民众主体
意识觉醒，政治参与权利扩大，臣民早已转化为
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 “兵民是胜利之本”，做
人民的 “勤务员”是时代价值。在新时代，“民心
是最大的政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的宗旨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职人员都是 “人民公
仆”，角色模板由 “大老爷”转变为了 “勤务员”，

当 “牧民”早已丧失合法性后，以 “利民为本”

的 “勤廉”可能成为理论上的最低标准，而不是
古代的最高要求。第二，政府价值的变化。在村
民文化和臣民文化中的中央政府，往往是 “全能
政府”，包办一切，这是中央权威和意志的体现。

村民和臣民，不仅不具备法律赋予的政治参与权
利，本身也缺乏政治参与意识。在中国古代历史
上，“良民”的角色模版也往往是安居乐业、耕种
农桑的农民，至于地方治理、天下兴亡等国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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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都是由广义的政府部门来完成，而在 “简约
主义”的治理策略下，古代政府注重治理成效，
忽视治理过程，因此也给予了完全以政绩为中心
的 “酷吏”的生存发展机会，以至挤占了以爱民
守礼为方针的 “循吏”的生存空间，在某种程度
上使得民众对政府 “又爱又畏”。。而当今时代，
政府转职能、转作风，着力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
服务型政府。政府是国家治理体系多元参与主体
中的重要一元，但不是全部。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
科技支撑，多元主体各司其职，共同参与社会治
理工作。

（二）行为导向系统的差异
在古代勤廉文化行为导向中，“勤、廉”与

“民、绩”二者内部和相互之间往往是割裂的；而
在新时代勤廉文化的行为导向中，“勤、廉”与
“民、绩”是协调统一的。就古代中央统治者所推
崇的勤廉文化而言，往往是重 “勤”重 “绩”，而
轻 “廉”轻 “民”。在短时间内通过 “严刑峻法”
“穷治牢狱”等手段，能够肃清匪寇、平息民变的
“能臣干吏”，往往会受到皇帝重用，乃至 “超
擢”，前文所述的 “酷吏”都是此类情况，由于治
理问题的急迫性，官员自身的清廉与否、是否为
民众所拥护，不但会被其上级官员选择性隐瞒，
也时常被中央有意忽视；而循规蹈矩、道德高尚
的清廉官员，虽然一般都能得到民众的尊敬和同
僚的敬畏，但其晋升速度与晋升机会均是远远不
如前者的。那些出于皇帝树立 “道德模范”的政
治目的而嘉奖的清廉官员，在同期官员中少之又
少。当今时代，党和国家 “以人民为中心”，在干
事谋事创业的过程中，必须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
本色。干事创业的 “政绩”最终是为了人民，因
而必须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由此来
看，新时代勤廉文化中 “勤、绩”与 “廉、民”
的行为导向要求是统一的。

（三）规范系统的差异
“勤廉”文化在古今选官考核规范中的地位是

不同的，古代的勤廉规范难以适用于现代。古代

的 “勤廉”虽然在选任考核规范中占据一席之地，
但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选任考核更多的是
依据上级评价以及中央意见，其中 “人治”色彩
浓厚，官员的选任考核通常会受君主、上级官员
个人好恶的影响。汉高祖刘邦任用的高级官吏多
有一定的贪贿问题"。汉武帝任用张汤、桑弘羊等
“兴利之臣”，为其大肆搜刮钱财”。此外，官员选
任考核的 “勤廉”规范也因国家环境而有所差别。
一般而言，在国力强盛、政治清明的盛世，政府
重民倡廉。而在国力衰弱、政治黑暗的末世，勤廉
则失去生存空间。而当今时代，“勤廉”作为一种官
员职责规范已经被明确写入正式制度之中，以制度
来规范官员的选任和考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总则第一条明确指出了公务员的岗位要求是
“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
廉洁”，在将 “勤政务实”和 “清正廉洁”并列的同
时，还将 “为民服务”置于重要地位。

（四）支撑系统的差异
就正式制度而言，最主要的就是政治制度的

差异。“政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 “政”的
方面，即权力的所属和运行；二是 “治”的方面，

即如何治理国家和社会。就前者 “政”的方面而
言，古代民众的地位与当今人民 “国家主人”的
地位存在根本性差别。古代民众基本被排除于政
治之外，不能获得基本的政治参与权利，缺乏监
督政府的能力，主权 “在君”，即在政治中 “君设
其本，臣操其末”。古代 “民告官”的行政诉讼，

是民以举发人的身份检举揭发官吏，双方不能平
等对簿公堂，在部分朝代甚至民要先 “受罚”$。

因此，古代官员是否 “勤廉”，难以受到普通民众
的约束。就后者 “治”的方面而言，其治理体系
奉行 “简约治理”思路，过于注重 “成效”%。古
代治理体系相较当代的 “现代化治理体系”而言，

还是显得比较落后。中央对于多重复杂的治理任
务，往往以治理结果作为官员绩效考核的主要依
据，在勤廉等方面难以做到全过程管理。而 “权
大于法”的治理传统，更是让治理制度中勤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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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发挥雪上加霜。此外，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
还蕴含着大量的结构性问题，诸如部分朝代官员
俸禄过低、奖惩体系不科学、升迁通道单一等，
传统勤廉文化更加难以直接移植于当代社会。如
明朝海瑞，一生清廉，其终时竟无钱下葬。，此种
“凄凉”下场，使 “清廉”难以为后人效仿。清
朝，许振祎治理河患，监督工匠甚严，革除了
“中饱私囊”之弊，然而如此 “勤廉者”，也只能
“治标”，取得 “一时之效”，非 “治本计也”"。就
非正式制度而言，主要是指社会道德观念的差别。
社会观念能够影响勤廉文化的传播和效果。受制
于历史条件，中国古代社会 “臣民”观念兴盛，
对政府 “服从”的认同胜于对官员 “责任”的认
知；而现代文明是人民主体的文明，公民意识觉
醒，对政府的责任与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
种权利和责任的古今观念冲突也会构成传统勤廉
文化转化和发展的挑战。

四!传统勤廉文化在新时代 “两创”的
实践路径

历史制度主义提出的 “路径依赖理论”，在文
化传承方面颇有解释力。经过中华数千年历史沉
淀，传统勤廉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华传
统文化的内核，“勤”与 “廉”作为两种文化要
素，能够通过制度学习从旧制度转移到新制度的
载体上”。传统勤廉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不仅需要
自身的与时俱进，更需要其配套系统的迭代升级。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
娄》），因此，传统勤廉文化的 “两创”不仅要对
其价值进行转化发展，更需要通过制度规范承载
勤廉价值，通过监督管理规范干部行为、通过全
面深化改革完善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为新时
代勤廉文化发展提供新支撑，从而实现新时代勤
廉文化价值系统、行为导向系统、规范系统和支
撑系统的内在协调统一。

（一）价值系统的转化发展
旗帜鲜明地树立新时代勤廉文化 “以人民为

中心”的价值内涵。在传统文化中，“勤廉”的价
值是建立在 “忠君”基础上的，通过勤于 “治
民”，实现统治目的。新时代的勤廉文化要继承传
统勤廉文化中勤廉并重、重视治绩等价值内涵，
并赋予廉洁从业从政、高质量服务民众、干事创
业造福民众等新内涵，以清晰的规划蓝图 “一根
尺子量到底”。明确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
理念，不管是 “勤于政事”还是 “廉洁自律”，都
是为了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党章》
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 “正确行使人民赋予
的权力，坚持原则，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勤政
为民，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坚
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
监督”，其中 “清正廉洁”与 “勤政”都是正确行
使 “人民”赋予的权力的表现。

（二）行为导向系统的转化发展
新时代勤廉价值的实现需要继续推进 “勤、

绩”和 “廉、民”的内在统一。传统勤廉文化内
在行为导向的割裂性，大大限制了其历史作用的
发挥。新时代勤廉文化的行为导向，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勤廉并重，要 “始终以最彻底的自我
革命精神反腐败”。在新时代，人民是国家的主
人，是一切权力的所有者。腐败作为一种滥用公
共权力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
的滥用，虽然腐败可能会产生显著的 “短期政
绩”，但其具有不可持续性，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
公共资源，辜负了人民的信任，与人民所期盼的
“理想之政”相去甚远，不应出现在新时代勤廉文
化的导向之列。要建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勤廉
并重政绩观，就必须持续优化干部选任体系，优
化督考评制度体系，试行 “勤廉指数”创新体系。
努力培养 “焦裕禄式”好党员、好干部，选拔任
用一批民众与基层人员高度认可的，廉洁上立得
住的，想干事、能干事尤其是干成了事的干部。
以先进引领形成示范效应，大力宣传组织放心、
民众称颂的党员干部代表。持之以恒地开展党风
党纪教育，推动党员干部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政
绩观。不断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严格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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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规范干部的行为。
（三）规范系统的转化发展
新时代勤廉价值的发挥需要科学制订与落实

勤廉制度规范。中国古代 “勤廉”的规范强度相
对较低，主要依靠激励性措施以鼓励 “勤廉”行
为的实现，而与之相配套的强制性惩处措施相对
不足且落实较差。其中的激励点也更偏重 “勤”
的方面，而对于 “廉”的方面通常是选择性忽略。
因此，新时代 “勤廉”规范的禁止性、激励性等
相关制度设计应更科学，更注重关键监督与全面
激励。在制度供给上，增强激励性制度供给并扩
大其作用空间。过去一段时间里，对勤廉的激励，
主要依靠理想信念教育，而忽视了基础性制度的
完善。诸如党员干部违纪后，要面临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的适用问题，而其内在转化主要依据是
“政治方面”的考量，而非实际的治理勤绩情况。
党员干部的 “勤廉”考核规范，仍是以上级的评
价为主，至于民众的爱戴仅仅是 “锦上添花”，
无法将勤廉文化的价值深化于政治之中。在制度
规范中，纪委监委往往以监督者的身份出现，使
广大忙于日常政务的基层干部感受到更大的压
力。因此，可以研究制定试行纪委监委的角色转
换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由监督者转换为激
励者，同时还要避免监督执纪问责标准不一、损
害制度权威性与偏离价值导向等问题。在制度实
践中，以高质量管理与监督落实制度、规范行
为。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不
断完善容错纠错、精准监督、澄清正名、回访关
爱的激励机制，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
让广大党员干部既能够在 “廉”的约束下行事，
也能够符合 “勤”的创业干事担当的要求。制度
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真正将激励机制落到实
处，需要党委、政府和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共同
努力。

（四）支撑系统的转化发展
政治生态是政治文化发展的土壤，对党员的

思想和行为会产生深刻影响。。党的十九大提出要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是指各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清正廉明的
从政环境"，新时代勤廉文化需要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予以支撑。在 “勤廉文化”方面，要推动政
治生态的净化优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国家治理
现代化都是重要实现途径，前者依靠人民的监督
和参与重点解决 “不敢不勤廉”的问题，后者从
国家制度现代化上解决 “不能不勤廉”的问题；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理论是其思想指导，从
党员干部思想价值的角度重点解决 “不想不勤廉”
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
革的保障才能实现。要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扩大人民参与渠道，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从而在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中
体现人民民主的分量，将人民群众的评价纳入干
部评价体系，不忘 “依靠人民的监督”这一跳出
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即 “只有让
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以更好地解
决 “不敢不勤廉”的问题。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勤廉文化的支撑系
统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需
要与党和国家的治理体系协同一致。国家治理体
系的规范化、科学化和现代化，为政府和官员的
行为设置了严格的规范和明确的导向，从源头、
过程和结果三个层面做出了具体要求，通过扎牢
制度的笼子，确保政府和官员 “不能不勤廉”。要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价值泛指客
体对主体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价值信念是非正
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非
强制却又持久的影响。要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
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置于一切行动的首位，
作为其行动意义的最高标准。从思想价值上明确
了人民的 “中心性”，能够使政府和官员树立良好
的政绩观，自发地将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 “奋斗目标”，从而实现 “不想不勤廉”的目
标。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重要保障。制度环境对
于营造政治生态至关重要。通过全面深化体制改
革，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
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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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从而将 “不敢不
勤廉” “不能不勤廉” “不想不勤廉”三个方面有
机地结合起来。此外，文化支撑系统的优化转变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通过以上途径实现政治
生态初步优化的基础上，还必须关注其持久推进
的问题。尤其是在社会观念这一非正式制度层面，
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久久为功，持
之以恒建立社会信任。要以 “化风成俗”的精神，
像钉钉子一样持久抓好每一个节点，从而形成全

社会长久可立的行为习惯，为建立和培育新时代
勤廉文化支撑系统提供持久动力。

不同时代总会提出不同的历史难题，赋予不
同的历史责任。“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永无
止境，但绝不可以此为借口，拒绝历史所赋予的
使命和责任，而是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突破当前
的历史局限，将传统勤廉文化这一中华文明独特
价值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

?",#%&4,@"#*/+-"5#%&-*#*;.**-4#%&4,E,4,'-G5,*%-+
@"#;&%&-*#'E&'&),*$,#*;.*%,)"&%9?；'%；",&*%=,>,:B"#

_"&1Y;=KFG>，CD,1ECF;2S;>H

67/%"#$%：$9;O=<=2>;MO=M=HJ>NJ;>O=><JH9=<SNGM<G9J=K;>=:I29<;><I;9<2VV=>J<9;O=<=2>;M!F=>JKJ
NGM<G9J3X<=K;NGM<G9;MKSK<J:<F;<;=:K<2R;MGJ，MJO，S，JF;R=2929=J><;<=2>，;O\GK<JO，S9GMJK，

HG;9;><JJO，SKGII29<=>HKSK<J:3&M<F2GHF<FJN9J;<=RJ<9;>KV29:;<=2>;>O=>>2R;<=RJOJRJM2I:J><V;NJ
<FJI92，MJ:2V<FJO=VVJ9J>NJ2VJ9;K，<FJI;<FOJIJ>OJ>NSM;K<JO<F92GHF2G<!F=>JKJN=R=M=W;<=2>:;QJK=<
I2KK=，MJ<29J;M=WJ3$FJI9;N<=N;MI;<F2V<FJ9J;M=W;<=2>=K<2NMJ;9MS;OFJ9J<2IJ2IMJANJ><J9JOR;MGJK，<2
KN=J><=V=N;MMSOJK=H>;>ON;99S2G<O=M=HJ>NJ;>O=><JH9=<S9GMJK，<2I92IJM<FJ=>>J9N2=>N=OJ>NJ2VO=M=HJ>NJ，

;NF=JRJ:J><，=><JH9=<S;>OIJ2IMJ，<2I92:2<J<FJ9JV29:;>OOJRJM2I:J><2VKGII29<=>HKSK<J:3)=>;MMS
PJP=MM;NF=JRJ<FJ=>>J9N2=>N=OJ>NJ2VO=M=HJ>NJ;>O=><JH9=<SNGM<G9JR;MGJ，，JF;R=2929=J><;<=2>，9GMJ
;>OKGII29<=>HKSK<J:=><FJ>JPJ9;3

，,9:-";/：O=M=HJ>NJ;>O=><JH9=<SNGM<G9J；V=>J<9;O=<=2>;M!F=>JKJNGM<G9J；N9J;<=RJ<9;>KV29:;<=2>；

=>>2R;<=RJOJRJM2I:J><；NGM<G9;MK2V<I2PJ9
67-；%%=,#；%=-"：_"&1Y;=KFG>，I92VJKK29，O2N<29;MKGIJ9R=K29，JTJNG<=RJO=9JN<292VX>K<=<G<J2V

&><=AN299GI<=2>，DG>;> ">=RJ9K=<S，KIJN=;M=K<=>VG>O;:J><;M<FJ29=JK2V;><=AN299GI<=2>;>OHM2，;M
N299GI<=2>H2RJ9>;>NJ3CD,1ECF;2S;>H，O2N<29;MN;>O=O;<J2V［;9T=K<'NF22M2VDG>;>">=RJ9K=<S3

·/5·

。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3人民日报，-.0?A00A0：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