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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正廉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准则和政治

本色。《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强调指出，“大力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

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新时代构建全面从严

治党体系，“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既要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保持高压态势，

也要注重从道德和价值观层面入手，自警自省，

筑牢思想防线，使清正廉洁价值观成为广大党员

干部的自觉追求，从源头上凝聚起深入推动新时

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精神力量。

一、新时代清正廉洁价值观的内涵

清正廉洁作为重要的从政品德和政治伦理，

古往今来一直受到广泛推崇。保持清正廉洁的

作风更是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和从政之要。

习近平同志多次在重要讲话中从价值观层面赋予

“廉洁”以新的、丰富的内涵，与以往的“廉洁政

治”“廉洁文化”“廉洁理念”等概念相比，更具系

统性、哲理性和指导性。从大的范畴来说，清正

廉洁价值观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坚定信念、坚守追求。坚定理想信念

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党员干部要想坚守自

己的精神追求，最根本的就是坚定理想信念。理

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党员干部只

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才能增强对党的价值追求和前进方向的高度政治

认同，才能把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习近

平同志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

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

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党员干部队

伍中存在的贪污腐败以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

问题，究其思想根源还在于理想信念的动摇、缺

失或丧失。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追

求，就是要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信仰，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自觉用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提高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为国为民、甘于奉献。党员干部清正廉

洁的价值观，是以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根本利益作

为最高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甘于为民奉献。《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

律作出规定，其中就包括：“坚持吃苦在前，享受

在后，甘于奉献”“廉洁从政，自觉保持人民公仆

本色；廉洁用权，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党员

干部践行为国为民的初心，就要始终以党和人民

利益为重，在任何时候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

首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员干

部践行甘于奉献，就是要心有“大我”，奉献不为

索取，谋事不为谋利，始终保持一颗淡泊之心。

这是共产党人的情怀所在，更是使命所系。

（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艰苦

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党员干部立身

立业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求“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其中，“俭”为“约也”，指一种自我

新时代党员干部清正廉洁价值观的内涵、
生成基因及培育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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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自我克制的思想与行为，可以培养廉洁的

作风。党员干部坚守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于坚守

初心使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最大

政治优势——密切联系群众是在艰苦奋斗中积淀

形成的。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到勤俭节约、艰苦

奋斗是清正廉洁的基础，是做到清正廉洁的第一

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党员干部要把勤俭节

约、艰苦奋斗当成一种自觉、一种习惯，在思想

上真正扎根，在行动上自觉体现。

（四）谨慎用权、坚守底线。“国家之败，由

官邪也”。严守政治底线是每个党员干部干事创业

的第一道门槛和第一堂必修课。领导干部特别是

高级干部要守住拒腐防变的底线，心存敬畏，严

于律己，时刻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用好自

己手中的权力为人民多做实事，坚持用权为民。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若用好了，则为民谋利；若

用错了，则害人害己。这就告诫党员干部要常修

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守住

清正廉洁的政治底线，把反腐倡廉当作政治必修课

来认真对待，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

“坚定信念、坚守追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

立命的根本；“为国为民、甘于奉献”是中国共产

党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也是“清正廉洁”价值

观的核心体现；“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光荣传统；“谨慎用权、坚守

底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定力，也是党员干

部廉洁自律的关键。这四个方面既是一种道德规

范，又是一种价值准则和理念，共同构成一个科

学的清正廉洁价值观体系。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战

略部署中，弘扬清正廉洁价值观和“以人民为中

心”等价值理念，意味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传统

道德学说以新的内容，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二、新时代清正廉洁价值观的生成基因

清正廉洁价值观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

化的继承，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价值观、党建理

论和道德学说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

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

的政治理念和价值理念的创新发展。

（一）清正廉洁价值观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以民为本、尚俭去奢、

少私寡欲、见利思义、守本真心、断恶修善等道

德规范和伦理准则，蕴含着崇廉尚廉的价值追求，

涉及治国、为官、修身等方面。古代政治家把廉

洁与社稷兴衰相结合，强调“廉”是治国理政的

重要维度。《管子》语曰：“一维绝，则倾；二维

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

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清

廉，也是为官者的标准和底线。西周考核官员

政绩的六项内容为“廉善”“廉能”“廉敬”“廉

正”“廉法”“廉辩”，突出“廉”的重要性。《三国

志》说：“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

何患不治乎？”所谓“清”即清廉、廉洁，这是对

为官者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放在首位。古人还称：

“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

也”。为官者只要具有公平、廉洁的操守就不怕别

人指责、攻击。至于修身处世方面，中国传统文

化的基本特征就是注重道德自律，强调廉洁自律、

廉洁奉公。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以加强廉洁

修养和清廉品质为道德基本准则。明代人洪应明

说：“人只一念贪私，便销刚为柔，塞智为昏，变

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

贪为宝，所以度越一世。”清正廉洁作为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当前

培育和弘扬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价值观以及正在

进行的反腐败斗争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清正廉洁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价值

观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中蕴含的丰

富政治学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清正廉洁价值

观的思想根基。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树立

公仆意识，做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共产党宣言》

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价值观。马克

思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

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只有“无产阶级的运动是

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

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

不同的利益。”由此说明，无产阶级没有物质至上

的特性，本身是大公无私、为民谋利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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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更将无产阶级的这些基

本特质内化为共产党员的价值信仰，坚持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不谋取任何私利。其次，马克思主

义还提出了防止公职人员腐化、公仆变成“私仆”

的方法。一是对公职人员实行普选制，由人民用

民主选举的方式选择自己的社会公仆。马克思明

确指出，“用等级授职制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

社的精神的”。二是实行广泛、严格的监督制度，

防止国家政权的异化。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成立

群众监察委员会、建立群众来信来访制度等途径，

使国家的政府公职人员经常“在公众监督之下进

行工作”，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实现真正

的负责制。三是对公职人员实行罢免制，对那些

玩忽职守、不负责任的机关工作人员及时进行罢

免、撤换甚至逮捕。“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

者”，以保证人民对“公仆”进行有效的监督。四

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保证权力的掌握者保持公

仆本色。马克思明确指出，“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

圣经”。为了防止公职人员将权力变成“升官发

财、飞黄腾达的手段”，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采取

废除高薪、反对特权等一系列措施来使公职人员

保持劳动者本色。

（三）清正廉洁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

的继承和发展。纵观百余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始

终重视并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推动党

员干部形成清正廉洁的价值观。中国共产党在成

立初期即明确提出，党的纲领就是铲除私有财产

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宗旨就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不谋取任何私利，这也

成为党员干部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对站在

人民对立面的贪污和浪费行为，我们党历来高度

警惕，从不姑息和放任。1934 年，毛泽东同志提

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

是极大的犯罪。”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具有临时

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

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

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新中国成立

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

集体坚决清除贪污腐化现象，严肃查处刘青山、

张子善腐化堕落案件，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在

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共产党人执法如山的形象。改

革开放后，针对党员干部中出现的以权谋私、贪

污腐化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

一手抓惩治腐败”“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

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等著名论断，

告诫全党越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越是加快改革

开放，就越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把反腐倡廉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

主题，并注重从价值观和理想信念上建党。2013
年 1 月，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

上指出：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

督促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共产党人的高

尚品格和廉洁操守，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在全社

会培育清正廉洁的价值理念，使清风正气得到弘

扬。同年 6 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上首次提出好干部的五条标准，其中，“清正廉

洁”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从政的法纪红线、道德准

则和价值追求，成为重要的标准之一。2015 年 5
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十二次会议上提出“勇于自我革命”，推动不断形

成和发展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习近平同志

还多次强调，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重视家

风建设，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坚守共产党人精

神追求，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党的十九

大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弘扬忠诚

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

突出把好政治关、廉洁关，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

治党同向发力，推动全党坚定理想信念，“确保党

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三、新时代清正廉洁价值观的培育路径

清正廉洁价值观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

任务、新要求。培育党员干部清正廉洁价值观，

既是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

突破口，又是赢得党心民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重要抓手。当前，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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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和面临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探究新

时代党员干部清正廉洁价值观的培育路径，成为

新形势下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紧迫课题。

（一）加强官德建设。为政以德者，当以德配

位。好的德行不仅是为人之本，更是为官从政之

本和清廉之基。从古至今，官德对社会风气的养

成和国家的兴衰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官德隆，

民德昌，国家兴；官德毁，民德降，国家衰。官

员心系天下、德高望重，百姓则众星拱月、天下

向善；官员腐败堕落、为官不清，百姓则群起攻

之、天下大乱。解决“廉”的问题，也必须首先

培养官德，只有从内正心，做到“吾性清正，不

受物之浊”，正确对待权力，才能保持清正廉洁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古

人所倡导的“克己复礼”“仁义礼智”等思想道德

观念，现代社会的为官者加强道德修养应当有更

高的境界，除了严私德、勤政廉政外，更重要的

应体现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恪守执

政为民的宗旨，做“有益于人民的人”。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官德的核心是党性。党性不强，官德

难好。

（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权力观是对待权力

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清正廉洁价值观的要害和核

心是防止权力腐败，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更是重

中之重。“廉洁”所针对的贪污腐化，其本质在于

公器私用，把权力当作商品进行交换以获取私利。

党员干部要树立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观念，

深刻认识到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而领导

干部的根本职责是代表人民正确行使国家的各项

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时把一切权力的

行使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绝不能把权力变成谋

取私利的工具。要严以用权，敬畏权力，审慎用

权，严格约束个人行为，确保权力行使不偏向、

不越轨。要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管好家

人和身边人，不纵容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

利益，不让“权力寻租”有可乘之机，这既考

验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也考验他们修身治家

的智慧。

（三）强化教育引导。培育清正廉洁价值观，

重点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引导，让党员干部

经常接受思想“体检”，打扫思想“灰尘”。要坚

持不懈地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在学思践悟中传承党的红色基因，坚守共

产党人的精神追求，补足精神之钙，不断增强政

治定力，提高对各种腐朽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免

疫力。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

道德资源，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作

用，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境界。要以深

化理论学习为基础，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

化建设宣传教育，通过鲜活的反面教材，深入剖

析具体违法违规案件，引导党员干部端正思想；

通过加强对优秀党员干部的典型宣传和引导，树

立党性修养和道德建设的风向标，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党员干部必须用清正廉洁价值观增强“不想

腐”的自觉，在思想上筑起防止贪赃枉法、营私

舞弊的防线，使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与制度治党、

依规治党有机结合并同向同时发力，提高党拒腐

防变的能力，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过

程中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最大化发挥

清正廉洁价值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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