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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热点】

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生成机理及相互关系
黄 晓 辉　 　 　 高 筱 红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过程中和总结我们党加强党的建

设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观点。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各自不同的内涵

和生成机理。 由于建立起严密的监督制度和实施严厉的惩治措施，形成强大的外部震慑，权力主体不敢腐；由于科

学配置权力和完善各项制度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主体不能腐；由于实行合理的分配制度和开展有

效的教育宣传，权力主体在“不必”“不愿”和“不屑”的综合作用下达到不想腐。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既相对独

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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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国反腐败斗争

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为巩固并扩大胜利成果，在总

结反腐败斗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

“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下简称

“三不”）体制机制”的要求。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进一步强调：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

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

方略。”①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构建

“三不”体制机制，必将有助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

一、“三不”的提出及其内涵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毒瘤，也是侵蚀我们党

的肌体的毒瘤。 反对腐败是世界性的难题，也是我

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并下大力气解决的难题。 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
“拍蝇”“猎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

巩固发展。 在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过程中，
我们党提出并不断发展“三不”一体理念，进一步丰

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

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

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

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②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

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③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强化不敢

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④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首次提出一体推进“三不”的明确要求。 他指出：
“要深化标本兼治，夯实治本基础，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⑤他强调，这是巩固发展反腐

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的重要举措。 为落实一体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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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三不”，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将“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体制机制”作为必须坚持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在十九

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作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

重要方略。 这一重要论述把反腐防腐的基本规律和

策略拓展到管党治党的各个领域，体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规律一以贯

之、与时俱进的深刻思考，深刻总结了新时代全面从

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经验，深刻揭示了管党

治党的基本规律。⑥新时代，一体推进“三不”成为

新时代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主题，构建一体推进“三
不”体制机制成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

任务。
深入了解“三不”一体理念，首先要把握“三不”

的基本内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敢”表示有胆量

做某种事情。⑦ “不敢”是对“敢”的否定，表示没有

胆量做某种事情。 不敢腐是指没有胆量做腐败的事

情。 而腐败的核心要义是以权谋私，滥用职权捞取

不义之财。⑧因此，反腐败是针对拥有一定职权（包
括政府权力和其他组织权力）的人（以下简称“权力

主体”）而言的。 综上分析，不敢腐就是指通过创造

一定条件，形成强大的震慑，使权力主体没有胆量以

权谋私。
“能”具有两种意思。 一是表示具备某种能力

或达到某种效率，二是表示有条件或情理上许可。⑨

“不能”是对“能”的否定，表示不具备某种能力或不

具备某种条件。 如上所述，腐败是针对权力主体而

言的。 因此，不能腐的关键是对权力的限制。 通过

限权，使权力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和限度内行使，使权

力主体丧失以权谋私的能力和条件。 基于以上分

析，我们认为，不能腐是指权力主体不具备以权谋私

的能力和条件。
“想”意味着欲望，指的是有得到某种东西或达

到某种目的的要求。⑩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任
何欲望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客观作用于主观、主观

反作用于客观，主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 比如，饥饿

产生食欲，越饿越想吃；困了产生睡意，越困越想睡

等。 同时，一种要求的产生也可能是由不同的原因

引起的。 比如，饥饿可以引起食欲，美味同样可以引

起食欲。 因此，“想”表面上看是主观心理活动，实
际上是在一定的外界条件的作用下产生的，也是客

观作用于主观和主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 “不想”
是对“想”的否定，即没有欲望或没有得到某种东西

或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不想

腐就是指权力主体没有以权谋私的要求或意愿。

二、“三不”的生成机理

“三不”中的每一个“不”的生成，都不是天生

的、自然的，都是有条件的。 质言之，“三不”的生成

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客观作用于主观和主客观相互作

用的结果。 如前所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对

敢腐、能腐、想腐的否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敢

腐、能腐、想腐的生成机理，进而揭示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生成机理。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行为的产生，

必然是行为主体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萌生主观动机

的结果。 同理，腐败行为的产生也要求权力主体具

备腐败条件和腐败动机，用简约的公式表达就是：腐
败条件＋腐败动机＝腐败行为。 这个公式表明，腐败

行为的发生，主要是权力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对腐败

之得失权衡进行“敢、能、想”的结果。 因此，要杜绝

腐败行为，关键是铲除腐败条件，扑灭腐败动机，并
且创造出与其相反的条件，让权力主体“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 新时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的提出，正是对腐败行为发生机理的对症

下药。
首先，敢腐的生成机理表现为：由于对权力监督

的缺失或不到位以及对腐败惩治的缺失或惩治不够

有力，权力主体在从事腐败行为时，存在不怕或侥幸

心理。 也就是说，如果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监督，或
监督存在漏洞；如果腐败行为缺乏应有的惩治，或惩

治不够有力，那么，权力主体就敢于从事腐败行为。
因为监督的缺失或监督不到位，权力主体会认为自

己的腐败行为不会被人发现，于是怀着能够侥幸过

关的心理，从而作出“敢”的决定；因为惩治的缺失

或不够有力，权力主体在权衡从事腐败行为带来的

利弊得失后，认为“值得一试”而作出“敢”的决定。
相应地，不敢腐的关键就是要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

督和实施严厉的惩治措施。 通过建立健全严密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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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制度，使权力主体无法进行权力寻租；通过实施严

厉的惩治措施，使腐败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付出沉

重的代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力反腐，特别

是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严厉惩治一切腐败

分子。 诸多重遏制、强高压、全监督的反腐举措发挥

了强大的震慑作用，许多腐败分子闻风丧胆。 反腐

败斗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

之上的。 要巩固压倒性胜利成果，必须继续实行这

样的制度、这样的政策。
从人的心理角度分析，因外在条件的作用产生

的主观上的“不敢”，在现实中有两种表现：害怕和

敬畏。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害怕是指遇到

困难、危险等而心中不安或发慌，敬畏是指又敬重又

畏惧，具有敬重和畏惧的双重意思。 害怕是浅层的

“不敢”，是慑于外在的压力而直接产生的“不敢”，
“不敢”的意识尚未深入头脑，一旦有机可乘，权力

主体就会敢腐。 敬畏是深层的“不敢”，是建立在对

权力和法治的自觉敬重和畏惧的基础上的“不敢”，
是发自内心的“不敢”。 从害怕到敬畏，即从害怕被

查处的“不敢”走向敬畏权力、敬畏法治的“不敢”，
是“不敢”的升华。 因敬畏而“不敢”，才是我们要追

求的“不敢”。 权力主体的主观心理从畏惧上升到

敬畏，既是外在压力持续作用的结果，也是其内心斗

争过程中正义战胜邪恶的结果。
其次，能腐的生成机理表现为：由于权力配置的

不科学、不合理，加之各项制度的缺失或漏洞，权力

主体有机可乘，能够以权谋私、擅权妄为，捞取不义

之财。 简言之，内在制度机制的不完善为权力主体

提供了“能”。 权力和腐败具有天然的联系。 早在

２００ 多年前，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

神》一书中就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

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使用权

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就告诉我们

一个道理：由于人性的弱点，人们一旦拥有权力，总
是想方设法地把权力用到极限，从而出现以权谋私

的腐败行为。 为了防止腐败，必须给权力设置休止

界限，以此限制权力。 从人类的历史经验看，给权力

设置休止界限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是科学配置权

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建章立制，以制度制约权

力。 前者的核心是分权制衡，把权力分为若干个组

成部分，分别由不同的主体掌握，在权力与权力之间

形成明晰的界限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以防止权力集

中、权力失衡而导致腐败；后者的要义是制度规范，
在把权力赋予某个主体的同时，明确权力的内容、界
限和行使规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权

力主体只能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不能擅

权妄为。
分权制衡和制度规范实际上是统一的。 分权制

衡作为科学配置权力的一条原则，也就是一种制度

规范，并且是制度规范的最重要的内容。 所以，有时

候人们在分析“不能”的机理时，只提到制度规范，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要知道，这时候的制度规范包

含了分权制衡。 然而，虽然如此，笔者还是主张把它

单列出来并特别强调。 因为，科学配置权力的一条

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分权制衡，权力制度中一项最重

要的制度就是分权制衡。 分权制衡在使权力“不
能”中具有突出的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分权制衡包

含分权和制衡两个要素。 分权相对于集权而言，通
过分权，使得每一个单个的权力主体都无法完成权

力运行的全过程，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从而也就使

权力主体丧失了以个人的力量以权谋私的能力，形
成不能腐的效果；制衡强调权力之间的相互牵制或

相互制约，即以权力制约权力。 制度的实现，需要自

觉、需要监督，更需要以权力制约权力。 在分权制衡

体制下，一个权力主体一旦违反制度而越权，就会侵

犯处于它边界的另一个权力主体的权力，该权力主

体就会出面阻止、制约对方。 权力与权力之间的相

互制约，从而形成各自都不能越权，即不能腐的效

果。 因此，孟德斯鸠认为，分权制衡是制约权力的最

有效的方法，“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

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最后，想腐是人的自私天性的表现，但是这个天

性在各人身上的表现并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始终没

有表现出来，有的人则表现得淋漓尽致。 自私的天

性是否表现出来以及表现的程度如何，与人的主客

观条件有关。 也就是说，想腐在表现形式上是纯主

观的，但是否腐败以及腐败的程度如何则与主客观

条件有关，是主客观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心理

学角度分析，引发“想”的因素一般有三种。 一是不

能满足基本的生活要求，为生计所迫而“想”；二是

权责利不对等，付出得多，得到得少，因心理不平衡

而“想”；三是思想觉悟低下，追求金迷纸醉，因利欲

熏心而“想”。 三种情况不同，“想”的不同，腐败的

程度也不同。 研究表明，当权力主体连基本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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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条件（其一般标准是社会生活平均水平）都不

能保证时，就会为生计所迫而“想”，从而导致腐败；
当权力主体不能得到与其权责相匹配的物质利益

时，就会觉得自己付出得多、得到得少，就会产生心

理上的不平衡，从而产生贪腐的欲望；当权力主体理

想信念缺失、思想觉悟低下时，其私欲就会无限膨

胀，就会无休止地从事腐败行为。 这就意味着，保证

权力主体基本生活的物质条件不足、权力主体对得

到的物质利益的不满以及思想觉悟的低下，是刺激

权力主体想腐的重要因素或条件，即物质因素和精

神因素，或者说，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有些学者主

张“高薪养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也要看

到，当人的理想信念缺失、思想觉悟低下时，他的私

欲就会无限膨胀。 对于这种人，即使给予再高的薪

水，他们也依然会走上腐败的道路。 因此，要达到不

想腐的效果，需要同时创造不想腐的物质条件和精

神条件，即既要提供权力主体与其权责相当的物质

条件，至少是能够保证其基本生活的物质条件，又要

使权力主体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思

想觉悟，具有一颗积极向善的心。
在这里，和“不敢”类似，“不想”可以分为三个

层次。 一是因“不必”而“不想”。 权力主体拥有满

足基本生活的物质条件，衣食无忧，不必“为五斗米

折腰”，故“不想”。 二是因“不愿”而“不想”。 权力

主体能够获得与其付出相当的物质条件，社会地位

较高，能够过上体面、丰裕的生活，珍惜已有的工作

岗位和手中的权力，不愿冒“丢失饭碗”甚至被惩治

的风险，故“不想”。 “高薪养廉”说的就是这个道

理。 “不必”和“不愿”产生的“不想”，都属于低层

次的“不想”。 三是因“不屑”而“不想”。 即权力主

体的思想觉悟较高、理想信念坚定，具有为人民服务

的思想觉悟，积极向善，不屑与腐败同流合污，故
“不想”。 这是高层次的“不想”。 低层次的不想是

浅层次的不想，是经不起诱惑的不想，从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说是“假”的不想。 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信

念、坚定的革命意志和积极向善的心，什么样的物质

条件才能满足他的要求，什么样的物质利益才算与

他的付出相当，永远也说不清楚。 但是我们不能因

此而否定了低层次“不想”的作用。 从人性的本能

看，这是不想的必要条件，虽然不是充分条件。 毕

竟，人只有满足了基本生活条件，才能有更高的追

求；人只有心情舒畅，才能有工作的干劲。 因此，和

“不敢”一样，低层次的“不想”是不稳定的“不想”，
高层次的“不想”是相对稳定的“不想”。 高层次的

“不想”才是我们追求的“不想”。 故而，为了实现

“不想”，必须双管齐下，努力创造上述的两个必要

条件。 具体的措施是：完善分配制度，提高权力主体

的薪酬待遇和社会地位，保证权力主体拥有必要的

基本生活条件，获得与其付出相当的物质利益，使其

不必腐、不愿腐；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牢固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使权力主体不屑于腐。
综上，可以把“三不”的生成机理归纳如下：由

于建立起严密的监督制度和实施严厉的惩治措施，
形成强大的外部震慑，权力主体不敢腐；由于科学配

置权力和完善各项制度机制，健全内部的权力运行

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主体不能腐；
由于实行合理的分配制度和开展有效的教育宣传，
保证权力主体能够获得与其付出相当的物质利益和

较高的社会地位，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

务的思想觉悟，权力主体在“不必” “不愿”和“不
屑”的综合作用下达到不想腐。

三、“三不”之间的相互关系

前文对“三不”的具体内涵和生成机理的分析，
主要侧重于从个体方面，说明每一个“不”的涵义是

什么，是怎么形成的。 实际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反复强调要一体推进“三不”。 这表明，党
中央是把“三不”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看待的。 这就

要求我们进一步分析“三不”之间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之间以及事

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
这就告诉我们，联系是普遍的，人们在观察分析问题

时，既要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又要看到事物内部诸

要素之间的联系。 “三不”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要

素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共同推动反腐败斗

争的深入开展。
首先，从个体上看，“三不”中的每一个“不”都

具有自己的独立内涵和生成机理，在反腐败斗争中

具有各自独特的功能。
不敢腐着眼于权力运行的外在条件，通过加强

对权力运行的严密监督和严厉惩治腐败行为，使权

力主体产生害怕和敬畏心理。 推进不敢腐在反腐败

斗争中具有震慑的功能，发挥治标的作用。 它有助

于快速减少腐败存量，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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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腐着眼于权力运行的内在机制，通过科学配置权

力和完善制度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堵塞制

度漏洞，使权力主体无机可乘。 推进不能腐在反腐

败斗争中具有规范的功能，发挥治本的作用。 它有

助于有效遏制腐败增量，巩固反腐败斗争的成果。
不想腐着眼于权力运行的主体本身，通过合理的分

配制度和有效的教育宣传，提高主体的生活待遇和

思想觉悟，使权力主体不必、不愿、不屑从事腐败行

为。 推进不想腐在反腐败斗争中具有“强身”的功

能，发挥治根的作用。 它有助于彻底铲除腐败病根，
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 “三不”的内涵生成机理

和功能虽然不完全一样，但都是反腐败斗争所必需

的，都可以独立发挥作用。 在实践中，任何一个

“不”的推进都可以收到一定的反腐败效果。 当然

也要看到，在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过程中，
就三者的功效而言，有的见效较快，有的见效较慢。
另外，单独推进不敢腐、不能腐或不想腐，其所起的

效果是有限的、不牢固的、不长久的。
其次，从整体上看，“三不”相互影响、相互依

存、相互促进，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第一，“三不”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形成一个反

腐败的闭合系统。 如上所述，“三不”分别承载着反

腐败斗争的不同功能，各有侧重：不敢腐侧重于外部

条件的创造，因外部压力的存在所产生的震慑功能

而“不敢”；不能腐侧重于内部机制的构建，因内部

机制的完善所产生的规范功能而“不能”；不想腐侧

重于主体自身的自觉，因权责利相配和思想觉悟的

提高所产生的“强身”功能而“不想”。 它们分别从

外部条件、内在机制和主体自身三个方面共同作用

于反腐败斗争，构成了反腐败斗争的有机统一体。
这就意味着，在反腐败斗争中，“三不”密切关联，缺
一不可。 比如，“不敢”需要“不能”，只有“不能”的
“不敢”才是可持续的“不敢”。 “不能”也需要“不
敢”，只有“不敢”的“不能”才是真正的“不能”。 前

者说的是，腐败者的“不敢”需要反腐败者的“不能”
的机制，即反腐败者必须依法反腐，在法治轨道上开

展反腐败斗争。 如果反腐败者擅权妄为，那么他们

自身也难免从事腐败行为，反腐败也就失败了。 同

时，也只有依法反腐，才能增强反腐败斗争效果的预

见性，权力主体才会产生敬畏心理，进而产生“不
敢”的持续效果。 后者说的是，腐败者的“不能”也

需要反腐败者的“不敢”的震慑，即只有反腐败者有

力地打击腐败，“不敢”的利剑随时高悬于腐败者的

头上，才能使其真正“不能”。 也就是说，权力制度

发生效力，必须以监督和惩治为后盾，必须建立在

“不敢”的基础上。 否则，制度只能成为一只“没有

牙齿的老虎”，难以发挥“不能”的作用。
其实，因敬畏而“不敢”，不仅需要“不能”，而且

孕育着“不想”。 如上所述，敬畏包含敬畏权力、敬
畏法治。 敬畏权力、敬畏法治意味着权为民所赋，也
必须为民所用，为民谋利，不能以权谋私。 这也就孕

育着“不想”。 而且，“不能”也需要“不想”。 真正

的“不能”，不仅需要外界条件的震慑，而且需要主

体本身的自觉，即“不想”。 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

作用。 反之，“不想”的生成，实际上也离不开“不
敢”和“不能”的作用。 内因总是在一定外因作用下

形成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所讲的内外

部条件相互作用、内外因相互作用的原理在“三不”
关系上的体现。 所以，“三不”相互影响、相互依存，
是不能割裂、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 “不敢”“不能”
“不想”犹如以法治为“枢纽”而形成的连体的三扇

大门，必须同时关上，这个连体大门才能闭合。 任何

一扇门没有关好，都会影响其他门的效果。 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一个有机

整体，不是三个阶段的划分，也不是三个环节的割

裂。”他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进一步强

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的有机整体，必须统筹联动，增强总体效果。”因

此，必须一体推进“三不”，增强“三不”的整体性、协
同性，发挥“三不”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合力。

第二，“三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三不”在

方式方法上，以法治为“枢纽”，统一于法治；在目标

目的上，以“不腐”为指向，统一于“不腐”。 其中，不
敢腐是前提，不能腐是保证，不想腐是根本。 如果没

有外部的压力和震慑所形成的主体的“不敢”，那
么，再严密、坚硬的“笼子”也关不住腐败之“虎”，
“笼子”也会被突破。 与这样的“老虎”谈“不想”无
异于与虎谋皮。 所以，“不敢”是前提。 然而，“不
敢”毕竟侧重于外部的压力和震慑，主要是外因的

作用。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

的作用必须转化为内在的自觉，即“不想”，权力主

体才能从根本上做到清正廉洁。 因此，“不想”是根

本。 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反腐败斗争中，必须通过

健全完善合理的分配制度和开展有效的教育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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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权力主体拥有满足基本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相应

的物质利益、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

思想觉悟，使他们在思想深处达到不想腐的境界。
但是，“不敢”也好，“不想”也罢，都离不开“不能”。
大量事实证明，健全完善的体制机制可以铲除腐败

滋生蔓延的土壤，堵住腐败的缺口，从而使权力主体

“不能”，这就从客观上防止了腐败。 反之，体制机

制不完善，权力主体便有机可乘，从事腐败行为。 所

以，“不敢”和“不想”的牢固形成，都需要“不能”作
保证。

综上，从普遍联系的观点来看，“不敢” “不能”
“不想”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三者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单个“不”的推进

虽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阻止腐败的作用，但
其效果有限，是不牢固的、不长久的。 在反腐败斗争

中，必须统筹联动，一体推进“三不”：以严密的监督

制度和严厉的惩治措施形成强大震慑，促使 “不

敢”；以科学的权力配置和完善的制度规范限制权

力滥用，形成“不能”；以合理的分配制度和有效的

教育宣传使人积极向善，达到“不想”。 “不敢” “不
能”“不想”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三位一体”，才能

增强反腐败的总体效能，才能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胜利成果，早日迎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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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ｌ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ｄ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ｃａｎ ｎｏｔ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ｗａｎｔ ｔｏ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 ｎｏ ｎｅｅｄ＂ ， ＂ ｕｎｗ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 ｄｉｓｄａｉｎ＂ ．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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