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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腐败是每个国家都会存在并严重危及执政的行为，必须予以治理。建国初，党中央领导发起的以“三反”、
“五反”为代表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也同时暴露了不少的问题，探讨建国初期的反腐败斗争对于我国现

阶段反腐倡廉工作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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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怎样增强执政党抗

腐拒变的能力是关系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长

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全党上下必须齐心协力，努力

摸索。建国初期，党中央领导发起的以“三反”为

主要内容的反腐斗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于现阶

段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三反”的背景及经过

“三反”即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它

是在建国初期我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
( 一) “三反”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由以

前的革命政党转为执政党，“进城了”，身份也发

生了变化。但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在一穷二白、百
废待兴的基础上来建设家园的重任。因此，加强

对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不可或缺。党的绝大多数干

部仍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廉洁勤俭作风，

但也有少数党员干部经受不住考验，沉醉于霓虹

灯之中，逐渐失去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假公济私、
铺张浪费、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生和蔓延。

另一方面，一些不法资本家利用党中央在共

同纲领中保护工商业经营和发展的时机，不满足

于获得正常情形下的一般利润，开始采取向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的手段来获取高额利润，这既

腐蚀了党员干部，又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生活，危及

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与稳定。
与此同时，国家也遇到了较大的困难，1951

年 7 月后，抗美援朝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国防

开支也持续见涨，给国家财政造成较大困难，一场

全国范围内的增产节约运动也随之开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机关工作人员中，开

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

反”运动; 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一场反行贿、
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

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就应运而生。
( 二) “三反”的经过

“三反”运动直接发端于当时在全国开展的

增产节约运动。［1］
随着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城乡

的深入开展，各地都揭露出了触目惊心的贪污、浪
费和官僚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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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运动的提出源于东北局给中央的工

作报告。1951 年 11 月 1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

一书记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

告》，揭露了一些干部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

义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1 月 20 日，毛

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

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的斗争”。
1951 年 12 月 1 日，中央正式作出《中共中央

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

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随即席

卷全国。
“三反”运动从 1951 年 12 月起持续到 1952

年 10 月，在十个多月的时间里，党中央很好地惩

治了党和国家机关中的腐化分子，维护了党的威

信，改善了经济发展环境，为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三反”的积极方面

历经十个多月的“三反”运动在党的廉政建

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扭转党的作风，树立党

的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重温“三反”
历史，发现其中有许多积极的、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的内容。
( 一) 高度重视、全党动员

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党员干部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在“三反”运动

中，毛泽东亲自坐镇指挥。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

旨和性质要求广大党员干部都应当清正廉洁、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贪图享受，追逐个人名利

的做法都是与党的性质和宗旨相违背的。
“三反”运动的发起即是以党中央印发的决

定为标志的。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全党动员

进来，在各行各业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并组织工作

组进驻工商业企业，在腐败现象刚出现时，即予以

严厉打击，决不手软。此外，“三反”运动在广大

党员中率先进行，首先要求党员干部树立起良好

的形象。在这种强有力的指导下，“三反”运动进

展得如火如荼。
( 二) 同“五反”相结合

随着“三反”运动的不断深入，党中央逐渐发

现许多贪污分子的犯罪行为大多和社会上不法资

本家的违法活动有密切的联系。［2］
因此，在开展

“三反”的同时，有必要进行“五反”，对一定程度

上造成党员干部腐败的“温床”予以清除，可以算

是从源头上予以拦截。
1951 年 12 月，华东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

出:“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

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

群众检查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三反”、“五反”
的结合，说明了我党对当时的情势认识较为深刻，

能抓住问题的关键。这也对我们当今的反腐败提

供了参考，既要打击腐败，又要严惩导致腐败的

人，做到“两手抓”。
( 三) 与经济建设相联系

“三反”运动开展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正确

处理反腐败与经济工作的关系。“三反”运动中，

我党始终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其中，既有总的

指导方针，又有具体的政策。“五反”运动的开

展，不仅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

为，而且推动了私营企业中工人监督机制的建立

和民主改革工作的实行。如此一来，工人的生产

积极性得到提高，许多资本家也认识到要守法经

营。
事实证明，经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密切联

系的。我党在“三反”、“五反”大范围开展之时不

忘推进经济建设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 四) 抓典型重大案件

在反腐败的策略上应进行充分考虑，在处理

典型案件中的警示作用。党中央在“三反”运动

中注意到了这一点。注重重大典型案件的处理，

以期引起全党的警惕和社会的重视。如对天津原

地委书记刘青山、地区专员张子善的处理就起到

了很好的反面宣传作用。党中央就是通过若干诸

如此类的令人震聩的事实表明党的决心，来教育

我们机关的工作人员，鼓励民众投身惩治腐败的

斗争中。
可以说，正是党中央在“三反”中取得了上述

积极效果，才使得“三反”成为我党执政后实践廉

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示范。
三、“三反”存在的不足之处

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的“三反”运动

尽管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也暴露了一些值得反

思的弊病。
( 一) 以群众运动方式发起“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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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在革命战争年代通过广泛发动群

众起来斗争、广泛使用并取得不错效果的反腐败

方式在经济建设年代不一定能起作用了。反腐败

必须要视具体情况，具体环境而定。党中央在看

到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后，采取全面动员，造成强

大的声势和规模有其合理之处，但由此而大规模

全面地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发动，强调大张旗

鼓地开展在当前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以“三反”为代表的反腐败斗争要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发动广大群众参与进来是必不可少的。
但我们看到各行各业都卷入反腐的检查中来，各

大报刊对“三反”进行强有力报道，有重点地连续

发表评论，群众都参与动员进来，形成草木皆兵的

局面，对经济社会正常的秩序影响明显。
( 二) 人为因素深入其中

腐败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反腐工作需要人去

进行，但人在反腐中也应遵守其规律开展而不能

够臆断。
在“三反”运动过程中，为了较为彻底地打击

腐败分子，党中央是下了大力气的。其中很重要

的一个方面即人为地规定各单位应揪出的“老

虎”数目( 当时将大贪污犯称为“老虎”) 。如在一

次会议上，陶铸下达坚决的命令:“组织专门的强

有力的干部，打大老虎………要出‘老虎’数目，

限期完成。”［3］
对于这种人为规定“老虎”数目的

做法，在党中央开展的“三反”运动中不时出现，

甚至连党中央也规定，在运动中受限制受处罚的

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不超过全体资本家的

5%。用人为的主观想法去设想现实中客观存在

的腐败现象，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也就给我们现

阶段的反腐败工作敲响了警钟: 要遵循客观规律

去行事，切忌主观臆断。
( 三) 打击面过宽

此次声势浩大的在全国范围开展的“三反”
运动由于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推行的，就不可避

免地存在着打击面过宽的弊端。
对于腐败分子和那些以“糖衣炮弹”来拉拢

腐蚀党员干部的不法分子应当进行严厉惩处，以

达到维护党的形象和保持社会良好秩序的目的。
但是这种打击应当是有限度的，而不能一味地要

求数字出成绩，过分强调惩戒的作用以致造成众

多的冤假错案，忽视惩治与教育相结合的做法，这

也是“三反”留给我们深思的地方。

“三反”轰轰烈烈地进行，不可避免会出现些

许错误，但瑕不掩瑜。我们今天来反思“三反”的

不足之处，目的在于给我们以经验和启发。
四、“三反”给予我们的启示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建国初期我党领导开展

的“三反”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给我们今天的

反腐倡廉工作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 一) 要把反腐败与执政党建设联系起来

执政党建设是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去加强和

改进执政党建设，如何使执政党真正成为一个能

适应形势变化发展、积极应对纷繁复杂局势的政

党，一直以来就是各国执政党反复思考和认真实

践的难题。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即为执政

党建设。这是我党在消化吸收历代王朝兴亡衰败

原因基础上反复强调的政治难题。
腐败对执政党建设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加

强反腐工作是各国不遗余力开展的一项重要工

作，它是推进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力量。新中国建

立初期的“三反”运动的开展就有此作用。我党

即是从执政角度出发，考虑如何能“有为而治”而

作出的决策。在今天看来，这一决策仍是十分必

要的，因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离不开反腐败。要

准确把握执政过程中还有哪些制度上的遗漏，有

哪些方面的人事制度还不够完善，有哪些方面的

监督还不够有效得力，不给腐败可乘之机。这是

建国初期反腐败运动给我们的有效启示。
( 二) 要采取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办法

大家都期望看到腐败分子能受到应有的惩

处。的确，不采用严厉的手段来处理那些违法违

纪的行为，我们的法律尊严不能得到保障，人民群

众也是不答应的。因此，在建国初期的“三反”运

动中，党中央对曾在革命战争时期立过功劳，后沦

为贪污犯的刘青山、张子善的严肃处理就极大地

表明了我党的决心，教育了广大党员和干部。
同时，我党还不忘对全体党员进行马列主义、

党的宗旨的教育，极力去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
从这“两手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白: 在运用

惩戒手段时，也不应忘记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
( 三) 要正确认识反腐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在建国初期“三反”运动中，党中央对腐败的

处理力度是很大的，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工商业

的巨大冲击，许多厂商被迫关门歇业，经济下滑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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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对于此种情况的出现，固然与党中央的反腐

力度有关，但是否就能由此得出反腐败会阻扰经

济建设呢?

对于反腐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我们要有正

确的认识，绝不能像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的“一

定程度的腐败是帮助轻松踏上现代化道路的润滑

剂”。不可否认，在现阶段有些规章制度还不是

那么的健全，经济建设的进程中会伴随一定的腐

败，但这是不正常的。我们应该树立的观念是: 离

开反腐败斗争，经济建设就不能健康发展; 离开经

济建设这个中心，反腐败斗争也是搞不好的。我

们还应该看到当前的腐败现象已经严重地干扰了

市场经济秩序，只有深入开展反腐败，才能真正调

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

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腐败与经济建设的关

系就不是那么的简单了。
( 四) 要多管齐下，突破重点

“三反”运动给了我们重要启示之一是“三

反”须同“五反”相结合。在严厉打击腐败者的同

时，也要认识到在腐败的背后是大量不法分子的

“糖衣炮弹”的攻击，因此，对这些不法分子也要

严惩。只有这样，我们的打击力度才能见实效。

现阶段，我国在严肃整顿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

腐败问题上也应考虑是否应当对“拉人下水”的

腐败同盟进行着力处理，不然，处理一方的效果就

不会那么显著。另外，在制度建设上，党员干部的

教育学习上也需下力气去构建新的“长城”。多

面的打击也不能没有重点，要从当前棘手的，群众

反映意见大的，急需处理的方面入手去攻克一个

个的腐败“城堡”。
总之，建国初期的反腐败斗争在我党反腐倡

廉的斗争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我们今后的

工作开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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