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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政治伦理可分为政党伦理 !政制伦理和政员伦理 ∀政党伦理的核心是崇尚民主 �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 

其实现则要靠科学合理的政治制度设计 ∀政治制度伦理的核心是权力制衡从而实现社会公平 � 政治伦理就每个参 

政者而言就是政员伦理 � 它是政治伦理的个体表现 � 要旨是勤政廉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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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伦理是人们在政治生活和政治交往中处理 

相互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和规范 �但由于政治主 

体的复杂性以及政治体制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 � 

因此政治伦理会呈现不同的类型 �尽管这种类型的 

区分只有相对的意义 � 但对于建立健全政治伦理规 

范 � 加强政治伦理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价值 ∀ 

一 ! 政治伦理的类型 

政治伦理作为政治现象中的伦理关系和要求 � 

是政治行为的道德规范及其认知 !践行状况 � 它不但 

反映政治关系的客观要求 �还要指明政治发展的理 

想价值 ∀政治伦理一般可分为政党伦理 !政制伦理 

和政员伦理 ∀ 

政党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特定阶级或阶层的代 

表 � 通过谋取政权执掌政权等共同行动 � 实现其共同 

的理想目标 � 而结成具有明确的纲领和章程 !比较健 

全的组织机构以及一定群众基础的现代政治团体 ∀ 

政党伦理是指政党作为先进性的政治组织所具有的 

道德倾向和特征 �是政党整体性的尊严 !价值取向 ! 

道德品质和行为方式的总和 �是政党成员基本行为 

规范和在一定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群体整合 �它 

在/ 应当0与/ 现实0的结合点上表达了政党党性的价 

值维度和理想追求 �体现了党内监督的价值取向和 

内在精神 ∀ 

政党伦理的基本范畴是政治道德关系的必然要 

求和反映 � 并为政党伦理的基本原则和规范服务 � 主 

要包括正义 !公平 !民主 !廉洁 !务实 !勤政 !高效 !任 

贤等 ∀正义是政治道德的重要范畴 � 包括正义原则 ! 

正义感和正义行为三个层次 �正义原则是对正义行 

为的理论抽象 � 是一种理性的东西 � 它对正义行为起 

着统帅 !支配和引导的作用 ∀ 正义感是在正义原则 

的激励 !诱导下的情感反映 �是一种情感的东西 �义 

愤是正义感的初级表现形式 ∀正义行为是正义原则 

的外在化和对象化 �是一种客观的 !感性的物质活 

动 ∀只有通过正义行为 �正义原则才能得到贯彻和 

维护 � 正义感才能得到表现 ∀正义公平性 !公正性和 

相对性 !继承性等属性 ∀ 正义是政治道德的首要范 

畴 � 保障正义是国家和政府的义务和首要职责 ∀ 正 

义是社会稳定的/ 平衡器0 � 是社会成员行为的/ 校正 

器0和社会历史发展的/ 推进器0 ∀ 公平与正义密切 

相关 � 它既是调节各种社会政治关系的准则 � 又是社 

会成员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 �在政治道德中占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 ∀ 公平含有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关 

系 � 要求人们履行应尽的道德义务与享受应得的道 

德权利 � 二者对等相称 ∀同时 � 公平还包含着社会关 

系的和谐和人类生活的优良与幸福 ∀公平的实现是 

一个动态的 !相对的发展过程 ∀ 政党伦理所讨论的 

公平并不是一种绝对的静止的和平均主义的公平 � 

而是一种相对的 !动态的和允许合理差别的公平 ∀ 

它要求机会均等和权利义务的对等 � 保障民众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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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民主是政党伦理的一个重要 

范畴 � 政治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形态 � 其 

次是以法制为保障的政治原则和程序 �同时还是一 

种道德的品质和行为 ∀廉洁是政党伦理一个十分重 

要的范畴 �也是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的从政道德 

品质 ∀廉洁即清廉 !洁白之意 �廉为不受贿赂 �不接 

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 洁即不贪不图 � 不沾不污 ∀廉 

洁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在政治活动中做到洁身自爱 � 

不贪图别人的财货 �不以权谋私 �不化公为私 ∀ 此 

外 � 务实 !勤政 !任贤等也是政党伦理的重要范畴 ∀ 

政制伦理是什么 �这是当代政府行政研究中一 

个重要问题 ∀ 政制伦理按其实质是一种制度伦理 ! 

责任伦理 ∀但有一种观点认为 �政制是政治的执行 

过程规范 � 因而 � 政制伦理就是政治伦理 ∀政制伦理 

是否就是一种政治伦理 �这是一个不得不加以辨析 

的问题 ∀政制本是指对公共事物的管理规制 ∀政制 

伦理就是指公职人员管理公共事物规制过程中的伦 

理 ∀在这里 � 政制伦理的主体已不是一般主体 � 而是 

具有特殊性质的公务员或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他们 

与其他职业伦理主体比较 � 具有十分明显的特点 � 首 

先 � 公共政制人员是公民的雇员 ∀ 作为公共政制人 

员首先是公民 � 但是 � 公民不一定是公共人员 ∀由于 

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 � 民众是国家的主人 � 政制公共 

人员只是民众的雇员 ∀ 这种主人和雇员的关系 �不 

是一种契约关系 ∀因为契约是建立在契约者双方的 

利益基础上 �即出于有利于己的目的 ∀ 政制公职人 

员则不是 �它一旦成为公职人员 �他就被民众所雇 

佣 � 他就是民众的公仆 ∀ 因为任命公职人员不是为 

了履行个别的偶然的职务 �不是为了公职人员个人 

自己的利益 �而是让他代表公民的政府履行公共利 

益 ∀其次 � 公共政制人员的公共政制事务和个人之 

间没有任何天然的联系 ∀黑格尔说 � / 政制事务和个 

人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天然的联系 �所以个人之担 

任公 职 �并不 由 本身 的 自 然人 格 和 出生 来 决 

定 ∀ 0 ≈������ 古代的政制事务只是家庭生活的管理 � 随 

着市民社会的发展 �随着政治社会同市民社会的分 

离 � 公共政制角色与市民角色的分离 � 公共政制事务 

成为了一个与市民角色个体相对独立的领域 ∀个人 

作为公共政制事务人员是由公共政制本身职能和要 

求提出的条件决定的 �而不由个人本身的自然人格 

和出生来决定 ∀ 最后 �公共政制人员管理公共政制 

事务 �不要独立地和任性地追求自己的主观目的 ∀ 

国家职务要求个人不要独立地追求主观目的 �并且 

因为个人做了这种牺牲 � 它才给与个人一种权 � 让他 

在尽职履行公务的时 �而且仅仅在这种时候追求主 

观目的 ∀黑格尔的论述有一定的合理性 �国家职务 

是一种公共职务 �公共职务要求公共政制人员以公 

共利益为目的 �个人不要独立地追求主观目的 ∀ 这 

是成为公共政制人员的基本前提 �只有实现了这一 

前提 � / 它才给与个人一种权利0 ∀这就是说 � 责任与 

权利是互为前提的 ∀作为公共政制人员有了真实的 

责任感 � 政府才给与个人一种权利 �相反 �如果没有 

真实的责任感 � 也没有权利 ∀所以 � 公共政制人员的 

主观目的 � 应以/ 尽职履行公务0为前提 ∀ 

政制伦理按其实质是一种责任伦理 ∀ 首先 �责 

任是政制伦理的核心概念 ∀政制伦理不只是一种道 

德义务 ∀道德义务是做应当去做的事情 ∀ 它是人们 

所时常感觉到的一种职责 !任务和使命 ∀ 义务按其 

内涵仍是一种他律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 � 作为他律 � 

只是一种外在的道德约束 �尚未达到伦理水平 ∀ 他 

认为 �自由意志是人的本质 �自由意志在发展过程 

中 � 经过了抽象法阶段 !道德法阶段再到伦理阶段 ∀ 

在他看来 � 抽象法只是一种外在的法 �在那里 �道德 

意志必须靠外物才能实现自身 ∀道德的法是一种内 

心的法 � 它是主观意志的内心规定 ∀只有伦理阶段 

才是一种自在自为的法 � 伦理是主观和客观 !内在和 

外在的统一 � 它是自由发展的更高阶段 � 在伦理关系 

中 � 自由意志才能完全实现自己 ∀ / 主观的善和客观 

的 !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善的统一就是伦理 ∀ 0 ≈������ 

黑格尔把伦理发展仅仅当作自由意志上升过程 �这 

是唯心的 ∀但是 �他把伦理看作是自在自为的自由 

意志 � 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 伦理是一种自律 ∀ 尤其 

是政制伦理其核心就是自律 ∀由于公共政制是普遍 

利益和特殊利益的统一 � 因而 � 反映这一利益要求的 

政制伦理那就是一种高度的责任感 ∀责任感就是义 

务的自律 ∀义务只是责任的外在形式 �责任才是自 

觉意识到的义务 ∀库珀说 � / 责任是建构政制伦理学 

的关键概念 ∀ 0 ≈����� 责任是政制伦理意志的的核心 ∀ 

其次 !责任是政制伦理建构的�现实� 基础 ∀ 政制既 

然是一种管理 �政制就成为执行某种政治目标行使 

的权力 ∀政制伦理就是政制主体在行使权力过程中 

的伦理规范 ∀ 在这里 �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权利与责 

任的关系问题 ∀在这里 � 不是行使多少权利 � 才有多 

少责任 ∀相反 � 应是政制主体有多大责任感 � 才有多 

大权利 ∀换言之 �没有责任感 �也不应有任何权利 ∀ 

黑格尔说 �/ 有些公务人员仅仅为了生计才担任职 

务 � 于是没有真实的责任感 !也没有权利 ∀ 0 ≈������ 责 

任是政制权利的基础 ∀ 在政制责任与良心之间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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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也是良心的基础 ∀ 如果凭良心办事 �在日常生活 

中只是一种特殊性的要求 � 而在政制伦理中 � 却是一 

般性的原则 ∀ 良心不是什么先天的心理体验 �良心 

是人们意识中的一种强烈的道德责任感 ∀这种道德 

责任感 � 是政制主体认识到自己应有的使命 !职责和 

义务以后而产生的对社会和他人应尽道德义务的一 

种强烈的持久的愿望 ∀ 政制伦理是一种职业伦理 ∀ 

职业责任是职业伦理的核心内容 ∀从职业道德要素 

来看 � 职业理想 !职业态度 � 虽然是十分重要的 � 但是 

它们都是主观的内在的 � 职业义务和职业纪律 � 只是 

外在的他律 � 职业责任才是自觉意识到的义务 � 也就 

是自在自为的义务 ∀ 再次 !责任是政制伦理实践理 

性直接应用于实践的观念 ∀ 

责任是一种实践理性 �早在古希腊就已有人表 

述 ∀芝诺是第一使用/ 责任0的人 ∀他把责任定义为 

/ 与自然相一致的行为0 ∀ 这里的自然 �不是客观的 

自然 � 而是指的支配世界的精神力量或理性 ∀ 斯多 

葛派的巴内修斯专门写作了5论责任6一书 ∀ 后来 � 

西塞罗将责任译为拉丁文/ ∉∅ ∅ ⊃ ℘ ⊃ ℑ0 � 其意首先是指按 

自然生活就是履行自然赋予自己的责任 ∀因而每一 

个人都有责任实现自己的禀赋 �不但要服从普遍的 

理性 � 而且要做好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 ∀ 其次 � 它带 

有/ 服务0和/ 日常公务0之意 ∀ 按巴内修斯的意见 � 

要做有道德的人 �就要实现自然禀赋 �而要做好公 

民 � 就要履行公务 ∀这就是按自然生活的应有之义 ∀ 

古希腊把责任看作是与理性相一致的行为 �公民履 

行公务是一种道德责任有一定的合理性 ∀责任是公 

共政制人员自觉意识到的义务 ∀公共政制人员是公 

民的公仆 � 他们的责任就是为公民服务 ∀ 康德所景 

仰和敬畏的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定 ∀对民 

众负责 � 这是公共政制人员实践理性的基本观念 � 也 

是公共政制人员基本的行为准则 ∀社会的政制伦理 

就是责任伦理 � 而不是政治伦理 ∀ 马克思在5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6中说 � / 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 

的分离看做一种矛盾 � 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 ∀ 0 ≈������ 

在现代社会主义社会 �政治事实上已逐渐变成了一 

个经济概念 ∀政治不再是封建社会统治民众的代名 

词 ∀在那里 � 所谓的政治伦理 � 就是用恰当的方式去 

统治人的行为规范 ∀ 现代政制人员不是统治人的 

人 � 他们是民众的公仆和服务员 ∀ 由于政制伦理主 

体的这种变化 � 所以 � 政制伦理的实质是责任伦理 ∀ 

政治伦理在行政道德这一层面指的是政员伦 

理 ∀政员伦理即政治主体的个体道德 �所谓个体道 

德 � 是指在一定社会中的个人 �为了自我实现 !自我 

完善而具备的 �并适应一定社会利益关系要求的道 

德素质和内心道德准则的总和 ∀政治集团是由一个 

个政员个体组成的 �因而政治主体的个体伦理也就 

是政员伦理 ∀政员由政制利益集团成员所组成 ∀ 所 

以 � 政员应该具有比其他社会成员更高的道德水准 ∀ 

在道德要求上 �政员就应该时刻把民众的利益放在 

首位 � 关心群众利益 � 为解决群众的困难和疾苦而努 

力工作 ∀从政党成立起 �其许多成员为了集团自身 

事业及社会民众忘我工作 �不惜牺牲生命 ∀ 他们的 

高尚情操影响着周围的人 �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 

政治组织中来 �使政治组织和民众的联系越来越密 

切 � 使其事业不断壮大 ∀同时 � 也常常出现其一些政 

员不能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袭 � 出现了各种违纪现象 � 

出现了各种腐败现象 ∀他们把手中的权利看做是个 

人的特权 � 变成欺压民众 !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 �为 

个人 !亲属和小集团谋私利的工具 ∀这些现象严重 

违背了政治组织的执政道德的要求 ∀ 

从政员的个体角度看 �每一位政员在执政的实 

践过程中 � 应遵循以下执政道德规范 � ≠ 执政为民 ∀ 

执政为民是指每一位政员应牢记自己是民众的公 

仆 � 深入民众 �遵纪守法 �勤奋工作 �无私奉献 �努力 

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 运用民众赋予的公共权利 � 

忘我地为民众服务 ∀这一规范在实践中又具体表现 

为忠于党 !忠于职守 !实事求是 !秉公守法 !团结协作 

等具体要求 ∀执政为民是最基本的执政道德规范 � 

因为一个政员是合格的还是不合格 �道德还是不道 

德 � 首先应看他为民众做了什么 � 而不是看他对自己 

做了什么 ∀ 如果一个政员不把民众的利益摆在首 

位 � 反而做了伤害民众的坏事 !蠢事 �即使他自己很 

艰苦 � 天天吃糠咽菜 !衣衫俭朴 �他也不是一个合格 

的政员 ∀ ≡ 廉洁奉公 ∀ 廉洁奉公即政员经济上要 

清白 � 政治上要公正 �全心全意当民众的公仆 �具体 

表现为遵纪守法 �不以权谋私 �秉公尽责 �不假公济 

私 � 艰苦朴素 � 勤俭节约等要求 ∀每一位政员保持公 

正廉洁 � 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人心的向背 �世风的好 

坏 ∀政员是民众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政员的执 

政权源于民众 � 理应将民众的利益置于首位 ∀ 因而 � 

廉洁奉公是民众利益至上原则的必然要求 �是政员 

执政道德的又一重要规范 ∀廉洁奉公与执政为民互 

相补充 !互相促进 ∀ 执政为己 �必损自身政治形象 � 

破坏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反之 � 政员廉洁奉公 � 可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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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公众的社会情操 �净化社会风气 �提高政府的权 

威 � 有助于执政合法性的增强 ∀ 

二 ! 政治伦理的比较 

政党伦理 !政制伦理及政员伦理等政治伦理虽 

然具有各种相同的理性特征 �但是他们在对政治行 

为和对象的实际规范当中又存在着相异之处 �政党 

伦理的特质是崇尚民主 �政党可以也应当争取和维 

护自己应有的民主政治权利 �同时又要尊重它党的 

民主权利 � 并把追求民主同加强纪律有机结合起来 � 

政制伦理的本性是旨向公平 �在政治交往中不但要 

坚持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的统一 �而且要自觉维护 

政治制度平等 � 政员伦理的核心是为政清廉 � 各级国 

家政务人员都必须其位要谋其政并谋好政 �严于律 

已 � 以身作则 � 清正廉明 ∀ 

� �政党伦理的特性 � 崇尚民主 

在这里 � / 尊重民主0不是从法律制度方面来肯 

定的 � 而是从伦理规范角度来强调的 ∀ 法律和伦理 

规范都是用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但二者之间又存 

在着一定的区别 ∀如果人们在处理人与人关系中已 

经触犯了法律制度 �则不能仅限于以/ 尊重民主0的 

伦理规范来纠正 � 更重要的是以法律的手段来解决 ∀ 

不过 �实行法制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在于使更多的 

人们从中接受教育 �所以不能只让人们感受到法律 

的威慑力 �还要赋予人们政治伦理的启迪和觉悟 � 

从而又离不开政党伦理的规范和教育 ∀ 甚者 �市场 

经济条件下 �非法律意义的不尊重民主行为还会经 

常出现 � 因而强调健全/ 尊重民主0这一政党伦理规 

范 � 就显得非常重要 ∀若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 � 健 

全/ 尊重民主0的政治伦理规范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 

方面的内容 � 

第一 � 可以也应当争取和维护自己应有的民主 

政治权利 ∀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政党尊重自身的民主 

政治权利 ∀由于种种原因 �某些应有的民主制度尚 

未健全 � 那么 � 政党及其追随者应有的民主政治权利 

也就可能被忽略或遗忘 ∀每个政党都应该通过各种 

合适的途径和方法 �去争取和维护应该属于自己的 

民主权利 ∀当然 � 在这里有必要澄清两个认识问题 � 

其一是争取和维护自己应有的民主政治权利是符合 

道德的 �不能把它简单看成是谋求私利 ∀ 有的人害 

怕被指责为/ 谋取私利0而不敢去追求 �有的人也习 

惯于把它当成/ 谋取私利0而阻止人们去追求 �这同 

政党伦理是相违背的 �应该加以认真纠正 ∀ 其二是 

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民主政治权利要基于正确的思想 

动机 �要采取合适的途径 !方式和方法 ∀ 换句话说 � 

并非只要争取或维护自己的民主政治权利就必然是 

正确的 ∀有人为了打击别人或谋求其它私利 �或者 

采取不适当的途径 !方法和方式 � 同样可能违背政党 

伦理基本追求 ∀ 所以 � 作为政党伦理规范特质的 

/ 尊重民主0 �不但要求人们有争取和维护自己民主 

政治权利的勇气 �而且要求人们具备争取和维护自 

己民主政治权利的素质和能力 ∀ 

第二 � 要尊重别人的民主权利 ∀一方面 � 各级领 

导者 !决策者 !管理者或指挥者 �尤其要注意尊重民 

众或下属的民主权利 �切忌因为自己工作的疏忽或 

失误 �而这样或那样地剥夺他人或民众正当的民主 

权利 ∀国家和政府在放权的情形下 �往往容易导致 

暂时性的政党领导者 !决策者 !管理者和指挥者的相 

对集权 � 而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利也往往容易被疏忽 ∀ 

在这种情况下 �强调和启发政党领导者 !决策者 !管 

理者或指挥者/ 尊重民主0的伦理自觉性 �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 ∀ 另一方面 �普通民众同样有一个尊重 

他人或集体的民主权利问题 �即要尽力防止由于过 

分追求个人的民主权利 �而直接或间接地伤害了别 

人乃至集体的民主权利 ∀ 

第三 � 要把追求民主同加强纪律有机结合起来 ∀ 

从政治伦理角度来说 �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如何协 

调自我与他人 !个人与集体和国家或社会 !局部与整 

体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 �旨在启发人们以更高的道 

德自觉性 � 既最大程度又合理地实现民主和自由 �并 

最充分地发挥其社会作用 ∀ 为此 �我们一方面要真 

正认识到 �必要的纪律约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 

前提 ∀因为 �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 人类活动的高度 

组织性将日益显著地凸现出来 � 为了使一个国家 !一 

个单位或一个团体的活动卓有成效 �不能不加强必 

要的纪律约束 � 以统一人们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行为 � 

消除不应有的分歧和内耗 ∀实行民主 �是为了能够 

赋予人们以更多的自由 ∀ 若离开必要的纪律约束 � 

任何/ 民主0或/ 自由0都不可能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 �当然也更无法充分发挥其在政治行为 

或和政治生活中的应有作用 ∀ 另一方面 �我们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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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看到 � 只有讲民主才能真正实现纪律约束的意义 � 

绝不能以纪律约束来废除民主或自由 ∀ 否则 �不讲 

民主和自由的纪律约束 �难免会导致对人们应有的 

丰富多样的个性的扼杀 �从而程度不同地压抑了人 

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今天 �人们的 

自由和民主意识相对更活跃 �同时也更复杂多样 � 

我们一定要使追求民主 !自由与加强纪律有机结合 

起来 � 以真正实现二者的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 

� �政制伦理的本质 � 旨向公平 

恩格斯曾认为 �一切人 �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 

一切公民 �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 �都应当有平等 

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 社会发展至今 �特别是在 

社会主义的国度里 �更应该充分实现人与人之间的 

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 ∀ 我们这里所谓的 / 旨向公 

平0 �主要是作为社会政制伦理范畴提出来的 �所以 

侧重于从制度伦理道德角度强调要实现政治上的公 

平和平等 ∀现在倡导市场经济 �但/ 市场0自身的弱 

点就可能造成对政治平等的种种冲击 �从而尤其要 

重视提倡平等相待 ∀ 为了适应跨世纪发展的要求 � 

我们应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健全/ 旨向公平0的 

政制伦理规范 � 

其一 �必须重申 � 人们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 �而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所以就其政治地位的本质来说 

是平等的 �彼此之间不能有任何的歧视性行为 ∀ 凡 

属公民所应享受的政治权利 � 应当适用于一切公 

民 ∀在这里 � 既不容许有特权 � 也不容许以任何形式 

剥夺任何人的正当权利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定 

要杜绝官大 !钱多政治权利就多 � 而无权 !钱少就/ 低 

人一等0之类的现象 ∀当然 � 对/ 政治平等0要从本质 

上来理解和把握 ∀ 一方面 �不要认为讲政治平等就 

不能有享受具体权利的区别 ∀ 因为 �社会分工的不 

同 �本身就会也需要造成人们同承担义务相对应的 

不同权利 �但这不是/ 特权0 �不影响人们在本质上 

仍然是平等的 ∀ 所以 �要求政治平等不能否定分工 

的差异 �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在政治生活和政治交往 

中行使权利的不同 ∀另一方面 �不能把因分工所造 

成的具体权利的差异 � 进一步演化为某种/ 特权0 � 即 

可以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 � 为所欲为 � 甚至随意剥夺 

其他人正当的政治权利 ∀可是 � 现实中却有一些人 ! 

特别是掌握有一定权力的人 �恰恰由于没有认识到 

这一点 �把因分工不同所造成的具体权利的差异作 

为自己不平等待人的资本 �以权谋私 �倚势压人 �这 

是根本违背社会主义政治伦理要求的 ∀ 因此 �不论 

什么人 � 也不论其在政治生活 !政治交往中担任什么 

角色 � 都应该保持相应的道德自觉性和制度自律 

性 �既要与人平等地看待自己 �又要与已平等地看 

待别人 � 不自卑也不盛气凌人 ∀ 

其二 � 必须坚持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的统一 ∀ 

从本质上说 �人们不但享受着平等的政治权利 �而 

且承担着平等的政治义务 ∀恩格斯曾经指出 � / 我提 

议把−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 改成−为了所有人的 

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 ∀ 0这足以看出 � 强调把享受政 

治权利同履行政治义务统一起来是非常重要的 ∀ 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般说来人们对追求政治权利 

相对比较自觉 � 而对履行政治义务则往往容易疏 

忽 �而且 � / 权0 !/ 钱0的作用相对会更突出 �从而也 

程度不同地造成权利向当权者和有钱人倾斜 � 义 

务 !特别是需要付出艰难代价的义务则更多地归于 

无权者 !无钱人的现象 ∀对此 � 我们一定要通过健全 

/ 公平平等0的政制伦理规范来改变和解决 �以实现 

享受平等权利和履行平等义务的有机统一 ∀ 关于 

/ 平等的制度义务0 �我们同样要从本质上加以理解 

和把握 ∀这里所说的/ 平等0也不是机械的/ 相等0 ∀ 

如前所说 �我们在政治生活可以享受着不同的具体 

权利 �理所当然他们所应承担的政治义务也必须有 

所不同 ∀ 如果只求机械 / 相等0 �那才是不平等的 ∀ 

所谓/ 平等0 的义务是相对于所享受具体权利来说 

的 � 即享受越多 !越大的权利 �所付出的政治义务也 

应该越多 !越大 ∀如果出现/ 倒挂0现象 � 就是不平等 

的 ∀但在现实中 �恰恰存在着类似的不平等现象 ∀ 

例如 � 有人居于要职 �却没有或不愿履行更高 !更大 

的政治义务 � 遇事相互推诿 �甚至玩忽职守 �有的人 

虽然职位低微 �却在承担着更多 !更大的责任 � 特别 

当出现某种突发性事故时 �却往往成为某些领导人 

的/ 替罪羊0 ∀ 这种现象要彻底改变 ∀ 当然 �人们所 

享受权利和所承担义务的一致性具有一定的相对 

性 �特别由于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交往的复杂性 � 

很难形成一种绝对的尺度来衡量其是否一致 ∀ 事实 

上正是如此 �人们所享受的政治权利和所承担的政 

治义务有时是一致的 �有时却是不一致的 �在有的 

人那里是一致的 �在另一些人又可能是不一致的 ∀ 

所以 � 我们对实现这种平等不宜苛求 �而且 �它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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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度伦理规范 � 虽然肯定二者的一致性 � 但更提 

倡人们要尽可能多地承担积极的政治义务 ∀ 

其三 � 要自觉通过制度手段维护政治平等 � 反对 

一切政治歧视行为 ∀ 目前 � 公民构成相对比较复 

杂 �参与社会交往的人们具有更明显的多样性 �尤 

其要强调反对政治歧视 �维护政治平等 ∀ 在各种政 

治生活或政治交往中 � 无论是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民 

族 !哪一个地区�包括香港 !澳门等特别行政区� 的 

人 �无论是哪一种所有制单位或从事哪一种职业的 

人 �也无论是哪一种性别的人 �甚至哪怕是曾经犯 

错误的人 �我们都应该从制度上尊重他们应有的政 

治权利 � 而不得以任何借口予以歧视 ∀ 

� �政员伦理的核心 � 为政清廉 

从伦理道德角度强调/ 为政清廉0 �对当前和未 

来的政治生活或政权建设的健康发展 �有着不容低 

估的重要意义 ∀过去往往只是从法制角度说明这一 

点 �显然具有比较大的局限性 ∀ 用法制观点理解 

/ 为政清廉0固然是必要的 �但不能局限于此 �因为 

在现实中更多地表现为伦理道德问题 ∀ 有的人违背 

了为政清廉的原则 �却以自己没有/ 违法0来搪塞 � 

从而依然故我 �有的人明知某些行为与为政清廉相 

冲突 �仍因在法律上难以对号入座 �非但不批评或 

制止 � 甚至还同流合污 ∀之所以如此 � 主要就是因为 

对/ 为政清廉0仅在/ 合法0和/ 违法0之间思考 �而没 

有置于政治伦理角度来做是非判断 ∀ 在市场经济日 

趋活跃的今天 � / 等价交换0的原则随时都可能被推 

广到政治生活乃至执法工作中来 �这客观上给为政 

清廉增添了新的难度 �从而也更需要进一步完善这 

方面的政治伦理规范 ∀ 若着眼于今天和未来 �提倡 

为政清廉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和要求 � 

第一 �在政治生活和政治交往中 �各级政员都必须 

切实摆正自已和群众的关系 �自觉当好/ 公仆0 �坚 

决反对/ 做官当老爷0 �尤其要反对骑在老百姓头上 

作威作福 ∀第二 � 秉公办事 � 坚决反对/ 权权交易0或 

/ 权钱交易0 � 不循私情 �不谋私利 �不假公济私 ∀ 第 

三 � 恪尽职守 �兢兢业业 �在其位要谋其政 �而且要 

谋好政 � 不渎职 � 不懈怠 ∀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强这方 

面的规范和用人制度的改革 �既要重视民意又要重 

视工作实质 � 应该把工作实质摆在第一位 � 特别要注 

意分析/ 民意0 � 不让/ 老好人0从中钻空子或占便宜 ∀ 

第四 �严于律己 �只有自身正了 �才有权威 �才能服 

人 ∀以身作则 �身正为范 ∀ 古人云 �己身正 �不令而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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