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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第一枪打响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第一枪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随着革命
形势的不断发展，党和苏维埃政府各级工作
人员贪污、浪费、腐败等现象也逐渐表现出
来，不仅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影响苏区经
济的发展，还严重损害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人
民群众中的形象。为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对
各种腐败行为予以批判和打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
初，设立了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代表工
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和
监督，负责对苏维埃工作人员贪污浪费等犯
罪行为提起公诉。该部下设控告局，接受工
农群众对苏维埃缺点和错误的控告事件，号
召群众检举揭发，把贪污分子驱逐出苏维
埃。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还
专设“突击队”“铁棍”“铁锤”“铁帚”“可耻的
黑板”等专栏，专门刊登揭露苏维埃的各种贪
污腐化、违法乱纪现象。从第56期起还专门
开辟“检举运动专号”，以推动反贪污浪费运
动。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及苏区军民的
支持下，反腐倡廉运动在中央苏区轰轰烈烈
地开展起来，并查处了一些贪污浪费案件。
1932 年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干部谢步

升因贪污、偷窃等罪行被查处，由于苏维埃临
时中央政府设在叶坪村，因此谢步升有些熟
络关系。这种情况给案件审理带来一定阻
力。对此，毛泽东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
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
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
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这样一
来，案件调查工作得以顺利展开。最终，谢步
升被依法判处死刑，打响了中央苏区反腐倡
廉的第一枪，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
腐肃贪的决心。

出台党的第一部反腐法令出台党的第一部反腐法令

随着反腐运动的深入开展，党和苏维埃
政府领导人逐渐发现，由于缺少针对惩治贪
污浪费行为的专门法令，使得此类案件的审
判与量刑没有具体的量刑规定与依据，亟需
出台一部专门针对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
令。

毛泽东亲自谋划、身体力行，推进党的第
一部反腐法令正式颁布。毛泽东多次在公开
场合指出：“共产党的旗帜就是要打倒一切贪
官污吏!”“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
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并通过马克思共产
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及各种训练班等形式

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
育，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持廉洁奉
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党性修养和优
良作风，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干部抗腐拒变的
能力。此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还率先垂
范，在吃、住等方面，不享受特殊待遇，与普通
干部同甘共苦，为苏区的反腐倡廉树立了榜
样。

毛泽东与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等一起多
次征询司法机关领导人、工作人员及工农群
众的意见和建议，对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标
准进行了细致地调查论证。特别是在死刑的
量刑上，毛泽东等人也是极为谨慎。既参考
了苏联的相关法令法规，又结合苏区的实际
情况。训令对犯有贪污及浪费行为的苏维埃
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制定
了明确的惩治标准。作为党的第一部关于反
对贪污浪费的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
为》对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
人员的贪污浪费行为作出了具体的惩治办法
与量刑标准，党的反腐败斗争从此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树立了清正廉洁树立了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清风正气勤政为民的清风正气

为促进这一法令在中央苏区顺利推行，

保证其权威性，《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以
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的名义公开发布。同
时，为了让更多群众了解这一法令，毛泽东还
充分利用《红色中华》报这一苏区发行量最
多、影响最大的报纸的宣传作用，将其刊登在
1934年1月4日的《红色中华》报上。毛泽东
号召民众揭发腐败分子的错误，要发现一个，
严惩一个，决不姑息。

此后，苏区各级司法机关根据毛泽东的
指示，充分依据《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查
处、审判了许多贪污腐败案件。如瑞金县苏
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侵吞公款、
公债、谷票、公物等合计大洋2000余元；中华
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
左祥云贪污公款、携款叛逃、盗窃军事机密；
于都县军事部部长刘仕祥等人贪污公款、利
用职权经商牟利等先后都被最高法庭判处死
刑。

1933年10月，为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
代表大会（“二苏大会”）的召开，中央政府决
定兴建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等

“六大建筑”，并将建筑施工任务交给中央政
府总务厅负责。总务厅专门成立了“二苏大
会”基建工程所负责组织施工。可是，“二苏
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却利用职务之
便贪污公款，私开路条，并携款潜逃，最终叛
变投敌。中央工农检察部根据群众举报，组
织力量迅速查处了这一要案，查清了左祥云
的犯罪经过。1933 年 12 月 28 日，毛泽东主
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
讨论了左祥云及总务厅腐败案件。1934年1
月4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公布案件相关人员
的决定。然而此时却有人出来说情。对此，
毛泽东强调一定要严格按照《关于惩治贪污
浪费行为》训令的规定来进行判决，要求将此
案件作为全苏区的警示教育材料，在《红色中
华》报上发布；举行审判大会，对案件进行公
开审理，让苏区的干部群众都来看一看、听一
听。1934年2月13日，案件公审大会在中央
政府大礼堂举行，临时最高法庭依据《关于惩
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的规定，判处：左祥云
枪决，另有两人分别被判处6年监禁和罚苦
工1年。

据统计，截至 1934 年春，中央苏区共查
处200余起贪污腐败案件，有力打击了贪污
腐化分子，向全苏区党政干部敲响了反腐警
钟，树立了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清风正气，
有力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据《学习时报》

陈云三次讲“百分之九十”与“百
分之十”

第一次是1956年11月19日，陈云在商
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说：“我们做工作，
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
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
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
而来的”。第二次是1957年1月9日，陈云
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说：“重要的是要
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
政策，解决问题。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
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
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
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
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第三
次是1962年2月8日，陈云在参加7000人大
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说：“领导机关
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
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
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他强调：要弄清楚
实际情况，“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要
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作了比较以后，不
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

陈云这三次讲话的角度不一样。第一
次是从有无扎实的调查研究与决定政策的
效果上说的。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
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然后进行科学分
析，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把主要时间、
主要精力用于决定政策，而不是用于调查

研究，只能制定出不合实际的片面性的错
误政策。第二次是从先后、难易、本末上说
的。调查研究在先，制定政策在后；难在调
查研究弄清情况，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后决
定政策就容易了；调查研究是基础、是本
源，这个基础牢固了，制定的政策就能站得
住，这个基础不牢固，制定的政策就是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站不住。第三次是从交

换、比较、反复的过程上说的。调查研究掌
握全面的实际情况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要交换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对意
见，避免片面性；要进行各方比较、古今比
较和中外比较，避免局部性；要反复考虑、
反复实践，避免把阶段性实际当成过程性
实际。

陈云对毛泽东“实事求是”“百分
之九十”与“百分之十”的学习与运用

陈云注重调查研究与毛泽东的引领有
重要的关联。延安时期，毛泽东先后三次
当面同陈云谈过要学哲学，并派教员帮助
学习。陈云组织中央组织部成立学习小组
学理论特别是学习马恩列斯的哲学著作和
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水平。后来，陈云因病休养期间仔细研

究毛泽东起草的文件、电报，加深了对马克思
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创立的党的“实事
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并形成了“不唯上、
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15个
字的体会。这形成陈云注重调查研究的理
论根源。很显然，这个理论根源最突出的
是来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

陈云的“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

在翻译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是找不
到的，它直接来源于毛泽东著作中。1930
年5月，毛泽东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
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
像‘一朝分娩’”。1941年3月，毛泽东指出，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
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
1943年10月，毛泽东指出：“县区党政工作
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
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
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11月，毛泽东
又指出：“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
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
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
国公粮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
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毛泽东
是陈云学哲学的老师，也是陈云调查研究
的老师。毛泽东的“百分之九十”与“百分

之十”同陈云的“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
十”的关联，最能说明这一点。

毛泽东夸奖陈云“他的方法是调
查研究”的原因

陈云的“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有
着独特的内容。毛泽东讲的“十月怀胎”与

“一朝分娩”是从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决
定政策）上讲的，但“百分之九十”与“百分
之十”是从帮助农民生产与从农民取得税
收上讲的；陈云的“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
十”则是直接从调查研究与决定政策的时
间分配上讲的，并从有无扎实的调查研究
与决策的效果，从先后、难易、本末的角度，
从交换、比较、反复的过程进行分析，阐明
了调查研究与决定政策关系的丰富内容。

陈云的“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
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开始社会主
义建设时思考怎样做经济工作提出来的，
具有前瞻性。此后，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
社化急于求成带来的经济困难，陈云 1960
年秋冬到冀、鲁、豫、皖、苏、沪、浙进行了3
个月的调查研究，1961 年又进行了上半年
的化肥工业调查、下半年的青浦小蒸农村
调查及北京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调查，为
作出进口粮食、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工业支
援农业、调整农村政策的决策，走出经济困
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正是毛泽东
夸奖陈云懂经济、“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
的原因。 据《学习时报》

党史上的第一部反腐法令
在江西瑞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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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的“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

陈云注重调查研究，在党内是出了名的。毛泽东
在7000人大会上夸奖陈云懂经济，“他的方法是调
查研究”。毛泽东从调查研究上批评主观主义特别

是教条主义，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但从调查研究上
夸奖一个人，却为党的历史上所少见。这与陈云管
理经济工作的贡献，所用调查研究方法的特点，特

别是正确处理“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的关系
密切相关。“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的关系，反
映了陈云对调查研究与决策关系的正确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