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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对特权现象的治理,成为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一项重要课题。本文首先分

析探究了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根源,并分析了当前特权想想的几种表现形式,最后落实到应如何有效治理特权现象,旨在从源

头上铲除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蔓延的土壤,使中国共产党永远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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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形

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的主要

弊端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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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

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

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坚决

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但是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

任其发展势必会成为影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发展的一颗“毒瘤”。因此,治理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成为

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命题。 

1 特权思想的产生根源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从自身做起,制定了关于

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对领导干

部改进工作作风提出了明确要求。然而,特权思想、特权现

象在一定程度上顽固地根植于现实生活中,必须高度重视。

那么,特权思想究竟源自何处？ 

1.1 封建专制传统思想是历史根源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导致了一些封建思想和

文化残余在现代政治生活领域中发生着消极的作用。例如官

僚主义、家长制、官本位思想、等级尊卑观念,这些封建残

余思想在一些领导干部头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特别是

在一些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则表

现得比较明显。这极大地破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

信,严重地妨碍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1.2 权力监督机制缺位是根本症结 

改革开放后,一些掌握和行使权力的人实际控制着公共

产品的分配和公共权力的配置。但是由于各种权力监督机制

尚不健全,有的制度只有原则性规定,并没有可操作性的实

施措施,这就为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提供了可能性,也成

为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始终没有得到根治的症结所在。 

1.3 惩罚力度不强硬是现实原因 

目前,一些特权呈现出“隐性化”趋势,同时受到“人情

文化”、“熟人社会”的影响,一些特权现象存在于法律监督

的“灰色地带”,游离于监督之外,有的即使已经触碰到了道

德和法律临界的“高压线”,惩罚力度的不强硬,权衡利弊之

下,一些特权行为者抱着侥幸心理,有的铤而走险,有的肆意

妄为,也导致了现实生活中种种特权现象,这也是特权思想、

特权现象顽固存在的一个现实原因。 

1.4 人性弱点是内在因素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物质文化生活愈显丰富多彩,现实生活中的诱惑也越来越

多。在此种形势下,一些干部在物质利益和权力地位面前贪

欲膨胀,心理失衡,经不住种种诱惑,追逐利益的人性弱点

终显露出来,于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特权现象。因此,人性的

弱点,品行的缺陷成为了很多官员走上腐败不归路上的“助

推器”。 

2 治特权现象,动了谁的奶酪 

党中央反复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

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

象。花大力气治理特权现象,究竟动了哪一群体的“奶酪”？ 

2.1 动了公款请吃人的“奶酪” 

治理特权现象,确保透明规范。随着中央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规定的“落地”,公款大吃大喝之风得到有效

遏制,但仍存在一些巧立名目的公款消费。一些习惯于特权

思维的人,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视公为私,假公济私究其根源,

一些地方政府财政开支不透明、不公开,缺乏有效监督,把公

款当“私钱”,导致奢侈浪费之风蔓延,甚至滋生腐败。而对

特权现象的治理,使“舌尖上的腐败”无立足之处。 

2.2 动了粗暴执法人的“奶酪” 

治理特权现象,维护群众利益。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

少数干部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前来办事的群众“冷、

硬、横、推”,工作作风不实,工作方法简单,甚至引发群体

性事件。说话霸气、办事霸道,进而演变为暴力执法,强制拆

迁,这成为特权现象的又一表现。因此,解决粗暴执法带来的

负面影响,不仅关系到公民财产权益的保护,同时也关系到

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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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动了代际继承人的“奶酪” 

治理特权现象,彰显公平正义。一些干部子女或家属利

用权力影响和人脉资源,在教育、就业、经商、从政等多方

面享有机会和优势,享受特殊待遇。这种现象的存在,在一定

程度上也损害了政府形象和权威,影响了社会公平正义和风

清气正的环境氛围。特权现象的治理,势必使其丧失特殊地

位,让特权思想无藏身之所。 

3 有效治理特权现象的几点思考 

特权行为往往与腐败没有明确界限,二者总是相伴相

生。有效治理特权现象,是进一步将作风建设向纵深推进,

把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引向深入的现实需要和必然要求。因此,

必须以教育为先导、以制度为根本、以监督为关键、以惩处

为手段,在标本兼治中加以纠正和解决。 

一是抓教育,强化廉洁意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新,

一新百新。治理特权现象,首先必须加强教育的引导作用,

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广泛开展廉政教育活动,用先进文

化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坚持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典

型示范与反面警示相结合,采取廉政谈话、任前谈话、述职

述廉述效述德、参观警示教育基地和反腐倡廉成果展、听廉

政报告等形式,积极开展教育宣传,大力促进领导干部增强

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在全社会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

公平正义的现代公民理念,教育公民遇事不拉关系、不走后

门,清除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存在的土壤和条件,使广大党员

干部明白“权为民所赋”的道理,真正树立起科学正确的权

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自觉自动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里,从根源上遏制特权思想。 

二是抓制度,健全约束机制。制度是 具有根本性、稳

定性和长期性的。一是完善组织管理机制,重点是在坚持领

导述职和群众评议基础上,健全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和辞职制

度,以及个人财产公示制度,使每一名干部都在群众的公开

管理监督之下；二是坚持完善并实施交流任职制度,在规定

期限里调整工作岗位,打破长期累积下来的人情关系网络,

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三是围绕科学民主决策、组织人事、

财务管理以及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自由裁量权行使等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规范制度,增强工作透明度,提高决策

的科学化水平； 后,必须切实完善群众监督机制,要开门听

取群众意见和建议,接受群众监督,让广大群众共同监督干

部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圈”、“娱乐圈”、“交往圈”,防止特

权行为和现象。 

三是抓监督,拓展制约渠道。没有有效的监督,任何制度

都将成为一纸空文。一是要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主阵地

作用,切实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居）

务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把权力晒在阳光下；二是加强网

络新媒体的作用,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三是充分发挥群众

监督的作用,可邀请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对各单位进行满意度

综合测评,将每次测评结果按类进行综合排名,根据测评满

意度结果确定干部作风建设是否扎实有效； 后,坚决反对

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决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

枉法,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资源和机会分配等问题上必

须做到公平公正,支持和鼓励人民群众进行批评、揭露,让特

权思想、特权现象无地藏身、无处遁形。 

四是抓惩处,增强威慑力量。在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的治理上,必须坚持教育和惩处并重。一是对搞特权者进行

严厉追究,要拉长耳朵、瞪大眼睛,严肃查处搞特权的典型,

对特权现象到“零容忍”,绝不避重就轻,坚持“老虎”、“苍

蝇”一起打,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不法行

为,严肃惩处、以儆效尤,做到法纪面前人人平等,让广大党

员干部深刻认识到遵守法纪没有特权、执行法律没有例外；

二是通过对此类案件的办理,增强对蠢蠢欲动者的威慑力量,

进而有效引导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严格遵守党风党纪和工作制度,使之望而却步,不敢轻易地

去踩踏行驶特权的“高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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