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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
”
是发展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

它是指人们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全面改造 自

己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过程
,

是一场席卷全球
,

内容广泛
、

影响深刻
、

变革激烈
、

形式

特殊的社会变迁
。

现代化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过程
,

从政治学视角研究现代化
,

形成了发

展政治学
。

“

腐败
”

便是发展政治学的一个研究对象
。

腐败是指政府官 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

认准则的行为
,

换句话说
,

是公共权益的非公共运用
。

显然
,

所有国家都存在着腐败
,

只是
,

某些

国家中的腐败现象比另一些国家更普遍
,

腐败成为这些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

部分
。

通常
,

当国家处于变革时期时
,

腐败现象比其它时候更为严重
。

大体说来
,

腐败程度与社

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
:

新财源的拓展
、

新权力的创设
、

新兴阶层的诞生以及他们对政府发

出的新要求和向政权的挑战等都会影响到国家的腐败程度
。

可以说
,

腐败本是缺乏行之有效的

政治制度的一种生动体现
。

腐败现象可能在某些文化中比另一些文化中更加常见
,

在绝大多数

文化传统中
,

腐败现象在现代化进程中尤为突出
,

它会广泛蔓延于整个官场
,

政府名符其实成

为政
“

腐
” 。

为什么现代化滋生腐败? 原因不外有三
:
( 1) 现代化涉及到社会基本价值观的擅变

。

具体

讲
,

价值观的转变表明着整个社会各阶层逐步认同接受天下人人平等和以成就业绩量人的原

则
。

( 2) 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
,

进一步助长腐败行为
。

可以说
,

腐败是拥有新资源的新

兴集团的崛起和这些集团为在政治领域捞取利益和产生影响努力的结果
。

( 3) 现代化通过它

在政治体制方面产生的变革加剧腐败
。

正如一位外国政治学家说道
,

一切法律都会使某个集团

处于不利的地位
,

只要你会钻法律的空白
,

法律便成为你的盟友
。

这样一来
,

新兴集团最终成为

潜在的腐败的根源
。

所以各种法令法规的增加只会使腐败的可能性增大
,

在具体运作中
,

这种

腐败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变为现实
,

基本上取决这些法令享有多大的 民众支持
。

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
,

追随现代价值观的集团在开创之初常常走极端
,

正派
、

诚实
、

夭下为

公和荣誉至上等理想信条被推崇至极
,

以致新兴集团会把他们社会中存在的那些在更加现代

化的社会里被认为是正常的
,

甚至是合法的行为斥责为腐败行为
。

主张现代化的人痛恨腐败
,

力主消除根治腐败
,

常常走极端
,

采取一种狂热的
、

激烈的清教

徒形式
。

但让人不解的是
,

这些狂热的反腐败心态最终会带来和腐败本身一样的恶果
。

两者都

向自足 自主的政治发起挑战
:

一个是以私利 目标取代公益
,

另一个则用法律价值代替政洽价

值
。

现代化进程中腐败不可避免
,

腐败的根源不在现代化本身
,

而在于价值观的冲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