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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国家对教育资源的

投入，高校已不再是人们眼中的“清水衙门”。而在高校中，

腐败案的层次不穷，更是印证了这一点。高校是高级知识分

子的聚居地之一，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点地带。所以，在

高校建设中，党风廉政建设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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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党风廉政建设，是高校开展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

障，是实施“依法治校、从严治校”的根本，近年来，高校

腐败案等严重违纪违规现象屡见不鲜，更有部分大案要案出

现在高校，这不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也给我们高校党风廉

政建设带来严峻的挑战。常言道：“制度如渠、行为如水” ，

渠道怎么设，水就怎么流。我们如何开展好高校的党风廉政

建设，实现科学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关键在于制度建

设。于此，必须梳理好制度建设这一道渠，高度重视制度建

设，从制度上下功夫，把握好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的各个环节，

真正把高校党风廉政建设落到实处。 

一、党风廉政建设制度体系渊源 

党风廉政建设制度虽然是近年来中国反腐斗争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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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运而生的措施，但它的思想却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就建立

了巡视制度，明朝朱元璋为惩治官场腐败，曾亲自主持修订

《大明律》、制《大诰》，以加大对贪官污吏依法惩治的力

度。制度反腐更是国外发达国家治理腐败的一条重要经验，

英国早在 1889年就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反腐败法》，2003

年又公布了新的《反腐败法》草案，有效防范和控制了腐败

蔓延。北欧国家之所以取得国际社会公认的廉政建设成就，

原因也在于各国普遍拥有一套全民参与、他律与自律相结

合、完善有效的廉政法律制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

署，则进一步推进了制度反腐的国际化进程。  

二、高校党风廉政建设风险点分析 

当前，在高校发生的一些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职务

犯罪案件呈多发趋势。高校存在的这些腐败现象和问题，原

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高校对市场经济所发生的变化还不太适

应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也有高等教育中思想教育工作缺乏针

对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跟不上，监督制

约机制不健全、社会上一些腐败案件的滋长因素以及自身党

建体制机制不健全等的问题，为高校腐败案的滋长制造了新

生的温床。就高校自身而言，党风廉政建设最主要是以下几

个方面的原因： 

    （一）党员干部参加政治理论学习不够深入 

高校本应该是一片“净土”，但是目前很多腐败的大案

要案都或多或少的与高校扯上了某种关系，不得不说，目前

高校已经不在是以前人们常说的“清水衙门”，所以，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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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建设首先必须要加强党员及党员干部、高校领导班

子的政治理论学习，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 

1、高校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把理论学习放在

重要位置，深入对理论的系统研究和深刻理解，掌握国家的

大政方针、政策，确保每一位党员干部自身政治素质的提升

及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2、部分领导干部理论学习与实践相脱离，忽视了理论

与实践的辨证唯物关系，对政治理论的学习只满足于记住几

条重要论断和几句讲话，缺乏系统性、经常性的深入学习，

比如学习一些经典的腐败案列时，不能从中悟出一些道理，

不能用这些案列作为反面教材来时刻提醒自己。所以，只有

在理论上分清是非，才能做到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 

（二）思想认识不到位、重视度不够 

在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上，有些领导干部和

教师认为高校的干部学历层次、职称比较高，综合素质比较

好，出现腐败情况的可能性不大，问题不是太严重，如在资

产设备采购、基础设施建设、财务管理、招生宣传工作等工

作领域发生的违纪违法问题和案例仅仅是个别现象，没有普

遍性，因而在思想上认识不到位，没有引起广大师生和各级

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导致职务犯罪案件呈多发趋势，形势

不容乐观。 

1、部分领导及领导干部没有真正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

没有处理好党风、党纪、政纪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有少部分

领导干部还存在“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甚至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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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错误看法，没有认清形式，没有把思

想摆正。 

2、有些党员干部或者是管理者，认为高校党风廉政建

设是一项从“务实”到“务虚”的工作，是次要的任务，大

家都能认识到的工作，即使是学习了文件精神、案列等，都

认为是走走过场，出现认识上的偏差。 

（三）制度不健全、领导抓力不够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扩

招、申本、更名、上学位点、教学评估、质量工程等工作成

为高校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高校领导把抓“发展”作为

第一要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往往放松了对高校党风廉政建设

的关注，很多人专法律的空子、专制度的不足，“遇事用经

验说话，出了事用感慨包容”。 

1、部分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和管理上存在着弊端和

薄弱环节，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不到位，监督制约机制不健

全。有的高校虽然制定了一些制度，但不够系统、全面，源

头治理的措施不力、办法不多，存在着“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的现象。更有甚者在跟踪检查、工作督察中走过场，因

而制度落实不到位，执行力不够，虽有制度，但形同虚设。 

2、对于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归咎

于主要领导精力不够集中，措施不够得力，责任不够到位，

领导抓力不够。往往出现会上说得多、会下落实得少、有时

认为开会了就是落实了；学校纪检监察部门抓得多，全校性

协作得少。“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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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高校仍有一定的代表性。责任追究也不是太到位，一些

人出了问题，相关领导责任追究不够严格，动真格的不多。 

    （四）处罚力度不强 

有些高校领导虽然在思想上重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也制定实施管理制度和措施办法，注意加强学

校的内部管理，但是考虑到学校一旦出了事、有人被查处，

被媒体曝光后，会影响到学校的社会声誉和形象，所以，对

于学校发生的一些违法违纪问题或采取隐瞒不报、压制不

查，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于出现问题的干部过多考虑

到培养不容易，以前对学校发展也有过一定的贡献，因而在

责任追究上不够严格，尽可能在学校内部给予从轻解决。这

些造成了一些“手中有权”的领导干部抱有侥幸心理，一旦

出了事，不是从自身找原因，而是多强调客观原因，避重就

轻，逃避处罚，推卸责任，蒙混过关。 

三、防控措施的对策思考 

（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知识迅速增加、信息不断更新的时

代，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作为高校党员及党员干部、

领导，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发生，高校党风廉政建

设如何才能在新形势下发挥作用，只有高校管理者，加强自

身理论学习，提高自身修养，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提高服务意识，认清时代、认识自

己，转变观念、加强修养。 

1、高校领导干部要端正学习态度。领导干部要加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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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关键要有正确的学习态度，只有端正的学习态度，才能

有学习的紧迫感，才会学得主动、学得认真、学得深入、学

得踏实，领导干部要带头，在加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中起到

主导作用，成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的主要推手。 

2、思想认识不到位，这是很多领导干部最后沉沦时发

出的最肺腑的话，所以作为高校领导干部，特别是身居要职

部门的领导，必须认识到组织培养自己的不易，更要清楚的

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利，必须正确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基础制度     

高校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应注意从源头上抓起，制度建设

应突出合理、公平和公开特点，更注重建立健全结构合理、

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1、高校党风建设，关键点是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

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高校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

保证。高校党风廉政建设重在制度建设、制度创新，高校应

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应从源头上加大预防腐败

力度的需要，以制约权力为核心、以领导干部为重点、以重

点领域和环节为关键、以消除滋生腐败的条件和空间为目

标，进一步制定和完善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和反腐倡廉制

度，努力形成较完备的制度体系，加强高校党风廉政长效机

制建设。 

2、健全和完善高校、院系两级党委（党总支）、行政、

党政联席会议等制度建设，认真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

不断完善学校、院系的议事规则和决策机制。对于涉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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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干部任免、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由领导班

子集体讨论、研究决定，要充分发扬民主，防止个人专断、

一个人说了算。 

3、要贯彻落实高校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的相关规定，层层签订《党风廉政责任书》，坚持“谁主管、

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作为高校的重灾区之一就是基础建设和高校招生工

作，必须实行招标公开招投标形式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对

招生工作，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三）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高校党风廉政建设要注重提高干部队伍廉洁自律意识，

贪婪是万恶之渊，贪婪加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戒贪婪、守

清廉，提高干部队伍廉洁自律意识是防止腐败产生的重要思

想基础。最近几年，中央查处的党内干部中的腐败分子，有

部分来自我们高校，甚至是国内知名高校，从而，有效的印

证了“贪”字头上一把刀的经典名言。那么作为高校党委，

如何做好党风、政风、党纪廉政建设，构建合理的监督机制

尤为重要。 

1、首先，高校党政部门应突出加强对重点部门的监管，

健全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既要“惩治于既然”，更要

“防患于未然”，重点岗位轮岗制度，原则上管人、管钱、

管物的部门主要负责人干满一届后必须轮岗，加强对重点部

门权力运行的制约，确保他们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保护好

干部，维护好学校的利益和学校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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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次，加强对重点环节和人财物等重点部位权力行

使的监督机制，努力探索和创新有效的监督机制。 

3、再次，广开言路，拓宽监督范围。通过开通举报电

话、设立举报信箱、聘请校外监督机构及工作人员直接参与

学校党风廉政建设活动，改变原来系统内外的监督渠道，使

全体教职员工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四）强化职责，完善责任机制 

高校党风廉政制度建设注意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各

个环节当中，在加强教育、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

等各方面都建立起长效的党风廉政机制和反腐机制。严格按

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进一步落实领导责任制和工

作责任制，完善责任落实机制。 

1、高校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把党风

廉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到领导班子的重要

议事日程。 

2、要进一步强调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作为本单位党风廉

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负全面领导责任，要亲自抓，负总责；

其他领导干部对所分管的工作中的党风廉政建设负直接领

导责任。 

（五）加强对高校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 

高校党委要切实负起全面领导责任，要按照上级的统一

部署，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摆上重要工作日程，纳

入高校发展的总体规划，从实际出发，明确工作任务，确定

工作重点，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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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制，高校党委书记、校长是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

人。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部门和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负

直接领导责任。明确各级各部门党风廉政建设的任务和责

任，对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疏于管理，导致管辖

范围内发生重大案件、不正之风盛行，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

影响的，要进行责任追究。要重视和支持纪检监察工作。加

强对纪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领导，明确纪检监察机构的

任务和要求。建立健全纪检监察组织机构，理顺关系，配好、

配强干部，保证经费，改善办公条件，支持他们履行职责。

同时，上级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高校纪检监察工作的指导和协

调。 

总之，高校党风廉政建设责任重大，意义深远，学校必

须始终高度重视，积极落实，认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

不仅有利于高校教育的健康发展、有利于预防高校腐败案的

发生，更有利于确保高校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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