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8卷 第 3期 

2011年 9月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1．28 No．3 

Sep．2011 

民办高校廉政教育的“弱位”管窥：“根源”析理视角 

陈金 波 

(浙江万里学 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摘 要]创新于改革开放将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民办高校，未能超脱市场经济的负面 

影响和纵横交织的利益矛盾而跳出公办高校腐败旧圈成为“净土”，其廉政教育存在对称失衡、 

指向欠清、形质分离、合力缺失、重心偏位、旨归离散、考监缺量、效度有限等尴尬的“弱位”事实， 
从社会环境大势、体制机 制特质、制度建设软执 行、教育职业道德 趋功利等视 角剖析其潜在归 

因，对民办高校今后廉政教育的 “创为”治理具有一定的参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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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汉大学原常务校领导腐败窝案、浙江理工大 
学原党委书记白同平受贿窝案、广西大学附中 6名校 

领导侵吞千万助学款窝案到“教育部直属高校纪检监 

察部门2005—2008年立案调查 300余件、涉案400余 
人、党纪政纪处分 327人的统计数据” ，在教育领域 

中深刻再现了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天下熙熙，皆为利 

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的论断。统计显示，自 
1997年始，大众化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推动了民校高 
校的长足发展，至 2001年，民办高校由 89所发展到 

436所，至2009年，“民办高校发展到658所(含独立学 
院322所)”[3 3。有专家预测，到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 

规划收关的2020年，民办高校将占到高等教育的“半 
壁江山”。作为创新改革产物和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 
分的民办高校，能否跳出公办高校腐败旧圈，超脱市场 

经济的负面影响与纵横交织的利益矛盾而成为一片 
“净土”?答案是否定的。处于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 

期的民办高校，要扩大办学规模、拓容办学载体，必须 
进一步密切与社会及政府各方面的联系，出现腐败势 

不可免。关注并客观正视民办高校廉政教育存在的问 

题，理性分析背后的潜在根源，对于民办高校后续打牢 

廉政教育之基具有现实价值。 

一

、问题管窥：客观正视民办高校廉政教育的“弱 
位”事实 

(一)对称失衡，廉政教育的指向欠清 
民办高校的廉政教育与社会和公众的深切期望尚 

有差距，其对称失衡、指向欠清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对 

廉政教育受体要求不对称，存在“三重三疏”现象：注重 

教育要求一般干部，疏于教育要求主要领导干部，致使 
个别领导干部自控漂浮而无法真正发挥廉政教育的引 
领示范作用；注重教育要求党员干部，疏于教育引领普 
通教职工，致使广大教职工主动参与学校反腐倡廉的 
积极性缺失和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及群众监督的尚不 

到位；注重提醒要求干部自身，疏于教育引导干部身边 
人员及其家属，致使腐败发生的可能与空问增大。另 
一 方面，对廉政教育实施倾向不对称，存在“三偏三缺” 

现象。偏于应付政府教育纪检监察主管部门的文件指 
示与奉命行事，缺乏针对“校本实际”的适应性廉政教 

育，致使应受教育的校内主体置身局外而出现“上亮下 
黑”现象；偏于点阵活动的开展与表象声势的营造，缺 
乏有益经验的凝炼和线面教育效果的推广，致使廉政 
教育处于隔靴挠痒的被动状态而实质演化为学校的额 

外负担；偏于浮光掠影式的蜻蜓点水与轰轰烈烈运动 
式的阵发性“快餐”，缺乏常抓不懈的警示勇气与持之 
以恒的系统教育，致使廉政教育冷热不均和急功近利， 
成为学校完成上级任务的常备摆设和廉政教育的现实 
软肋。 ． 

(二)形质分离，廉政教育的合力缺失 
廉政教育的本质就是用廉政道德培育师生的廉 

洁信念、规范干部的治校道德 ，使之 内化为人格修 
养、转化为符合廉洁规范的行为 ，但民办高校在达成 
廉政教育的本质要求上尚显缺位，主要表现在 ：一方 
面 ，办学关注点 的位移使廉政教育的整合力弱。部 

分民办高校的管理干部倾向于抓牢业务而淡于履行 
“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忽视“一岗双责”角色 
中的本属廉政教育 ，习惯于以文件对接文件、以会议 
贯彻会议，造成上行下效，未能形成齐抓共管、各负 

其责的整合性廉政教育实效。另一方面，本位意识 
的盛行使廉政教育的投入者形单影只。民办高校从 
边际成本最低化的经营理念出发，配置纪检监察 干 

部以底线职数 ，使单薄的力量疲于应付琐务 ，无暇顾 
及廉政教育，而学校宣传、组织 、人事等责任部门在 
干部培训 中亦甚少涉含廉政教育，习惯性地“各吹 
各的号 、各唱各的调”奔忙于职岗业务，使本应联动 
协作 、相互配合的廉政教育成为学校纪委监察部门 
的“单打独斗”，未能形成紧拧的廉政教育合力。 

(三)重心偏位，廉政教育的旨归离散 
廉政教育的“旨归”在于通过反腐倡廉教育的科学 

实践筑牢民办高校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 

线，有些民办高校尚存在偏离廉政教育宗旨、削弱廉政 
教育思想性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一是，廉政教育的载 
体偏离宗旨。既存在借传承革命传统之名行公款旅游 
之实的虚伪廉政教育，又存在依托钱物派发刺激干部 
参加报告会的失真廉政教育，还存在忽视思想政治教 

育根本而偏向活动表面的游戏廉政教育，未能有效提 

高受教育者的廉洁素质与道德觉悟。二是，廉政教育 
的模式偏离需要。实践中偏好运行党课、报告会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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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任务性的说教填鸭式廉政教育，缺乏富含案例教育、 
情景教育等吸引兴趣的活性因子，惯常以条文制度和 

领导讲话为教育内容，缺少心理疏导式的人性关注和 

柔性关爱，未能调动受教育者参与学习的热忱和思考 

探讨的积极性，三是，廉政教育的方法偏离时代。既未 

进行廉政教育的长远规划，也未紧跟时代发展形势去 
探索适应不同层次人员需要和触动其思想心灵的廉政 
教育新方法，滞留于播放廉政教育片、开展清风韵诗 

赛、举行廉政书画展等应付性的旧方法，偏好廉政知识 
的单向传递和廉政素养的纸上谈兵。 

(四)考监缺量，廉政教育的效度有限 

廉政教育的效度，就是通过实施真实、准确、有质 
量的“行为引导”有效端正高校干部师生的廉政态度， 

不断提高其廉洁从政、廉洁从教、廉洁从学的自觉性。 

目前，民办高校廉政教育的效度缺乏，主要表现在：一 

方面，廉政教育与学校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的联动割 

裂，致使“绩效观念”缺位于廉政教育的运行过程。考 
前，既存在以突击性吸引眼球的活动博取廉政考核高 
分的侥幸心理，又存在“平安即功”、“以绩代廉”、“小 

错无碍”的考评观念，未能筑“倡廉防线”于廉政考核之 

前；考中，不分参与主体的考评权重，缺失群众监督，以 
领导评定代替群众评价，未能融“廉政责任”入考核之 

中；考后，较少查因寻源和防控风险，导致“廉与不廉无 
差别”，未能增“廉政行动”和降“廉政风险”于廉政考 
核之后。另一方面，适应“校本实际”的廉政教育评价 

体系乏于构建与运用。倾向于以与廉政教育相关、相 
近、相似的座谈会、报告会、资料发放等来替代廉政教 
育的评估，较少运用问卷、测量、访谈等方法对学校廉 
政教育的活动组织、受体参与、具体效果等进行系统分 
析，未能形成助推廉政教育发展的适应性良态机制。 

二、追根溯源：理性厘清民办高校廉政教育的“弱 

位”归因 

(一)社会环境大势使廉政教育的认知偏差难出 
“盲区” 

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工作报告称，全国法院2010 
全年共审结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23441件，判处罪犯 

24406人，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5972人，同比分 

别上升6．83％、9．41％和 11．56％。 近年来，立场中 

立、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党派、非盈利、总部设在德国柏 

林、对腐败问题研究最权威、最全面和最准确的国际性 
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1) 

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 1995年的 CPI(清廉指数)和 

BPI(行贿指数)为2．16分，2001年为3．15分，2003和 
2004年均为3．40分，2009年为3．6分，2010年为 3．5 

分。分析透明国际(TI)界定2．5～5．0为“比较严重腐 

败”的廉洁指数，不难发现，我国尚处于腐败比较严重 

的区域内。 这些鲜活的数据也向我们展示了我国整 

体反腐倡廉教育形势依然严峻。而教育“面向现代化、 

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现实，决定了高校这块“领地” 
也是社会大系统中自身开放的小系统，其状态也深受 
社会大系统其它子系统的影响。 当下，我国正处于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 
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l71的转型时期，五彩缤纷 

的诱惑与多元文化的冲击，使一些理想信念丧失、党性 

原则缺失、慎独精神丢失的领导干部行走于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和极度个人主义的边缘，并慢性推动、形成影 

响行业与辜负正义的“潜规则”和负面链条，为渴望挤 

身高等教育前列而频繁参与经济政治活动和不断深化 
自身开放的民办高校留下腐败空间，也不可避免地带 

给民办高校叠加性负面影响和认知性教育“盲区”，使 

民办高校“廉政教育的关键”(管理干部 )和“廉政教育 

的主导”(教师)对廉政教育的角色意识模糊 ，致使廉政 

教育的开展疲软、推动乏力、效果失色。 

(二)体制机制的特质与重心偏好的位移使廉政教 
育的受关注度难离“冷官” 

不论是企业(个人)投资的民办高校，还是社会团 

体投资的民办高校，不论是教育集团投资的民办高校， 
还是混合股份制投资的民办高校，他们都有相似之处： 
国家公权力经政府批准转移为己有，利用非国家财政 

性经费举办、按教育成本收取学费，并根据《民办教育 

促进法》第 51条“取得合理回报”的规定盈利。事实 

上，“任何一个教育单位，不管它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准 
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都要计算收入与支出，都要实 
行经济核算，都要设法增加收入，减少支出。” 马克思 
也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 
关。” “思想一旦离开 ‘利益’，就一定会使 自己出 
丑。” 民办高校正是从成本与利益出发，摒弃公办高 
校视学校为公共单位进行管理的理念，努力按市场经 
济规则视学校为企业进行经营；扬弃公办高校党委政 
治核心与领导核心的“二元合一”政治架构与运作模 

式，实行董事会为领导核心、党委为政治核心的“二元 
分离”运行机制，在追求教育事业公益性和社会效益的 
同时，更关注资金资源的投入产出、资本资产的保值增 

值。这种注重经济效益使民办高校在行动上产生了两 
种偏好：一是管理上偏好走小行政、大学校的精简之 
路，直接造成学校纪检监察等廉政建设机构虚设、人员 
虚置、工作虚兼等不适应廉政教育需要的现象。二是 
发展上偏好走实用主义道路，直接造成一些管理干部 
的“教学科研师资建设至关重要”、“反腐败次要”、“廉 

政教育抓与不抓无关紧要”的思想认知，既使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一岗双责”的履行变调，又使廉政教育在 
学校工作计划中挂不上号、排不上队、摆不上位、落不 
到实处。 

(三)制度建设的软执行使廉政教育的两极效应互 

相“抵消” 

民办高校廉政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思想上的教 
育引带行动上的勤政廉政，其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制度 

的保障，邓小平深刻指出：“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 
制度问题”。 I_“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 

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 
面。”_l 但一些民办高校的廉政制度建设远远滞后于 
现实发展需要，日常管理制度漏洞频现，缺乏健全的廉 

政建设责任机制和评价机制，疏于构建正确调处学校 
事业发展与反腐倡廉关系的运行规则，导致运行过程 

中的廉政教育在欠透明的权力面前失范乏力。同时， 

“制度建设必须同思想建设结合起来，只有提高大家的 
思想觉悟，加强党性修养，好的制度才能得到贯彻执 
行。” 而一些民办高校却忽视思想建设在制度建设 
中的地位与作用，造成管理队伍中来自四海五湖的“移 

民群体”和因“任人惟亲”被推到不称职级别的“庸人 

群体”的思想、观念、利益激烈交织碰撞，难以形成统一 
的信念和聚焦的遵循，不可避免地产生因廉政制度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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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严格而带来“负效应 ”的问题 ，而这种制度 的不健 

全和执行的不严格等矛盾 与问题 ，易引发管理干部 中 

“中间群体”的心理失衡，既而转化为前者行为的竞相 

效仿和对廉政教育的敷衍塞责，这在一定程度削减了 
廉政教育既有的“正效应”，使廉政教育抓与不抓没两 
样，抓多抓少无差别，也给极少数人铤而走险贪污腐败 

埋下隐患。 

(四)教育职业道德的趋功利性使廉政教育的作用 
泛化 

完成廉政教育，需要学校教育工作者和教师通过 

《廉政课》、党校、教材、报告会等多种平台和载体来实 
现，这就要求民办高校实施廉政教育的主体应是身心 
廉洁的师德表率。儒家经典文献《大学》开篇即云：“大 
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让欺诈和腐 
败没有市场，让学生有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学习 
成长环境”lj ，其不仅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而且饱 

含着对加强廉政教育、培育高尚师德的深切期望，这正 
是廉政教育主体的教育效果和教育客体的联动行为达 

成“止于至善”境界的必要条件。而目前民办高校教育 

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状态与“办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寄 
望尚有差距。较之公办高校，民办高校参与教育教学 

与教育管理的教育工作者主人翁感淡漠、“雇员”角色 
意识浓厚，队伍凝聚力、向心力弱，教育工作者与学校 
之间建成的“心灵关系”更多地倾向于“交易型心理契 

约”或“变动型心理契约”，这种功利性的管理文化导致 

了民办高校教育工作者的“打工心理”、“利益心理”。 
不可避免地出现职业道德内驱力的松弛、道德制裁力 

的脆弱、道德推动力的下滑，容易使功利行为混入教育 
过程、拜金主义侵蚀教育效果、“实惠”倾向侵袭奉献精 
神，无法将本我、真我的廉洁精髓展现于廉政教育过 

程，甚至于将与廉政教育无关的内容也硬塞入廉政教 

育的大筐，表象是丰富廉政教育内容，实质则是泛化廉 

政教育作用，不利于纠制其他不正之风，最终结果是廉 

政教育的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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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the disadvantageous conditions of anti——corruption 

education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from the angle 

of decomposing problematica’ pringheadoI Oecomposing proDlematical springhearl 

CHEN Jin——bo 

(Discipline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Ningbo 3 15 100，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refolqTI and openness．the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market wil】 

reach 50％ in the near future．however．the private universities neigher get rid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market—orien— 

ted economy，nor get out of criSS—cross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contradictory opposite，in a word，there is no a clean 

and fair wide stretch of land in the private universities．There are a great quantity of the disadvantageous conditions such 

as asymmetrical distortion，illegibility of directional response，separate of both appearance and innate character
．

no 

composition of forces，excursion of center of gravity，being short of tenet，being absent oneseIf from checking and Sti— 

pervising on work attendance，insufficiency of good effects，and SO on．The paper analyses its potential problems and 

causes from social environment，peculiarity of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
and work ethic．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value for private universities to advance education honestly and uprightly at the present time and in 

the near future． ’ 一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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