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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影响高校反腐倡廉工作改革的问题及对策 
——以河北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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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应准确把

握当前的新形势，深入分析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从工作机制、工作中心、制度体系建设、纪检

监察内部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有效途径，以有效推进高校反腐倡廉工作的改革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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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省高校呈现出整体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面对新

形势，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也显现出新的特点和问题，

如何准确把握当前工作特点，科学推进学校反腐倡

廉建设，一直是上级部门和学校纪检监察工作的重

要研究课题。 

一、高校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环境 

（一）我省高校发展态势良好，办学规模、层次普遍

提高，高校反腐倡廉工作趋同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 

2007 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我省由专科升本

科、中专或成教升专科的升格学校近 10 所，目前还

有多所学校在拟升格的筹建中。原有的本专科学校，

也在近一时期内得到长足发展，综合实力均有较大

提升。这种变化使高校在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权

重明显加大，除了原有的教育服务社会以外，科技、

学术支持地方建设、经济拉动周边及相关行业发展

等新兴的服务内容，正逐渐突出高校的重要社会角

色。“象牙塔”与社会的联系进一步密切，领导干

部的思想和行为也逐步趋同于周边的社会环境，因

此反腐倡廉工作内容也在逐步趋近于社会。 

（二）高校经济活动呈现级数增长 

当前，高校的资金来源已从原来的单一财政拨

款发展为现在的财政拨款、学费、产业上交、社会

捐赠、科研经费和银行贷款等多种渠道
[1]
。同时，资

金的使用也呈现多向性。以我省某本科学校为例，

2005 年经济收支流动约为 1.8 亿元，到 2011 年已超

过 7 亿元。 

（三）全国高校职务犯罪大气候形势严峻，我省情

况也不容乐观 

近年来，从全国教育系统来看，职务犯罪和腐

败案件发生率呈显著增长趋势，且高校领导干部涉

案频发。据粗略统计近五年情况，高校职务犯罪案

件数占全国教育系统案件数的比例约为 1/4，其中

82%的案件集中在基建、采购、财务、招生、后勤服

务等部位和环节
[2]
。浙江大学教授陈英旭被控贪污科

研经费案、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基建工

程腐败案、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招

生腐败案等等，都是涉案人数多、款额数量大的大

案。而我省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仅就 2012 年的情况

来看，据省纪委通报，在全省纪检监察机关 2012 年

立案查处的案件中，涉及教育领域的 588 件，案件

数量处于全省政府部门前几位
[3]
。这些案例和数据都

有力的说明了我们教育系统在反腐败工作中面临的

严峻形势。 

（四）社会关注程度提高，问题影响面大 

当前是信息化时代，网络、媒体的飞速发展使

公众对热点事件的关注趋近“零距离”，一个被公

众关注的消息可在两三个小时里传往全国，信息的

传播速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对高校来讲，作

为服务社会教育的主体，本身就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招生、考试、奖学金、助学金、入党、分配以及牵

涉面较大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等工作都成为社会

高度关注的内容，一旦发生问题或处理不当，往往

会引发较为强烈的社会反映，有的甚至超过事件本

身，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比如 2012 年研究生考试

泄题事件中，牵涉到中南大学、贵州医学院等高校

人员，不仅引发了公众对个别高校的诚信质疑，还

出现了两会上代表对教育部长的质询，对整个教育

系统的影响都是十分严重的。 

二、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的新问题 

（一）对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强 

由于高校工作的特殊性，大多领导都是学术型

干部，其工作权力明显区别于政府机关干部，其成

长也多来自学术成就，行政锻炼和从政经验较少，

因此有些领导干部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

够，与业务工作相比，反腐倡廉建设往往是“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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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有些领导干

部廉政意识不强，在关键问题上迁就姑息，在原则

问题上搞一团和气，有的甚至吹歪风、使斜力。这

就导致了有些学校风气不正、监督乏力、问题频发

等不良现象。 

（二）问题易发环节增多，反腐倡廉工作领域扩大 

随着高校建设规模的快速扩张，服务项目增多，

人才流动加快，经济活动在数量和额度上均有较大

幅度的增加。基建项目、图书、药品及贵重教学科

研设施采购等重大项目，各类招生、考试，人才选

拔、交流、评先评优、晋职晋级，大型科研项目评

审等等，涉及“三重一大”事务增多，问题易发环

节也随之增多。 

（三）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工作重点仍以预防为主，

执纪惩戒力度偏弱 

与党政机关纪检工作相比，高校纪检工作是预

防教育方面下的力气较大，各高校普遍在法律法规

教育、正面典型教育、反面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

育等方面投入较大力量，开展得很深入，形式也比

较丰富。比如有的学校到监狱开展警示教育课堂；

有的学校面对学生干部、党员开设了廉政思想选修

课等。但相比之下，在查处案件、惩治腐败方面倒

是有些拖泥带水，力不从心，整体办案执纪的水平

不高。 

（四）制度体系建设较完备，执行有待加强 

近年来，按照省纪委、省教育纪工委、教育厅

纪检组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的工作部署，我省各高校

均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制度体系的建设，尤其是在近

三年推进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工作中，对重要事

务、重点领域的权力运行监控制度体系的修订建设，

使之更加完善，反腐倡廉制约机制的科学化、规范

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但在制度落实、执行层面来看，

却存在着注重形式而忽视成效的现象，有些制度执

行中存在一定弹性或落实不到位。比如，近年来，

上级三令五申“禁止铺张浪费，倡导勤俭节约”，

不少院校都多次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制定了本校的

制度文件，但在执行落实的过程中，常常被忽视，

三公经费的高额支出仍是各学校难以避除的诟病；

再比如，我省每年都要开展多次教育收费检查和专

项治理，各学校也都有相应的制度和举措，但在个

别学校，跨年收费、超标准收费等违规现象依然会

偶尔出现。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对反腐倡廉工作严峻形势认识不到位，思想

重视不够 

在实际工作中，高校纪检工作面对的大多都是

学者专家型的领导干部，有些干部甚至是单位部门

的主要领导干部，仍存在着学校是大社会的“世外

桃源”、知识分子能够自觉约束自己等麻痹大意思

想。这就导致了对学校的反腐倡廉建设方面重视不

够，贯彻执行力度不足。 

（二）反腐倡廉建设工作改革滞后于高校发展 

与各高校整体快速发展相比，反腐倡廉工作略

显滞后。以纪检监督为例，一是监督重心转型迟缓，

目前大多学校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工作停留在招

生、招投标等项目上，而对于发展规划、大项目论

证决策、科研经费使用管理、项目效益问责等新的

重要领域关注度不够。二是监督形式单一，常常是

局限于纪委派个人，走一走、看一看、做做记录、

签个字的简单程序，对监督事务的深层了解不够。

三是监督手段滞后，尤其是对于一些学术性强、科

技含量高、复杂程度高的项目，缺乏先进的专业监

督手段。 

（三）高校纪检监督工作机制有待改进 

目前，高校纪检工作均为学校内部监督，存在

着自身监督的弊病
[4]
，作为单位内部成员，在监督执

纪过程中，往往会考虑到个人发展、周边关系等因

素而瞻前顾后。尤其在下级监督上级和同级监督中

往往受限更多，难求实效。比如“监察处长列席校

长办公会制度”在很多学校没有执行或执行不到位，

其原因就是如果校领导回避这一监督，作为学校任

命的监察处长很难主动向校领导提出列席要求。 

（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有待提高 

一是机构建制不健全，有的学校虽有独立的纪

检部门，但仅有一两个兼职干部，有的甚至只有一

个兼职书记。二是人员梯队结构不合理，许多学校

纪检部门干部老龄化严重，缺乏年富力强的专业型

管理人才和后续梯队。三是人员综合水平有待提高，

由于纪检工作的特殊性，许多能力强的干部不愿来

或者留不住，加之后续培训不够，导致有些干部虽

从事纪检工作，但对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不深、理论

功底薄弱、工作技巧单一、执纪能力低下。这在很

大程度上制约了纪检部门整体工作水平的提高。 

四、解决思路及对策 

（一）准确把握高校工作的新特点，仍以预防为重

心，加大工作力度 

在宏观层面，要防止盲目乐观，充分认识到随

着我省经济发展和干部思想观念的转变，他省出现

的问题有可能会成为我们近一时期将要面临的挑

战，因此提高对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视和加大工作力

度仍十分必要；微观层面，作为相对独立的高校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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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也要准确把握反腐倡廉工作的社会趋同形势，

不断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抓牢“惩防

并举，注重预防”这一基于高校实际的工作主线，

有效预防职务犯罪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改进纪检监察工作机制 

鉴于高校规模大、干部职级高、相对独立性强

等因素，建议在反腐倡廉工作格局上，借鉴地方纪

委的垂直管理模式，实行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管

理格局。实施纪检干部流动、驻点等机制。把单一

的自身监督转变为外部监督、平行监督与自身监督

相结合的科学模式。 

（三）完善推进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 

学校的每一项权力运行都要处于科学规范的制

约下，针对重点领域和问题易发环节，进一步探索

“制度+科技”的先进工作机制，完善制度，改进方

法，建立更加具体、更加规范科学的监控体系
[5]
。 

（四）建立实施领导干部反腐倡廉工作问责机制 

深化“一岗双责”的落实，把反腐倡廉建设工

作同业务效能并行考核，严格执行倒查问责制度，

强化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思想认识和责任意识。 

（五）根据实际及时调整监督重点，开展专题研究，

提高反腐倡廉工作精准度 

发展较快的学校，建设项目增多，纪检监察工

作要充分关注重大项目的前期论证、决策环节，防

止出现政绩项目、面子项目、人情项目、烂尾项目。

再如高校的高考录取工作，随着我省“阳光工程”

的实施，许多原有的招生程序漏洞都被有效防堵，

监督工作可在一定范围内由全程参与监督转变为宏

观监督、重点环节监督。对于新出现的共性问题，

比如当前高校的科研经费使用管理监督、学术不端

行为调处等难题，应组织开展专题研究，探索制定

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机制。 

（六）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一是健全纪、监、审的机构建制，根据学校规

模制定科学合理的机构及人员编制数。二是加强人

员业务培训，尤其是政策法规、理论知识、工作技

巧等方面针对性较强的专题培训，切实提高队伍的

综合水平。三是提高纪检监察人员的相关待遇，纪

检部门之所以难以吸引、留住高水平干部的原因，

除了工作的独特性之外，个人的发展慢、出口窄、

待遇低、经费少等也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

要加强对纪检干部工作生活的关心，提高待遇，解

决困难，关注成长，促进队伍的优化。 

新形势给纪检监察工作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

战，相信在中央及省市党委纪委的领导下，各高校

领导和全体纪检监察干部不懈努力，定将迎来高校

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的新提升，为高等教育的健康发

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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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fluencing the reform of anti-corruption 
work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aking He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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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 education, the anti-corruption work in universities faces new 
challenges.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grasp the new situation and new problems, by analyzing and studying the 
reasons, to enhance the reform of anti-corruption work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working mechanism, work center, 
system construction,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of the intern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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