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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入推进高职院校清廉建设，着力营造政风清明、校风清净、教风清正、学风清新的校园政治生态

和育人环境对学生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当前高职院校微腐败具体表现和成因的基础上，从制度文化、

环境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四个层面探讨了廉洁文化建设路径，旨在从源头上解决微腐败问题，为国家和社

会培养出更多清正廉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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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微腐败’也可能成为

‘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

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１］随着

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纵深推进，贪污腐败案件在高职

院校的发生率不断下降，但微腐败现象仍然存在。微

腐败与其他腐败类型相比，主要体现在“微”上，有

影响较小、不易被发现等特征，但对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任务的高职院校来说，其危害性不容忽视。在此背

景下，高职院校廉洁文化建设目标应在微腐败防控方

面有所侧重。

一、高职院校微腐败主要表现形态

高职院校担负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

任，本应是一片净土，但部分院校存在一定程度的微

腐败现象。本文对高职院校中不同群体可能出现的微

腐败行为进行分类讨论，根据群体特征分为管理人

员、专任教师和学生三个层面。

（一）管理人员层面

管理人员包括领导干部、管理岗人员和辅导员等

从事具体管理工作的人员。管理人员的微腐败行为主

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不担当、不作为。部分管理人

员存在精致利己主义倾向，对本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

推诿扯皮，或逃避责任，或敷衍了事。二是本位主

义、官僚主义。个别管理人员将工作职责赋予的权力

当成自己“高人一等”的资本，存在“门难进、脸难

看、事难办”现象，与为师生服务的理念背道而驰。

三是圈子文化。以各种社会关系形成利益圈子，如老

乡圈、亲友圈、学术圈等。以圈内和圈外作为衡量标

准，向“圈内人”提供额外利益，排挤“圈外人”。四

是接受服务对象吃请。个别管理人员认为，请客吃饭

和红包往来都是“礼节”，与腐败无关，因此面对这

种吃请来者不拒。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

接受吃请难免影响权力的公正使用，同时也违背了廉

洁纪律。

（二）专任教师层面

专任教师一般指专门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教

师。专任教师中出现的微腐败行为大多与是否公平对

待学生有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重兼职轻专

职。高职院校专任教师一般拥有一定的技术技能，校

外兼职相对普遍，但个别专任教师本末倒置，在自己

的兼职上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对自己的主业心不在

焉，甚至把学生作为自己兼职的服务对象，在课堂上

向学生售卖产品和服务。二是成绩评定有失公允。高

职院校课程评价一般由平时成绩、实践成绩和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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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成绩组成，教师在成绩评定上有较大自由裁量权。

个别教师为了快速完成教学任务，在成绩评定时不根

据教育教学客观实际，全凭主观因素打分，致使成绩

的评定有失公允。三是经费使用问题。主要表现为虚

报账目、虚开发票，挪用、乱支、套取课题经费等。

如部分教师将个人和家庭成员消费“化为”单位或科

研项目支出，用公费报销；借发放学生补贴等名义套

取项目经费，占为己有［２］。四是公共物品使用铺张浪

费。主要表现为不爱惜教学用具、公共办公用品使用

浪费等行为。

（三）学生层面

学生层面的微腐败现象较多出现在学生干部群体

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官僚主义风气。学生

会本应是服务师生、实现自我价值的群众组织，但部

分学生干部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大耍官威，背离了作

为一名学生干部的使命。二是“执法”不公。学生干

部作为学生自我管理的中坚力量，在管理过程中拥有

一定的“自主权”。个别学生干部存在利用自身职权

进行随意性“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如在记录

学生出勤情况时，遇到自己熟悉的同学就网开一面。

三是“搭便车”行为。课堂小组合作是高职院校学生

学习活动的重要方式，在实施过程中，一些学生干部

会要求其他同学提供便利，由其他同学完成学习成

果，而自己“浑水摸鱼”，在没有实际参与的情况下

顺利通过考核。

二、高职院校微腐败成因分析

（一）理想信念不够坚定

近年来，高职院校处于快速发展期，内涵建设略

有滞后，部分管理人员、专任教师和学生的个人主

义、功利主义倾向没有得到有效抑制，致使微腐败行

为时有发生。首先，由于理想信念不够坚定，道德责

任感和使命感弱化，在面对利益的诱惑时个别管理人

员和教师不能自尊、自强、自爱、自律，容易将个人

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和学生利益之上，为自己的不自

律行为寻找“合理”借口；其次，部分教师产生了不

正确的义利观，急功近利，在面对事业上升时投机取

巧，面对事业瓶颈时就地躺平，未对自己的事业久久

为功；最后，部分学生缺乏正确理想信念的引导，加

之社会实践较少，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较弱，容易对

廉洁产生错误认知，从而陷入微腐败旋涡。

（二）廉洁内涵认知不够深刻

提起“廉洁”一词，很多人会将它与“廉政”画等

号，因此部分管理人员、专任教师和学生认为廉洁只

与领导干部有关，与自身无关。廉最深层次的含义是

面对公与私的态度，大公无私即为廉。社会学家费孝

通在论述“差序格局”时说，在这种格局中站在任何

一圈，向内看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

私，是己。传统社会中公私以地缘和亲缘关系的亲疏

远近来划分，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存在这种现象，只不

过现代社会的人更多以职业身份背后的职责确定公

私，即是否存在权力委托关系。因此，处于不同的社

会关系中，廉的具体表现有所差异。廉洁不仅仅是廉

政，还包括廉洁从教、廉洁从业、廉洁修身、廉洁为

学等多个层面。当部分师生对“廉洁”内涵没有深刻

认知时，便难以将廉洁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微腐

败”行为出现的概率就会有所增加。

（三）廉洁建设目标不够高

部分高职院校只是将廉洁建设当作反腐败工作的

延续，以“不发生违纪违法事件”为主要目标，但是

这个目标显然不利于学校更高层次廉洁文化建设目标

的达成。另外，在以不破纪法底线为廉洁建设主要目

标的背景下，校园内日常发生的“微腐败”行为较易

被忽略，久而久之，微腐败行为就会被视为理所当

然。由“破窗效应”我们可以知道，任何一种不良现

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

现象的无限扩展。因此，必须高度警觉那些看起来是

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过错”，如果对这种行为

熟视无睹、反应迟钝或纠正不力，就会导致更多的人

“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也很有可能演变成“千里

之堤，溃于蚁穴”的恶果。“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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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廉洁建设要以实现学院全员廉洁为主要目标，引

导全员做到大公无私、崇廉耻贪，这样才能进一步挤

压“微腐败”的生存空间。

（四）廉洁建设机制不够完善

部分高职院校廉洁建设机制存在建设主体合力不

足、监督机制不够完善、处理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

这也是产生“微腐败”行为的重要因素。一是主体合

力不足。部分高职院校在廉洁建设过程中存在纪检监

察部门唱独角戏的现象，二级学院和其他职能部门被

动配合，未有效将廉洁建设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来

抓，缺乏工作合力和主动性。二是监督机制不够完

善。部分高职院校廉洁建设的主要对象是管理人员，

缺乏对专任教师和学生的教育和管理，且部分监督机

制存在“盲区”，容易让个别教师“钻空子”。如部分

专任教师由于不用坐班，上完课后较少在学校停留或

参与政治学习和集体活动，校内监督对他们产生的效

用较低，这也是他们容易出现微腐败行为的主要原

因。三是处理机制不够健全。部分高职院校缺乏微腐

败行为有效处理机制，在发现微腐败行为后，纪检监

察、人事和学工部门往往会因影响较小，只进行简单

批评教育，较少将此归结为微腐败行为，一定程度上

弱化了纠治微腐败行为的力度，同时掩盖了微腐败行

为的危害性。

　 三、微腐败防控背景下廉洁文化建设

路径

　　微腐败防控是一项系统性和长期性的工作，因

此，以微腐败防控为背景的廉洁文化建设，要在制度

文化、环境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等方面进行全

方位建构，从而形成廉洁文化之网，覆盖学院全员、

全区域。

（一）制度文化

制度建设是防控微腐败行为的关键环节，是廉洁

文化长效性和常态化建设的重要保障。高职院校要围

绕人、事、物，形成科学有效、权责分明的制度文化

体系。一是要建立制度廉洁性审查体系。从制度内容

出发，以防范可能出现的微腐败行为，将权力关进制

度的笼子里，确保制度公信力、可执行力和有效性；

用好制度“立改废”，优化制度制定和执行流程，对

于廉洁审查中发现漏洞的制度，要及时进行修订或废

止，避免因制度漏洞给别有用心之人留下可乘之机。

二是要建立小微权力清单动态调整制度。小微权力清

单制度是将权力关在制度笼子里的关键一步，能够让

一切事关师生权益的权力在公平公正状态下运行，受

到所有师生的监督。各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要根据自

身职责绘制小微权力清单，明晰权力运行流程和具体

负责人，根据情况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三是建立监督

反馈制度。形成学院党委、纪委、基层党组织书记和

基层党组织纪检委员的四责协同监督体系，建立监督

反馈联席会议制度，及时与被反馈部门或个人进行有

效沟通，并监督落实，实行问题销号。此外，还要保

障监督投诉渠道的畅通，将投诉人举报成本降到最

低。四是建立追责问责制度。制度执行的最后一道屏

障就是追责问责，对出现微腐败行为的主体，要严格

按照相关制度进行问责，坚决避免一团和气、好人主

义，提升制度公信力和威严性。

（二）环境文化

环境文化是廉洁文化的具象化，可以时刻提醒师

生保持廉洁，是推动微腐败防控的重要力量。高职院

校要以廉洁为核心，利用标志物、宣传海报、电子显

示屏、新媒体等阵地，构建廉洁环境文化。一是深入

挖掘本地廉洁文化资源。高职院校师生多为本地人，

对本地文化有一定认同感，充分利用本地廉洁文化资

源，有利于学校营造廉洁文化环境。比如，湖南省的

高职院校可以充分挖掘湖湘文化中的廉洁因子，厘清

廉洁文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提升廉

洁教育开展的科学性和必要性。二是充分结合学生专

业。高职院校可以引导学生结合专业制作廉洁文化产

品，比如，机械制造专业学生可以利用３Ｄ打印技术

和激光雕刻技术制作廉洁笔筒、廉洁皮画，这样既能

激发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又能让学生在制作过程中

受到廉洁文化熏陶。此外，还要将廉洁文化与专业特

性进行充分融合，营造独具专业特色的廉洁文化氛

围。三是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媒体具有传播快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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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精准等特性，能够提高廉洁文化传播效能。高职院

校要积极运用ＡＲ、ＶＲ等新技术，提升廉洁文化感染

力，吸引更多师生了解廉洁文化、践行廉洁文化。四

是充分激发师生主动性。廉洁文化环境的营造要让师

生主动参与其中，而不是被动参与，高职院校要引导

师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各自擅长的方式弘扬

廉洁文化、传承廉洁基因，从而形成“人人知廉洁、

人人爱廉洁、人人都廉洁”的文化环境。

（三）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建设是防控微腐败行为的长效性保障，

是实现“不想腐”的根本方式。高职院校要将廉洁精

神文化的内涵实质落实到党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去［３］。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

育。不仅要利用党委理论中心组、支部三会一课、教

职工理论学习、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等方式提升师生

政治素养与理想信念，还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增加实

践教育环节。二是加强日常廉洁教育。把廉洁教育融

入科研评审、评优评先、绩效分配等日常工作之中，

以高效、清廉、公开的工作过程向师生做好廉洁示

范。三是做好警示教育。利用身边人身边事进行日常

提醒，向师生广泛宣传微腐败行为的具体表现和相应

后果，起到引导教育作用。四是丰富师生廉洁文化活

动类型。将廉洁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总体规划，联

合工会、学生工作处、团委和纪检监察等部门，将廉

洁文化有机融入校园文化艺术节、教职工朗诵合唱比

赛等各种文化活动之中，营造廉洁文化氛围。

（四）行为文化

行为文化建设是微腐败防控的最直观方式。高职

院校要以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教师廉洁从教、学生廉

洁从学和从业为重点构建廉洁行为文化，通过思想认

识提升、负面行为纠治、正面行为宣扬三个步骤，让

廉洁行为文化占据思想主阵地和行为主领域。一是提

升微腐败行为认知度。对微腐败行为的认知是建设廉

洁行为文化的前提，高职院校要通过经典案例剖析和

实地调研，发现微腐败行为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方

式，并广泛向师生传达；邀请纪委、检察院等部门中

有腐败案件办案经验的工作人员到校进行现场讲座，

向师生介绍经典案例中的相关细节，发挥案例警示作

用。二是纠治微腐败行为。以内部控制、纪检部门监

督和师生监督为主要方式，及时发现微腐败行为，并

按照相关制度进行问责，消除不良影响。三是选树廉

洁典型。选取一批廉洁个人和集体进行宣传表彰，挖

掘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廉洁事迹，扩大廉洁行为影响

力，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四、结　语

高职院校廉洁文化建设永远在路上，面对目前仍

存在的微腐败问题，我们要敢于继续自我革命，通过

从制度、精神、环境和行为四个方面进行廉洁文化建

设，从源头上解决微腐败问题，让所有师生都能保持

纯洁性和先进性，从而形成风清气正、昂扬向上、精

益求精的校园文化，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多清正廉

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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