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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基层“微腐败”问题的生成逻辑与治理策略
李启康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陕西渭南，714000；

摘要：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高校基层“微腐败”问题进入公众视野，表现出行为小、数量多、形

式多样、主体多元、态度暧昧、消极应对等特征，究其原因是公权力滥用。可见，高校也不是“世外桃源”，

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这与其制度约束力、监督执纪和个人理想信念等相关。本文在理清其生成逻辑的基础上，

从念好“惩”字诀形成威慑常在、念好“督”字诀实现全面覆盖和念好“防”字诀实现标本兼治等三个路径入

手，以期在探究治理策略方面能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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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基层“微腐败”的内涵表现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

展，高等教育领域整体上保持着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但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基层“微腐败”

问题时有发生，主要涉及作风建设、学术诚信、评优评

先、人才引进、经济问题等方面，如何对其内涵进行界

定成为首要问题。

“微腐败”又称“小腐败”或者“亚腐败”，是相

对于历史大案或者违法违纪要案中涉及的“大腐败”提

出来的，并不是一个学理意义上的概念。
[1]
在实践层面

表现出行为小、数量多、形式多样、主体多元、态度暧

昧、消极应对等基本特征，其本质就是公权力的滥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

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及“微腐败”，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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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其参与者除了在一线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外，还涉

及高校的普通行政人员、专任教师、辅导员和学生干部

等群体，他们都有可能发生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微腐败”，

比如逢年过节接受学生或者家长的“小恩小惠”。辅导

员利用职务便利，私设名目，违规收取学生相关费用。

二级学院招聘教师时“打招呼”“递条子”，评优评先

未通过党政联席会议进行民主推荐，对待师生反映的问

题推诿扯皮或者粗暴处理等。

2 高校基层“微腐败”的生成逻辑

2.1 制度建设滞后，执行相对乏力

从近年来国家通报的高校违法违纪典型案件处理

情况来看，发生在高校二级院部等基层单位的“微腐败”

问题不仅层出不穷，而且形式多样，广大师生已经对此

屡见不鲜，甚至有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仍然存在“山高

皇帝远”“法不责众”“都是自己人”的侥幸心理。他

们认为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吃拿卡要”，贪占的便宜

在数量、金额和影响力等方面还不足以影响学校的工作

大局，上面不会深究惩戒，更不会把问责处理的板子打

到自己身上。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制度建设层面的滞后

性带来执行环节的相对乏力，是导致高校基层“微腐败”

问题频繁发生的重要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

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办学成绩有目共睹，但是

高校内部的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体系构建方面仍然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这就为基层“微腐败”问题滋生创造

了一定条件。在日常工作中，对于涉案金额小、负面影

响有限的“微腐败”问题，往往变通处理，很多时候都

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于一些新出现从未处理过的

“微腐败”问题，更是出现了制度真空，这也为基层“微

腐败”问题长期存在提供了生存空间。

2.2 民主监督缺位，约束流于形式

高校基层单位党员领导干部的“微腐败”问题之所

以多发，与其权力运行不规范密切相关。民主集中制是

我党长期坚持的执政原则，目的在于提升决策的科学性

和实效性，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在党委领导下的高等院校应该弘扬这项优良

传统，在日常的议事过程中，加强民主监督，防止出现

“一言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说：“一

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

无声。”一个单位，没人敢提意见，什么事情都是领导

说了算，说明这个单位的政治生态已经趋于恶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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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校的监督管理机构还不健全，人员编制有

限。需要指出的是，纪检监察机构和审计部门作为校内

下设的基层单位，在人情社会中，监管本校其他部门和

教职员工，其执纪约束力势必大打折扣。此外，高校每

年召开的教代会、民主生活会以及二级学院的党政联席

会议，很多时候因为“碍于情面”“明哲保身”或者“民

不举官不究”等缘故都流于形式，致使师生员工对于基

层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监督出现不同程度的缺位。

2.3 理想信念丧失，权力利益诱惑

“微腐败”也是一种政治潜规则，并且由来已久，

它的产生与基层政治文化密切相关。
[4]
传统文化里的官

本位、全能主义、圈层文化、特权思想、差序格局等理

念都为其滋生蔓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高校很多党员领

导干部认为在人情社会中，请客、吃饭、送礼等属于正

常行为，从内心里认可并长期参与“微腐败”，彼此之

间心照不宣甚至互相包庇。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理想信念的缺失，让高

校基层领导干部对于党纪和国法缺乏起码的敬畏之心，

部分领导干部更是带头违纪违法，践踏国家得法律法规

和教师职业道德，党的十八大以后还在顶风作案，不知

收手，最终在权力和利益的“角斗场”里败下阵来。马

克思曾经说过：“为了 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

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

首的危险。”
[5]
由此可见，权力的推动和利益的诱惑成

为发生在高校基层单位“微腐败”问题的重要原因，特

别是违法成本较小时，这一现象和行为更是司空见惯。

3 高校基层“微腐败”的治理策略

理清高校基层“微腐败”问题的背景、内涵、本质、

现实表现和生成逻辑以后，我们要对这一问题形成有效

治理，就要对标整改，从念好“惩”字诀形成威慑常在、

念好“督”字诀实现全面覆盖和念好“防”字诀实现标

本兼治等三个路径入手，全面进行综合施策。

3.1 念好“惩”字诀，扎紧不敢腐的“制度笼子”

我们要有针对性就高校基层“微腐败”问题主要涉

及的作风建设、学术诚信、评优评先、人才引进、经济

问题等方面进行制度建设，构建并完善体系严密的领导

决策制度、科学合理的权力运行机制和行之有效的监督

执纪程序，真正做到用制度管人、管钱、管物、管事，

在全体师生当中夯实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

纪法底线，以此震慑和警醒那些“装睡”“躺平”的党

员领导干部，推进权力规范运行，严以修身，严以用权，

严以律己，不越雷池半步，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初心使命，始终保持对党纪和国法的敬畏之心，自觉做

守法律、讲规矩、有原则的模范。

基层单位作为行政管理工作的终端，承担着“上面

千根针，底下一根线”的执行压力，因此在政策落实环

节往往出现一些“真空地带”，致使制度执行出现空转

或者变通处理，这一点在高校基层单位表现地较为明显，

将制度的刚性约束让位于人情往来，就会胆大妄为，违

法违纪事件就会出现。

对此，我们要坚持“双管齐下”，一方面对“微腐

败”问题零容忍，坚持制度执行无禁区，落实不打折扣。

另一方面对损害师生利益的“苍蝇”“蛀虫”等“微腐

败”主体加大惩处力度，绝不姑息养奸，不能因为涉案

人数多、负面影响力有限而放弃应有的惩处，把严格执

纪、严厉惩处、锱铢必较的态度和作风进行到底，得罪

一部分人，不负广大师生，实现震慑常在。

3.2 念好“督”字诀，形成不能腐的“纪律紧箍咒”

高校基层“微腐败”问题之所以频繁发生，除了将

纪律的硬性要求让位于做事方便外，监督不及时、不全

面、不到位也为微腐败现象长期存在提供了“温床”。

解决师生身边的“微腐败”问题，基层单位是主战场，

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1.坚持重心下沉，真正落实监督工作职责。敢于向

“微腐败”现象说不，敢于向“微腐败”主体执纪问责。

在日常的监督管理工作中，强化对基层单位党员领导干

部权力运行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监督，实现全面覆

盖。还要注重时效性，做到把问题及时发现在基层，并

在第一时间解决在基层。高校纪检监察机构要始终保持

严的氛围，增强督的力度，拓宽通报面，坚决做到以案

促改，以案释法，引导党员领导干部知敬畏，存戒惧，

守底线。

2.加强精准监督，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习近

平总书记说过：“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

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

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6]
我们要对人事、财务、教学、

科研、基建、招生、就业、后勤等涉及高校发展的重点

部门教职工加强监督和执纪问责，对标进行发力，进一

步提升监督工作成效，在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化的监

督网络下，及时发现并解决师生身边的“微腐败”问题，

让其失去立锥之地。

3.实行纪检监察和审计部门双重领导体制。《中国

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坚持纪律检

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监督执纪工作以上级纪委领导为

主，线索处置、立案审查等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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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级纪委报告。
[7]
这样可以保证监督工作的独立性和

实效性，破除上级监督远、同级监督难、约束流于形式

等现实难题，实现全面覆盖。

3.3 念好“防”字诀，筑牢不想腐的“思想防线”

“微腐败”在本质上就是公权力滥用。究其思想源

头，还是因为个体的理想信念动摇，特别是部分党员领

导干部淡化宗旨意识，无视党纪和国法，特权思想根深

蒂固。治理高校基层“微腐败”问题，不能只在腐败行

为发生以后才处理，应该防微杜渐，从源头上进行防范。

一方面，筑牢思想防线，常态化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和党风廉政教育。在一次次教育活动中补足精神之“钙”，

不忘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让“规范行使权力”的

思想和“用心服务师生”的理念不仅内化为信条，更要

外化为行动。作为高校基层单位的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心

中有理想，手中握戒尺，做到慎独自省，决不能开思想

的“小差”，触碰党建国法，违背公序良俗。否则，很

可能快乐一时，后悔终生。

另一方面，扭转思想误区，常态化开展作风建设和

现身说法。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

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对于高校治理基层

“微腐败”开展作风建设很有指导意义，将其扎扎实实

落实到教代会、民主生活会、党政联席会和政治巡查会

当中，让师生员工没有思想顾虑地表达真实诉求，才能

避免“微腐败”问题长期出现“灯下黑”。

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同志曾经说过：对党而言，不怕

别人说，就怕别人不说，一言堂带来的安静一致是假象，

蒙蔽了领袖也蒙蔽了党，人民要为此吃苦头。他在 198

0 年说过的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在这个事情上，

我们原来是吃过苦的，搞一言堂。我过去说过，不怕人

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

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

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
[8]
可见，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具备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和

一心为公的处事原则，才能在各种不同声音中，特别是

在批评意见里去伪存真，改进工作作风，及时修正错误，

形成民主集中的良好风气，避免工作进入误区而不自省。

此外，还要对发生在本校的“微腐败”典型案例进行深

刻剖析，编辑成册进行警示教育，同时不定期安排违法

违纪当事人现身说法，用身边事去教育身边人，让教训

看得见、摸得着，真正做到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实现

标本兼治。

4 结语

基层单位是服务广大师生的“最后一公里”和“主

战场”，相较于历史大案和违法违纪要案中遥不可及的

“老虎”们，身边的这些“苍蝇”实际上距离大家最近。

正如文中所述的高校基层“微腐败”，它的现实危害性

最持久且隐秘，表现出行为小、数量多、形式多样、主

体多元、态度暧昧、消极应对、影响力有限等特征，往

往因为制度建设滞后、执行相对乏力、民主监督缺位、

约束流于形式、理想信念丧失和权力利益诱惑等原因被

大众习以为常而未得到有效治理。

源澄而流清，源浑而流浊，反腐败就是最彻底的自

我革命。我们必须对标发力，持续进行整治，从念好“惩”

字诀，扎紧不敢腐的“制度笼子”，形成威慑常在；念

好“督”字诀，形成不能腐的“纪律紧箍咒”，实现全

面覆盖；念好“防”字诀，筑牢不想腐的“思想防线”，

实现标本兼治等三个路径入手，探究行之有效的治理策

略，才能从根本上铲除高校基层“微腐败”滋生蔓延的

“温床”，在高等院校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我

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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