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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干部“微腐败”行为分析及对策建议

——以重庆市高校为例

申志玲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重庆　401332

摘　要：当代大学生，尤其是其中的学生干部作为国家后备人才，其廉洁素养及实践将直接影响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建设的前进道路和成就水平。然而，频频曝出的“微腐败”行为暴露了高校廉洁文化建设实效性不强、大学生个人

廉洁认知与实践脱节等问题。通过对大学生干部经历、自我认知以及学校廉洁文化建设等情况展开调查，找到“微腐败”

行为的相关因素，提出建议和对策，实现长效育人，确保青年学生勇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先锋队、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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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干部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既是“学生”也

是“干部”。该群体的干净担当有利于创建优良的学风和校

风，带动并形成勤奋好学、团结友善的校园氛围 [1]，进而成

长为忠诚干净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然而学生干

部作为非公共权力掌握者，他们利用岗位职权或学生干部身

份形成的优势从事不妥当行为，谋取不正当个人利益，如干

部竞选“跑官拉票”、学生资助“近水楼台”、日常事务“摆

官威”等 [2]。这些“微腐败”行为如果不加以纠治，将会直

接影响青年群体对于干部角色行为模式的认知和模仿倾向，

进而影响社会的价值取向 [3]。

本次调查结合学生干部“微腐败”行为，通过对自我

认知、廉洁素养、廉洁倾向及廉洁教育实效评价等做出分析，

力求真实反映当前高校廉洁教育的现状、困境，进而加以修

正，切实推动高校廉洁文化构建，抓好后继有人根本大计。

1. 调查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为问卷形式，共分为 5 个部分，分别为个人

基本情况（第 1-5 题），包含性别、生源地、学历、年级、

政治面貌；学生干部经历和认知（第 6-15 题），包含任职

动机、任期、选拔程序评价等；个人廉洁自律认知、行为倾

向（第 16-21 题）；学校廉洁教育实效评价（第 22-27 题）；

学生干部“微腐败”行为认知及评价（第 28-37 题）。每

个问题设置了 3—5 个选项，其中廉洁认知、行为倾向及廉

洁实效评价部分采用 1—5 分李克特式问题，便于更精准测

量受访者的真实意愿。累计回收问卷 496 份，受访者包括大

专生、本科生，涵盖理、工、文、医等专业，是否担任学生

干部的比例各占一半，获取的数据有一定代表性。

2. 调查结果分析

基于调查数据，课题组从学生干部角色认知和期待、

个人廉洁自律认知、对学校廉洁教育整体评价等方面进行分

析，进而落实到学生干部“微腐败”行为认知评价及高校廉

洁文化建设。

2.1 学生干部角色认知和期待 

角色认知是指个体对角色的定位和对角色职责的认知。

具体到学生干部层面，则指大学生对学生干部身份以及职能

的认知。学生干部的角色期待指大学生对学生干部的评价、

看法以及对学生干部应该具有的状态的一种期待 [4]。

（1）竞选初衷多元，锻炼能力、结交朋友是重点。调

查发现，当代大学生竞选学生干部的初衷多元丰富，“锻炼

能力，提升自身素质”排位第一，占比达到总有效次数的

87.9%，紧随其后为“认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扩大社交圈”

及“为大家服务，实现自己的价值”。可见，尽管初衷各不

相同，但总体来说，价值观都是积极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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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担任学生干部的初衷

（2）对学生干部选拔、管理、考核制度评价基本正向。

调查显示，学生干部产生方式占比前 3 位的分别是，民主投

票选举 (78.02%）、通过面试、笔试等系统化考核（55.24%）、

学长学姐推荐或指定（21.37%）。针对选拔、管理、考核

制度评价，83.06% 的受访者认为是科学完善合理的，仅有

16.94% 的受访者作出否定性评价。可见，目前大部分学生

肯定学生干部的产生方式，认为公平公正公开，但仍有一定

比例的学生存在疑虑或不满。

（3）对学生干部经历总体持正面评价。本部分包含 3

个李克特式问题，每个问题从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为 1—

5 分赋值，3 分为中间态度，分值越高表示受访者越同意此

判断或说法。结果显示，无论是总体，还是按不同年级或者

学生干部身份划分，得分均超过 3 分，认为利大于弊，且对

就业有积极影响。

表 1 对学生干部经历的总体评价得分

调查内容 总体 大一 大二 大三 学生干
部

非学生干
部

学生干部的经历利大于弊 3.87 4.01 3.79 3.76 3.9 3.85

学生干部的经历对就业有
影响 3.65 3.84 3.74 3.4 3.62 3.67

学生干部就业情况优于非
学生干部 3.28 3.3 3.49 3.1 3.12 3.44

2.2 学生个人廉洁自律认知

个人廉洁自律意识总体较强，但不同年级差异明显。

本部分包括 5 个评价性问题，数据显示，针对“您认为自

己做到了廉洁自律”，超过 66% 的受访者选择一直如此，

25.81% 的受访者选择多数时候，不到 6% 的受访者偶尔无

法做到，不到 2% 的受访者由于各种原因很难做到。针对“学

校是否有必要定期开展廉洁教育”，超过 90% 的受访者表

示肯定，其中 56.05% 的受访者认为“很有必要”，35.48%

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仅有 6.85% 的受访者认为“可

有可无”，1.61% 的受访者认为“没必要”。可见，大多数

学生对于廉洁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到位，在廉洁自律

方面表现良好。

但是，大一和大三年级受访者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

言，随着年级的增长，廉洁自律认知水平愈低、践行状况愈

差。比如，大三年级学生认为自己始终做到廉洁自律的人数

更多，在具体行为选择中却出现了矛盾，当公共利益和个人

利益冲突时，更多的人选择维护个人利益；在解决问题时，

更多的人选择走关系、送礼等。

表 2 廉洁自律践行情况

调查内容 选项 / 所占比例（大一） 选项 / 所占比例（大三）

如果您发现通过走关系、送
礼能解决一些问题，您会去

做吗

会
10.29% 不会 65.2% 不知道 24.51% 会 15.18% 不会 66.33% 不知道 18.59%

当“微腐败”行为危及个人
和公共利益时，您怎么办

维护个人利
益 20.1%

维护公共利益
51.47%

想折中的办
法 17.65%

不清楚，看情况
10.78%

维护个人利益
26.63%

维护公共利
益 34.67%

想折中的办法
24.12%

不清楚，看情况
14.57%

2.3 校园廉洁教育亟须进一步优化提升

本部分主要包括学生廉洁教育参与情况、学校廉洁教

育频率、方式及对学校廉洁教育情况、工作作风评价。前一

部分调查显示，91.53% 的受访者愿意接受廉洁教育，但矛

盾的是，近 60% 的受访者未接受过廉洁教育，33.27% 的受

访者表示未开展过廉洁教育，这暴露出廉洁教育存在脱节或

缺失，亟需补正并丰富形式，并且要采取有力举措来改善学

校工作作风，发挥环境育人的浸润、感染作用。

2.4 对学生干部“微腐败”行为认识不够，需要加强引导

近年来，部分学生干部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影响，

作风逐渐走偏，如某些大学学生会的“正部长级”干部，“主

席是你们直接 @ 的？”，“写错干部名字要开大会做检查”[4]，

某大学粗暴查寝等。调查显示，近一半（47.38%）的受访

者不了解或者没关注过学生干部“微腐败”，40.52% 的受

访者见怪不怪，甚至有 18.95% 的受访者接受理解。因此，

有必要通过廉洁教育引导学生尤其是学生干部正确定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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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角色，化解角色冲突，从内心构建起对廉洁行为的正确认

知并外化为积极行动。

 

图 2 您是否了解学生干部“微腐败”

图 3 您如何看待学生干部“微腐败”

2.5 高校学生干部“微腐败”行为涉及面广，应加强管

理教育

表 3 “微腐败”行为具体表现、原因及救济途径

调查内容 选项 / 所占比例

“微腐败”行为的
表现

利用职位之便在评
奖评优中拉关系、

谋取不正当利益
27.4%

廉洁意识淡薄
25.2%

耍官威、摆架子、
特权主义 20.1%

作风虚浮，急功近
利，甚至欺上瞒下

18.3%

服务意识淡薄
17.7% 干部贿选 16.9%

利用职位之便挪
用组织经费等

13.3%

“微腐败”行为的
原因

缺乏专项管理制度，
对选拔监督考评有

缺失 67.14%

学生组织自主权增
大 54.03%

社会不良风气侵蚀，
如官本位、唯金钱
论、贪腐等 51.61%

学校对学生廉洁教
育认知不够或不重
视，形式单一，效

果不好 45.36%

学生干部个人思
想素质太差、动

机不纯
42.48%

校园消极文化影
响 35.89%

家庭教育缺失，
价值观错配

34.68%

遏制或减轻“微腐
败”行为的途径

制定完善专项管理
制度，严格产生、

考核、监督、问责、
退出等机制 76.01%

加强廉洁教育，帮
助学生建立廉洁观
念，清晰认知腐败

行为 64.92%

营造校园廉洁文
化，形成廉洁教育
以及廉洁从业氛围

61.9%

学生严于律己，恪
守学生本分，牢记
服务宗旨，摒弃庸

俗习气 56.85%

选树典型，发挥
榜样示范作用

55.24%

构建政府、家庭、
社会等长效联动

机制
52.82%

其他 0.81%

从调查看，高校学生干部“微腐败”主要表现为谋取

不正当利益、官僚气息、服务意识淡薄等，受访者大多认为

学生干部管理缺位、组织自主权增大及社会不良风气侵蚀等

是主要原因，相应地，认为要通过建立完善管理制度、选树

典型、加强廉洁教育等来加以遏制或减轻。

3. 建议和对策

本次调查暴露出高校廉洁教育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比如力度不够、形式单一、实效不佳等；学生群体中还是存

在一些“微腐败”行为，并且高年级学生的容忍度或者默许

程度更高。

（1）完善学生干部专项管理制度，严格产生、考核、

监督、退出等机制。在现有的竞选演讲、民主投票基础之上，

参考党选干部原则，从“德能勤绩廉”综合考虑，并做好监督、

考核及退出管理，形成一个动态可调整的干部队伍，不仅能

从源头上选拔出品行良好、能力突出、踏实肯干的学生干部，

而且会让学生干部时刻提醒自己一言一行都有人监督 [5]，把

廉洁习惯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2）选树典型，充分发挥朋辈间的自我教育作用。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讲话指

出“青年模范人物是广大青少年学习的榜样，肩负着更多社

会责任和公众期望，在青少年中乃至全社会都有着很强的示

范带动作用。”因此，一方面，要依托“学长学姐制”“榜

样的力量”等朋辈教育形式，推动大学生在他助中自助，引

领校园风尚；另一方面，充分挖掘学生群体中的杰出代表，

形成校校有典型、榜样在身边、人人可学可做的局面，熏陶

和感染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促进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自我

完善和发展。

（3）结合各年级学生特点，对廉洁教育内容和形式进

行调整。从调查中可以看出，高年级学生廉洁教育的实效不

如低年级，因此，应该遵循思想发展和成长规律，结合各年

级学生的学习背景、需求及心理特征等，采取层次化、差

异化的教育方式，引导并确保学生廉洁意识的正确走向和深

化，实现“精准滴灌”。

大学生廉洁教育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绵绵用力的系

统性工程，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个人的战斗”。高校要紧

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命题，打造廉洁文化和廉洁教育体系，

做好“精准滴灌”，充分激发学生自主意识，让其进行自我

教育、管理和服务。同时，还要统筹家庭、社会等育人力量，

积极构建同向同行、优势互补的全员全程全方位协同育人格

局 [6]，为打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下好“先手棋”，输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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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断的优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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