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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组织成员寻租行为的归因逻辑

——基于忏悔录的扎根编码分析

吴 燕　钟裕民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00

摘　要：本文从“公共组织成员主观反思”的角度，基于对 161 份忏悔录文本的扎根编码分析，形成对公共组织成员寻租

归因逻辑的系统性认识。与此同时，本文结合韦纳（Weiner）的归因理论，从“因果轨迹”“可控性”两个维度归纳总结

出三类核心的寻租归因逻辑：内生型寻租、渗透型寻租、结构型寻租。最后，针对不同的寻租归因逻辑，从制度建设、思

想教育、关系治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寻租治理建议，为治理寻租问题提供了更细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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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寻租行为是公共权力发展过程中的顽疾，阻碍着人类

文明进程，因而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治理问题。作为能展现

公共组织成员主观反思的素材，忏悔录有助于揭示寻租行为

的内在诱因，使研究超越制度层面，深入到心理归因层次 [1]。

为此，本文以“忏悔录”为研究对象，从自我反思内容探

讨诱发寻租行为的因素，从而探寻寻租治理过程中的难题。

与此同时，扎根理论是从经验数据中发现和发展理论的方法

论，适用于对因素识别、解读过程、情况复杂、新事物探索

四类问题的研究 [2]。因此本研究通过对公共组织成员 161 份

忏悔录文本进行扎根编码分析，理清其中三类典型寻租归因

逻辑，即内生型寻租、渗透型寻租、结构型寻租。

1. 编码过程与模型建构

扎根理论方法要求选择的案例资料具有代表性，从

2015 年 2 月 25 日起，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大型专题栏

目“警示录”（现已更名为“忏悔与剖析”）。因此，本研

究在中央纪检监察机关官方平台搜集的忏悔录材料。

1.1 开放式编码及初始范畴

开放式编码是对资料进行逐级缩编，将资料文本分解

成具有一定意义的语句单元，并对这些语句单元进行检视、

比较、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 [3]。为了保证编码的科学性与

准确性，需要对文本反复浏览，防止错编、漏编。本文通过

对 161 份忏悔录文本逐字分析，归纳出 212 个原始语句及对

应的初始概念，凝聚成 12 个初始范畴（如表 1）。

表 1 开放式编码（部分举例）
序号 原始资料（初始概念） 初始范畴

1 A2 痴迷上玉石、玉器，以至玩物丧志 奢侈享乐习惯

2 A7 人有犯糊涂的时候，也有抱侥幸心理的时候。 侥幸心理

... ... ...

1.2 主轴编码及主范畴

主轴编码是对开放式编码阶段的各个范畴进行连结，

构建出主范畴和副范畴，从而为选择性编码的构建奠定理论

基础。本文在主轴编码阶段，通过比较、梳理、合并，将开

放式编码的范畴归纳为 6 个主范畴（如表 2）。

表 2 主轴编码

主范畴 副范畴

生活习惯
奢侈享乐习惯

赌博恶习
酗酒行为

个人心理
侥幸心理
攀比心理

身份结构
关键决策层

业务主管部门身份

人情网络
亲缘关系
地缘关系
学缘关系

利益网络 政商关系
管理制度 监管机制

1.3 选择性编码及核心范畴

选择性编码是对研究材料进行深入挖掘具有提纲挈领

作用的核心范畴，将不同的类属归纳在较为宽泛的理论范围

内。通过对前文归纳的主范畴进行审视和比较后，归纳出 3

个核心范畴（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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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核心编码

核心范畴 主范畴

内生型寻租 生活习惯

个人心理

渗透型寻租
人情网络

利益网络

结构型寻租
管理制度

身份结构

2. 公共组织成员寻租行为逻辑的理论阐释

韦纳归纳了归因的“三维度”[4]：因果轨迹（locus），

即行动者所采取行为的原因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稳定性

（stability）即行为的发生被认为是稳定的，还是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改变；可控性（controllability）即指行为人是否

能够控制行为的后果。根据前期扎根编码分析，本文归纳了

三类寻租归因类型：内生型寻租、结构型寻租、渗透型寻租。

2.1 内生型寻租

内生型寻租是由公共组织成员的个人心理以及生活方

式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寻租现象。在寻租行为的产生过

程中，心理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内在动力 [5]。许多公共组织成

员往往产生一种错误的心理预期，即认为自己不会受到法律

或道德的惩罚。在侥幸心理的推动下，公共组织成员误以为

“破窗效应”存在漏洞，产生不被追责的错觉。此外，攀比

心理也是一种强烈的驱动力，许多公共组织成员选择通过不

正当手段来积累财富，从而导致寻租的发生。

2.2 渗透型寻租

诱发寻租行为形成的因素并非孤立的，而是在错综复

杂的社会网络中逐渐发展。寻租现象在人情网络和利益网络

的相互作用下，以更加隐蔽、迅速的方式蔓延 [6]。情感因素

通过利益交换得到物化和延伸，形成了“人情 + 利益”的寻

租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影响个别公共组织成员的行为决策，

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强化了“关系文化”和“利益导向”的

观念。

2.3 结构型寻租

对于公共组织成员个人而言，管理制度与身份结构属

于可控性相对较低的外部影响因素，但是这两种因素对于公

共组织成员寻租行为的生成依然影响深远。管理制度的缺陷

与漏洞为寻租动机提供了外在的契机 [7]。若制度存在缺陷或

漏洞，特别是在监督不力、职能划分不清晰的情形下，公共

组织成员的寻租行为更容易发生 [8]。身份结构对寻租的作用

则体现在公共组织成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在组织中占据重要

地位的成员往往对资源分配和政策执行更具掌控力。

3. 破解公共组织成员寻租行为的路径探讨

正如 Weiner 等学者揭示的，行动者对成功和失败进行

解释的原因以及不同维度的归因将影响个体后续的行为，特

别是影响个体开展那些成就任务的态度。整体而言，忏悔录

文本所反映的不同类型寻租归因逻辑为破解寻租治理难题

提供了解决思路。

在治理内生型寻租时，应当从加强公共组织成员的思

想教育和心理建设两个方面入手，从而增强公共组织成员自

我约束的能力，抑制寻租的内在诱因。首先，要倡导健康的

生活方式和良好的生活习惯，以进一步帮助公共组织成员提

升自我控制力，减少寻租诱发的风险。此外，需要定期对公

共组织成员的心理健康进行心理评估和辅导，帮助他们认识

寻租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 [9]。

个体间的互利交换容易让公共组织成员对制度和规则

的敬畏逐渐消失，对于依赖人情网络和利益交换的寻租，治

理重点应放在减少公共组织成员对非正式关系网络的依赖。

首先要优化公共组织成员的选拔和任职机制，防止“劣币驱

逐良币”[10]。同时，要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人情观，明确人

情不可逾越法规与道德，塑造正确的人情文化，从而消除寻

租的文化土壤。

对于可控性程度较低的结构型寻租的防治，关键在于

加强外部监督，特别是对关键职能部门的监管。一方面，大

数据技术在廉政监督的过程中发挥着预防与震慑的作用，因

此应当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以财产监督为基础的廉政平台。

总之，建立包括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

等多种形式监督在内的监督机制是预防寻租的关键 [11]。

结束语

虽然本文从公共组织成员的主观反思角度对寻租归因

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即通过扎根编码归纳出寻租行为发

生的三类归因逻辑，但本研究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

从研究素材的选取上，本文主要针对网络公开的忏悔录文本

进行理论分析，这些忏悔录素材对寻租问题的解释力可能仍

显不足，需要更为丰富深入的访谈资料加以补充分析。其次

本文构建的归因逻辑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理论检验，未来的研

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不同的归因逻辑与寻租行为结果之间的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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