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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高等院校“微腐败”，立德树人“大祸害” 
◆蒋春翔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  江苏省镇江市  212000） 

 
摘要：“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同时高校也肩负着为祖国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使命，但近年来高等院校的“微腐败”现

象却日益严重，污染了高校的一片“清风净土”。高等院校“微腐败”隐

蔽性较强，同时危害性较大。高等教育阶段是大学生理想信念形成的关

键时期，倘若大学生身边的“微腐败”现象屡禁不止，那么高等院校的 “微

腐败”在腐蚀高校工作人员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扭曲学生的正确价值观、

破坏清朗的社会风气。蚁穴也能溃堤，为杜绝高等院校“微腐败”成为

立德树人“大祸害”，高校需要以“零容忍”的决心，以长期抓、反复抓

的态度，使得高等院校“微腐败”现象无处藏身，从而打造清正廉洁的

高校生态环境。 

 

 

“微腐败”本质上是一种“公权乱用”，其特点有三：一是
乱用公权的行为较小；二是此类公权乱用的行为较为普遍；三是
社会公民对此类行为容忍度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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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腐败”背后折射出的是严重
的不正之风，隐藏的是巨大的廉政风险。目前高校 “微腐败”
呈现惯例化和常 化特征，少数党员干部和教育工作人员抱着 
“大错不犯、小腐难断”的心理，放松思想警惕和行为约束，
终酿成“大腐大错”而遗憾终身。因此，在惩处腐败行为时，高
校既要重点打击大腐败、显腐败，也不可放过微腐败、隐腐败，
决不能让“微腐败”现象在大学中肆意横行。 

一、高校“微腐败”问题现状 
通过调查发现，高等院校“微腐败”现象影响极其恶劣，它

一方面正在摧毁原有的高等教育生 体系，使得社会大众对高校
存在一定的误解，认为“象牙塔也有污点”；另一方面，其严重
扭曲了部分高校工作人员对于自身使命职责认识，使得部分高校
工作人员丧失理想信念，忘却“立德树人”的使命。我国高等院
校的“微腐败”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校内行政部门服务不到位、职工工作 度不积极、工
作落实不到位等“新衙门作风”。高校的行政部门本就是为学生
及教师服务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学生在寻求帮助时经常会遇到
行政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责任的情况出现，办理一件事需要浪费几
天的精力，导致学生不能及时解决问题，学校职能部门在学生们
心目中甚至形成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负面形象。且
当前部分员工存在对待学生 度较差的情况，对于学生提出的问
题不能够耐心的解答，使得学生有问题无处寻求帮助。此类职工
在其位不谋其职，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办事效率，破坏了高校在学
生中的形象，产生了不好的社会影响。 

（2）存在办事收礼、吃拿卡要等“潜规则”，师德管理“宽
松软”的现象屡禁不止。教育部相继出台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文
件明确要求教师严禁收受学生或家长的财物、谋取个人私利。当
前家长送礼的现象依然存在，许多教师认为这是人之常情，不主
动拒绝家长送礼的行为，这类行为严重违背了教师工作的本质，
形成了不良的社会风气。教育工作者应当教书育人，行为世范，
而不应当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3）讲私情，用私权，优厚亲友等“不公平”现象。高校
中，“打招呼”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在学生干部选举、团推优甚
至发展党员时，总会有领导或其他老师要求照顾某位同学，使得
学校的学生工作出现了严重不公平的现象。 

二、高校“微腐败”问题成因 
（1）相关法律缺失。目前缺少针对高校工作人员行为的专

门性法律法规，对于高校工作人员没有从行为、义务上做出明确
的规定及要求。高校大多通过“工作条例”等来约束高校工作人
员的行为，这导致高校工作人员不能意识到“微腐败”行为的严
重性，使得高校内长期存在不正之风，严重影响高校的形象及名
誉。 

（2）当前高校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高校的自主权提高，
高校领导部门和职能部门权利也随之变大。这使得高校的部分工
作人员认为有权在手即有利可图，某些工作人员心理的微妙变化
使得高校“微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因此高校很难不受到“微腐
败”的侵扰，导致教育和教师严重偏离本源。 

（3）“腐败亚文化”影响了社会风气，使得部分教师也受到
了侵蚀。腐败已逐渐成为思想不坚定人群的一种心理需求，甚至
成为了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 

三、高校“微腐败”问题的治理对策 
为了更好地推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推进“正风反腐”工作

的有效开展，使教师和教育回归本源，结合我国当前高校的实际
情况，提出以下治理措施： 

（1）进一步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在高校内应当
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制度，加强对高校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以及法
律知识普及教育，构建完整规范的权利监控与反腐体系，完善高
校内部监督制度，优化对高校公职人员的考核制度，形成“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高校政治常 。 

（2）以防范为主，构建事前防范，事中监控，事后严惩的
全过程防腐机制。高校纪委应当认真落实好监督执纪“四种形

”，在各个环节预防腐败问题的发生，对于关键部门、重点岗
位人员要加强监督。广泛开展廉政建设专题讲座、座谈会、民主
生活会等，加强高校工作人员的意识形 教育，使高校职工意识
到反腐问题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加强师德教育，使高校职工工作
回归到教育本身并意识到教育工作对国家的重要性，使高校职工
更具有使命感与责任感。 

（3）对于有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的高校公职人员应当及时
地进行批评提醒，防微杜渐。对于已出现问题的高校工作人员应
当进行严肃处理，对腐败问题零容忍，通过查办案件震慑腐败。
在查处案件过程中，要深入剖析案件暴露的问题，查找深层次的
原因。切实强化问责，强化政治担当，层层压实责任。 

（4）畅通师生员工监督举报通道，保证高校权利制度运行
的透明化、公开化与信息化。采取政策上墙、上公式栏、上网（学
校网站、新媒体等）等多种形式，畅通群众信访监督渠道；建立
问题台账，对于举报问题应当进行及时的调查、线索跟踪及问题
反馈等，同时保护好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和合法权益等。 

高校“微腐败”工作应当常 化，在完善“防治微腐败”问
题管理制度的同时，也应当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巡查监督覆盖率
及工作效率，从而使得监督更加规范有效。高校“微腐败”问题
的防范治理，不仅仅是为了防范腐败问题，更是为了让教育回归
本源，让校园远离腐败，还学校一方净土，给学生一个风清气正
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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