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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贪污就像国家起源那样古老，而几乎伴随着它的降生，人类

就与之展开了斗争。然而，在社会领域，人类同腐败的斗争却一

刻也没有停止过。 
20 世纪 90 年代，全世界形成围剿腐败之势，被人们称为官

场痼疾、社会癌症的贪污腐败现象，已成为各国政府共同的敌人。

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将反腐败列为国策，甚至作为炫耀其开明、廉

洁和现代化的标志。全球反腐倡廉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从 20 世

纪 60 年代新加坡的“反贪风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意大利的“清

廉运动”，再到保加利亚的“清洁的手”，以及韩国的“实名制”，

多少国家的总统、总理因腐败而丢掉乌纱帽，甚至被绳之以法，

被革职查办的政府官员更是不计其数。 
时至 21 世纪，腐败仍被视为破坏世界发展的癌症。从世界范

围来看，权力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犯罪早已

不分国界、民族、习俗和社会制度，普遍存在于各种权力领域，

甚至连国际奥委会也未能保持自身一片神圣的净土。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每年

用于贿赂的资金超过 1 万亿美元。腐败对发展中国家尤具破坏性，

是阻碍脱贫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反对腐败，建设廉政，已成为当今世界性的共同课题。为了

推进反腐倡廉，国际社会和有志人士发起和成立了国际反贪污大

会、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

织，并制定了国际公约、区域公约和双边公约。中外政治学家、

社会学家以及相关的学科和组织都在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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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腐败这个严重危害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毒瘤”，

各国政府和一些区域组织先后制定了一些法律和区域文书，如拉

美国家制定了《美洲国家反腐败公约》，欧洲制定了《打击欧洲共

同体官员或欧洲联盟成员国官员贪污腐败公约》、《反腐败民法公

约》、《反腐败刑法公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了《禁止在国

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但上述公约只是区域性

的，国际上尚无打击腐败犯罪的国际公约。因此，联合国大会于

2001 年 12 月通过决议决定成立“特设委员会”，谈判制定一项独

立的、全面的反腐败国际法律文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

一公约的起草历经两年多时间，于 2003 年 10 月 31 日在联合国大

会上通过，它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

斗争的法律文件。同年 12 月 9～11 日，联合国在墨西哥梅里达举

行国际反腐败高级别会议，正式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目前，

已经有 110 多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

约》）。《公约》在 9 个签署国中获得批准，但离《公约》生效所需

的 30 个批准国还有一定的距离。《公约》生效后，将为各国提供

一个法律框架，对腐败行为作出刑事定罪。它也有利于各国开展

合作，使腐败官员失去安全港，并能互相协作追回腐败分子非法

的所得。 
各国际组织和地区性组织也在向腐败开战。反腐倡廉国际合

作成为流行趋势，国际和地区间交流活动频繁举行。众多国际和

地区性政治、经济、金融及专业组织都加入反腐败的行列。反腐

败无国界，合作成为必然。国际舞台上反腐倡廉运动风起云涌，

腐败分子正沦为丧家之犬。 
为了最大限度地根治腐败恶疾，在国际反贪污组织“透明国

际”的倡议下，联合国决定将每年的 12 月 9 日确立为国际反腐败

日，以纪念《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署和唤起国际社会对腐败

问题的重视与关注。2004 年的 12 月 9 日便是联合国确立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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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际反腐败日。 
尽管世上没有任何灵丹妙药能根除腐败，而腐败将长期伴随

人类的发展而存在，根除腐败只是人们的良好意愿，但是我们有

理由相信，通过全球的共同努力，21 世纪，腐败将减少至最低限

度。 
产生腐败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而防止腐败最起码的手段是

教育。所以有人说，考察一个国家的现状看吏治，预测一个国家

的未来看教育。 
教育培养人才，事关国计民生，教育是民生之本。教育振兴，

国运所系，国运兴衰，系于教育。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

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教育。2004 年，在第 20 个教师节到来之

际，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教育时指出：民族振兴的希望在教

育①。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又强调

说：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我们党和国家提出

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也是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建设

创新型国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② 
教育关系整个社会，触角无处不在，与每个受教育者和家庭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教育系统的“权力”有限，教育领

域腐败的数额不大，却能够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力，教育领域腐

败也无疑增大了腐败的影响力和传染力。不仅会降低广大家庭对

教育下一代的信心和希望，而且可能通过受教育者、受教育者的

家庭、朋友等多个层次和环节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传播腐败的影

响。腐败教职工的行为会把学生引入歧途，更会把腐败的恶性理

念传导给学生。可以说，教育领域腐败直接影响未来几代人的思

想文化素质。 

                                                        
① http://news.sohu.com/20040911/n221996020.shtml。 

② 参见 2006 年 8 月 31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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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一个国家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高等学校，

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作为培养国家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摇篮，其廉

政建设不仅关系到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形象问题，更直接关系到

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将来！ 
高校廉政建设不仅仅是领导和干部的职责，也是教师的职责，

更是学生的职责。 
高校中产生腐败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的管理监

督原因，也有外部的监督体制原因。要预防和治理高校职务犯罪，

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不能只寄希望于高校自身，更不能只依

赖于党和政府的外部监控。高校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应

该可以为预防和治理校园内的腐败问题作出自身的努力。把当前

我国高校廉政建设的现状提出来，把高校职务犯罪的情况摆出来，

进行分析，探讨对策。尽管分析不深，对策不全，但是希望能给

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各高校领导提供一点参考和借鉴，就是

本书最主要的写作目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高校，在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基础上，加强思想道德和纪律教育， 
严格执行“四大纪律、八项要求”，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坚

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

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工作领域”，我们的高校一定将会更加清廉，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将会更加兴旺。 
 

作  者      
                                          200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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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ttp://news.sohu.com/20040911/n221996020.shtml。 

② 参见 2006 年 8 月 31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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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一个国家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高等学校，

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作为培养国家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摇篮，其廉

政建设不仅关系到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形象问题，更直接关系到

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将来！ 
高校廉政建设不仅仅是领导和干部的职责，也是教师的职责，

更是学生的职责。 
高校中产生腐败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的管理监

督原因，也有外部的监督体制原因。要预防和治理高校职务犯罪，

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不能只寄希望于高校自身，更不能只依

赖于党和政府的外部监控。高校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应

该可以为预防和治理校园内的腐败问题作出自身的努力。把当前

我国高校廉政建设的现状提出来，把高校职务犯罪的情况摆出来，

进行分析，探讨对策。尽管分析不深，对策不全，但是希望能给

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各高校领导提供一点参考和借鉴，就是

本书最主要的写作目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高校，在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基础上，加强思想道德和纪律教育， 
严格执行“四大纪律、八项要求”，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坚

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

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工作领域”，我们的高校一定将会更加清廉，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将会更加兴旺。 
 

作  者      
                                          200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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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形势下的高校廉政建设 

据《人民日报》报道，高校参与经济活动频繁，近年来成为

职务犯罪新的高发区。高校腐败案件频发，将直接带来两个方面

的恶劣影响：一是容易导致社会对高校形象的信任危机；二是容

易对千千万万的高校学子产生消极的恶劣影响。新时期，优化高

校的社会形象，进一步完善高校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高

校廉政建设进行历史的梳理，针对客观现实，研究新情况，解决

新问题，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第一节  高校廉政建设的概念内涵 

要对高校廉政建设做深入的思考，就必须首先了解高校廉政

的内涵，理解高校廉政建设所蕴涵的深刻含义。 

一、廉政的内涵界定 

廉政就是廉洁、公正地行使职权，是廉洁行政的简称。具体

来说，廉政这一词汇的内涵是从古汉语中逐步演变而来的。因此，

要理解廉政的真正内涵，就必须从它的词源开始。 
1．廉政的古代意义 
追本溯源，“廉政”的概念古已有之。古汉语中的“廉”，本

意为“堂隅”，比喻有菱角、锋利，引申为方正、高洁、公平明察。

“廉政”的本来内涵与“廉正”相同。“廉正”从伦理学的角度来

看，有刚直、方正、正直之意，用以形容君子的品格，如《论语·阳

货》记孔子言：“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从政治学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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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来看，“廉”为官德，“政”者“正”也，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清廉

公正。“廉正”这个政治学的含义，我们可以从先秦古籍《晏子春

秋》《周礼》《论语》等书得到印证。《晏子春秋》记载说：“（齐）

景公问晏子曰：‘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

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污涂，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① 
显然，晏子是以水的品性比喻为政之德，认为只有像水那样保持

至清之德，才能涤除尘垢，使政治永远保持清明公正。 
专讲古代政制的儒家经典《周礼》则主张从六个方面考核官

吏的廉德，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称为“六

计”。就是说，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

明辨是非等品格才算“廉”。这实际上已经是较为成熟的廉政制度

设计了。而《论语·颜渊》则记载了儒家创始人孔子关于“政”

的一个非常恰当的诠释。他在回答季康子问“政”时说：“政者正

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就是说，政治的根本要义就是公正无

私、光明磊落。如果执政者带头做到公正无私，下面的官员就不

敢以权谋私了。由此可见，古人所谓“廉政”的本来含义，指的

是清廉公正的政治，要求官吏既要能勤勉从事公务，又必须以廉

为本。 
2．廉政的现代内涵 
现代意义的廉政，起始于《瞭望》1987 年第 23 期的《廉政·任

贤·服务》一文，该文将廉政等同于政治廉洁，指出“廉政不是

抽象的东西，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具体内容”，并且将廉政与

官僚主义、不正之风等腐败现象联系起来。因此，现代意义的廉

政，习惯上是当成“反腐败”的同义词。《现代汉语词典》对“廉

                                                        
① 晏子春秋校注·内篇·问下第四. 诸子集成（6）. 石家庄：河北人

民出版社，198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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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解释是“使政治廉洁”①。同时又将廉洁释义为“不损公肥

私；不贪污。”《现代汉语词典》从廉与贪的视角出发，强调了不

贪污，不苟取，把“廉政”等同于“廉正”。实际上，廉政具有狭

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廉政是指廉洁的政府，广义的廉政则是指

廉洁的政治。 
尽管迄今还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廉政”定义，但讨

论廉政的著作与论文已经不少。比如学者陈明央提到，廉政是“指

包括各级领导人在内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从全体人民利益出

发，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严格依照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

法律，公正地处理各项公共事物”②；常天义、王开业主编的《高

等学校反腐败概论》一书中指出：“廉政的基本含义是，所有国家

工作人员都要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职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做人民的公仆。”③浙江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者吴光，在《廉政的

内涵与中国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指出：“作为一个政治术

语和政治学词组，‘廉政’的基本含义大致有四：其一是就‘政局’

而言，即造就一个公正清明的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其二是就‘政

制’而言，即建立廉洁高效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其三是就‘政

策’而言，即制定并严格实施确保政治清明的政策措施以取信于

民；其四就是‘政德’而言，即要求各级官吏树立廉洁奉公的官

德与不贪不淫的私德以为民之表率。简言之，所谓‘廉政’，就是

公正廉明的政局、政制、政策、政德的良性结合与辩证统一。”④ 综

                                                        
① 现代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1983: 70 

② 陈明央. 关于廉政建设问题研究资料综述. 道德与文明，1992（1） 

③ 常天义，王开业. 高等学校反腐败概论. 哈尔滨: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

版社，2007：26 

④ 吴光. 廉政的内涵与中国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 浙江社会科学，2006

（5）：63 



 

 3 

第一章

来看，“廉”为官德，“政”者“正”也，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清廉

公正。“廉正”这个政治学的含义，我们可以从先秦古籍《晏子春

秋》《周礼》《论语》等书得到印证。《晏子春秋》记载说：“（齐）

景公问晏子曰：‘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

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污涂，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① 
显然，晏子是以水的品性比喻为政之德，认为只有像水那样保持

至清之德，才能涤除尘垢，使政治永远保持清明公正。 
专讲古代政制的儒家经典《周礼》则主张从六个方面考核官

吏的廉德，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称为“六

计”。就是说，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

明辨是非等品格才算“廉”。这实际上已经是较为成熟的廉政制度

设计了。而《论语·颜渊》则记载了儒家创始人孔子关于“政”

的一个非常恰当的诠释。他在回答季康子问“政”时说：“政者正

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就是说，政治的根本要义就是公正无

私、光明磊落。如果执政者带头做到公正无私，下面的官员就不

敢以权谋私了。由此可见，古人所谓“廉政”的本来含义，指的

是清廉公正的政治，要求官吏既要能勤勉从事公务，又必须以廉

为本。 
2．廉政的现代内涵 
现代意义的廉政，起始于《瞭望》1987 年第 23 期的《廉政·任

贤·服务》一文，该文将廉政等同于政治廉洁，指出“廉政不是

抽象的东西，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具体内容”，并且将廉政与

官僚主义、不正之风等腐败现象联系起来。因此，现代意义的廉

政，习惯上是当成“反腐败”的同义词。《现代汉语词典》对“廉

                                                        
① 晏子春秋校注·内篇·问下第四. 诸子集成（6）. 石家庄：河北人

民出版社，1986：102 

 

 4

 

政”的解释是“使政治廉洁”①。同时又将廉洁释义为“不损公肥

私；不贪污。”《现代汉语词典》从廉与贪的视角出发，强调了不

贪污，不苟取，把“廉政”等同于“廉正”。实际上，廉政具有狭

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廉政是指廉洁的政府，广义的廉政则是指

廉洁的政治。 
尽管迄今还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廉政”定义，但讨

论廉政的著作与论文已经不少。比如学者陈明央提到，廉政是“指

包括各级领导人在内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从全体人民利益出

发，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严格依照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

法律，公正地处理各项公共事物”②；常天义、王开业主编的《高

等学校反腐败概论》一书中指出：“廉政的基本含义是，所有国家

工作人员都要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职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做人民的公仆。”③浙江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者吴光，在《廉政的

内涵与中国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指出：“作为一个政治术

语和政治学词组，‘廉政’的基本含义大致有四：其一是就‘政局’

而言，即造就一个公正清明的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其二是就‘政

制’而言，即建立廉洁高效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其三是就‘政

策’而言，即制定并严格实施确保政治清明的政策措施以取信于

民；其四就是‘政德’而言，即要求各级官吏树立廉洁奉公的官

德与不贪不淫的私德以为民之表率。简言之，所谓‘廉政’，就是

公正廉明的政局、政制、政策、政德的良性结合与辩证统一。”④ 综

                                                        
① 现代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1983: 70 

② 陈明央. 关于廉政建设问题研究资料综述. 道德与文明，1992（1） 

③ 常天义，王开业. 高等学校反腐败概论. 哈尔滨: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

版社，2007：26 

④ 吴光. 廉政的内涵与中国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 浙江社会科学，2006

（5）：63 



 

 5 

第一章

上所述，廉政的含义中，十分明确地排除了那种利用手中的权力

为自己及亲友等少数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即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不贪不占，公正办事，体现出一种节俭勤勉、清白高洁的

从政风范，属于伦理的范畴。它是行政者一种精神境界的表现，

属于道德规范。 
不可否认，廉政与反腐败、防治腐败具有内在统一性。而且

习惯上我们并不对这些概念进行区别。事实上，两者并非同一概

念，而是各有侧重。廉政建设可以是反腐败的手段、反腐败的目

的也可以说是为了实现政治廉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廉政

是从正面的建设而言的，而反腐败则是从反面的角度而言。因此，

我们认为，廉政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廉政以高度

的道德自律为基础。二是廉政指职权主体能公平、公正地行使手

中的权力。三是职权主体对自身私利的排斥。综上所述，笔者认

为廉政就是指职权主体以高度的道德自律为基础，公正、公平、

廉洁地行使权力。 

二、高校廉政的内涵界定 

高校廉政是指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廉洁行政，因此高校廉政与

我们一般讲的廉政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高校廉政最早出现在《海

南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的《关于特区高校廉政建设问题的思

考》一文中。该文中，将高校廉政等同于高校教职工的廉洁问题，

同时强调对学生的廉洁教育。另一篇比较早的理论文章是《合肥

工业大学学报》1991 年第 2 期刊印的《加强高校廉政建设之我见》，

该文论述的高校廉政，仍然侧重于高校教师的作风建设。高等学

校是非行政机关，并不具备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和资源的分配权，

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都被人称之为“清水衙门”。因此，早期研究高

校廉政的论文并不多见。1998 年前后，高等学校普遍经历了变革。

从权力上而言，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高等学校的独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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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学校在招生、经费使用以及机构、学科、

专业设置和人员聘任等方面开始拥有了一些自主权；就经费而言，

高等学校中日益增多的科技、文化服务和生产经营等活动，加大

了学校为社会和经济建设服务的力度，同时也拓宽了学校的财源。

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变化，高校腐败案的数量持续上升，而关于高

校廉政建设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同时，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变化，

我们所研究探讨的高校廉政与早期研究的高校廉政也出现了内容

上的偏移。因此，我们目前所研究的高校廉政有其新的内涵。 
一是高校廉政的范围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高校腐败主要根源

是内部集权，廉政是一种权力的制衡，确保高校在发展过程中教

学、科研的公正与公平。 
二是高校廉政的对象集中。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目

前高校腐败案发案部位相对集中，许多都是在学校基建、采购和

招生过程中犯案，这些领域已成为高校腐败的三大“病灶”。据

检察机关介绍，基建是当前高校职务犯罪中的重灾区。采购是高

校腐败的又一个“温床”。各高校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物资采购活

动。个别当事人在大宗物资采购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回扣，为

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高校招生本是学校选拔人才的渠道，但这

却成了一些招生人员手中决定学生能否上学的权力，使得他们借

招生之机徇私舞弊，大肆贪污受贿。 
三是高校廉政具有双重意义。高校集教学与科研一身，作为

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有其自身的运转规律；而作为教学部门，

高校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高校廉政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高

校廉政是指高校的工作人员公正、公平地行使自己掌握的权力，

不侵占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另一方面，高校廉政也是培养学生

廉洁品质的过程。 
综上所述，高校廉政是指高等教育系统内的教职员工从学校

的教学、科研发展出发，在基建、采购和招生等多方面正确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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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高校招生本是学校选拔人才的渠道，但这

却成了一些招生人员手中决定学生能否上学的权力，使得他们借

招生之机徇私舞弊，大肆贪污受贿。 
三是高校廉政具有双重意义。高校集教学与科研一身，作为

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有其自身的运转规律；而作为教学部门，

高校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高校廉政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高

校廉政是指高校的工作人员公正、公平地行使自己掌握的权力，

不侵占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另一方面，高校廉政也是培养学生

廉洁品质的过程。 
综上所述，高校廉政是指高等教育系统内的教职员工从学校

的教学、科研发展出发，在基建、采购和招生等多方面正确行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