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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廉洁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鲁庆碧

贵州中医药大学，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分析，系统梳理了目前高校廉洁文化建设评价有关研究，结合在工作中的现有实践，利用主

成分因子分析，探索构建了高校廉洁文化建设三级指标体系评价模型，以期为高校廉洁文化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提供更为科学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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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切实履行党章赋予的权利，贯彻

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

的作用，严明纪律规矩，深化作风建设，突出监督执纪

问责，扎实开展工作，为高校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提供了纪律保障，同时也从纪检监察机构的角度为高校

党风廉政建设评价指标的构建提供了思路。本文从贵州

某高校在监督执纪工作开展中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

题出发，利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探索构建高校党风廉政建

设评价模型。

1 假设模型构建

1.1 文献分析

对高校党风廉政文化建设取得的成效进行测度与

评价，是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评价指标的筛

选，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娟
[1]

从投入强度、推进力度、直接效果、社会及经济效益四

个层面构建了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张慧一

[2]
通过分析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阐述了构建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构

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但其并未在

文章中明确具体评价指标。贾佳良
[3]
在其硕士毕业论文

中以湖南省高校为例，详细阐述了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

价体系的构建，并做了相关实证研究。纵观现有对高校

党风廉政建设评价的文献，大多是从党委主体责任履行

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开展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落实好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未结合高校纪检监察机构监督执

纪工作实际，从监督保障执行的角度，探索建立高校党

风廉政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1.2 假设模型构建

通过分析已有文献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贵州

某高校监督执纪实际，笔者从制度完善、环境营造、教

育引导三个层面构建了对高校廉政文化评价指标体系

假设模型。

表 1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假设模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可供测度的三级指标

A制度完善

A1组织保障

A11是否建有廉政文化研究机构/小组

A12是否有足够廉政文化建设经费投入

A13廉政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完备

A14是否开展廉政文化资料建设

A2制度建设

A21工作机制建设情况

A22教育制度建设情况

A23宣传制度建设情况

A24公开制度建设情况

A25奖惩制度建设情况

A26党风廉政责任制落实情况考核制度建设情况

B环境营造
B1物质环境

B11是否具备廉政文化景观建设

B12是否悬挂催人奋进的廉政标语，标挂反腐倡廉名言警句警示教育牌

B13是否将党纪法规纳入中心组学习

B2宣传推广 B21廉政党课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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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反腐倡廉活动线上宣传渠道搭建情况

C教育引导

C1监督执纪力度

C11监督模式构建情况

C12职能部门联动机制建设情况

C13违纪违法案件查办情况

C14信访处理情况

C2 警示教育开展
C21反腐倡廉教育开展频率

C22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2 假设模型检验及修正

2.1 调查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设计主要以前文所提出的假设模型为依

据，将假设模型中的三级指标要素转换成调查问卷中的

调查问项，形成调查问卷初稿。在征询多位高校党政工

作者及普通教师的意见与建议基础上，对调查问卷初稿

进行多次修改与完善。

2.2 数据采集

本次调查以省内高校工作者及学生为调查对象。为

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真实性，问卷回收后，进行预筛

选，如有未答或多选选项两个以上的、指标体系构建调

查部分全部选取极高、极低评价指标的问卷视为无效问

卷。依据此判定标准，本次共收回问卷207 份。

2.3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回收的有效样本中，男、女比例分别为 41.55%、

58.45%，分布较平均。从具体职业来看，207 份有效样

本中，党政工作人员占比最高，为 53.14%，这主要是因

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主要涉及党委办公室、党委宣

传部、党委组织部等党政部门。这表明调查样本能够很

好的反映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开展及评价的有效性。

需特别说明的是，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分析，有研究

者提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的评价主体不仅是高校教师，

高校学生的诚信教育也属于廉政文化建设评价的内容

之一，因此本文在选择调查对象时，选取了部分有在高

校党务部门从事行政助理的在校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占

比 6.28%。

2.4 评价指标测度分析及假设模型检验

1.信度和效度分析

克朗巴哈系数反映了测量数据的可靠性，一般来讲，

Cronbach's α系数值越大，问项内在一致性越强，可

信度越高。本次问卷的克朗巴哈α系数（Cronbach's A

lpha）值为 0.953，表明问卷中的 21个问项（即假设模

型中的三级指标）具有非常好的可信度，可以进一步分

析。

在内容效度上，本次调查问卷的所有问项均来通过

文献分析法筛选提取，结合贵州某高校纪委在监督执纪

工作中的实际，最大程度的保证了问卷能够反映所要测

量的内容。同时，在问卷的设计上严格遵循设计原则，

征求高校及有关专家意见，并通过预调研对问卷进行修

改与调整，保证了问卷的科学有效性。

2.适用性分析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首先对问卷的适用性进行分析。

本次调查数据 KMO 抽样适当性检验值为 0.927，适合做

因子分析。

3.主成分因子分析

本节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公共因子提取数

量不限定，并使用方差最大旋转法，根据旋转后的因子

载荷矩阵进行公共因子确定和变量整合。

根据特征值大于 1来提取公共因子这一准则，共提

取了4个公共因子，解释总方差累计达 79.235%，表明

所提取4个公共因子可以较好的表达全部高校党风廉政

建设评价指标。根据旋转成分矩阵进行公共因子确定、

指标变量归并与整合，得到如表 2所示结果。从结果来

看，21 个因子的载荷系数均高于 0.45，故假设模型中

无需要剔除的指标（低于0.45 需将相应指标剔除）。

利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所获数据进行分析后，部

分结论验证了前文所提出的假设模型，但仍有部分因子

的载荷结果与假设模型存在差异。

表 2 旋转成份矩阵 a

成分

1 2 3 4

B21廉政党课开展情况 0.793

A23宣传制度建设情况 0.778

A21工作机制建设情况 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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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0.755

A22教育制度建设情况 0.754

A25奖惩制度建设情况 0.723

B13是否将党纪法规纳入中心组学习 0.746

A24公开制度建设情况 0.691

A26党风廉政责任制落实情况考核制度建设情况 0.676

C12职能部门联动机制建设情况 0.776

C11监督模式构建情况 0.761

C13违纪违法案件查办情况 0.747

C14信访举报处理情况 0.63

A13廉政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完备 0.77

A11是否建有廉政文化研究机构小组 0.755

A14是否开展廉政文化资料建设 0.745

B11是否具备廉政文化景观建设 0.808

B12是否悬挂廉政标语名言警句 0.769

A12是否有足够廉政文化建设经费投入 0.715

C21反腐倡廉教育开展频率 0.653

B22反腐倡廉活动线上宣传渠道搭建情况 0.574
提取方法 :主成份。

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a.旋转在 6次迭代后收敛。

4.模型修正

由旋转成分矩阵结果可见，假设模型中的提出 21

个三级指标经过旋转，分别载荷到了 4个主成分上，而

假设模型将 21 个评价指标划分为三个一级指标，经过

数据验证，应划分为四个一级指标更为合理。

载荷到成分 1上的指标共 9个，其中 A23、A21、A

22、A25、A24、A26 均属于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完善

类评价指标。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是决定高校教师队伍建

设质量的关键，因而 C22 划入制度完善类评价指标更为

合理。B13 与 B21 属于理论学习类评价指标，理论学习

的开展依赖于制度的完善。

载荷到成分 2上的指标共 4个，均为假设模型中教

育引导维度下监督执纪力度的三级评价指标，分别为C

12、C11、C13、C14，这反映出高校纪检监察机构的监

督执纪工作对高校的党风廉政建设起着促进作用，同时

也是评价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要测度指标。

载荷到成分 3上的指标共 3个，分别为 A13、A11、

A14，从三个指标的关联性来看，廉政文化资料建设依

赖于廉政文化研究机构，而廉政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高校廉政文化研究机构/小组的建立。

载荷到成分 4上的指标共 5个，分别为 B11、B12、

A12、C21 和 B22，无论是校内廉政文化景观的假设，还

是开设校内廉政宣传专栏、悬挂廉政标语名言警句及廉

政线上宣传渠道的搭建，都依赖于廉政文化建设经费的

投入使用。这类指标属于搭建高校廉政文化环境类评价

指标。

基于以上分析与讨论，结合调研结果对前文所提出

高校党风廉政建设评价假设模型进行修正与调整。修正

后的评标指标体系模型如表 3所示。与假设模型相比，

修正后的评价指标体系模型更为细化，指标间内涵一致

较高，指标分类上也更为科学、合理。

表 3 高校党风廉政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模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制度建设维度

完善党建工
作制度

工作机制建设情况

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教育制度建设情况

奖惩制度建设情况

公开制度建设情况

党风廉政责任制落实情况考核制度建
设情况

宣传制度建设情况

理论学习制
度

廉政党课开展情况

将党纪法规纳入党委（党组）中心组

学习

监督执纪力度
维度

监督强度
职能部门联动机制建设情况

监督模式构建情况

执纪力度
违纪违法案件查办情况

信访举报处理情况

廉政研究维度

完善廉政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专门的廉政文化研究机构/小组

开展廉政文化资料建设

廉政环境营造

维度

经费保障 足够的廉政文化建设经费投入

校内物质环
境

建立廉政文化景观建设

悬挂廉政标语、廉政名言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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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反腐倡廉活动线上宣传渠道

高校教职工
精神环境

反腐倡廉教育开展频率

3 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升策略

结合本次调查研究及模型修正结果，对高校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提出以下提升策略。

3.1 深化制度建设，着力防控廉政风险

制度建设是拒腐防变的第一道大堤，必须坚持常抓

不懈。高校党委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加强刚

性约束，大力补齐制度短板，对管理工作中的重点领域、

重要部门、重要岗位加强监管，从源头铲除贪腐蛀虫滋

生的土壤。通过全方位扎紧扎密扎细制度的“笼子”，

进一步提升制度建设的质量，加大制度执行力度和深度，

切实使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党员干部因制度而“不

能腐”。高校党委在织密扎牢制度笼子的同时，高校纪

检监察机构要给制度的笼子上好锁，通过构建有效的监

督模式和机制，强有力的执纪问责力度，让制度长出“牙

齿”，敢咬人、真咬人、咬准人，从源头上防范和遏制

违纪违法问题滋生。

3.2 加强教育引导，给“精神堤坝”涂上防水层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

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中，要惩教并举，将反腐败的威慑力转化为党员干部的

廉政从政自觉性。高校可以通过理想信念教育、艰苦优

良传统教育和廉政讲座、观看教育警示片等多种方式开

展党员干部教育引导，既要正面引导，也要反面威慑。

通过多种形式扎实开展廉政教育，将党员干部廉政教育

开展经常，融入日常，强化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断增

强政治定力、拒腐定力，筑牢党员干部“不想腐”思想

防线，才能使他们始终在诱惑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3.3 营造良好廉政环境，润物细无声

“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环

境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高校要

建设影响高校教职员工廉洁从政、廉政从教的环境文化，

可以通过在校园内建设以廉政为主题的文化景观，打造

廉政故事专栏等方式营造廉政物质环境，还可以通过搭

建廉政在线平台，开展廉政线上宣传，在环境的熏陶下，

潜移默化的进一步影响高校教职人员廉洁从政、从教的

思想及行为。还可以通过加强高校廉政文化理论研究和

宣传，发挥高校人才优势，组建专业研究团队，多角度、

多层次对党建工作、思政教育等开展课题研究，创造良

好的廉政文化学术氛围。让高校教职员工“久在兰室”

从而达到“久而自香”之境。

4 结语

本文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结合贵州某高

校在监督执纪工作中的探索和实践，构建了既反映高校

党风廉政建设特点又体现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工作效果

的评价模型，以期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一定指导。

但本文在撰写过程中，调查对象样本有限，且仅为省内

高校，在样本量及覆盖面上还有不足，在今后的调查研

究中，笔者将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为高校党风廉政建

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提供更为科学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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