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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廉政风险演化链

贯彻落实上级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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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等教育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腐败案件的发生

使得大学反腐倡廉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为此，健全廉政风险

防控机制，推进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成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的坚强保证。

一、大学廉政风险的演化机理分析

大学廉政风险主要受到风险源、风险环节、风险事件和

风险结果等要素的影响，它们在大学廉政建设偏离预期轨道

时沿着一定的风险演化链进行演化，导致了风险的产生。

图示说明：（1）风险源。风险源是大学廉政风险演化的初

始起因。各种不确定因素导致大学廉政建设的预期经营目标

与实际目标产生偏差，而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便是风险源。

（2）风险环节。风险环节是风险源的传播途径，当风险源

因环境变化转为运动状态后，风险环节从风险源中迸发释

放，依附于各种风险事件，在大学内部的各个流程和功能节

点上发生演化和蔓延，形成大学廉政建设不同性质的风险

状态。

（3）风险事件。风险事件是风险环节迸发后导致风险发生

的具体形式。它是导致风险损失的直接要素，是风险源演化

为风险损失的关键要素。

（4）风险结果。大学廉政风险演化的最终要素即风险结

果，它是由风险事件带来的直接与间接风险损失。

（5）风险演化链。风险演化链是大学廉政风险流动、变化

所经的轨迹、阶段和状态。当风险源所处

的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风险源便由静

态向动态转移，并演化至风险环节，进而

会导致风险事件发生，从而产生风险结

果。大学廉政风险源主要有重大决策事

项、纪检监察、项目管理、人事管理、财经

管理、学生管理、基建管理、后勤管理等八

类，如图所示。

二、大学廉政风险演化监测模型

本文基于马尔科夫链构建大学廉政

风险监测模型，对“风险源——风险环节

——风险事件——风险结果”的大学廉政

风险演化概率进行监测，从而找出需重点

监测的风险源，计算过程如下：

通过向专家发放问卷及统计资料分

析，确定某大学的廉政风险源分布概率。

以纪检监察、项目管理、重大决策事项、人事管理这四类风险

源为例，其风险源分布概率π0=（0.02，0.27，0.33，0.38）。

风险源与风险环节的转移概率矩阵为：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廉政风险日益凸显，针对大学廉政风险进行监测与防范，并构建全面的内部控制

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大学廉政风险演化要素的基础上，剖析了大学廉政风险演化机理，构建了基于

马尔科夫链的大学廉政风险监测模型，然后探索了针对大学廉政风险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与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

现这些内部控制制度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大学廉政风险 演化监测 内部控制 马尔科夫链

基于廉政风险监测的高校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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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文中大学廉政风险转移矩阵不依赖于时刻的变

化，因此风险环节与风险事件、风险事件与风险结果RL的转

移概率矩阵同为P1。不同时期的状态概率记为π（i），则π（i）=
π（0）Pi=π（0）P i

1 ，计算结果为：

由计算结果可知，在该大学，纪检监察、项目管理、重大

决策事项、人事管理四类风险源演化为风险结果的概率分别

为 0.118、0.130、0.307、0.444，需重点监测的风险源为：重大决

策事项管理、人事管理。同理可计算出其他需要重点监测的

风险源为：财经管理、基建管理、后勤管理。

三、大学廉政风险内部控制制度框架

内部控制是防控廉政风险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大学廉政

风险演化监测结果的分析，本文构建出大学廉政风险内部控

制制度框架，主要包括内部授权控制制度等7项制度。

一是内部授权控制制度。内部授权控制制度主要从经济

责任制、重大事项决策、重要业务授权三个方面设计。

二是不相容岗位分离控制制度。不相容岗位分离控制制

度主要包括财务会计部门岗位职责规定、货币资金业务岗位

分工及授权审批制度等。

三是预决策控制制度。预决策控制制度主要包括预算管

理规定、决算编制规定、财务分析考核指标规定和财务考核

方法规定等。

四是业务流程控制制度。业务流程控制制度主要包括货

币资金、固定与无形资产、对外投资、物资采购、基建工程项

目、收费及收入、支出、负债、经济合同等。

五是财会系统控制制度。财会系统控制制度主要包括学

校财务管理规定、后勤集团财务管理制度、会计基础规范与

二级单位会计委派制度等。

六是信息技术控制制度。信息技术控制制度主要包括会

计电算化信息管理与维护安全制度。

最后是内部监督控制制度。内部监督控制制度主要包括

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内部审计等。

四、大学廉政风险内部控制实施路径

针对大学廉政风险演化监结果，为确保大学廉政风险内部

控制制度有效运行，学校需从如下方面制定具体实施路径。

1. 组织领导廉政风险防控。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

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群众支持参与”的领

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责任意

识；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和完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确保

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

2. 纪检监察廉政风险防控。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坚

定政治立场，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坚持惩防

结合，重点加强对重大事项的监督检查，加强惩防体系建设；

加强纪检监察信访工作，完善案件管理体制，严肃办案纪律，

提高办案效率，严格依法依纪办案。

3. 项目管理廉政风险防控。坚持重大问题决策前的磋商

机制，凡重大事项必须经校领导班子集体研究讨论决策。加强

对科研项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上级和学校相关

收费管理规定，按规定管理和使用经费，实行收支“两条线”。

4. 人事管理廉政风险防控。重大人事任免和处分事项必

须经校领导班子集体研究讨论通过；完善人才引进、人事调

配、晋职晋级、评先推优、考核考评等人事管理制度和相关经

费管理规定等，规范工作程序；重大人事制度等政策制定前，

充分调研征求意见力求公开透明。

5. 财经管理廉政风险防控。加大对预算经费的管理，实

现预算程序化和规范化，确保预算的科学性。加强财务内部

控制管理，强化关键环节预警防范，确保经济活动和资金往

来安全；修订和完善大额度资金使用规章制度，严格按规定

程序使用大额度资金。

6. 学生管理廉政风险防控。切实加强制度的落实，进一

步规范工作流程，明确管理责任，实行单位负责人制；对招生

工作方案、破格录取、特殊类型招生、学生收费等，坚持公开、

公平、公正、公示；做好教务公开，主动接受师生监督。

7. 基建管理廉政风险防控。修订和完善学校基本建设规

章制度，严格程序管理，做到重大建设项目关键环节有章可

循；严格报建程序，积极接受上级有关部门和学校纪检部门

的监督；规范基建项目资金管理，严格按照学校基本建设相

关规定办理合同变更，加大对基建资金的监管工作力度。

8. 后勤管理廉政风险防控。严格按上级和学校制度，加

大对后勤物资采购管理力度，坚持自采物质、集体采购原则，

建立完善价格抽查通报制度。规范住房管理工作，完善职工

住房货币化管理和周转房管理工作。

大学的廉政风险防范是一项需常抓不懈的重要工作，将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与廉政风险防范结合进行研究，有利于从

源头遏制腐败、抓住腐败的关键环节、避免腐败事件的发生，

从而在大学营造良好的风气，建立“为民、务实、清廉”的领导

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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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i）=（0.02，0.27，0.33，0.38）

=（0.118，0.130，0.307，0.4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