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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阶段，培养过程中更偏重于培养学术研究能力而

非实务操作能力。因此，研究生毕业的学生相对本科毕

业生而言，希望进入纪检监察实务岗位的比例并不高。

另一方面，设有纪检监察方向的高校分散于全国各地，

而各地高校最多只和本地特定纪检监察部门联系学生的

实习和就业问题，加上之前各高校都把纪检监察方向设

在其他专业下，因此大部分地区的纪检监察部门并不了

解本地高校纪检监察人才的培养情况，更不了解其他地

区高校培养专门人才的情况。对那些有意报考公务员的

毕业生而言，如果学校与当地纪检监察部门有较好的合

作机制，则学生报考学校所在地纪检监察岗位可能是他

们较好的选择。否则，纪检监察方向毕业生大多会寻求

自己本专业比如思政类或法学类岗位，很难获得进入纪

检监察岗位的机会，跨地区报考纪检监察岗位更是不可

能的事。

高校纪检监察人才就业瓶颈的破解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矛盾是前进的动力。[1]随着监察

部门成为独立于行政部门的一类国家机关，随着廉政宣

传、纪律检查、日常监察、打击贪腐等职能的合并，纪

检监察部门特别是基层纪检监察部门有着大量的专业人

才需求。但由于之前纪检监察学科尚未成为正式的学科

门类，纪检监察专业也未得到正式的审批，各地高校看

到了纪检监察人才的需求趋势，也只能与当地纪检监察

部门通过政校合作的模式联合培养纪检监察专业人才。

又因为监察权属于国家权之一，行使纪检权和监察权的

机关作为国家机关，也必须遵循国家公务人员的招录原

则，这就导致了纪检监察专业人才的就业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各地纪检监察部门，特别是取决于纪检监察部门领

导的支持力度。

纪检监察部门对纪检监察人才培养的支持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办学经费支持，二是就业渠道支持。

以W学院为例，自从2013年与西安市纪委达成合作办学

协议后，每年由市纪委提供一定的办学经费，支撑该校

思政专业纪检监察方向的发展，特别是在系列教材的编

写、教师培训、学生实习、理论研究与交流等方面，这

笔经费对纪检监察专业方向的建设和学科的发展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而 具 体 到 就 业 层 面 ， 这 种 支 持 首 先 体 现 在 实 务 岗

位招录工作上。目前，基层纪检监察部门、包括国有企

业事业单位都需要大量经过专业培训的纪检监察专职人

员。在每年纪检监察岗位公务员招录时，如果确知某些

高校有纪检监察专业方向，公务员招录专业范围完全可

以进行特殊设置，向开设有纪检监察专业方向的学生倾

斜，既能体现对合作办学的支持，也能招录到更合格的

毕业生补充到实务岗位，减少新招录人员在新岗位的适

应时间。特别是企业招聘要求不如机关事业单位那么严

格，需求数量又比较大，国企完全可以在纪检监察专业

方向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种支持

还体现在提供实习实训岗位上。纪检监察部门完全可以

利用寒暑假提供短期带薪实训岗位，既促进了学生的勤

工俭学，也能让学生提前熟悉工作环境和工作流程。在

毕 业 实 习 阶 段 ， 纪 检 监 察 部 门 也 可 以 提 供 专 业 实 习 岗

位，为毕业生走上实务岗位打好基础。这些实习实训机

会对于纪检监察专业建设和学生专业知识掌握而言，都

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都需要办学单位提前与各级纪

检 监 察 部 门 进 行 充 分 沟 通 ， 特 别 是 有 合 作 办 学 协 议 的

话，取得纪检监察部门领导层在就业和实习实训方面的

支持，还是有一定先天优势的。 

纪检监察部门在就业和实习实训方面对高校办学的

大力支持，还会产生一个溢出效果：让纪检监察专业方

向的在校学生考虑就业问题时不再觉得希望渺茫，有利

于促使学生对本专业方向的学习兴趣更加持久，最终也

能够真正在专业上学有所成。分析近十年来通过政校合

作方式开展纪检监察方向人才培养的实例可以发现，合

作办学之初，学生对新专业方向既好奇又充满希望，但

经过最初几届毕业生就业形势不佳、难以进入纪检监察

岗位的打击后，之后的各届学生对纪检监察方向就业岗

位不再有高期望，受此影响，虽然合作办学仍在继续，

但学生对纪检监察类课程的兴趣普遍下降，更多人把学

习重心又放在了所依托专业的课程上。即使毕业实习，

学生去纪委监委认真实习的比例也大不如前，这也直接

影响了政校合作办学的影响力。因此，纪检监察实务部

门在就业层面的支持力度对高校培养纪检监察类专业人

才的影响至关重要，而高校纪检监察类专业人才培养的

后续发展也到了必须认真考虑就业问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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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对〈博士、

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及其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的函》（国发20211202号文）发布，根据这份

文件新修订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

业目录》将在原法学学科门类下，新增中共党史党建、

纪检监察学两个一级学科。这意味着纪检监察成为新的

学科将有了法律依据，各高校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开设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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