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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书育人环境有较大的差距，同时高校党的建设和基

层党组织建设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薄弱环节。为此增加对

省属高校的派驻监督正当其时，相较于之前高校内部设

立的纪检监察监督，派驻监督有着明确的自上而下的监

督导向、鲜明的外部监督属性，在监督逻辑上跨越了传

统的行政主管和隶属于其的高校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具

有较强的独立性。省属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后，

派驻制度在省属高校中得到较好的落实开展，各省属高

校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和监察专员均由省级纪委监委向

高校直接派驻，有着直接的监督赋权，明确了派驻机构

和所驻单位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属性关系，克服了长期以

来监督独立性和权威性不足等难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同体监督的困难，增强了异体监督的属性。

省属高校专职纪检监察队伍建设的现实困境

回溯派驻制度实施以来，高校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政治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师生对纪检监察工作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自觉接受和配合监督的意识不断增

强。在省纪委监委的要求和安排下，专职纪检监察干部

数量得到充实培训，业务能力普遍提升。这为纪检干部

履职尽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有利条件。然而，我们也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校纪检监察队伍的整体实力仍然

有待提升，专职纪检监察队伍的建设还面临一些亟待解

决的难题。

（一）主动监督意识不强

“只有解决了愿意与敢担当的问题，才能真正实现

派驻监督的有效职能。” [8]从高校纪检监察工作开展实

效中看，高校纪检监察队伍普遍陷入“同体”监督的困

境，受限于人员、财政以及办公条件等诸多硬件条件限

制，高校纪检监察队伍缺乏异体监督的基础条件，进而

导致监督盲区频发，同时主动监督意愿以及监督对象主

观意识模糊。与此同时，高校在理解纪检监察工作与学

校内控体系建设、治理效能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认识不

足，缺乏对驻校纪检监察组“亮剑”行动的积极内在支

持。甚至以加强监督为借口，将原本应由学校党委夯实

的主体责任分配给纪委（派驻组）主导，导致纪检监察

工作的“三转”改革不够全面，既参与又监督的情形未

能受到有效纠正，工作精力被分散，专责监督职能在无

形中被削弱，责任缺失、越位和代位的问题时有发生。

总的来看，高校纪检监察队伍对下监督工作开展较为扎

实，特别是在受理相关信访和举报方面履职有力，但是

对上和同级监督方面存在监督意识缺位。高校纪检工作

与地方的不同之处首先表现在熟人效应普遍存在，本校

的同事无论何时都能够轻松相见，这是导致他们在监督

执纪问责方面不够坚决的主要原因。由于工作内容不受

欢 迎 ， 一 些 干 部 长 期 专 职 从 事 纪 检 监 察 工 作 的 愿 望 不

高，一有机会就渴望离开纪检监察队伍，由此导致纪检

监察干部的流动性较大，影响队伍的相对稳定性和专业

化建设。

（二）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高校监督体系存在同级监督与上级监督之间、内部

监督与外部监督之间的一些不平衡。驻校纪检监察组与

校纪委在同一地方办公，派驻组的成员与校纪委办公室

的工作人员的身份有所重叠，这既有助于利用不同身份

展开工作，也因身份属性的规定而导致职能上的冲突。

派驻组是省纪委监委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任务是监督

高校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处级干部，不负责高校领导履

行主体责任的日常工作。校纪委受省纪委和学校党委的

双重领导，依据纪委工作条例，既需履行监督专责，也

要协助学校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

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而在实际工作中，上级纪委对

高校纪委的监督工作仅仅提供业务指导，而高校党委领

导下的高校纪委，在人事委派任命、薪酬福利等方面均

由高校党委决定，自然对高校党委催生出较强的依附关

系，这就使得高校纪委的独立性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

在监督执纪、追责问责等职能中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派驻组的人财物关系均在驻在高校，除派驻组组长外的

其他同志，几乎都只能在驻在高校内部流动，特别是处

级干部还有任职年限必须交流任职的规定，因此，他们

对考核、交流、晋升的考虑势必会影响敢于监督、严格

执纪、严肃问责的力度和效能。因此，高校纪检监察工

作“同体监督”和“内部监督”的困局亟待破解。

（三）人才结构亟待优化

随 着 省 属 高 校 纪 检 监 察 派 驻 制 度 的 改 革 ， 首 先 ，

使监督对象数量迅速增加，而派驻干部队伍的规模并未

相应增加，这给派驻干部带来了繁重的工作任务和前所

未有的压力。与此同时，高校派驻干部队伍当前的工作

能力和综合素质尚且不能胜任新形势下省属高校纪检监

察派驻制度改革的要求。在改革过程中，由于监督涉及

的事项包括资源密集、资金密集领域，这些领域专业壁

垒较高，非专业人士是无法识别其中廉洁风险高发区，

这对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履职能力要求较高。在省纪委

监委的关注下，高校专职纪检监察干部短缺问题正在通

过校内调岗、地方纪委调配和公开招聘等手段得以迅速

解决。然而，存在的年龄梯队、男女比例以及与办案和

执纪能力相关的学科背景等不合理问题，受限于客观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