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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病态家风下的“家族式腐败”案件的频发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党员干部行为的高度

关注。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全国党员干部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家风家规的建设水平对于构

建高校廉洁政治生态具有重要作用。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家风的建设

和传承，正家风预防腐败也成为反腐倡廉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因此，本文致力于从家风家规

建设的基础、态度、措施、信守和效用５个维度建立１５个３级指标的高校党员干部家风家规建

设综合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不仅有助于规范高校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的行为，更有利于形成

效应从而带动社会良好党政风气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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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家风家规是一

个家 庭 的 精 神 内 核，也 是 一 个 社 会 的 价 值 缩 影。
所谓家风，亦称为门风，是指一家或一族世代相传

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而家规，就是在一个家庭

中所订立的对全体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不成文的

规矩。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会议上曾多次强调领

导干部的家风建设问题，不少学者也从其重要性

的角度进行了探究：陈忠红（２０１５）指明不断挖掘

家风教育与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合理质素有利于推

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有效性和实效性；魏

潾、张素姗（２０１６）指出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
员领导干部家风建设是党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党

员领导干部要立身修德，做家庭的道德楷模，同时

应以史为鉴，学习优秀传统治家文化；黄德锋、潘

洋（２０１６）提出新时期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建设

既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的必要举措。此外，也有学者从家风

建设背后的作用机理进行探析：董伟（２０１６）提到

中华民族基于人伦理念生发出来的家风，较之国

风和民风虽“小”，但其在传播过程中却往往会产

生强大的“蝴蝶效应”，正所谓家风“决定着国风，
影响着民风”；汤建石（２０１６）认为以“家”防腐、以

“家”促廉可以有效营造廉洁从政的社会环境，强

化党员干部的廉洁教育。本文则认为在全面深化

改革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背景下，党员领

导干部立家规、正家风对永葆中国共产党员清正

廉洁的政治本色具有重要意义。纵观学术界的相

关研究，目前大多数文献基本是以全国党员领导

干部为对象，或论其必要性，或究其现实作用，而

本研究则是以高校领导干部为重点考察主体，以

构建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家规建设指标体系为

主要内容，以为完善高校领导干部考核制度提供

评价 基 础 为 目 标，具 有 一 定 的 前 瞻 性 和 创 新 性。
在当前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中，党纪国法是刚

性强制力，家风家规则是潜移默化的软性约束力，
只有软硬兼备，双管齐下，才能实现优良家庭生态

向高校廉洁政治生态的转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２５
作者简介：王　璞（１９９４－），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廉政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基金项目：高校系统党政领导班子廉洁组织生态建设研究（ＫＦＳ２０１５１３）的阶段成果

本文信息：王　璞，陈建平，胡卫卫．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家规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１１（２）：８８－９５．

第１１卷　第２期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１１　Ｎｏ．２
２０１７年６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Ｔｉｅ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Ｊｕｎ．２０１７



　　一、高 校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家 风 家 规 指 标

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一）历史传承性原则

家风家规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在 与 传 统

文化中的道德准则、处世方式和精神要义的不断

融合中所形成的由家庭或者家族实际编制的、由

族人世代相传的门风和规矩，因而具备了历史传

承性。历史传承性是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家规

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一大原则，因此在构建

高校层面的家风家规指标体系的过程中有必要将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形成的行为准则、为官

之道、清廉作风等作为建设重点，努力增强高校家

风建设的文化软实力，使之成为廉政建设中的重

要评价指标。随着社会对复合型领导人才和服务

社会的党员领导干部需求的加剧，在结合优秀的

传统家风家规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完备、健全

的家风家规评价体系以促使高校党员领导干部树

立廉政思想意识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同

时，在进行高校党员领导干部这一决策主体的家

风家规指标体系的构建时，应注重优良传统在现

代社会的传承和弘扬，使廉政家风成为社会发展

的主旋律和精神源泉，从而构建出风清气朗的社

会风貌 以 形 成 洁 己 奉 公、惩 前 毖 后、治 病 救 人

之势。

　　（二）时代一致性原则

家风家 规 在 随 着 时 代 变 迁 的 过 程 中，由 于

受社会环 境 的 影 响，总 会 和 当 时 所 处 时 代 背 景

下的各 种 因 素 紧 密 结 合 而 带 上 强 烈 的 时 代 印

记，因而具有时 代 一 致 性 原 则。树 立 廉 洁 家 风，

既是美德的传承，也 是 对 时 代 要 求 的 积 极 响 应，

优良家风中廉政 为 民、克 己 奉 公 等 处 世 智 慧，与

当下的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紧 紧 相 扣，二 者 均

以“廉”立论，倡 导 廉 洁 清 明 的 为 官 之 道，主 张 道

德自律 与 个 人 操 守。因 此，家 风 家 规 建 设 的 指

标体系应紧密结 合 社 会 主 义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和 廉

政建设的 要 求，积 极 开 展 社 会 主 义 廉 政 党 风 家

风核心价值观建 设，同 时，根 据 政 治 经 济 的 发 展

建设社会主义廉 政 文 化 观。只 有 通 过 构 建 符 合

时代发展 需 要 的 家 风 家 规 评 价 指 标 体 系，培 育

克己奉公 的 政 风 民 风，培 植 以 廉 政 为 基 础 的 家

规家 风，引 导 广 大 高 校 党 员 领 导 干 部“从 廉 治

家”，使家 风 家 规 成 为 拒 腐 防 变 的 第 一 道 防 线，
才能以纯 正 家 风 涵 养 廉 政 清 风，形 成 清 正 廉 洁

的政治生态环境。

　　 （三）兼顾个体差异性原则

家风家规所体现的是某一家庭中所有成员在

社会生活中应遵循的处世方式和规矩，由于每个

家庭的具体情况不同，所制定的家风家规大相径

庭，因而体现出了个体的差异性。在高校党员领

导干部家风家规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
要以总体布局和规划为指导，在国家相关廉政家

风家规建设方针的引领下，大力推进高校廉政家

风家规的建设，使高校部门在廉政家风家规建设

中适时地建立适用于本部门的家风家规指标评价

体系，从 而 不 断 推 动 高 校 廉 政 事 业 建 设 的 发 展。
此外，高校层面要与党员领导干部自身家庭家风

家规建设指标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由点到面

全覆盖式的家风指标体系建设。只有在高校整体

层面和党 员 领 导 家 庭 局 部 相 互 促 进 的 有 机 结 合

下，高校廉政家风家规指标体系建设才能实现全

面性的发展，增强家风评价指标体系的实效性，从
而以以点带面的格局促进整个高校系统性的家风

家规指标评价体系的形成。

　　 （四）内容创新性原则

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家庭的文明程 度 也 不

断提高。创新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家风家规的

内容也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创新性。高校党员领导

干部家风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必须增强评价指标

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性，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的准则，立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

新规律，结合党和国家对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要

求，树立和推广廉洁家风家规的典范，使高校党员

领导干部家风指标评价体系更符合高校党员领导

干部自身的特点，营造出清正廉洁的高校政治环

境。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家风指标评价体系应加强

形式创新，将其融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

动之中，使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家风指标评价体系

更具有 亲 和 力、创 新 力，更 加 符 合 时 代 发 展 的

需求。

二、高 校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家 风 家 规 指 标

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

为了了解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家 风 家 规 的 建 设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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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在严格遵循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的

前提下从家风家规建设的基础、态度、措施、信守

和效用５个维度１５个３级指标建立评价体系，见
表１，通过对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家 风 家 规 的 评 价 深 入

贯彻学习习总书记“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的重要

讲话精神，以评促建，不断提升党员领导干部对家

风家规的建设水平。待其逐步成熟后纳入干部考

评体系以作为干部晋升等的参考依据，为打造高

校廉洁政治生态奠定基础。

表１　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家规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参照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家

风

家

规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１．家 风 家 规

建设的基础

１．１现有基础

Ａ．世代传承，内容明确且有文本，基础良好

Ｂ．内容较明确，无文本但代际之间口口相传，基础较好

Ｃ．内容不明确，仅有若干口传规矩，基础一般

Ｄ．没有家风家规，基础较差

１．２认知基础

Ａ．结合工作生活需要，加强家风家规建设非常有必要

Ｂ．结合工作生活需要，加强家风家规建设有必要

Ｃ．结合工作生活需要，对是否需要加强家风家规建设觉得无所谓

Ｄ．结合工作生活需要，觉得没必要加强家风家规建设

２．家 风 家 规

建设的态度

２．１对家风家规建

设的重视程度

Ａ．历来十分重视

Ｂ．较为重视

Ｃ．重视程度一般

Ｄ．不重视

２．２家属对 家 风 家

规 建 设 的 响 应

程度

Ａ．积极主动地参与建设

Ｂ．主动参与部分内容的建设

Ｃ．被动参与一些内容的建设

Ｄ．对家风家规建设持消极应付态度

３．家 风 家 规

建设的措施

３．１ 家 风 家 规 的

传承

Ａ．口口相传

Ｂ．文字传承

Ｃ．两者兼而有之

Ｃ．无传承

３．２ 家 风 家 规 的

创新

Ａ．在已有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和工作生活需要进行部分更新

Ｂ．舍弃已有的家风家规，根据时代发展和工作生活需要进行重建

Ｃ．原来有家风家规，沿用旧有的无需进行创新

Ｄ．原来没有家风家规，现在根据时代发展和工作生活需要新建

Ｅ．原来没有家风家规，现在也无建设的打算

３．３对家风 家 规 宣

传教育的频度

Ａ．经常进行宣传教育

Ｂ．有时进行宣传教育

Ｃ．很少进行宣传教育

Ｄ．从不进行宣传教育

３．４警示保障措施

Ａ．对家属或亲人出现不符合家风家规的行为会及时给予批评教育

Ｂ．对家属或亲人出现不符合家风家规的行为会要求其予以纠正

Ｃ．对家属或亲人出现不符合家风家规的行为只是选择性给予指出批评

Ｄ．对家属或亲人出现不符合家风家规的行为时并未履行告知义务，任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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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参照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家

风

家

规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４．家 风 家 规

的信守情况

４．１比照家 风 家 规

的内容进行自省

Ａ．经常会比照家风家规自省

Ｂ．有时会比照家风家规自省

Ｃ．很少会比照家风家规自省

Ｄ．从不会比照家风家规自省

４．２工作生 活 中 以

家 风 家 规 为 指 导

原则行事

Ａ．工作生活中经常以家风家规为指导原则行事

Ｂ．工作生活中有时以家风家规为指导原则行事

Ｃ．工作生活中很少以家风家规为指导原则行事

Ｄ．工作生活中从不以家风家规为指导原则行事

４．３家庭成 员 相 互

砥砺情况

Ａ．家庭成员经常交流对 家 风 家 规 的 认 识 并 依 据 家 风 家 规 的 要 求 进

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Ｂ．家庭成员有时会交流对家风家规的认 识 并 依 据 家 风 家 规 的 要 求

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Ｃ．家庭成员很少会交流对家风家规的认识并依 据 家 风 家 规 的 要 求

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Ｄ．家庭成员从不交流对家风家规的认识并依据家风家规 的 要 求 进

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５．家 风 家 规

建设的效用

５．１对廉洁 修 身 的

作用

Ａ．对于自身的品德修养、励志兴业等修身齐家的作用十分重要

Ｂ．对于自身的品德修养、励志兴业等修身齐家的作用比较重要

Ｃ．对于自身的品德修养、励志兴业等修身齐家的作用一般

Ｄ．对于自身的品德修养、励志兴业等修身齐家的作用不大

５．２对廉洁 用 权 的

作用

Ａ．家风家规对自身廉洁用权影响很大，遇涉及自身及家人切身利益

事项 决 策 时，家 风 家 规 起 到 警 示 和 约 束 作 用，能 秉 公 用 权，做 到 公

平、公正、公开

Ｂ．家风家规对自身廉洁用权有一定影响，当涉及自身及家人切身利

益事项决策时，如果有人提醒就能秉公用 权，做 到 公 平、公 正、公 开，

没人提醒就会考虑自己和家人的利益

Ｃ．家风家规对自身廉洁用 权 影 响 不 大，不 论 有 没 有 人 提 醒，当 涉 及

自身及家人切身利益事项决策时，都会首先考虑自己和家人的利益

５．３对家属 行 为 的

规范作用

Ａ．严格遵守家风家规要求，从未出现不符合家风家规的行为

Ｂ．能够遵守家风家规要求，很少出现不符合家风家规的行为

Ｃ．部分遵守家风家规要求，有时会出现不符合家风家规的行为

Ｄ．家风家规流于形式，经常出现不符合家风家规乃至违纪违法行为

５．４对家属 行 为 的

激励作用

Ａ．认为家风家规的激励作用很大，乐于接受并以此为荣

Ｂ．认为家风家规的激励作用较大，愿意接受并融入干事创业中

Ｃ．认为家风家规的激励作用一般，持无所谓态度

Ｄ．认为家风家规没有激励作用，可有可无

　　（一）基础维度

高校党员领导家风家规评价指标体系中基础

维度是指家风家规在传承中的内容流传程度和保

留的基础程度，主要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家风

传承的认识、态度、选择的行为等。高校党员领导

干部作为高校层面决策权力的中心，这一特殊群

体的家风家规传承和保留的现有程度会影响其生

活、工作行为。因此，为努力实现优秀传统家风家

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结合，需要学习

和传扬优秀的传统家风家规中的廉洁奉公意识。
对家风家规的认知程度要求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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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前社会发展和形势变化对已有的理想信念

带来冲击时，要将优秀的传统家风家规融入实际

的工作生活当中，自觉抵制诱惑，做到独善其身，
不断提升自己的党性修养。综上，家风家规的基

础维度强调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应树立廉政为民的

思想意识，坚持思想融入行动，在工作中用优秀家

风鞭策自己，用更加灵活创新的思维和方式参与

到社会主义事业中去。

　　 （二）态度维度

高校党员领导家风家规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态

度维度是指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对传统文化中优良

家风家规的重视程度和响应程度。高校党员领导

干部对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家风家规的关注和参与

程度对于其坚守一心为民、廉洁奉公的党性至关

重要。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对廉政家风的态度维度

主要是通过考察其工作态度和生活方式等加以考

察。高校党员领导干部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其社

会地位和行为容易影响到周边群众，其自身对于

优秀家风家规的传承参与、重视及响应程度直接

影响到高校层面上的家风家规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弘扬需要由高级知识分子带头，高校

党员领导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政治素养和价值

观念能与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的 精 神 内 涵 紧 密 契

合，同时也会对其家庭成员产生深刻影响。在这

种良好家风家规的影响下，其家庭成员也逐渐形

成了良好的思想意识。就全社会而言，这一群体

保持以公正、谦和的姿态待人处事，其社会行为进

而影响其他群体，久而久之自然会形成优良的政

治生态环境。

　　（三）措施维度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拜 金 主

义和权力至上等“舶来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影响着

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行为。而针对这一现象

的措施维度指的是对家风家规的传承、创新、对家

风家规宣传教育的频度及警示保障措施。家风家

规的传承和创新的内涵是将优秀廉政家风家规与

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相互结合并赋予廉政家风家

规以新的生命力和活力，此举对高校党员领导干

部在修身为人、干事为政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教育

意义。社会上大肆泛滥的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等

扭曲的价值观催化了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腐败行

为，导致了部分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堕落与腐化。

因此，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廉政家风建设必须以营

造清廉家风家规为首要任务，协同推进廉政家风

教育与社会风气教育；同时，还应开展多种形式的

道德讲堂活动，积极举办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喜闻

乐见的廉政家风进家园、进社区活动，以此来培养

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坚守纪律底线的高尚情操，从

而努力使廉政家风家规成为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工

作和生活的准则。

　　（四）信守维度

高校领导干部家风家规指标体系中的信守维

度是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在清廉家风家规有效约束

下的生活工作态度和行为。缺乏有效规制的生活

工作行为会滋生腐败的毒瘤，就目前而言，高校中

权利滥用及挪用公款等缺少约束的腐败事件的频

发，致使信守维度成为进行家风家规评价指标体

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维度。信守维度包括高校党

员领导干 部 比 照 家 风 家 规 的 内 容 进 行 自 省 的 频

率、在其工生活工作中以家风家规为指导原则行

事的频率以及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相

互砥砺的情况。高校党员领导干部比照家风家规

的内容进行自省和在其工作生活中以家风家规为

指导原则 行 事 的 指 标 要 求 高 校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应

“独善其身”，积极主动的学习家规家风廉政建设

新思想，不断加强自身的廉政理论知识素养，既要

做到廉政其外、自律其内，洁身自好，又要在抵制

腐败、响应廉政党风的号召中率先垂范，为身边其

他人起到模范带头作用。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及其

家庭成员相互砥砺则指明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家

风家规建设应该以树立正确的“亲戚观”为基础，
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

所谋”。

　　（五）效用维度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廉政

制度建设的深入进行，高校这一传统文化主体部

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

切、复杂，因此需要将家风家规的效用维度作为家

风家规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效用维

度是指通过家风家规对高校党员领导干部所起到

廉洁修身的作用、廉洁用权的作用以及对其家属

行为的规范和激励作用。其中，廉洁家风家规对

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修身和廉政用权的作用主

要是通过家风家规提升自身的品德修养，形成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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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兴业、修身齐家的思想意识，并对其权力的行使

进行警示和约束。而家风家规的规范作用和激励

作用则是指严格要求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及其家属

遵守家风家规要求，提高其抵制外界诱惑的能力，
推动建设纯洁家庭生态环境，从而推进高校政治

生态廉政化。

三、高 校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家 风 家 规 建 设

指标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

（一）评价建设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

常见的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主要有根据经验

主观判断而得到的主观赋权法和由实际数据指标

组成的 不 依 赖 人 的 主 观 判 断 的 客 观 赋 权 法。其

中，符合廉政家风建设赋值的方法主要是层次分

析法和排序法。由于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家规

评价指标 体 系 具 有 较 强 的 概 括 性 且 内 容 抽 象 复

杂，因此，综合考虑来说，层次分析法较适合于测

评家风家规指标体系，采用该方法也有利于实现

赋值目标情况的有效性。
具体指标权重计算过程如下：（１）建立层次

结构。根据对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家规内容的

确定，在向相关部门和领域的专业学者和专家寻

求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运用专家打分法和层次

分析法相 结 合 的 方 式 来 确 定 各 项 指 标 的 具 体 权

重。在实际操作中，主要是采取“自评＋他评”的

办法（他评占４０％，自评占６０％），通 过 加 权 平 均

得出评价结果，最终建立起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家

风家规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２）建立指标

判断的矩阵。由领域内的知名学者和专家填写对

比确认表，将同一指标层次中的不同指标的所占

的比例区分出来，并对指标层次中的不同指标之

间的比重值进行判断，见表２。（３）进行一致性检

测。由于目标主体对多层次指标之间的比重的判

断会由于 主 观 因 素 干 扰 而 使 结 果 出 现 一 定 的 误

差，因此需要采用一致性检验。进一步计算成对

比矩阵Ａ （ｎ＞１阶方阵）不相同程度的指标为

ＣＩ＝｛λｍａｘ（Ａ）－ｎ｝／（ｎ－１），对比矩阵Ａ的随机

一致性数据比率是ＣＲ＝ＣＩＲＩ。遵循平均随机一

致性指 标 数 据ＲＩ进 行 检 测，准 则 层 对 目 标 层 的

成对比较矩阵计算结果所得特征向量，即权重依

次为：０．３１３，０９８８，０１７７，０３１３；ＣＲ＝０．００３０＜
０．１，即符合一致性检验的标准。表明高校党员领

导家风家规评价指标体系二级指标判断一致，因

此所得出的权重是有理有据可靠的。
运用相同的办法，可以确定指标体系 中 其 他

各项指标的权重。在进行一致性检验之后计算出

各指标权重，并衡量总合成权重，最后得到的完整

的指标评价体系，见表３。
表２　指标间重要程度比例标度

标度 含义

１ 表示两个指标重要程度一致

３ 表示一个指标比另一个指标略为重要

５ 表示一个指标比另一个指标重要性更明显

７ 表示一个指标比另一个指标及其重要

９ 表示一个指标比另一个指标

２，４ 上述两相邻指标判断中值

６，８ 上述两相邻指标判断中值

倒数指标ｉ和ｊ比较得ｂｉｊ，则指标ｊ和ｉ比较得ｂｊｉ＝１／ｂｉｊ

表３　高校领导干部家风家规综合评价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及权重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指标权重

１（０．１） １．１　 Ａ　 ０．０３

Ｂ　 ０．０２５

Ｃ　 ０．０２

Ｄ　 ０．０１５

１．２　 Ａ　 ０．０７

Ｂ　 ０．０５

Ｃ　 ０．０２

２（０．２） ２．１　 Ａ　 ０．１２

Ｂ　 ０．０８

Ｃ　 ０．０４

２．２　 Ａ　 ０．０８

Ｂ　 ０．０６

Ｃ　 ０．０３

３（０．２５） ３．１　 Ａ　 ０．０２５

Ｂ　 ０．０２５

Ｃ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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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二级指标及权重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指标权重

３．２　 Ａ０．０９

Ｂ　 ０．０８

Ｃ　 ０．０５

Ｄ　 ０．０７

３．３　 Ａ　 ０．０８

Ｂ　 ０．０６

Ｃ　 ０．０４

３．４　 Ａ　 ０．０５

Ｂ　 ０．０４

Ｃ　 ０．０３

４（０．１５） ４．１　 Ａ　 ０．０５

Ｂ　 ０．０４

Ｃ　 ０．０３

４．２　 Ａ　 ０．０５

Ｂ　 ０．０４

Ｃ　 ０．０２

４．３　 Ａ　 ０．０５

Ｂ　 ０．０４

Ｃ　 ０．０２

５（０．３） ５．１　 Ａ　 ０．０７

Ｂ　 ０．０５

Ｃ　 ０．０３

５．２　 Ａ　 ０．０９

Ｂ　 ０．０５

５．３　 Ａ　 ０．０７

Ｂ　 ０．０５

Ｃ　 ０．０３

５．４　 Ａ　 ０．０７

Ｂ　 ０．０５

Ｃ　 ０．０３

（二）家风家规评价指标体系权重比重

结果分析

在高校党员家风家规建设指标评价 体 系 中，
不同二级评价指标维度所占的权重比例会存在一

定的不 同。从 不 同 二 级 指 标 权 重 所 占 的 比 重 来

看，家风家规建设的效用对于高校党员干部家风

家规评价所起的作用最大，其次为家风家规建设

的措施，而家风家规建设的基础在高校党员领导

干部家风家规评价体系的重要程度相对较低，仅

为１０％。考虑到 高 校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作 为 高 校 决

策的权力中心，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家规建设

的基础同样也是其廉洁家风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

的部分。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与教师、行政人员、学
生等之间虽有等级关系，但与其他政府行政部门

领导相比，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与下属及服务对象

的关系较为亲近，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领导作

风建设水平权重相对较低的赋值结果。高校本身

以教学育人为根本职责，学习与工作往往相互渗

透和融合，同时，高校工作生活环境相对单纯，因

此，学风和生活作风在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作风评

价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
在同一的维度下的三级指标的权重比例明显

突出，从专业人士评分所得的三级指标对相应层

级的权重结果中很难直观发现三级指标对高校党

员领导干部家风家规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性。由

此，应基于其对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分布简单计

算其对目标层的各自权重。所以，由家风家规建

设基础的评价中可知认知基础最为重要，家风家

规建设的态度则是以重视程度为重点，创新是家

风家规建设的措施的主要内容，在家风家规信守

情况中强调自律和约束，而廉洁用权是家风家规

建设效用中最重要的内容。

　　四、结论与讨论

在遵循历史传承性原则、时代一致性原则、个
体差异性原则以及内容创新性原则的基础上依照

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对于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家

风家规建设的全面要求，明确家风家规建设指标评

价体系的组成内容，并从家风家规建设的基础、态
度、措施、信守和效用５个维度中确定相应的指标

并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方法建构出高校党员领导干

部家风家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指标体系中的权

重比例显示，家风家规建设的效用和措施占有较大

的权重比例，对家风家规的态度所占比重次之，家
风家规建设的基础和信守所占权重比例较小。

党员领导干部是高校层面的领导核心和规章

制度的把控者，而高校党员领导干部良好的自律

意识与其家风家规的效用和措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家风家规的效用和措施对于高校党员领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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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家风家规建设水平起到制约作用［５］。家风家规

建设的基础和信守是高校廉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 于 其 受 到 拜 金 主 义 等 腐 朽 思 想 的 侵 蚀，故

而，家风家规建设的基础和信守在其评价指标体

系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清廉的家风家规作为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断得到传承和弘

扬，因此，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家风家规建设的

态度在家风家规评价体系中所占的比例也相对较

小。文章所提出的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家规评

价指标体系的权重、不同级别指标所代表的重要

性对进行相应的家风家规评价、推动廉政家风家

规建设具有参考价值。为确保家风家规指标评价

体系具有相应的实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需要

根据具体情况对评价指标进行灵活调整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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