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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扎根理论为框架,旨在深入探讨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并提出有效的防治路径。首先介

绍了扎根理论的起源、基本思想和在管理研究中的应用意义。随后,对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展开详尽

的管理分析,探讨其表现、特点以及扎根理论在这一领域的运用。通过实证分析,提炼了从资料中产生理

论的过程,并深入挖掘了相关类别及其属性,为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进行了深层次的扎根分析。最后本

文提出了防治路径,旨在提供实际可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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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tilizing Grounded Theory as a Framework, this paper aims to delve into the corrupt behaviors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cadres, proposing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It begins by 

introducing the origi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the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of Grounded Theory in 

management research. Subsequently, a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the corrupt 

behaviors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cadres, exploring their manifesta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Grounded Theory in this domain.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the process of theory generation 

from the collected data is distilled, and relevant categories and their attributes are thoroughly explored, providing 

an in-depth grounded analysis of the corrupt behaviors among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cadre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with the aim of offering practical and feasible 

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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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纪检

监察干部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近年来一

些纪检监察干部腐败问题的频发使得社会对其职责和形象产生

质疑。腐败行为不仅损害了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更侵蚀了党风

政风的健康发展。因此,深入研究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的成因

和管理机制显得尤为迫切。本研究以扎根理论为理论框架,旨在

通过深入分析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的内在机制,提出可行的

管理分析和防治路径。 

1 扎根理论简介 

1.1扎根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扎根理论的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初,斯特劳斯与格

拉斯在一项关于医疗卫生服务的研究项目中首次应用了这一方

法。通过对医院内医务人员处理临终病人情境的深入观察,他们

逐渐形成了扎根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扎根理论的发展历程

中,格拉斯与斯特劳斯的理论观点逐渐分歧,导致了扎根理论派

系的形成,包括正统扎根理论和构建主义扎根理论等不同流派。

这种多元化的发展使得扎根理论在各个学科领域得以广泛应用,

成为定性研究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1.2扎根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扎根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对经验资料的系统收集和深入

分析,从底层数据出发归纳出新的理论框架。与传统研究方法不

同,扎根理论强调不对研究者在研究开始前的理论预设进行推

演,而是直接从实际观察和原始资料入手,通过逐步的归纳和比

较过程,构建出理论的核心概念。这种自底向上的研究方式使得

理论更贴近实际情境,更具有生命力。在方法论上,扎根理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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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对资料进行系统编码,并通过比较分析不断提炼概念和关系,

形成理论的初步结构。这个过程是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既需要

敏感地保留对理论的敏感性,又要不断地比较和验证,以确保理

论与实际资料的契合度。 

1.3扎根理论在管理研究中的价值 

在管理研究领域,扎根理论具有独特的价值。首先,它突破

了传统研究中对理论的先验设定,使研究更加贴近实际问题,具

有更强的实证性。其次,扎根理论注重理论的建构是一个渐进的

过程,使得管理研究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管理环境。 后,

扎根理论的灵活性使其能够应用于多种管理场景,为不同类型

的管理问题提供深刻的理论解释。在管理研究实践中,扎根理论

为深度理解组织行为、决策过程、领导风格等管理现象提供了

独特的途径,为管理学的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思维和方法。 

2 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的管理分析 

2.1腐败行为的表现和特点 

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呈现多样化而深刻的特点,其表现

形式涵盖了权力寻租、权钱交易、职务侵占等多方面。权力寻

租是纪检监察干部腐败的典型表现之一。在干部选拔任用等过

程中,一些干部可能滥用职权,以获取不正当的私利,损害了组

织和公众的利益。权钱交易也是常见的腐败形式,表现为干部通

过职务之便谋取金钱或其他物质回报,导致权力和金钱之间不

正当的交往。一些纪检监察干部还可能存在违规违纪、接受礼

品礼金、谎报个人事项等问题,这些行为构成了腐败的重要组成

部分[1]。腐败行为的特点在于其隐蔽性和破坏性。腐败往往在

幕后进行,干部可能通过利用职权漏洞、操纵信息等手段,将腐

败行为掩盖得相当深。 

2.2扎根理论的应用：理论产生、首要任务、保持敏感、不

断比较 

扎根理论强调通过对资料的深入分析逐步形成理论框架。

对于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的研究,研究者首先需要收集大量

原始资料,包括案例、调查报告、相关文件等。通过对这些资料

的归纳和整理,逐渐提炼出反映腐败行为本质的核心概念,从而

形成理论的基础。扎根理论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介于宏大理论和

微观操作性假设之间的实质理论,适用于特定时空的实际情境。

对于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的研究,研究者需要关注实质性的

理论建构,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宏观的理论假设。扎根理论强调研

究者对理论的高度敏感性。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对自

身现有理论、前人的理论以及资料中呈现的理论保持敏感。 

2.3管理实践中的可行性和挑战 

2.3.1可行性 

在管理实践中,扎根理论为纪检监察干部腐败问题提供了

实质性的理论基础。通过对腐败行为的深入理解,管理者可以更

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有针对性地制定管理策略。扎根理论的

理论产生过程保证了管理实践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使得制度设

计和改进更具可操作性。扎根理论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实质理论,

这与管理实践追求实效性的要求相符合。在制度建设、教育培

训、宣传和监督等方面,管理者可以参考扎根理论的理论框架,

从而更好地应对纪检监察干部腐败问题。 

2.3.2挑战 

然而,扎根理论的应用也面临一些挑战。管理者在实践中可

能会遇到理论抽象性较高的问题。尽管扎根理论强调理论从实

际资料中产生,但理论本身可能过于抽象,需要在具体管理实践

中进行进一步细化和操作化。扎根理论强调研究者对理论的高

度敏感性,这要求管理者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关注新的理论线索。

然而,在繁忙的管理工作中,对理论的持续关注可能会成为一项

挑战。此外,管理者在使用扎根理论进行实证分析时,需要投入

相当的时间和资源。这可能与管理实践中的紧迫性和紧张性相

抵触,需要在实践中平衡理论的深入分析和问题的迅速解决之

间的关系。综合而言,尽管扎根理论为纪检监察干部腐败问题的

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但在实践中仍需要克服一些挑战,

确保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结合更为紧密。 

3 扎根理论的实证分析 

3.1从资料中提升理论的过程 

扎根理论的核心在于通过对资料的深入分析,逐步提升理

论,使之更贴近实际情境。在研究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时,运

用扎根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的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

研究者需要系统性地收集与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相关的丰富

资料。这些资料可以包括案例文件、调查报告、纪检监察机关

内部文件、相关新闻报道以及干部个人档案等。这一步是建立

研究的基础,确保后续的理论提升具有足够的实证支持。在资料

收集的基础上,研究者进行编码和分类的工作。扎根理论要求研

究者将资料归为尽可能多的概念类属。对于纪检监察干部腐败

行为而言,可能涉及权力寻租、贪污受贿、违规违纪等多个概念

类属。编码和分类的过程是对原始资料的归纳和整理,也是建立

理论框架的起点。在完成编码和分类后,研究者进行概念类属之

间的比较。扎根理论强调比较是理论提升的关键。通过比较不

同概念类属之间的联系和差异,研究者可以逐步形成初步的理

论框架。整合是将有关概念类属与它们的属性进行综合,考虑它

们之间的关系。在比较和整合的基础上,研究者产生初步的理论

框架。研究者在这个阶段需要保持对理论的敏感性,随时准备对

理论进行调整和优化。 后,扎根理论要求研究者将初步理论回

归到原始资料进行验证。这一过程是理论的 终检验,确保理论

的建构是符合实际情境的。 

3.2类别及其属性的提炼 

在扎根理论的研究中,提炼类别及其属性是理论建构的重

要一环。对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进行类别及属性的提炼,需要

系统性地分析已编码的资料,从中抽象出核心概念,形成具体的

类别及其属性[2]。研究者要根据对资料的深入编码,将相似的编

码归为同一类别。对于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而言,可能涉及的

类别有权力寻租、贪污受贿、违规违纪等。每个类别代表一种

腐败行为的模式或主题。在确定了类别之后,研究者需要提炼出

每个类别的属性。属性是描述类别特征的具体元素,是对类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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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详细的描述。以权力寻租为例,可能的属性包括干部利用职权

谋取私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谋取个人利益等。属性的提炼需

要在确保代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详尽地反映纪检监察干部腐

败行为的多样性。在提炼类别及其属性的过程中,研究者要进行

概念类属之间的比较。 

3.3对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的扎根分析 

在扎根理论的框架下,对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进行扎根

分析是理论建构的关键步骤。通过深入挖掘扎根分析的结果,

可以揭示出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和关键因

素。通过对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的原始资料进行深入分析,

研究者要关注资料中的模式、趋势和反复出现的现象。这涉及

到对不同案例、情境和行为的详细解读,以把握纪检监察干部腐

败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者需要提

取出核心概念,即扎根理论的类别。这包括不同类型的腐败行

为、涉及的主体和客体、行为的动机等。核心概念的提取是对

资料进行概念化的过程,有助于建立起理论的基本框架。通过分

析提取的核心概念,研究者需要建构类别之间的关系。这包括类

别的相互作用、影响和可能的变化趋势。建构类别间关系有助

于形成对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更为全面的理论认识,避免过

于片面或孤立的观点[3]。在对资料进行深入分析、核心概念提

取和类别间关系建构的基础上,研究者可以初步构建纪检监察

干部腐败行为的扎根理论。这个理论框架应该能够解释腐败行

为的本质、原因和影响。 

4 防治路径的提出 

4.1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在防治纪检监察干部腐败方面,制度建设被认为是至关重

要的一环。首先,建立健全的监察制度能够规范纪检监察干部的

权力运行,防止其滥用职权进行腐败行为。通过制度的设定和完

善,可以明确纪检监察干部的职责边界,加强对其行为的监督。

其次,绩效考核机制是制度建设中的关键一环,它能够将廉洁从

政与职业晋升挂钩,从而形成压力,促使纪检监察干部自觉遵守

廉洁从政的原则。此外,公开透明的选拔任用机制也是制度建设

的一项举措,通过公正公平的选拔程序,提高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的整体素质,降低腐败风险。 

4.2教育培训的作用 

教育培训是防治纪检监察干部腐败的重要手段。通过加强

思想教育,提高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水平,可以在根本上遏制腐

败的产生。培训课程应涵盖反腐法律法规、廉政建设、职业道

德等内容,使纪检监察干部深刻认识腐败的危害,增强拒腐防变

的能力。同时,培训还应强调实际操作技能,使纪检监察干部在

工作中更好地运用制度和法规进行监察,提高发现和应对腐败

行为的能力。 

4.3宣传与舆论引导 

宣传与舆论引导是防治纪检监察干部腐败的重要环节。通

过加强对中央纪委和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反腐斗争成果的宣传,

可以树立正面榜样,激励纪检监察干部自觉保持清廉。同时,对

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的曝光和谴责,有助于形成社会对腐败

的强烈谴责,形成全社会共同抵制腐败的氛围。舆论引导还可以

通过大众媒体、网络平台等多渠道手段,加强对反腐斗争的正面

宣传,提高社会对纪检监察干部廉洁从政的关注度。 

4.4强化监督的手段 

强化监督是纪检监察干部腐败防治的关键一环。在制度建

设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的内部监管机制,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日常

行为进行有效监督。这包括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审计监察,通过数

据分析等手段,发现异常迹象,及时介入调查。同时,强化对纪检

监察干部的岗位监督,建立同行评议机制,使纪检监察干部相互

监督,防止权力的滥用。对涉嫌腐败的线索要进行严肃调查,确

保违纪者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5 结论 

在基于扎根理论的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管理分析中,通

过深入研究腐败现状、扎根理论的应用以及实证分析,提出了综

合防治路径。制度建设、教育培训、宣传引导和强化监督等多

维度措施相互交融,为预防纪检监察干部腐败提供了有力支持。

这一路径不仅可为纪检监察系统提供管理思路,更可促进干部

廉洁从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系统性手段的综合运用,将

为纪检监察工作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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