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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有效应对国有企业面临的廉洁风险难题，提升治理效能，本文深入系统分析国有企业廉洁风险的定义以及特征，提

出以制度逻辑和管理逻辑作为基础，构建覆盖风险识别、评估、防控、监测以及处置反馈等方面内容的廉洁风险防控

机制，基于此，还提出制度支撑、流程优化、技术赋能、监督问责以及文化培育等一系列建设策略。研究结果表明，

构建系统化且闭环化的防控体系对提升国有企业廉洁治理水平具有帮助，可以保障其规范、透明以及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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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integrity risk challenges faced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nhance 

governance efficiency,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ity risk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t proposes to construct an integrity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based on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management logic, covering 

aspects such as risk identification, assessme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onitoring, and handling 

feedback. Based on this, A series of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support, process 

optimizatio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supervision and accountability, and cultural cultivation, 

have also been propos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constructing a systematic and closed-loop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is helpful for improving the integrity governance level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can ensure their standardized, transparent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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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下国有企业的廉洁风险表现出复杂性、隐蔽性以及系统性的特点，多见于管理权力过度集中、制度刚性约束不够、内部监督缺乏力

度，以及流程透明度不够等层面，虽然近些年反腐倡廉工作持续推进，然而要从根本上降低廉洁风险，仍然需要在制度与管理两个方面共

同发挥作用 [1]。本文以风险防控机制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其构成要素以及运行逻辑，探寻符合新时代国企改革要求的系统化治理途径。

一、国有企业廉洁风险的定义与特征

（一）国有企业廉洁风险的定义

国有企业廉洁风险是指在企业运作与管理过程中，由于制度

不够完善、监督存在欠缺或者执行力度不足，引发腐败、权力滥

用以及资源浪费等不正当行为出现的风险，损害企业的经济效

益，而且还可能对国家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产生影响。国有企业鉴

于其特殊的组织性质与职能，廉洁风险体现出权力过度集中、信

息不透明以及决策过程缺少充分监督等特征，如果风险无法得到

有效识别与防控，那么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会逐渐显现出来，导致

财务腐败、管理不规范以及利益输送等问题发生，甚至影响国家

经济安全。近些年来，随着反腐败政策持续强化，国有企业的廉

洁风险也受到了更多关注，有效的廉洁风险防控机制是保障国有

企业规范运作并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国有企业廉洁风险的特征

国有企业的廉洁风险呈现出多方面特点，首先体现为复杂

性，国有企业管理覆盖多个层级，并且与政府、社会以及其他经

济主体存在紧密联系，导致廉洁风险的来源相当复杂，权力过度

集中在国有企业中较为常见，导致管理层决策失误或者滥用权力

的风险加大，权力不透明使部分决策难以接受有效监督，增加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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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另外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与公共职能相互

交织，让企业内部的廉洁风险格外突出，在某些情况下，员工或

管理者认为，企业的公共属性使其行为缺少充分的法律约束，产

生放松自我约束的倾向。鉴于国有企业有较强的社会责任以及独

特的资金来源特性，一些腐败行为一般以利益输送、资源浪费等

形式体现，影响企业内部运作的效率，可能在社会层面引发广泛

的负面效应。

二、国有企业廉洁风险防控的制度逻辑与管理逻辑

（一）国有企业廉洁风险防控的制度逻辑

国有企业廉洁风险防控的制度逻辑是构建于完备的法律法规

以及企业自身规章制度之上的，廉洁风险防控体系促使国有企业

打造一整套完备且规范的管理制度，制度涉及反腐败、权力监

督、资源配置等诸多层面，同时也要关注将实施的操作流程给予

细化，一个健全的制度框架可以明确地界定各个部门以及岗位的

职责，防范权力被滥用 [2 － 3]。另外制度的执行力也是非常关键

的，制度设计得非常完善，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执行力以及监督机

制，仍然难以实现廉洁风险的有效防控，企业在进行制度设计时

要强化监督机制，保证制度执行到位。借此途径，企业可以形成

从高层到基层的廉洁管理体系，降低廉洁风险的出现几率，保障

企业在公共资源使用方面的透明性与公平性。

（二）国有企业廉洁风险防控的管理逻辑

国有企业廉洁风险防控的管理逻辑聚焦于管理人员在企业运

作中的角色与作用，强调管理层的责任以及领导力，管理层在日

常工作期间要时刻留意廉洁风险的动态变化情况，采取主动防范

的相关措施，企业管理者借助合理的内部控制机制、流程的优化

以及职能的分配有效规避廉洁风险。管理逻辑还强调员工的廉洁

教育以及行为规范的塑造，凭借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与道德观

念，提高员工的自律性与责任感，在此过程中，管理者要积极营

造一种正直、透明且开放的工作氛围，鼓励员工举报不当行为，

同时提供相应的保护措施。借助强化管理层的反腐败意识以及廉

洁风险防控能力，企业可以保障制度有效落实，减少管理层的腐

败行为以及决策失误，提升企业整体运作的合规性与透明度。

三、国有企业廉洁风险防控机制的功能模块划分

（一）风险识别机制

风险识别机制作为廉洁风险防控机制的起点，其关键之处在

于针对潜在的腐败隐患展开早期的分析判断，国有企业在运转过

程中涉及资源配置以及权力行使方面的事务，权力较为集中且流

程繁杂的环节一般是廉洁风险容易高发的区域，借助岗位廉洁风

险评估、业务流程审查、历史问题回顾以及利益相关方关系分析

等多种方式，可以找出隐藏着的风险源头。引入员工举报途径、

外部审计监督以及大数据辅助分析等技术方法，有益于提高识别

的范围与程度，只有把廉洁风险精确识别并定位到具体的环节，

后续的评估与控制才可以有针对性以及有效性。

（二）风险评估机制

廉洁风险管理中的风险评估机制具有风险定量化、分级分类

以及优先排序等功能，国有企业需要依据识别出的风险因素，全

面考量其发生的可能性、产生的影响程度、涉及的金额大小以及

涉及岗位的敏感程度等多方面因素，构建科学的评估模型以及打

分体系，设置风险等级划分标准，可以清晰明确不同风险的处置

优先级别，合理分配防控资源 [4]。结合企业的战略目标以及行业

监管要求，对风险权重进行动态调整，保证评估结果与现实情况

相适应，评估工作要依靠内部审计以及风控团队的专业判断，

还应结合历史数据以及案例分析，提高评估过程的客观性与系

统性。

（三）风险防控机制

风险防控机制具有将评估结果转化成控制措施的作用，在制

度流程、岗位职责以及技术支持等方面构建全面的防控屏障，对

于高风险环节，要设计出有约束力的制度规定与流程规范，比如

强化审批权限分级、优化财务支付流程、引入岗位轮换与离任审

计制度等举措切断腐败链条。在组织架构方面，凭借设立独立的

纪检、审计、财务以及合规部门形成监督闭环，并且借助信息化

系统建立实时流程留痕、自动预警以及权限控制，提升管理透明

度与操作规范性。防控机制的运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

执行的刚性与管理团队的履责能力。

（四）风险监测机制

风险监测机制属于廉洁风险管理体系中实现动态管理以及预

警响应的基础设施，依靠信息系统和数据分析工具，针对关键流

程和重点人员开展实时监控，对于业务执行层面而言，构建自动

采集并比对交易、审批、资金流转等核心数据的技术手段，可以

及时发现行为异常以及风险信号。在组织管理层面，采用绩效评

估和行为数据相结合的方式，识别潜在的不当激励或者道德滑坡

现象，构建跨层级、跨部门的信息联通机制，实现各类风险数据

的共享以及综合研判。监测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数据的全面性、

分析模型的科学性以及反馈路径的畅通性。

（五）风险处置与反馈机制

风险处置与反馈机制承担风险事件发生后的应对工作，涉及

事件调查、责任追究、整改措施以及制度更新等环节，处置机制

在问题暴露后，迅速开启调查流程，清晰界定责任边界，依据法

律法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或者纪律处分，反馈机制把处置经

验进行系统化整理，推动流程优化、制度修订以及案例教育，从

根源上避免风险再次发生。构建标准化的处置流程手册以及应急

响应机制，有利于提高组织应对能力，把反馈结果融入员工培

训、制度调整以及绩效考核中，实现从个案处理到体系治理的

转变。

四、国有企业廉洁风险防控机制的构建策略

（一）构建制度支撑体系

构建制度支撑体系是促使廉洁风险防控机制高效运转的基

础，需要从制度内容、结构以及执行机制等三个方面入手完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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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框架。在制度内容方面，围绕着廉洁风险识别、评估、防控、

监测以及处置的整个过程，制定出标准化且可操作的管理规章，

明确行为边界以及责任归属 [5]。在制度结构方面，需要强化制度

之间的逻辑衔接，保证各项规定在横向维度上不会出现重叠冲突

的情况，在纵向维度上维持层级清晰、权责一致的状态。在执行

机制方面，建立严格的制度实施以及评估反馈机制，借助制度执

行力评估、制度更新机制以及案例复盘制度，提升制度的动态适

应性以及现实约束力。法治导向是制度建设的核心要点，应把企

业的各类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进行衔接，构建以廉洁治理为目标

的制度闭环系统，切实提高风险防控的系统性以及长效性。

（二）优化组织流程与岗位配置

组织流程设计应以权责清晰以及节点明确作为基本导向，合

理地划分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防止权力集中和职能重叠引发

的风险积压情况。对于业务流程而言，需要借助流程再造、节点

控制以及权限分离等手段，把关键决策环节和执行环节区分开，提

高内部制衡效果。在岗位配置方面，应在高风险岗位设置岗位轮

岗、定期审计以及离任审计机制，降低因长期固定而产生的寻租可

能性，在组织层面构建以财务、内控、审计、纪检为核心的监督单

元，借助横向穿透以及纵向覆盖方式，实现对业务执行整个过程的

监督嵌入。结合岗位责任清单、操作规程与绩效考核等内容，将岗

位责任和廉洁要求精确对接，促使各岗位人员在制度框架之内履行

职责，提高防控机制的执行穿透力以及落地实效性。

（三）强化信息化智能工具运用

信息化平台可以把廉洁风险管理从静态的防范模式转变为动

态的感知模式，借助数据采集、智能预警以及流程控制等方式，

实现对企业运作整个过程的可视化监督，在风险识别环节，依靠

大数据技术构建行为画像模型，分析员工出现的异常行为以及交

易方面的异常情况 [6 － 7]。在风险评估环节，凭借构建指标体系以

及智能评分模型，提升评估的客观特性与一致特性，在风险监测

环节，依靠 ERP、OA以及财务管理系统之间的联通，消除数据

壁垒，及时抓取关键节点的数据，自动对比操作偏离的情况，在

风险处置与反馈方面，依靠智能化流程管理系统建立问题响应机

制，实现问题发现、处理以及反馈的闭环联动。信息化工具可提

升风险管理的效率，还可以强化监督的透明度，促使企业治理从

经验导向朝着数据驱动方向转变。

（四）完善监督与问责配套机制

完善监督与问责的配套机制对于提升廉洁风险防控机制的执

行力起到保障作用，监督机制设计时，要重视纵横协同，在组织

内部打造出由纪检监察、财务审计以及内控合规等多部门联动构

成的监督网络，强化董事会、监事会的治理监督职能，构建权力

运行的制衡结构。在监督执行过程中，结合日常检查、专项审计

以及巡察评估等多种方式，促使监督朝着常态化与制度化方向发

展。问责机制的建设需要保证责任明确、程序规范并且惩戒有

力，借助责任划分清单、问责操作细则以及典型案例通报制度，

提高制度的威慑力与执行刚性。为避免问责虚化以及选择性执纪

的情况出现，还应引入外部监督资源，涉及社会监督、群众举报

以及媒体舆论监督等，推动企业监督力量实现多元融合。把监督

成果与干部管理、薪酬考核联系起来，可以提升问责的约束效

能，让监督问责切实转化为廉洁治理的实际推动力量。

（五）培育廉洁导向的企业治理文化

企业文化作为影响员工行为的内在规范力量，对于塑造组织

廉洁氛围以及强化道德约束具有不可替代的功效，文化建设需要

重视理念引导和行为固化两条路径，借助高层表率、制度嵌入以

及宣传教育共同发挥作用，逐步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

价值导向。在制度设计中融入廉洁文化元素，比如在考核体系中

设定廉洁指标、在晋升机制中强化廉洁考量，实现文化理念与制

度规范的深度融合。在员工教育方面，结合案例教育、岗位培训

以及日常宣讲，从多个维度强化员工的廉洁意识与法律责任感，

在组织氛围营造上，借助树立先进典型、举办廉洁主题活动以及

公开表彰廉洁行为，营造出积极向上、风清气正的工作环境。在

企业日常管理中始终坚持贯穿廉洁文化，把外在制度约束转化为

内在自律，实现从制度防控向文化治理的转型升级 [8 － 10]。

五、结论

国有企业开展廉洁风险防控工作属于一项系统性工程，它贯

穿于制度、管理、技术以及文化等多个方面，经研究发现，仅仅依

靠单一的机制难以构建有效的廉洁防线，需要借助多个模块协同运

作，实现风险的识别、评估、防控、监测以及处置等环节的闭环管

理。基于此，需要构建一套综合防控体系，该体系有制度明确、流

程清晰、信息联通、监督有力以及文化导向鲜明等特点，同时通过

信息化手段提高治理的精度以及响应的效率，强化监督问责联动机

制，并推动廉洁文化的内化，从源头上防治廉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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