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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纪检监察学是法学门类下以实践为导向、研究范式多元、兼具多重学科属性的新学科。借助纪检监察学

科新设的契机，大力加强纪检监察人才培养，对于回应监察体制改革、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发展和满足纪

检监察实践工作的迫切需求均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纪检监察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纪检监

察学科体系界定不清晰、专业师资团队欠缺、人才培养方案科学性有待提升、学生就业可能遭遇困难等

方面。确立培养德才兼备高素质专业性纪检监察人才的目标，设置科学的人才培养学科体系，加强纪检

监察方向的师资队伍建设，深化“校政合作”不断拓展学生的就业渠道，是化解我国纪检监察人才培养

挑战的可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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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is a new discipline with practice-oriented, 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s and multiple disciplines under the category of law.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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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talent to respond to the reform of supervision sys-
tem,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upervision discipline and meet the urgent needs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practice. At present,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talent training of dis-
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mainly include the unclear defini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teacher teams,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students’ employment. It is feasible counter-
measures to solve the challenges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talent training in China are 
to establish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with both morality and talent, set up a scien-
tific discipline training system,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in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direction, deepen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government, and constantly ex-
pand the employment channels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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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学校是系统性培育纪检监察人才的主渠道、主战场。长久以来，我国对于纪检监察人才的培养，

在高校中主要是依靠法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专业来完成。纪检监察与法学等专业在研究

领域上确实存在很大交集。在我国，伴随着监察体制的改革发展，监察法学成为纪检监察最活跃的研究

领域之一，法学专业无疑可以为纪检监察人才的培养提供支持。但是，由于法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不能

被无限拓展，建构专门的纪检监察学科已经变得非常必要。2022 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二零二

二年)》公布，纪检监察学正式成为法学门类一级学科。纪检监察学学科的设置，既是学科自然生成的结

果，亦是国家顶层政策推动的结果[1]。目前，我国多个高校已经开设纪检监察本科专业，成立纪检监察

学院。如在江苏省内，江苏大学即于 2022 年率先成立了江苏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在纪检监察学已经成为

一级学科的情况下，纪检监察人才的培养问题更显重要。 

2. 加大纪检监察人才培养的现实意义 

2.1. 推动我国纪检监察体制持续改革 

自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来，国家开始系统全面地推动监察体制改革。通过修改《宪

法》以及颁布《监察法》，我国原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反渎机构被整合到国家监察委员会，国

家监察委员会的宪制地位得以确立，“一府一委两院”的国家权力架构得以形成。这些改革措施将国家

纪检监察推到了更为重要的地位，纪检监察制度的落实日益重要。而执行好纪检监察相关制度，就必须

要依靠大量高素质专业人才。这些人才不仅需要具备较高的党性觉悟，而且需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

较好的实践能力。然而，从实践来看，我国纪检监察专业人才的培养还不是十分到位。各地纪检监察人

才培养缺乏统一规划，实践中通常是从法学、政治学等专业选调人才，之后再通过实际工作的训练，逐

步完成专业知识素养的塑造。这种依赖实践养成的人才培养做法虽然大体能够满足监察体制改革初期的

需求，但是由此也造成人才素质参差不齐等后果，不能满足长远发展的需要。通过更为统一的院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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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培养一大批具有纪检监察专业背景和知识素养的人才，正成为当前纪检监察体制持续深入改革

的迫切需要。这些受过纪检监察专业教育的人才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石，有利

于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得到有效的发展[2]。 

2.2. 满足纪检监察学科发展的内生需求 

纪检监察工作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其处理的问题多样而复杂，这也使得纪检监察学呈现出浓厚的交

叉特性。实际上，2019 年教育部曾公布“普通高等学校自设交叉学科名单”，纪检监察学即被有的学校

自设为交叉学科。目前，纪检监察一级学科虽然没有放在交叉学科门类中，但从这一学科建设需求来看，

其仍需要多个学科的支持[3]。目前，相关高校在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方面的做法仍各有差别。如在中

国政法大学，“国家监察学”学位点设置在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内法规”学位点设置在了法学院，

“监察法学”学位点则设置在了刑事司法学院。这样的学科布局虽然看起来有利于突出不同学院的特色，

但从总体而言，纪检监察学科的体系性和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却受到影响。借助于当前纪检监察学科新设

的契机，加快高校中教学研究资源的整合，推动纪检监察学学科体系和学科标准的发展完善，确立纪检

监察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方案等关键内容，无疑正当其时。 

2.3. 回应纪检监察实践工作的迫切要求 

纪检监察学科是兼有“纪”和“法”内容的学科，是把马克思主义、法律、政治经济学、党史党建

等多领域交融的新学科。在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获得重大进展的现实背景下，通过纪检监察学科发展，

培养适应于纪检监察实践需要的专业人才，是坚持和健全中国特色的纪检监察体系，推动纪检监察现代

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纪检监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坚持和健全党和国家的纪检监察制度，

推动纪检监察实践工作深入开展，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环境下进行自身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改革、

自我提升的重大体制保证。持续加强对纪检监察学科基本理论与专业结构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促进学

科本身的发展，同时也可以为纪检监察实践不断输送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这对于我国纪检监察

实践工作的稳步发展至为重要。 

3. 我国纪检监察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 

3.1. 学科体系界定不够清晰 

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由于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处于起步阶段，纪检监察的学科特

点、话语体系、学科方法等还不够成熟，纪检监察人才的培养该如何展开，无疑也会因此而受到不利影

响。在纪检监察学科作为法学门类的学科属性确定之后，纪检监察学科本身该如何确立自身的体系，以

便充分回应纪检监察学科交叉性明显、知识结构复杂的特点，不断夯实学科基础，形成统一的学科认同

与人才培养规范，还需要进一步思考。从二级学科设置来看，对于纪检监察学的学科设置，目前也没有

明确的界定[4]。各地高校对“监察学”、“监察法学”等基本上自主设置为二级学科或者只是将其作为

二级学科方向，导致该学科下设二级学科各不相同。这种情况不利于纪检监察学科的人才培养。除此以

外，从人才培养角度看，纪检监察学这种具有明显交叉特性的学科，多学科协同是极为必要的，但是一

旦开展学科协同，也将会牵涉不同院系之间或者院系内部的学科发展规划问题。纪检监察能否在院系学

科的整体规划中占据一定优势，吸引更多的资源投入，也是各地高校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发展过程中需要

考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设计，也必然影响到纪检监察学科的人才培养。 

3.2. 专业师资团队相对欠缺 

师资力量是人才培养的关键。从我国纪检监察学学科的发展来看，目前相关高校虽然设立了纪检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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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系或者学院，但其独立的师资力量仍较为薄弱。在师资建设方面，根据我们的观察，相关具体做法大

体有两种：其一是借助其他专业师资力量，如从其他专业选调教师，教师“转行”加入纪检监察的教学

和人才培养工作之中；其二是通过聘请实务部门专业人员，来指导学生的学业发展。毫无疑问，上述两

种方式只是暂时性的方案。在笔者所在的学院，纪检监察学科的教学师资主要来自于法学院，也适当选

调了学校纪委部门以及马克思主义学院等院系师资力量，其做法主要是第一种形式。但从这一形式的实

践看，目前的师资队伍也还存在着若干问题。有学者指出的教师队伍学历专业与纪检监察的适切性存在

不足、“双师型”教师所占比例较低、校外师资力量受限于其单位体系与组织要求等原因而无法全面深

入纪检监察人才培养过程之中[5]等现象，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因而，从长远来看，主动地培养契合纪

检监察学科特性的专有师资力量，通过强化与纪委监委等部门的合作而引入兼职实践指导教师，形成学

缘、地缘、业缘以及年龄、专业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方可能逐步满足纪检监察人才培养的实践需要。 

3.3. 培养方案科学性有待提升 

目前，针对纪检监察人才培养的方案设置，各高校还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专门规划还较为缺乏。

例如，人才培养的目标如何设定、专业课程如何进行设置、专业带头人和学术队伍层次如何提高、专业

发展的平台与支持力量如何建构、专业管理如何实现合理化、科学化，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讨论。有

研究者提出，未来各高校应当根据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来确定纪检监察学科的人才培养方案，从而避免高

校“急功近利”以至于造成人才培养层次性不足、类型太少等问题[2]。这一意见具有一定道理，但从职

业共同体的角度考虑，纪检监察学科的人才培养，还是应建立基本的标准，如此方能在纪检监察专业人

才中形成共同的知识背景，为纪检监察的规范化开展奠定坚实基础。在这方面，类似于法律硕士等专业

人才培养过程中组建全国性教学指导委员会进而出台指导性培养方案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3.4. 学生就业难题需要引起注意 

学生的就业率一直是评价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就纪检监察而言，目前在较早尝

试设置纪检监察专业方向的院校中，学生更多的还是通过法律职业考试来实现就业[6]。不过，由于法学

专业学生就业总体形势较为严峻，未来纪检监察专业学生的就业问题还是应引起注意。特别是对于纪检

监察专业学生而言，受专业属性的限制，学生就业的渠道相对狭窄，社会对于纪检监察专业学生的需求

量如何，也还需要科学合理的测度。所有这些，均使得纪检监察人才培养的出口问题成为未来纪检监察

人才培养实践中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4. 我国纪检监察专业人才培养挑战的回应对策 

4.1. 确立德才兼备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培养目标 

确立纪检监察人才培养目标，是增加人才培养区分度，凸显纪检监察专业优势的重要举措，对于解

决学科定位、明确培养方案指向等都具有重要作用。纪检监察人才的培养，应以德才兼备高素质专业性

为目标。一方面，纪检监察人才培养应以德才兼备为目标。这既是纪检监察工作的内在属性决定的，也

是党领导的高等教育的本质所决定的。为此，在纪检监察人才培养过程中，高校既要从思想政治教学中

加强培养大学生廉政意识，以马克思主义的廉政理论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使学生们养成崇廉、尚廉

的良好价值导向，也要挖掘纪检监察教育中的思想政治因素，将思想政治教学贯彻于教育工作全过程。

另一方面，纪检监察人才培养也应以高素质专业化为目标。高校培养的纪检监察人才，将来都可能成长

为从事实务工作的纪检监察干部。纪检监察干部作为党纪党规落实执行的主体，应当具备独特的专业优

势。纪检监察干部理应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决信奉者，善于从政治上看社会问题，在大是大非之前能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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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政治清醒，坚定的政治素质无疑是纪检监察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同时，从实务角度看，纪检监察涉

及的违纪违法案件类型多样，情况复杂，不具备高超的业务技能，也将无法胜任相应的工作。 

4.2. 科学设置纪检监察人才培养的学科体系 

建立“纪检监察学”是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措施，有助于提高我国纪检监察理论水平，

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纪检监察人才的培养。我国开设纪检监察专业的高校应以纪检监察工作实践需要为引

导，逐步形成全方位、多方式的立体培养系统[7]。在这一过程中，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基石，以中国共产党监察制度为理论脉络，以纪检监察系统的改革发展为学术目标，建构有着鲜

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有学者提出，可以按照当前学术进路的类型逻辑，把纪检监

察专业系统进行四个领域的划分：一是研究党和国家监察制度、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政策；二是探讨纪检

监察的基本原理、制度与法律问题；三是研究纪检监察工作的具体事务，包括监察考察、审计调研、国

家机关派驻、公民群众来信来访等业务工作的处理；四是探讨我国的政党纪律监察工作历史、我国监察

体制历史等[8]。类似如此的思路值得认真对待，但更应结合学校特色，在标准化、规范化的基础上，科

学设置适应纪检监察人才培养需要，同时又具有比较优势的学科方向。江苏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根据自身

优势，目前成立了纪检监察基础理论、大数据纪检监察研究、纪检监察执法研究、廉政法治研究、基层

腐败治理研究等研究方向，也是按照这一思路开展实践的结果。 

4.3. 加强纪检监察方向师资队伍建设 

做好新时期纪检监察人才培养，促进纪检监察人才高素质成长，需要进一步强化对纪检监察教师的

学术观念、基础知识、教学技术、专业创新能力的培养，努力打造一批政治素质过硬、教学技术娴熟的

专业化教师。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是通过对学校教师资源的整合，吸纳学校各学科优秀教师进入纪检监

察教师队伍，提高其教学水平与研究能力；二是有计划地选送教师围绕纪检监察领域进行深造；三是应

与实务部门对接，努力形成一个涵盖校内外理论教学、实践训练等在内的专兼职教学科研群体，如面向

纪检监察部门聘任指导教师或兼任教师，由其介入学生培养的课程学习、实践训练等，或者也可以由高

等学校派出导师到纪检监察部门挂职，通过实务锻炼，促进教育能力提升。在这方面，江苏大学纪检监

察学院与连云港纪委监委已经共建“江苏大学纪检监察连云港培养基地”，在纪检监察师资队伍建设方

面开展了有益尝试，效果明显。 

4.4. 采取多方举措应对学生就业问题 

提高学生就业率是一项重要但困难的工作。面对纪检监察专业学生可能遭遇的就业困境，必须积极

吸纳多方面力量的参与和配合。应认真开展政治教育，培养纪检监察专业毕业生对纪检监察事业的忠诚

意识以及社会适应能力，形成正确科学的择业理念；重视纪检监察专业学生的素质训练，在提高学生专

业素质的同时，进一步培养其就业能力和创新能力；做好纪检监察专业学生在公务员考试、研究生考试

等方面的学业训练，逐步健全其就业培训机制；通过各种渠道逐步扩大纪检监察专业学生的招聘渠道，

寻求纪检监察专业学生就业的政策扶持。通过上述多方面的综合施策，将可能为纪检监察专业学生就业

问题的化解提供途径，进而增强专业的吸引力，引导更多优秀学子进入纪检监察人才队伍之中。 

5. 结语 

纪检监察学科的新设，为法学教育体系的完备和纪检监察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契机，也提出了迫

切要求。通过高校纪检监察学科的建设，不断输送德才兼备高素质专业化的纪检监察人才，不仅对于提

升纪检监察专业队伍的整体素质、助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我国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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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也具有现实意义，值得予以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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