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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思维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技术

支撑，倡导开放、互联、自由、共享的价值，并进而形

成网络空间存在主体有效运行的思维方式，互联网

思维主要包括用户思维、共享思维、大数据思维和

平台思维等［1］。在义利观念约束下的公权力的行使

过程是廉政，廉政文化是精神层面、制度层面与物

质层面的三维统一体。高校廉政文化是一种面向

全校师生的大众化的文化形态。廉洁的政治文化

建设、廉洁的职业文化建设、廉洁的学术文化建设、

廉洁的舆论文化建设是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重

点。在互联网成为大众生活的技术背景，并进而影

响公众存在方式的情况下，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不能

仅仅停留在观念方法从实体空间向虚拟空间的移

至，更需要从思维方法上尊重网络空间独特的运行

方式和运行规则，用互联网思维为高校的廉政文化

建设开创新思路。

一、开放共享与廉洁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政治过程、政治制度、政

治活动等在人们精神领域中的反映，是政治体系中

的一般成员对政治问题的认识、态度和价值取向的

总和。廉洁是我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底色。中国共

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发展

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

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

败，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

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2］高校廉洁的政治文化的确立不仅需要行政部

门与行政主体从政治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态

度习惯和制度规范上进行努力，也需要努力培养高

校普通师生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法治

意识、义利观上的是非意识等，使廉洁奉公成为全

校师生的共识。

在新信息不断生成并高速运行的社会，行政权

力和政治权威的获得再难以通过限制信息流来蒙

蔽大众，信息的开放与共享成为获得政治共识的重

要条件。因此，要使政治文化在信息社会保持廉

洁，就需要融合开放共享的信息价值、用马克思主

义思维方式来统驭信息方式、把握信息时代的工作

方法。

首先，要促进信息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

融合。信息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流动与开放共享。

廉洁的政治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信息的充分流动以

及信息的合理诠释。信息不仅表现为客观的知识，

互联网思维与高校廉政文化建设
林世芳 1，封泉明 2

1. 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
2. 福建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

摘 要：探索“互联网+”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方式，高校需要应用互联网思维。培养跨界与共

享意识促进廉洁政治文化的形成；形成用户思维建立廉洁的职业文化，推动管理和教学从权威和

家长制向民主型转变；运用大数据思维建立廉洁的学术文化，不仅要依托于大数据建立健全学术

不端检测系统，更要用大数据促进学术创新意识和制度的发展；运用平台思维推动高校廉政舆论

文化建设，搭建廉政文化平台，使平台建设主体从单方向多方参与转变、从平台的他组织到自组织

转变、从平台的单向传播到多维互动转变。

关键词：互联网思维；高校廉政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479（2019）02-151-004
doi：10.7655/NYDXBSS20190216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马克思财富论视域下的中国梦实现研究”（2014B165）;福建医科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

究重大课题“构建虚拟与现实有效结合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新模式”（2014SZ001）
收稿日期：2018-11-28
作者简介：林世芳（1976—），女，福建周宁人，哲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思想政治教育。

医学教育





·· 151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2期 总第91期
2019年4月

更表现为主观意见与思想的汇集，承载着不同群体

的利益与价值。对不同意见的评判、分析、选择考

验高校在廉洁政治文化建设中的内涵和实力。政

治思想和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需要直面难题，客观、

理性、辩证分析，并着眼于改革发展的大局。高校

廉洁的政治文化的形成，需要利用高校丰富的人力

资源，通过畅通与多层面的信息流动和互动，不仅

形成开放的信息意识，更要掌握直面形形色色的信

息的理论工具，在争鸣中达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的共识。形成互助互利的道德风尚和正确的财富

伦理，使廉政的政治文化建设有真正的价值依托。

要完善制度建设，使高校相关决策的制定不仅体现

民意，更符合程序正义的原则，并使信息的自由以

法律为边界。

其次，用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来统驭信息方

式。信息社会的信息呈现方式具有网络化、快速

化、非逻辑、形象化与碎片化的特征。在信息社会，

廉洁的政治文化的形成需要培养马克思主义思维

方式。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是实践的、人本的，也

是历史的、辩证的、系统的、发展的思维方式。思维

方式决定了信息的选择和信仰的形成。拥有了科

学的思维方式才能够在日益世俗化、生活化与碎片

化的信息中汲取有益于自身与社会发展的力量，而

不会因碎片信息而日益狭隘，因负面信息而愤世嫉

俗，因世俗信息而泯灭价值，因平凡琐碎而蝇营狗

苟。

最后，把握信息时代的工作方法。开放与共享

促进不同意见的争鸣，廉洁的政治文化的形成，离

不开高校师生的民主与参与意识的培养。信息的

开放和共享促进了高校师生参与意识的形成，但觉

醒的民主参与意识要有配套的制度和渠道才会发

展成有利于高校发展的建设性力量。廉洁的政治

文化形成需要从观念和制度上约束高校行政权力

机构和管理人员对师生民主意识的干涉与破坏。

比如，在一些高校的选举过程中，由于部门利益，教

师与学生的选择对象被人为框定，一些高校关乎学

生与教师利益的决策由管理部门单向制定，仅考虑

领导的意志以及管理的有效性而忽略教师与学生

的利益与诉求，这种事实层面对民主的破坏，消解

了公权机关的政治权威，成为酿造情绪性不满事件

的源头，很容易借互联网的放大效应对高校产生不

良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情与权力的圈层文化

要让位于信息的公平与平等意识，才能形成有利于

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在力量。

二、用户思维与廉洁的职业文化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

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2］廉洁的职业文

化，是指在全校师生的内心中形成诚信自爱、廉洁

奉公的职业伦理思想，形成有效惩治腐败的制度与

组织，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不以权谋私、不假公济

私、不化公为私、不损人利己，让权力与利益都在法

制与伦理的构架下活动。廉洁的职业文化的形成

需要用户思维，用户思维是指在各个环节中都要以

用户为中心去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职业的伦理

强调敬业精神与服务意识，用户至上是服务精神的

现代表达，是管理和教学从权威和家长制向民主型

转变的重要特征。用户思维能够破除以行政权力

为中心的管控意识、以教师权威为核心的教学理

念，促进权力向服务性、人民性的回归，促进教学从

以教师“教”为中心向以学生“学”为中心的转变。

高校廉洁职业文化的核心是廉洁的职业伦理

的形成。首先，要直面用户的问题，核心问题是财

富观与享受观的异化问题。“当代人越来越少地将

自己的生命用于劳动中的生产，而是越来越多地用

于对自身需求及福利进行生产和持续的革新。”“享

受不再是权利或乐趣的约束机制，而是公民义务约

束机制”“娱乐道德，其中充满了自娱的绝对命令，

即深入开发能使自我兴奋、享受、满意的一切可能

性。”［3］在这种享受、消费和娱乐观的作用下，大学原

有的价值观念，如追求崇高的道德情怀，重视精神

生活，文章不为稻粮谋等，受到了严重冲击。为此，

高校要解决好财富相关问题，包括财富获取的正当

性、财富分配的正义性、财富使用的合理性三大问

题［4］，反对不劳而获、损公济私，形成合理的利益分

配制度，尊重合理合法的劳动所得，创造一种校园

文化氛围和谴责机制，使大学公权力的使用者不能

腐、也不敢腐。其次，最可怕的不是物质的贫困而

是精神的贫困，要倡导全校师生重视非物质的价

值，重视非物质的享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提升精

神境界。高校师生可以通过丰富的互助、共享、分

享的活动将闲置的资源再利用，通过对劳动、享受

与物质关系的深层讨论在思想上达成以“俭、廉”为

荣、以“奢、腐”为耻的价值共识。最后，要重视用户

需要、用户的体验以及用户的口碑。管理人员要重

视教师与学生的利益与需要，教师要重视学生的学

习需要与体验。这种重视不仅是思想层面，更要有

制度层面的激励机制以及约束机制。高校管理部

门的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都要从管控向服务转变，

将教师与学生的意见建议纳入决策机制。完善管

—教—学三方有关管理质量、教学质量、学习质量

和满意度的双向评价机制，从而促进官僚式的管理

向民主自主与自治转变。重视用户的需要还表现

在互联网思维在教学改革中的应用，不仅包括慕课

等翻转课堂教学，更包括线下课堂师生间互助、互

利、共学等学习方式的探索，让用户思维促进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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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教学向学生自主式学习转变。诉诸于学生的

自由、自主和参与，教师倡导的廉洁的职业伦理观

念在共同参与的学习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得以传承。

三、大数据思维与廉洁的学术文化

高校的学术文化既包括精神层面的学术价值、

伦理、态度和能力，也包括制度、行为与物质层面的

学术组织、规划、决策、规范、评价、交流、人才培养

和成果出版等。廉洁学术文化的建立体现在学术

的自由与独立，学术不受行政权力和政治利益的不

当干预；体现在学术主体对学术价值，特别是求真、

务实与创造价值的追求，克服学术的功利主义倾

向；廉洁的学术文化建立还需要克服学术的封闭

性，促进大学与大学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学者与

学者之间，思想、资源、数据的互利与共享；廉洁的

学术文化的建立更需要以学术道德为依托，有效遏

制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现象。大数据推动了生活、

工作与思维的变革，大数据时代人们对事物的判断

和分析可以从小样本走向大样本甚至走向全体样

本，思维方式也从样本思维转向总体思维，从微观

精确思维转向宏观相关思维，从而能够更加全面、

立体、系统地认识总体状况。大数据强调相关性而

不是因果性，大数据分析能够将事物之间隐蔽的相

关关系呈现，能够提供新颖且有价值的发现，大数

据时代的思维方式也从因果思维转向相关思维。

大数据还将有效推动机器思维由自然逻辑思维转

向智能思维，大数据系统日益智能化，并通过人机

结合与互动实现预测与决策，这种依托大数据的预

测与决策将影响着个人生活以及组织、制度的发展

方向。“就是因为不受限于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特定

领域里隐含的固有偏见，大数据才能为我们提供如

此多新的深刻洞见”［5］。

大数据以及大数据思维可以促进廉洁的学术

文化的建立。首先，廉洁的学术文化的形成旨在尊

重创新，鼓励创新，使创新利益在学术道德和知识

产权法的框架下运行。大数据建立的前提是数据

开放与共享。一方面，依托于大数据的学术不端检

测系统，使引用、雷同、抄袭无所遁形。大数据成为

学术道德底线的守门人，成为学术创新的促进力，

鼓励为学者从话语、思想、技术、方法等方面进行创

新。另一方面，学术不端检测系统作为惩戒式技术

性手段之一，这套算法规则由于对语义的机械性理

解本身具有局限性，这就更需要高校从利用大数据

到形成大数据思维，特别是形成开放与共享的大数

据思维，从制度与组织上促进学校、学科、学者、学

术、资源的开放共享，从而形成创新文化和鼓励创

新的交流体系和良好的学术生态系统。

其次，高校的学术决策、学术评价不仅要重视

因果性和精确性思维，更要重视概率分析与相关性

思维。学术决策的科学性是促进高校人力、物力、

财力高效运行，取得教学科研成果的重要方面，决

策失误对廉洁的学术文化破坏性大。避免决策失

误，高校的学术管理部门要有大数据积累的意识，

重视学术论文、学生毕业论文、科研项目申报书、学

生评教、教师评学、学生论坛、学生学习群、教师建

议意见等相关数据积累，这些大数据是决策部门制

定有利于学校教学科研发展规划和学术规范的基

础。高校还要有分析大数据的能力，培养数据挖掘

的队伍，为科学决策和教育发展提供智库支持。高

校学术决策层更要培养大数据思维。以学术评价

体系为例，要从小数据时代的学术评价（重视数量、

重视期刊）转向大数据时代的评价（强调质量创造

和综合性评价），要从数据与学术能力、学术利益的

线性联系转向非线性和相关联系，这样对学术水平

的评价系统才可能更为客观、公正，更有利于促进

创新发展。

最后，廉洁学术氛围、学术行为、学术利益的良

性循环是构建创新型学校乃至创新型国家的基

础。大数据是了解学生的重要手段，通过大数据分

析可以了解学生的关注点、偏好、价值观，为高校通

过专业课程教育、思想道德和法治教育培养学生学

术道德意识和知识产权意识提供方向。大数据系

统可以提升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可以开发人力资

源，汇集大学生的各种奇思妙想，高校可以通过加

大学生创新实验、创新研究、创新思想与创新课程

的投入和创新成果的奖励，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得到

制度保障，让学生在廉洁的学术文化氛围中感受创

造本身的力量。

四、平台思维与廉洁的舆论文化

廉洁的舆论文化是指运用大学的传播网络和

机制，弘扬清正廉洁的正能量，在全校师生防腐拒

变当中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平台思维强调平等、合

作、共建、共享、互利的信息圈与信息生态系统的建

立。而平台思维在高校廉政舆论文化建设中至关

重要。高校廉政建设不仅要搭建平台，更要有平台

思维，使平台建设主体从单方向多方参与转变，从

平台的他组织到自组织，从平台的单向传播到多维

互动转变。

首先，要增加平台的投入，夯实高校廉政文化

建设物质基础。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不仅是非物质

的观念或意识行为，还表现为各种精神活动的载体

和物质对象。通过更多的投入不仅可以进一步加

强廉政理论的研究，廉政文化的制度建设，腐败行

为的监督、检查，而且可以进一步加强高校廉政文

化的多种载体建设。如物质载体建设有体现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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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雕塑、书法展、文化长廊、海报宣传栏等，网

络载体建设如网络空间的廉政平台建设，以及依托

现有教学科研平台的廉政文化建设等。其次，探索

“互联网+”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方式。包括平台搭

建：构建高校网络廉政文化宣教平台；互联思维应

用：构建互联网廉政文化社群，通过有德有爱的互

动，塑造真正的参与感和价值感。去除廉政文化建

设的形式化，重视口碑传播：口碑意识就是品牌意

识、服务意识。培养跨界与共享意识：打破历史、时

间、地域、文化的限制，努力实现全国性的优秀廉政

文化、廉政资源和建设经验的共享。包括各高校独

特校史文化与优秀校友事迹的共享，各地方性廉政

传统文化资源的共享，比如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

统廉政文化，对待财富的清廉，对待困难的清明，对

待人情压力的清正，对推动今天我国廉政建设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6］。最后，要依托高校的知识与人

才密集型特点，加强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经典的导读

和研究，建立种类非富的读书平台，打造具有高校

特色的读书修身活动。比如明朝洪应明的《菜根

谭》中就有丰富的为人、为官、为学的智慧，可以引

导人们克制物欲，宁静澹泊，是非常优秀的廉政文

化经典。关于为学，书中认为，心地干净方为道，

“心地干净，方可读书学古。不然，见一善行窃以济

私，闻一善言假以覆短，是又藉寇兵而赍盗粮矣。”

关于对待权力和欲望，书中认为“公平公正，不可犯

手，一犯则贻羞万世；权门私窦，不可著脚，一著则

玷污终身”“风斜雨急处，要立得脚定；花浓柳艳处，

要著得眼高；路危径险处，要回得头早。”这些古代

的智慧可以用现代丰富的载体和形式呈现，启迪现

代人廉洁自律、修身成德。

总之，利用互联网思维来建设高校的廉政文化，

是要把用户思维、共享思维、大数据思维和平台思维

努力贯穿于廉政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使高校的廉政

文化建设不仅有理论与制度的依托，更有深刻的人文

内涵、有效的思维方法、丰富的技术载体，实现持续的

育人功能，让廉政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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