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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沉疴宿疾，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其演变愈发多样，渗透更加深入，对社会的破坏力逐步增大，成为世界各国面

临的重大难题之一。腐败也早已不再只是政府部门的问题，它同样普遍存在于企业

组织之中。在中国，从国企到民企都在受到腐败的困扰，甚至成为一些组织发展遇

到的最大障碍之一。在政治领域，国家重拳出击，“苍蝇、老虎一起打”，那么在

经济领域，众多的企业组织应当如何预防和治理腐败问题，成为管理学理论与实践

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过去的腐败研究多集中于政府腐败，探讨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而管理学中集

中针对企业组织腐败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无论是从根本上探寻腐败是什么、为

什么会发生的质性研究，还是对腐败事件和相关因素的定量研究都还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而且组织腐败相较于政府腐败在利益主体方面存在这特殊性和复杂性，既有

为了组织利益而从事的腐败，也有组织内个体为了个人私利而进行的腐败。前者中

企业组织其实是政府腐败的参与者，而后者则是本研究的研究对象组织内部腐败。

本研究首先将这两种腐败区分开来，对组织内部腐败概念加以界定，并辨析其于相

近组织内负面行为变量的差别。 

为了探究组织内部腐败的维度，选取并梳理了国内的组织内部腐败文献，通过

文本分析方法，本研究将组织内部腐败划分为关系型与经济型两类，透过二者前因、

方法和结果的不同来解构组织内部腐败。 

在维度划分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访谈、专家意见和探索性因子分析等方法和

步骤，开发出组织内部腐败量表，并以验证性因子分析、多质多法模型检验和逻辑

关系网的假设和检验等方式验证了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为今后针对组织内

部腐败的更多的实证研究打下基础。 

关键词：组织内部腐败 文本分析 量表开发 有效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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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Corruption is the illness of human society, earliestl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fourth century BC, with the development in society and economic, its evolution 

increasingly diverse, penetrate more in-depth, gradually increase the destructive 

power of society. It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problem of our country and society. 

Futhermore, corruption is no longer just a matter of government, it is also common 

in the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In China, fro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suffuring corruption, which could even become the biggest obstacle. 

In the political field, our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much policy fighting with 

corruption. While in economic field, how could our enterprises know the 

approperate way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corruption? What efficient management 

could supervisors implement? What is the root of corruption? These question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of management researchers. 

Past corruption research mostly focused on government corruption, to explore 

the abuse of power in government officials, while management focus on corporate 

corruption is relatively less. There is still a greater developmental space for 

corruption in organization, with quanlitative research,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other method. Moreover, corruption in organization has natural complexity and and 

specific characteristic, from the different stakeholder or beneficiary, which could be 

the whole organization or only behaviors themselves. The former is the individual 

corrupt behaviors in organization, while the latter is corrupt organization. This study 

distinguishes these two kinds of corruption, defines the concept of corruption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and discerns the differences with other negative behavior variabl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imensions of individual corruption within organization, 

a content analysis of literature from cnki was did and shown in this study.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divides the internal corruption into two types: 

relational an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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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se two dimensions, this study developed the individual 

corruption in organization scale by questionares, interviews, expert opinions an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ultitrait-multisource test, hypothesis and test of logical relation network, 

etc. With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scale could be an important measuring 

an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empirical research of individual corruption in 

organization.  

 

Key words: individual corruption, text analysis, scale development, validit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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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 研究背景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沉疴宿疾，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Adit，2013）[1]，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演变愈发多样，渗透更加深入，对社会的破坏力逐步增大，

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世界银行指出腐败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最大障碍（Aguilera 和 Vadera，2008）[2]。中国的腐败形势尤为严峻，在 2014 年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中，中国仅以

36份排在 175个被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的第 100位。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

重视腐败问题，为治理腐败屡出重拳。中共十八大习主席提出腐败问题关乎党与国

家的生死存亡，将反腐工作列为我党“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政府工作的

“重点任务”（2015）[3]。“打老虎”、立规矩，一手减少腐败存量，一手遏制腐

败增量，中央的反腐斗争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腐败，同时扎牢制度的牢笼防患于

未然。 

反腐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话题，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央企、国企接连受

到中央巡视组的督查与整改，家族式用人、侵吞国有资产、私设小金库等腐败问题

同样触目惊心。民营企业与其他性质的组织同样难逃腐败的侵蚀，接连爆出高管和

员工腐败案件。腾讯被报道出存在群体性腐败，前高管侵吞合约费，索要电视套回

扣；百度七名员工因涉嫌职务侵占与商业受贿而接受调查；阿里巴巴有淘宝小二通

过刷信用、删差评，甚至是直接利益输送等花样繁多的方式获得不正当利益；2014

年华为经查实内部有 116 名员工涉嫌腐败，出现上亿元终端业务受贿案。这些高度

市场化竞争中的佼佼者们也都饱受内部腐败问题的困扰。由此可见，在传统意义的

政府官员腐败之外，组织内部腐败业已成为亟需重视的另一大焦点问题。 

组织内部腐败的涉及面非常之广。高管腐败因其严重性和影响面受到最多关注。

本世纪初安然公司的丑闻曝光后，产生的巨大连锁反应使得美国经济界都为之动荡，

人们开始意识到高管腐败的巨大危害（徐细雄，2012）[4]。2014 年到 2015 年上半

年间，115 名国企高管涉嫌违纪接受调查，分布在各行各业，以能源、电信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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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和资源丰富型的行业居多。尽管没有高管腐败涉及的金

额巨大，员工腐败也同样是组织中可怕的蛀虫。白领犯罪是工作中处于较高地位受

人尊重的员工犯下的罪行（Shapiro，1990）[5]，实际可能是组织中各个层级的员工。

而员工偷盗、索取回扣、过度职务消费等是更加普遍存在于组织中的腐败行为，积

少成多同样威胁组织生存。 

而意识到问题、重视问题还远远不够，在与组织内部腐败的斗争过程中企业还

有很多未知与迷茫，大多是在黑夜里摸着石头过河。作为中国最成功的集团企业之

一，万达集团一直重视腐败问题并积极探索防治组织内部腐败的有效方法。在诸多

场合，王健林均表达了“无法容忍腐败”的态度，但严厉的纪律并不能杜绝“蛀虫”

在万达帝国的角落甚至总部中枢接连出现。从 2002 年到 2013 年，万达内部处分的

员工数量逐年上升，惩罚力度不断加大却依旧不能杜绝腐败的滋生与蔓延。2015

年7月，万达集团铁腕整治了18名腐败员工，包括集团总部和地方公司的总经理，

项目经理和工程师等，腐败形式包括“向业主商户乱收费”、“索贿”、“截留公

司收入私设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在夜总会进行不正当消费”等。万达集团拥有

行业内最为严苛的内部管理制度，有着受王健林直接领导的强势的审计队伍，走在

制度反腐的最前沿甚至以“民间中纪委”自居，为何依然会发生这样多的组织内部

腐败案例，是否真的是因为人的贪婪，还是在制度与文化上没有找到关键的锁与钥

匙？这些问题在组织内部腐败理论领域非常值得探讨，对企业的组织内部腐败防治

也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首先，本研究清晰界定了组织内部腐败的定义。根据员工是代表公司对外进行

腐败活动还是站在公司的对立面上侵占公司利益，Pinto 等将组织层次的腐败划分

为“腐败组织”(Corrupt Organization, 简称腐败组织，腐败行为的受益者是组织)和

“存在腐败个体的组织”(Organization of Corrupt Individuals, 简称组织内部腐败，

腐败行为的受益者是组织内的个人或群体(Pinto 等，2008)[6]。以往的腐败研究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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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二者放在一起，实际上二者在前因、机制和后果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腐败

组织的研究课题一般存在于社会责任、行贿以及财务造假等领域，而对存在腐败个

体组织的研究常将重点放在腐败的传染机制上，针对组织内部腐败个体的研究相对

较少。本文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结合文献中腐败本身的定义，给出组织内部腐败

的定义为组织内个体或群体通过职位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清晰明了的定义

划定了组织内部腐败的研究范围，为接下来更为科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打下基础。

同时，将组织内部腐败与相近概念如工作场所越轨行为、反生产行为和员工非伦理

行为进行了系统的对比和辨析，显示出组织内部腐败行为研究的必要性与价值。 

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文本分析获得组织内部腐败的分类，包括经

济型腐败和关系型腐败。经济型腐败指组织内的个体为获得直接经济利益而进行的

损害组织利益的腐败行为，表现形式包括回扣、受贿、贪污、利益输送等。关系型

腐败指组织内个体为了获得个人的权力影响、建立或强化社会关系网络而使用职权

或其他组织权利从事的损害组织利益的腐败行为，一般表现为任人唯亲、徇私舞弊

等。这两种腐败行为发生的前因、机制以及在组织内的扩散方式可能都存在差异，

所以具有分类研究的价值。 

最后，组织内部腐败的量表开发一方面为后续实证研究创造了条件，推动了对

组织内部腐败前因、发生机制与后果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通过与相近概念的区分效

度验证证明了组织内部腐败概念的重要性与研究意义。 

1.2.2 实践意义 

自三十多年前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似乎随着政策与制度改

革以及经济市场化的深化而不断进化、发展（公婷和周娜，2013）[7]。“越反越腐”

的僵局引发全社会的广泛思考，仅仅将其归咎于人性的贪婪、制度的缺失等泛泛而

谈的原因，已不足以引导反腐治腐工作。社会急需对腐败更为深刻、系统的研究与

认知，如攻克疑难杂症一般从发生机理和传染机制上解析腐败这一社会沉疴。 

更加系统的研究建立在细化分类的基础之上。腐败现象早已不局限于政府中，

越来越多的企业组织正在或已经发生了腐败行为，如不加以控制，势必对企业和社

会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在当今中国社会，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探讨组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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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腐败的定义、表现形式、成因和影响、并通过企业管理的视角来加以控制，将有

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明确界定了组织内部腐败的定义，并通过对国内组织腐败文献的文本分

析获得其维度划分，紧密联系企业特别是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使得腐败的治理更

加有章可循，有理可据，针对不同类型的腐败可以采取相对应的更加有效的防治方

法。 

1.3 研究目的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和现实需求，本研究旨在实现以下三方面目的： 

第一，界定组织内部腐败的概念。将组织内部腐败的概念从纷繁错杂的腐败概

念中提取出来，做出明确的界定，并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以及与相近组织负面行为

概念的辨析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 

第二，划分组织内部腐败的维度。探索组织内部腐败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找

到合适的角度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维度，作为后续研究的切入点以及量表开发的结构

框架。 

第三，开发组织内部腐败量表。测量量表是后续实证研究的必要工具。本研究

采用归纳法与演绎法组合的方式开发组织内部腐败行为量表。 

第四，检验组织内部腐败量表的信度与效度。量表需要具备良好的信度与效度

才能再研究中使用。发放调查问卷，收集正式样本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多质多

法模型等方法验证组织内部腐败行为量表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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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技术路线如图 1-1 所示： 

 

 

图 1-1 技术路线图 

1.5 研究创新点 

首先，本研究从纷繁复杂的腐败概念中提炼出组织内部腐败这一概念。不同于

反生产行为、非伦理行为与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等负面行为研究，组织内部腐败的概

念强调使用职权谋取个人私利，在前因探索与防治办法等方面更有针对性。本研究

还针对组织内部腐败与其他相近概念的负面行为做出了概念辨析，明确指出概念间

的联系与区别，以及部分概念的范围划分与相互包含情况，为今后进一步的负面行

为研究提供了概念上的梳理。 

其次，采用文本分析的方式对组织内部腐败进行概念的探索与分类。内容分析

法是一种质性研究的数据分析方法,可以用来从事过程研究，也能有效地辅助理论

构建[8]，对于组织内部腐败这一新概念非常适用。 

组织内部腐败概念辨析 组织内部腐败概念界定 

文本分析得组织内部腐败维度划分 

组织内部腐败量表开发 

组织内部腐败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

验 

结论与展望 

研究问题 研究意义 研究背景 

文献综述 

组织内部腐败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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