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中国廉洁创新奖”常见问题 

1. 关于主办单位 

由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廉政建设与治理研究专业委员会(以下

简称“廉政学会”)、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北京廉政建设

研究基地）联合创办“中国廉洁创新奖”，具备合法性以及在廉政治

理领域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廉政学会是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的分支机构，是在国家民政部

登记备案的国家二级学会，是合法的社会团体。在廉政治理学术研究

领域，廉政学会是国内最具权威性和专业性的学术团体之一。廉政学

会集中了我国高校内外一大批知名的廉政研究专家，现有机构会员 80

个、个人会员 8 名。现任会长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建

明教授，由其担任首届“中国廉洁创新奖”评选委员会主任。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0 年，是国内高校中成

立最早的专业廉政研究机构。中心以“华政清廉”为使命，以加强廉

政理论和知识的创造与共享、促进国际社会和中国双向的廉政领域交

流为奋斗目标。中心成立 18 年来，开展了大量的国家级、省部级廉

政治理项目研究，以及数十项地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委托的咨询项目。中心同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建

立了持续的合作关系，为推动廉洁创新和廉洁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

献。中心现任主任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过勇教授，由其担任首届

“中国廉洁创新奖”组织委员会主任。 

 



2. 关于评奖活动的背景 

该奖项的设立，是为了响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号召，

助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评

奖旨在鼓励全党、全国、全社会进行与廉洁建设相关的体制机制创新，

推动创新有利于创造性地开展廉洁建设实践。 

由学术机构设立并组织专业奖项的评选属国际惯例，通常具有较

高的专业性、学术性、权威性和公信力。例如，著名的“CGMA 全球

管理会计年度大奖”由国际注册专业会计师公会（AICPA|CIMA）创

办。该奖项在推动企业治理、推广管理会计最佳实践、提高企业绩效

和价值创造、鼓励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等方面，逐渐扮演了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再如，蜚声国际的“美国政府创新奖”（Innovations in 

American Government Award），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于 1986

年创办。该奖项是美国在政府评价和奖励方面最著名的项目，从联邦

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争相申报，无不为获得此奖而感到自豪，竞争也

相当激烈。该奖项在引导美国政府改革、鼓励政府创新、推广创新经

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关于奖项定位和影响力 

“中国廉洁创新奖”是由廉政学会、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

心（北京廉政建设研究基地）联合主办的廉洁建设领域的首个学术奖。

2018 年启动首届评选，主办方将努力把代表国内最高水准、最前沿的

廉洁创新项目征集进来，以期达到较高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不辜负各

方面的期许与厚望。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奖项的影响力将不断扩



大。 

主办方将组织学术界、实务界、新闻界等各方力量对获奖案例进

行深入研究，并以多种方式对其先进经验和做法予以宣传和推广，包

括召开案例研讨会、创新项目分享会、新闻媒体发布会，邀请各方面

领导和重要人士出席颁奖仪式，通过内部渠道报送有关部门和领导等。 

4. 关于评奖标准 

“中国廉洁创新奖”评选标准包括： 

（1）创新程度。申请项目须在理念、方法或实际操作层面具有

创新性，而不是简单地执行上级任务或简单模仿已有做法。 

（2）重要程度。申请项目应当能够解决廉洁治理面临的实际问

题，对于推进反腐败工作、建设廉洁政治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3）效益程度。申请项目应当在实践中已经产生良好的工作成

效，并且已经得到相关方面的支持和社会层面的认可。 

（4）持续程度。申请项目应当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5）推广程度。申请项目的具体做法、先进经验应当能在同类

组织或部门有效推广，具有高度借鉴价值。 

5. 关于评奖的具体流程 

（1）项目申请阶段（2018年 4月 26日—6月 30日） 

2018年 4月 26日，首届“中国廉洁创新奖”正式启动。5月 24

日，组织委员会举办新闻发布会。 

申请方式分为两种：自愿申报和推荐申报，学术界、实务界、新

闻界等社会各方面可以向组织委员会推荐。申请单位可登陆清华大学



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官方网站，自行下载项目申请表。填写完成后，

将申请信息表原件邮寄给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电

子邮箱。 

首届“中国廉洁创新奖”申报截止日期为 2018年 6月 30日。 

（2）评审阶段和颁奖仪式（2018年 7月 1日—9月 30日） 

评选委员会对符合申请标准的项目进行初步评选，从而确定入围

项目。随后，专家考察小组对入围项目逐一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在实

地考察基础上，评选委员会将逐个听取考察小组说明，通过无记名打

分方式，产生“优秀奖”和“提名奖”。 

组织委员会将在北京举行颁奖仪式，在主流媒体上公开发布获奖

名单，并将组织获奖项目经验分享活动。 

（3）研究与推广（持续推进） 

配合“中国廉洁创新奖”评选活动，组织委员会还将建立起“中

国廉洁创新奖”案例库，并进行持续跟踪调查和研究，为推动和深化

中国廉洁创新的研究和实践贡献力量。 

6. 关于评选公正性 

为保证评选过程的公正性，以及评选结果的权威性，组织委员会

和评选委员会将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评选委员会专家库，并通过随机抽签的办法，确定评

选委员会专家名单； 

（2）建立专门的申诉和投诉渠道，接受参评案例单位的监督； 

（3）公开评选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4）组织专家小组对入围案例逐一进行实地考察，在确定专家

小组成员时，实行专家出生地、工作地回避措施，以确保创新案例的

真实性和可信度； 

（5）在评选环节，由评委按照评选指标体系进行独立、匿名打

分，然后加总打分结果，以得分多少的排序方式呈现评委的评价结果。 

7. 关于收费情况 

本次评选活动完全是非营利性的，活动的一切成本均由主办方承

担，不向任何申请、入围及获奖单位收取任何费用。 

8. 关于能否获奖 

根据评选标准和程序规定，会有一些申请案例无法在本届评选中

最终获得奖项。但通过参加奖项的评选，同样可以受益良多。这些获

益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3 项： 

（1）咨询建议。主办方将义务为落选案例提供改进创新工作的

咨询意见和建议。 

（2）获提名奖。通过评委会初评进入到实地调研环节的入围案

例，有机会获得提名奖。 

（3）经验分享。主办方将向所有申请单位提供交流和分享经验

的平台和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