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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三年来党内监督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何巧红 

(株洲工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湖南株洲 4120~) 

摘要：十三年来，党内监督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理论上，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确立了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围绕着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正确实施。切实 

保证党员的民主权利，监督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实践上，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加 

大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力度，加强对党内监督重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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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缸翟d：In the past thirteen ye日嚆，the inner-party supervision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ory and practices．In thee,，the CPC party aIe 

d。d by the“three repmsems” Im thought，keeping Ol~IKgnic developa~ as the(~ltral task，enhan~~ the Party’s art of l∞ p 

and governance，increasing its capability of figh~ng corruption and guarding nm~irtst 绷 0n and risks and maldng urI m玎g efforts to咖 - 

hat conll~ol1．And she adheresto dtI玎 ： c i锄，gLl啪meeingthe democratic rights ofPartymembeas，firmly咀】p 凼ion ove．rtheimple- 

删 ofthe Party’s line， pl and policies．In practices，there 8re four aspects：(1)stick to the ple ofdemocratic ce删瑚li锄，and饥- 

姐e the wnliTmlo~ofthe咀】p肾 0n of dt如 ：商c cer~nli．,a'n；(2)I~lforce the construction of concrete system and their biI血lgfunctions；(3) 

吐reII邑；【I豳 the咀】p肾喊0n of印ecial咀】p 喊0n departments；(4)reinforce the superv 0n ofleading cadres，which isthe key p0 in inner-party 

咀】p r 0n， 

KO,wards：inner-party supervision；the“three re 毯 蝤”thought；th~o~ and practice 

党内监督对于党的建设有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新时 

期。党内监督对于防止权力的蜕变，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监 

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施行和巩固 

执政地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十三 

年。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监督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历史性 

突破，而这些突破和进展都是在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第三 

代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 
一

、党内监督基本理论的发展 

正确开展党内监督工作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十三年来 

党内监督的指导思想取得了重大进展。概括地说就是“三个代 

表”思想。党内监督就是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着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 

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通过民主集中制的 

正确实施，切实保证党员的民主权利，监督党的基本路线、方 

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这一监督思想集中体现在党的三代领 

导核心江泽民同志有关党的建设的许多论述中。具体有以下 

四个方面。 

第一，提出“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 

明确党内监督的重要目的在于确保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 

利进行，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 

务。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领导 

全国政权的执政党，需要不断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 

全面发展，需要在各项建设中作出决策。这种权力的运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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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就可能会造成决策和决策执行的 

失误，就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为了保证决策的正确，就 

需要加强监督，特别是党内监督。 

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关于“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 

反对腐败”的重要思想，并且进一步强调：“越是改革开放，越要 

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越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越要有严格 

的党内监督”。⋯(p1690)这就明确了党内监督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使党内监督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和搞好党的建 

设的重要手段。在反腐败的问题上，找到了一条不依靠政治 

运动，而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败斗争同改革、发 

展、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抵御资产阶级和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努力把消极 

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路子。” 】 (p1685) 

第二。通过监督民主集中制的施行，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的贯彻执行，明确了党内监督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表明，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政党和政党监督，与生俱来。 

在我国，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也是根本的监督 

制度。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同样强调这 

一 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条件下，民主集中制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完善和发 

展。”而在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内容、途径和范围方面，江泽民作 

出了新的贡献。他强调指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 

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 

务。”【2j强调在“三重一大”问题上(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 

要建设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要严格采取民主集中制 

原则，“不准个人或少数人专断”u (pl691)。第三代领导集体强 

调要重视党内监督，强调要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要通过 

这一根本制度来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这是党 

内监督的核心。确保中央的政令畅通，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目标。 

第三，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确保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执 

政地位的巩固，明确党内监督的历史任务。作为一个长期执 

政的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的考 

验。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手握着一定的权力，如不受监督，后果 

不堪设想。江泽民指出：“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获得了更 

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 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 

危险。”如何才能提高执政能力和巩固执政地位，要通过从严 

治党，加强党内监督来实现。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我党在 

从严治党实践上的一贯做法，并结合新时期党在长期执政和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实际。创造了一些 

新的经验。江泽民强调“党要管党，首先要管住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从严治党，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J 

在这一问题上，江泽民主要强调了四个方面：其一，对领 

导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强调领导干部要“自重、自 

省、自警、自励”。其二，对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一定要严格。 

要严格地实行选拔任用的责任制。其三 对领导干部一定要 

严格监督。其四，对领导干部发生的违纪行为一定要严肃查 

处。对敢于无视法纪，违法犯罪的干部，必须用重典。江泽民 

还深刻分析了现阶段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为党内监督确立 

了科学的认识前提。多次重申反对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 

保证，监督是关键，要通过深化改革，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土 

壤和条件。这些论述为我们党内监督实践提供了具体理论方 

面的指导。 

第四，加强正确的权力观教育，确保“执政为民”，始终代 

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明确党内监督的根本出发点 

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 

力的。要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勤政 

为民。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 

江泽民着重强调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他 

指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始终保持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后，能 

否正确地看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是一个必须长期经受的根本性考验，也是一个关 

系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长期的根本性课题。 

加强正确的权力观教育，首先是加强学习，提高思想境界 

和道德修养，增强公仆意识，自觉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真 

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次要加强党性修养。领导干 

部必须树立强烈的党的意识。党员干部要与党同心同德，以 

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积极推进本地 

区、本单位的各项工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把广大人民群众 

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二、党内监督实践的新发展 

(一)坚持民主集中制有了新的科学规定 

新时期以来，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实践不断加强和完善，确 

保民主集中制的实施和民主集中制监督的实现。十四大对民 

主集中制有了更科学的表达，即“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 

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明确强调了两者的结合。 

十五大党章基本沿用了十四大党章的规定。十五大党章第二 

章“组织原则”第十条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反映了 

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涵。1999年1月，江泽民总结概括了坚持 

民主集中制的十六字基本方法，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 

酝酿，会议决定”。这一基本方法是江泽民对民主集中制实施 

过程的科学总结，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集体领 

导”，基本过程是“民主集中”，实施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程序是 

“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十六大又把这十六字的基本方法写入 

了党章，对于在实际工作中有效地坚持民主集中制有着重要 

的指导意义。 

民主集中制的实施在诸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 

首先，领导人和领导机关要经选举产生，并要求定期召开党的 

代表大会，对于进一步发扬民主，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对于保证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关正确的决策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决议的有力贯彻执行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坚持“四 

个服从”，要求党员个人服从党组织，对于监督、检查党员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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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方面有重要监督作用；其三， 

强调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对于重点监督、检查各级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实行集体领导，监督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执行 

情况方面有重要作用。 

(二)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有了新的发展 

加大制度的建设和实施的力度，强化了制度的硬性约束 

作用。严格照章办事，违章必究，坚持在制度和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这是搞好党内监督的根本性的做法。邓小平就多次强 

调制度建设中的硬性约束的重要性，在谈到权力监督与制约 

时特别强调了制度建设与完善的重要性。江泽民与邓小平一 

样重视制度建设。他说，“我们党在 7O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丰 

富的建党经验，有着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如何发扬光大，如何 

持之以恒，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使之制度化，建立一整套科学 

严密的组织制度”。⋯(p9~2) 

1．集体领导制度 

从新时期一开始，我党就特别注重和强调具体领导制度。 

第一，明确领袖是一个集体。党委内部，书记与委员不是上下 

级的关系，而是平等的。第二，明确规定重大问题实行表决制。 

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党章都明确规定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 

则。决定重要问题，要进行表决。这样可以限制和防止个人 

专权、擅权。第三，明确规定了集体领导的内容。按照这些规 

定，又制定了一些具体的规章制度，如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条例>，这对于反对个人崇拜，理顺上 

下级关系，强化集体领导制度有了一定的保证。党的集体领 

导制度的实施逐步走向规范化。 

2．党内选举制度 

选举制是一种有效的监督形式。党的十三大规定了差额 

选举办法。十五大党章第十一条对保护选举人意志和民主权 

利、提名程序、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等方式做了一系列规 

定。为把这一切规定贯彻实施，党和国家又制定了<选举法》和 

<选举工作条例>，有效地保证了选举制的实行。十六大选举中 

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的时候，就是运 

用差额预选的方法产生的。差额比例不少于 5％。整个选举 

都是严格按程序办事。 

3．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制度 

在党员民主权利方面，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就注意 

建立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从十二大党章开始，就改变了 

九大、十大党章规定的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做法。规定 

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控告权等八项权 

利。1994年12月，党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民主权利保障 

条例>，进一步系统阐述了党员民主权利，涉及到民主参与、民 

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各个方面。这就大大发展了党 

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强化了选举制等制度的监督作用。 

(三)纪律检查机关建设得到加强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是维护党的纪律的重要机构，是党内 

监督的专门机关，在党内监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党的纪律 

检查工作任务：一是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二是检查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三是协助党的委员会 

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四是受理党员的控告 

和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党的纪检工作具有“维护、教育、惩 

处、监督”等四项职能。十三年来我党在发挥这一党内监督的 

专门机构的作用问题上，主要从三方面着手。 

一 是改革监督机构的工作制度、领导体制，不断健全机 

构。1992年 lO月，党的十四大，规定实行党的纪检机关和行政 

监察机关合署办公。1993年 1月，按照中央的规定，中央纪委 

和监察部正式合署办公。这不仅更加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和 

加强纪委的权力，也提高了纪委的地位；既提高了工作效率， 

又便于统一行动。 

二是根据现实情况制定一系列具体规范、政策。9o年代 

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纪委制定了大量的针对党员干部的 

具体行为规范。如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领 

导干部廉洁自律的五条规定，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等，在这些 

规定中，有些内容是对原来内容的修正，但大量的是根据新的 

形势而提出的新要求。1997年4月，我们党专门制定了<中国 

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这一准则总 

结了我们党近几年来反腐败斗争的经验，高度概括了过去各 

种反腐败规定的内容，明确了党员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上的是 

非界限和行为标准。1997年 12月，为了配合实行这一准则，中 

纪委又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 

则)(试行)实施办法>，从而使这一准则的原则要求进一步具体 

化，具有可操作性。 

三是加大处罚力度。1997年4月，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这个条例详细地规定了党纪处分的各种问 

题。它把党员受处分的行为划分为 7大类。不但规定了违反 

党纪处分的各种处分标准，而且明确了党纪处分的指导思想、 

任务和适用范围，实施党纪处分的原则，纪律处分运用规则 

等。这一条例标志着党的纪律处分和纪律规范进入科学化、 

规范化的阶段。同时，查处大案要案力度不断加大。新时期 

以来，通过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惩处了腐败分子，纯洁了党组 

织。据统计，从 1992年 1O月到2OOO年 12月，受到党纪政纪处 

分的党员和干部有 127万多人。而 1997年 1O月至 2002年 9 

月，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 28 996人，厅(局)级 

干部2 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特别是查处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公安部原副 

部长李纪周、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等一批腐败分子，查办了湛 

江和厦门特大走私案，打击了腐败分子，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 

用，维护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振奋了党心民心，为国家挽回 

了大量经济损失，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有了新的规范 

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 

是掌握最高决策权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他们能否正确执 

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正确地使用权力，直接影响到这 

些路线、方针、政策的施行效果，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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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江泽民指出，“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不好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后果不堪设想”。【 J“干部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对他们运用权力的行为就越应当严格监督。”⋯他多次告诫全 

党，要认真汲取官吏腐败造成的“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历史 

教训。为此，必须切实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 

一 是强化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坚持和健全党员领导干 

部民主生活会制度，强调发挥党内民主生活的防范和监督功 

能。1990年 5月，中共中央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县以上党和国 

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 “党 

员领导干部都要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既参加所在支部、小组 

的组织生活会，又参加定期召开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 

会”。实践证明，党员领导干部坚持参加 “双重”组织生活会， 

对于加强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建设， 

提高依靠自身力量解决问题和矛盾的能力有重要作用。 

二是要求组织监督与党员干部自律相结合。这种“自律” 

一 定要与“他律”结合起来，即与党组织的监督结合起来，才有 

利于发挥内部软约束与外部硬约束的综合效力；才能较好地 

发挥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的作用。 

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律，就是要求每个领导干部要认真地 

监督自己的所作所为。江泽民强调“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切记 

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时刻想到应尽的义务，经常按照党章和 

党内的各项规定对照检查，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规范行为， 

严以律己”。而且要带好领导班子，还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 

工作人员。“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掌握这种生活哲理，对于 

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党性修养的自觉性，十分重要。” 

党组织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着重抓了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加强主动监督，“把监督的关口往前移，加强事前防 

范”。二是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过程进行“跟踪监督”， 

努力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领导活动延伸到哪里， 

党组织的监督就实行到哪里。三是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全 

天候”监督。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既要监督,'kdx时以内，也 

要监督“八小时以外”。⋯ 

三、几点启示 

党内监督十三年的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一是有效地 

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 

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明显减少。二是党员民主权利得到 

切实的保障。党员群众享有党章和党内法规规定的多项民主 

权利。党员的选举权、建议权、批评权、申诉权都有了明确的实 

施细则。三是党的建设的各方面工作逐渐好转。从十三年理 

论和实践的创新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搞好党内监督的根本 

前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 

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指导党的建设的强大理论武 

器。党内监督工作要在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才能更好地 

进行。实际上，“三个代表”的实践早已有之。党内监督已经从 

不同层面，自觉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行。党内监督的根本 

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惩治腐 

败。一方面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另一方面保证了经济的发 

展，维护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就是贯 

彻“三个代表”要求，继承和发扬党风廉政建设的好传统、好作 

风，并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改进纪律检查工作的方法 

和手段。十三年来党内监督实践取得的历史性突破，证明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导党内监督的根本指导思想。今后， 

仍将以这一思想为指导。 

第二，坚持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是搞好党内监督的关键环 

节。搞好党内监督，首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指导原则，但仅仅如 

此是不够的。如果这些正确的原则只停留在党章上和理论 

上，而没有落实到实践中是不行的。因而，要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把正确的理论原则真正地落实到实践中。这就要有健全 

和完善的党内监督制度作保证。目前党内监督仍存在不少问 

题，主要是由于党内监督制度化不够，很多规章制度都没有严 

格的执行程序和严格的规范。因而，要加强党内监督的程序 

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主要是：民主集中制的实施要程序 

化；干部任免要规范化；权力的运用要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同 

时加强相应的其他配套制度建设。 

第三。坚持改革和创新，是搞好党内监督的重要保证。马 

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根本在于它是坚持在实 

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科学理论。江泽民提出：。我们进行理 

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汲 

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从十三年党内监督 

的实践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党内监督坚持了党的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不断结合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只 

有进行这种理论和制度创新，才能使党内监督适应新的情况、 

新的要求，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党内监督已经取得了重大 

的成果。但并非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目前有些严重的问题依 

然存在，且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还会遇到很多问题。这就更 

要以改革的精神来搞好党内监督。 

要继续加强党内监督理论方面的研究。比如，如何把党 

内监督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紧密结合起来，依靠人民群众的 

力量，不断拓宽监督的渠道，逐步形成党内监督的有力机制； 

如何通过改革党内监督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从源头上遏制腐 

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要不断探索新的监督形式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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