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目标导向

肖剑忠

　　摘　要：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内监督体系”这一新的重要概念，并对

完善党内监督体系作出战略部署，这反映了党内监督的深化，反映了党内监督领域的拓宽和党内监督目标的升级。
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包括党内监督主体、党内监督对象、党内监督内容等三个方面基本要素，以及制度、技术和指

向三个方面连接要素。 从应然角度和规范层面，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应具有主体方面的各尽其责、各显其能，对象

方面的普遍性前提下的差异性，指向方面的自上而下、同级相互和自下而上的均衡，手段方面的制度和技术的组合

等四个方面基本特征，其目标导向应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基本解决党内的作风和腐败问题、降低党内监督的成本、
形成党内监督的闭环和确保党内监督体系的持续运行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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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

制度背景下，以执政党自我治理的现代化推动国家

治理的现代化，正是中国治理的特有逻辑，是符合中

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唯一正

确道路。 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政党治理的

现代化，其核心就是通过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强化党

的自我监督，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从而确保权为民所

赋、权为民所用，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级各

类权力机构能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
有鉴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监督体系建设。 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

确提出“建立健全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
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

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

监督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建设部分中以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为标题，对党内监督体系

和国家监督体系进行统筹部署、一体推进［１］ 。 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坚持和完善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

督”专列一章作出重大制度安排，且在这一章中将

完善党内监督体系作为重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

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
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２］

有学者指出，“党内监督体系”这一概念的提

出，是党内监督实践在新时代不断发展的产物，是适

应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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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需要而

形成的制度体系［３］ 。 在使用数十年的“党内监督”
概念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式提出了

“党内监督体系”这一新的重要概念，并在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上专门为完善党内监督体系作出战略部

署。 这正反映了党内监督的深化，反映了党内监督

领域的拓宽和党内监督目标的升级。 当然，这也充

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战略思维、辩证思

维和系统观念，是与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各方面改革中注重制度建设、搭
建“四梁八柱”的框架和体系的进程相适应的。

新时代，我们应该建设一个怎样的党内监督体

系？ 这要求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中国共

产党党内监督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党内监督思

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内监督重要论述以及政治学和

管理学的基本原理，从应然角度、从规范层面对新时

代的党内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基本特征和主要目

标进行明确，从而使得我们所要努力构建的新时代

党内监督体系有正确的方向和科学的标准。

一、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是一个宏大系统工程，由
基本要素和连接要素构成。

１．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的基本要素

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党内

监督主体、党内监督对象和党内监督内容三个方面。

图 １　 组织形态的党内监督主体的性质和关系

　 　 第一，党内监督主体。 从大的方面来说，党内监

督主体可以分为以个体形式呈现的党员，以及以组

织形态呈现的各种、各级党组织及党内的专门机构。
根据地位和职责的不同，后者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党

中央、各级党委和党组（具体包括省、自治区、直辖

市一级的地方党委，地级市和设区市一级的地方党

委，县、区、市一级的地方党委，以及各级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和人民团体设立的部门党组）、基层党组织

（具体包括分布于乡镇、街道、村庄、社区这些地域

性的基层单位以及企业、社会组织、机关、事业单位

等职缘性的基层单位的党委、党总支部委员会和党

支部委员会，其中党支部委员会数量最多，是基层党

组织的主要形式）、各级纪委、党的工作部门（主要

是党委组织部和党委宣传部）。 其中，党员是最具

基本性和普遍性的党内监督主体，他们可以依照党

章和有关党内法规对党内的各种、各级党组织及党

内的专门机构进行监督，这种监督可谓党员的民主

监督，是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当然，他们也必须接

受各种各级党组织及党内的专门机关的监督，前者

与后者存在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
至于各种、各级党组织及党内专门机构的定位

和彼此关系（如图 １ 所示），则具体体现为：党中央

（包括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各党内监督

主体中居于全面领导的地位，当然，其也要接受党的

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纪委及普通党员的监督；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市、县（区、市）三级党委及中

央、省、市、县四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内

设党组履行着全面监督的职能，当然，它们也要接受

中央和上级党委、同级党代会、同级纪委以及普通党

员的监督；各级纪委则在各党内监督主体中履行着

专责监督的职能，当然，它们也要接受同级党委、上
级纪委、同级党代会以及普通党员的监督；党的工作

部门（党委组织部和党委宣传部等）属于履行职能

监督的党内监督主体，当然，它们也要接受党委、同
级纪委、同级党代会以及普通党员的监督；至于基层

党组织（包括基层党委、党的总支委员会和党的支

部委员会，其中最多的是党的支部委员会）则是履

行日常监督的党内监督主体，当然，它们也要接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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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党委、普通党员以及同级党代会和同级纪委（与
基层党委相对应的党代会和纪委）的监督。

第二，党内监督对象。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

始终强调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坚持

通过自我监督进而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

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而，具有党内监督主体和对

象的同一性，即党内监督主体同时也是党内监督对

象。 具体而言，所有党员、党员领导干部以及党的各

级组织和各个部门都是党内监督的对象，不存在不

受监督的特殊党员、特殊干部、特殊组织、特殊部门，
党内监督对象在党内是全覆盖和无空白的。 就连党

的中央委员会以及由它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也同样要接受中央纪委、党的全国代

表大会及普通党员的监督。
第三，党内监督内容。 党内监督内容也是党内

监督的重要因素，是健全党内监督体系的重要考量，
是指围绕什么内容、针对什么内容而进行监督。 有

学者认为，党内监督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监督：政治

监督、纪律监督、权力监督和作风监督［４］ 。 笔者认

为，从内容角度看，党内监督主要包括权力监督、作
风监督、政治监督和日常工作监督四个方面。 其中，
党内日常工作监督，主要是指对党组织处理日常事

务方面开展的监督；党内权力监督，主要是指针对党

组织及党员干部在依法依规行使党组织本身所具有

以及执政党地位所派生出来的重大事项决策、选人

用人等方面权力开展的监督；党内作风监督，主要是

指针对党组织及党员干部在履行职责、行使权力、联
系群众等方面克服不良作风、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情

况的监督；党内政治监督，“主要是指对于党组织和

党员领导干部以及普通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
政治言论、政治行为等方面的表现，尤其在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
本经验，贯彻执行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与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对党忠诚等方面的监督” ［５］ 。
２．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的连接要素

将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中的主体、内容和对象

连接和组合起来的要素就是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中

的连接要素。 这种连接要素主要包括制度、技术和

指向三种，其中制度和技术事实上也是党内监督的

手段和方式。
第一，制度要素。 制度是人类各种组织必有的

要素，并且越是复杂组织，相应地，其制度要素也越

多。 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同样内在地包括许多要

素，这些制度要素是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中的主体、

内容和对象连接起来和组合起来的载体，是新时代

党内监督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和重要保障。 经过建

党以来百年的长期探索、不断积累、持续完善、实践

检验，属于党内监督的制度有很多。 ２００４ 年版《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在第三章中就专列

了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巡视、民主生活会等十余项

重要党内监督制度。 不管是什么制度，它们都是监

督主体和监督对象及监督内容的连接和组合的手段

和结果。
第二，技术要素。 技术是人类征服和改造外部

世界的重要依靠，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持续发展

的重要动因，也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
并且越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信息时

代，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各种现代信息技术在国家

治理和社会治理中越有用武之地，越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诸如二维码、健康码、支付宝、探头、网上审批、
网上申报、城市数据大脑等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

的应用及其取得的显著成效即是典型例证。 在新时

代党内监督体系中，技术和制度一样，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并

且，技术也是将党内监督主体和对象及内容连接和

组合起来的要素。 例如，因为如今快速便捷且具有

很好保密效果的网络举报，许多党员才能对领导干

部进行监督；又如，纪委、党委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在

通过领导干部重要事项报告制度对党员领导干部进

行监督的过程中，就离不开网络技术和大数据技术

的支持等；再如，巡视和巡察如今成为党内监督的重

要利器，其中同样需要运用网络技术和大数据技术；
等等。 总之，随着未来先进技术的层出不穷及人人

都生活在网络时代和智能环境的发展趋势，技术成

为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的重要连接要素和重要组成

部分是确定无疑的。
第三，指向要素。 所谓“指向”，指在党内组织

体系和党内权力系统中的空间关系下，在党内监督

主体和党内监督对象之间，大致可分为自上而下、平
行（也叫同级相互）和自下而上三种形式。 其中，自
上而下的党内监督，是指上级党委（包括其职能部

门）和纪委对下级党组织的监督，其具体途径有巡

视巡察、询问和质询、谈话和诫勉、信访处理、领导干

部个人重要事项的报告等。 值得说明的是，作为上

级党组织代表的上级党组织负责人所实施的对下级

党组织（包括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监督，本质

上仍属于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形式。 平行的党内监

督，指的是党内同级党组织以及同志之间的相互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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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形式，例如，党代会对全委会的监督、党委对同级

纪委的监督、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以及全委会、常
委会对自身成员的监督等；其具体途径有列席会议、
听取工作报告、统一派驻监督、召开民主生活会或组

织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

责等。 自下而上的党内监督，则指的是下级党组织、
干部和党员对上级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的监督，其
具体途径有述职（述责）述廉、举报、信息公开、选
举、领导干部任前公示、民主评议之类。

二、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的基本特征

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的基本特征是这一党内监

督体系质的规定性的重要体现。 笔者认为，基于上

述构成要素，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

内法规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精神，遵循

政治学和管理学的一般原理，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

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１．党内监督主体方面的各尽其责、各显其能

２０１６ 年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九条

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
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

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

监督体系。 这不仅直接点明了上述六种主体在党内

监督体系中的职能定位，事实上也意味着新时代的

党内监督体系应该是上述六个方面党内监督主体各

尽其责、各显其能的党内监督体系。 所谓各尽其责、
各显其能，就是指这六种党内监督主体依据党章和

党内法规的规定，认真履行党章和党内法规所赋予

的职责，充分行使各自所被赋予的党内监督权力和

党内监督权利（对党员而言），发挥各自的优势，从
而形成党内监督广泛参与、个个尽力的局面，增强党

内监督的合力，编织出没有漏洞和死角、没有特殊和

例外的党内监督之网，进而真正达到全面从严治党

的目标。 反过来讲，如果上述六大党内监督主体中

有参与监督缺位、履行职责不到位从而导致党内监

督存在空白、党内监督力量不足，则这种党内监督体

系必然不是健全的党内监督体系。
２．党内监督内容方面的权力、日常工作以及政

治和作风全覆盖

任何组织因为其成员的权利委托、经过组织章

程的制度确认，都拥有决策权、所掌管资金资源的处

置权甚至对成员的纪律处分权等普遍性组织权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组织的一种也不例外。 更重要

的是，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拥有 ９０００ 多万党员且

手中掌握执政权的政党，同时还是一个强调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执政党。
这两方面的结合，自然意味着由中国共产党对自身

行使权力进行监督是十分必要的。
另外，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高度重视自

身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一般的政党相比，其在

发展党员和开展组织生活方面的要求更高、标准更

严、任务更多，因而党内监督也应包括党内日常工作

的监督。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按照列宁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

政党，是一个肩负神圣政治使命、具有远大政治抱

负、历来强调政治和思想统一、强调政治建设作为统

领和首位，有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党忠诚、信仰

马克思主义、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

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诸多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并强调严格遵守这些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的执政党，这自然也就意味着中国共产

党必须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政治立场、政治

方向、政治言行等诸多方面的表现，尤其是在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基本经验，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树立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对党忠诚，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等方面的

监督。 简言之，就是必须加强党内政治监督。 否则，
不仅党的使命和目标难以实现，党的政治统一难以

保证，而且党的独特优势和独特基因也会丧失。 相

比之下，国外大多数政党在政治方面要求不多也不

高，从而使得它们的党内政治监督要么不存在，要么

不重要。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

命、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

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代表的党的诸多优良

作风，这些优良作风是党的根本宗旨和党性的体现，
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一般的政治组织的重要标志，
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强大凝聚

力、战斗力和创造力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独有

的政治基因。 同时，中国共产党又一直强调反对主

观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作风，而这恰恰是许多国

家和地区的政党所不具有的。 由此也就意味着中国

共产党还必须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

干部进行作风方面的监督，简言之，就是加强党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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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监督。
总之，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一般的政党，而是一

个有着掌握强大执政权这一事实又有着强调政治统

一和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保持优良作风这些要

求的执政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集多种角色于

一身、具有多种特质和基因的政党，所以中国共产党

的自我监督就不能只限于权力和日常工作方面，而
必须在党内监督的内容方面做到权力、日常工作、政
治、作风四个方面全覆盖。 至于有些专家学者所论

及的纪律监督，笔者发现，他们所指的纪律监督跟巡

视监督、派驻监督等一样，是从主体角度而言的，实
际上就是纪委的专责监督。 监督纪律作为一种特殊

的制度规范，就本质而言，实为党内监督的手段，而
不是与权力监督、作风监督、政治监督等并列的内容

范畴。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分则中具体

规定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廉洁纪律、群
众纪律、生活纪律等六个方面的纪律，可见纪律是规

范范畴，而政治、组织、廉洁等才是内容范畴，前者和

后者不能并列，党内纪律监督不是党内监督的内容，
当然这不妨碍党内纪律监督成为单独的研究领域。

３．党内监督对象方面的普遍性前提下的差异性

如前所言，党内监督的对象是明确的，即全部党

组织和全体党员。 就像 ２０１６ 年版《中国共产党党内

监督条例》的第三条所鲜明阐述的那样，“党内监督

没有禁区、没有例外”，亦即遍及全党、覆盖全党。
党内监督是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

分、重要实践渠道和重要制度保障。 而全面从严治

党中“全面”的应有之义是要“管全党、治全党”的，
即对象必须是全部党组织及全体党员。 因而，党内

监督对象的确定首先必须坚持“全面性”这一基本

原则，即覆盖和面向所有党组织和党员，包括党员领

导干部这些“关键少数”。
无论一个人在党内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都

不能因此成为党内监督的特殊例外，而对其网开一

面。 但与此同时，在党内监督的具体实践中，党内监

督对象的选择和聚焦还必须坚持“差异性”这一基

本原则。 众所周知，全部党组织中有基层、地方（包
括省、市、县三级）和中央三类党组织的纵向划分，
全部党员中有党员干部和党员群众两种不同身份的

区分，党员干部又有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的区分。
其中，党员领导干部在纵向维度又有低级领导干部、
中级领导干部和高级领导干部（包括副省部级、正
省部级、副国家级、正国家级）的区分，在横向维度

又有一把手和其他领导干部的区分。 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所属级别和所任职务的差异，实际也意味着所

处地位和所掌握权力、所支配资源的差异。 越是高

级干部和“一把手”，其地位越高、手中权力越大、履
职施政的影响越大；相应地，对其监督就越有必要，
且难度越大。 因而，必须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

基本原理，基于党内监督对象中的各类具体群体的

特殊性和差异性，主要是所处职位和所掌权力的特

殊性和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而不能等量齐

观、一刀切、一视同仁地监督。
总之，只有在党内监督对象方面既坚持普遍性

又注重差异性的党内监督体系，才是健全的新时代

党内监督体系。 反过来，如果存在对党员领导干部

或者普通党员网开一面、降格以求的党内监督体系，
以及不考虑各级党组织、各部门和不同党员领导干

部职位和权力的差异性而搞平均用力、一视同仁，则
必然意味着党内监督体系的不健全、不科学。

４．党内监督指向方面的自上而下、同级相互和

自下而上的均衡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党内监督体系呈现网

络状分布的状态，从纵向上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组织

监督以及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从横向上表现为同

级监督。” ［６］ 笔者则用前述的“指向”这一概念，将
党内监督的指向区分为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同级

相互的党内监督（即平行党内监督）以及自下而上

的党内监督。 一般而言，政党作为具有多个管理层

级、承担诸多任务且组织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而进行

分工和分层的科层制组织，普遍具有自上而下的监

督功能，所不同的只是自上而下监督的力度和内容

各有差异而已。 不管如何，所有政党内部自上而下

的监督，都体现了集中的价值导向。 在这方面，中国

共产党也不例外。 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

全党的政治统一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加之中

国共产党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其根本组织原则，因而，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的集中的价值导向体现得更

加突出。
此外，还必须看到，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基于党员

主体地位和党员权利、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高效

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政治整体，其各级领导机关（其
派出的代表机关机构以及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除

外）都由选举产生，因而，中国共产党的自上而下的

党内监督事实上还蕴藏了民主的价值导向。 至于自

下而上的党内监督，显而易见，其所体现的正是民主

的价值导向。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平行的同级相互的

党内监督。 由于这种同级相互的党内监督既有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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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权利、基于党内权利委托关系而形成的组织之

间的监督，如党代会对其全委会的监督、其全委会对

常委会的监督，又有基于党内地位平等的同志间关

系而形成的党内监督。 两者皆以团结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因而，平行的党内监督体现了民主、平等和团

结等多种价值导向 （三种党内监督指向比较见

表 １）。
表 １　 三种党内监督指向比较

指向 自上而下党内监督 平行党内监督 自下而上党内监督

对应
关系

上级党委 （包括
其职能部门） 和
纪委 对 下 级 党
组织

党内同级党组
织之间以及党
内同志之间

下级党组织和普
通党员对上级党
组织 及 其 领 导
干部

价值
导向 集中、民主

民主、平等、
团结 民主

具体
途径

巡察或巡视、谈
话和诫勉、询问
和质询、信访处
理、领导干部个
人重要事项的报
告、罢免和撤换
以及重要情况请
示和报告等

列席会议、听取
工作报告、召开
民主生活会或
组织生活会、统
一派驻监督以
及集体领导和
分工负责等

述职述廉、民主
评议、信息公开、
举报、领导干部
任职公示

　 　 新时代的党内监督体系，必须是一个自上而下、
同级之间和自下而上三种指向处于相对均衡状态的

党内监督体系。 唯有如此，才能同时在党内实现与

之对应的集中、平等、团结和民主等多种重要价值追

求；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的党内监督体系才能使得

各级别的党组织、所有的一般党员同志及各级别的

领导干部，一方面都成为党内监督的主体，另一方面

又同时成为党内监督的对象。 如此，才能在真正实

现党内监督主体与对象全覆盖的同时，进而构筑整

体闭环的党内监督环形链，最终形成科学、健全和长

效的党内监督体系，助力和推进党内监督的科学化、
系统化和可持续化。 反过来说，这三种指向的党内

监督缺乏任何一种或两种，都必然会给党内监督体

系留下缺口和漏洞，必然会造成党内监督力量的畸

轻畸重、党内监督对象的受力不均，都将导致党内监

督体系的失衡和缺口，因而，这样的党内监督体系也

必然不是一个科学和健全的党内监督体系。
５．党内监督手段方面的制度和技术的组合

随着制度主义的兴起及其向其他学科领域的扩

展和渗透，一段时期以来，政治学和党建研究都主要

着眼于制度建设，都注重从制度视角来总结经验、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应该指出，这一趋势和导向相

比以往只是从人的视角甚至是天命的视角来分析和

研究政治学是巨大进步，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

展，特别是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政治学

和党建研究还必须引入技术视角，即还必须注重从

技术维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具体到新时代党内

监督体系建设，那就是必须注重制度和技术手段的

组合，实现两者同向发力、有效结合、互相支撑。 就

像党的十八大后，巡视制度之所以大展其能、大显其

效，除了五年内实现全覆盖、加大巡视频率、延长进

驻时间、进行机动式巡视之外，实行了巡视组组长

“一一”原则（一次一任命，一次一授权）、“三不固

定”原则（巡视组组长人选不固定、具体巡视对象不

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间的关系不固定）等制度

方面的变革和改进外，还与网络举报等技术手段的

应用有关；又如，“由于领导干部不仅在工作时要与

普通党员和群众打交道，且生活在群众之中，一旦有

违反党纪国法以及社会公德的言行，往往会被手持

手机的党员和群众记录到手机上，无论这些视频、录
音资料是交给纪委等有关部门，还是直接晒在网上，
其结局往往是涉事党员干部言行曝光、风光不

再” ［７］ 。 近年来，因为这一技术路径而被曝光违纪

行为进而受到处分的党员干部不在少数，如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引爆网络的北京某国企领导因为被街拍进而被

曝光并迅即被停职、接受单位纪委调查的案例。
此外，“在防控党员领导干部个人廉洁风险方

面，纪委可以利用各类数据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管理，
通过提炼关联规律对不同级别风险进行预警并形成

相对应的响应机制” ［６］ 。 这些例子和事实深刻地启

示我们：技术手段在党内监督中大有用武之地，构建

新时代的党内监督体系，必须做到监督手段方面的

制度和技术的组合，否则，只有制度视角而无技术视

角、只有制度支撑而无技术支撑的党内监督体系必

然是不健全也无法达到目的的党内监督体系，其效

能和威力是有限的。

三、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的目标导向

根据中央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内监督重要论述精神以及政治学基本原理，
笔者认为，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的目标导向应主要

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１．坚持党的领导

这一目标导向包括过程层面和结果层面。 所谓

过程层面坚持党的领导，是指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

的建设过程，是始终在党的正确坚强领导下有序进

行的，其中主要的是党中央统一领导进行的，是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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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科学决策、严密部署和有力推进的，是地方和各

级基层党组织具体领导和贯彻落实的。 这就需要全

党有自我革命的勇气，需要各级党组织在新时代党

内监督体系建设中尽责履职，需要各级党组织和全

体党员树立“四个意识”，做到上令下行、思想统一、
行动统一。 结果层面坚持党的领导，是指新时代党

内监督体系无论怎么构建，无论如何推进，都必须确

保达到坚持和巩固、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最终结

果，而不能是削弱党的领导，更不能否定和取消党的

领导。 否则，这样的党内监督体系就是不科学的，这
样的党内监督体系建设是失败的，是得不到广大人

民群众支持的。 具体而言，就是必须达到党的威信

更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更强、党的全面领导更加

有力有效、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 不能达到坚持

和巩固党的领导这一目标，必将导致我国的制度优

势的丧失，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弦易辙，导
致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导致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全体国人最大心愿

成为泡影。 总之，党的领导既是新时代党内监督体

系建设的最基本前提，也是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的

最主要目标。
２．基本解决党内的党风问题和腐败问题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

重要内容，是党中央提出和部署新时代党内监督体

系建设这一任务的直接诱因。 换言之，新时代党内

监督体系建设的直接目标导向就是要能解决党风和

腐败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以零容忍和壮士断腕的态度，以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的韧劲，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大力反腐

败，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压

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已得到国内外的一致公认。
党的十九大报告用生动的文学语言“海晏河清、朗
朗乾坤”描述了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目

标，这意味着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必须具有基本解

决党风和腐败问题的功能导向。 这一目标导向不仅

意味着必须实现党员、干部不敢腐，也意味着实现党

员、干部不能腐、不想腐，即意味着从制度和思想这

些“根本”层面解决了党风和腐败问题。 这一目标

不仅意味着解决更加严重、已属违法的腐败问题

（当然，腐败问题往往也是作风问题，是作风问题发

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意味着解决比较轻微、属于违

纪的党风问题，即意味着从更高的标准、更早的萌芽

状态解决了党风和腐败问题。 这一目标导向的实现

不仅要有党委政府的权威说法，而且要有广泛的调

查数据支持和广大的民众认同，要与实践成果和民

众感受相匹配，即在更具权威性和公信力的标准上

解决党风和腐败问题。
３．降低党内监督的成本

党内监督的目标导向是多样且重要的，但也是

有成本的。 在新时代，构建党内监督体系还必须考

虑到成本问题，有成本视角。 能显著降低党内监督

成本的党内监督体系才是科学和健全的党内监督体

系。 如果党内监督体系成本太高，就会导致监督效

率不高、持续性不强，会加重国家和人民的负担，这
样的党内监督体系哪怕最终也能达到党内监督的目

标，能解决党风和腐败问题，能确保全党的政治统

一、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但它也是不可取的、不科

学的、不健全的。 从表现形态看，党内监督的成本既

表现为办公场地、办公设备（如公车等）、办公经费、
人头经费（主要是工资、奖金和福利）等直接的物资

资源的投入，也表现为人员配备数量和人员精力投

入等非直接物资资源的成本投入。 新时代，一个科

学的、健全的党内监督体系，必须是一个既能显著降

低监督成本又能取得显著监督成效的党内监督体

系。 专责监督机构队伍过于庞大、办公经费和人头

经费过高的党内监督体系，“大材小用”式、凡事都

要依靠巡视组“出手”和纪委“出马”的党内监督体

系，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专责党内监督机

构的党员干部，总是连轴转工作、没日没夜工作、透
支身体的党内监督体系等，都不是低成本的科学的

党内监督体系。
４．形成党内监督的闭环

一般而言，涉及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的制度体

系的构建，应该能形成闭环，都应该使得其中每一权

力主体都在监督和被监督的链条之中。 唯有如此，
才符合权力和责任相匹配的原则，才符合监督者也

要受监督的政治学原理，才是科学和健全的权力监

督体系。 这一原理和原则同样适用于党内监督。 这

就是说，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的构建，必须能形成党

内监督的闭环。 具体而言，就是必须确保所有的党

组织和党员都能直接或间接地行使监督权，同时所

有的党内权力行使主体又都能被监督，从而确保党

内监督不出现真空、缺口和断裂，确保党内不出现享

有特权、游离于党内监督之网的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 进一步推而论之，就是：上级党组织既要能对下

级党组织进行监督，反过来，上级党组织也要受到其

上级的党组织以及下级党组织、同级的党代会和纪

委的监督；党组织既要能对党员个体进行监督，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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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党组织也要受到党员个体、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

大会以及纪委的监督；作为专责的党内监督机构，纪
委既要能对所有党组织和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

进行监督，也要受到同级党代会、党委以及上级纪委

的监督；哪怕是党中央，作为党内监督的全面领导

者，享有监督地方和基层党组织以及各级纪委的权

力，同样必须受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纪委、下
级党委以及党员的监督。

５．确保党内监督体系的持续运行

新时代的党内监督体系的目标还应该确保这一

党内监督体系能持续运行，具有长效性。 一个启动

时轰轰烈烈但很快因为各种因素而变得无效乃至停

止的党内监督体系，显然不是一个科学的健全的党

内监督体系。 这类“昙花一现”的制度创新和制度

体系如果出现较多，就会严重影响国家治理和执政

党自我治理的现代化。 这就要求党内监督体系必须

通过制度的互嵌、权利的广泛赋予、权力的适当分散

等方法，使之拥有自我“加油”、自我维持的动力机

制，进而使得党内监督体系能够避免因为某个地区

党组织和某一层级党组织的不作为、某个领导的反

对和抵制、有关领导的更替、某一制度的失灵和无效

等因素而陷入停顿和被废弃的境地，而仍然因为其

他制度的带动和补救、因为多数党组织和党员的共

同意志、因为其他监督权力的补位和支撑，继续顺利

运行。

注释

①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 《习近平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　 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不断

提高组织工作质量》，《光明日报》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６７－６８．

［２］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２－１０－２６（１）．
［３］朱福惠．党内监督体系的概念生成、制度特征与实践创新［ Ｊ］ ．党

内法规研究，２０２２（２）：１１０－１２８．
［４］林尚立．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Ｍ］．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７２－１７３．
［５］肖剑忠．论十八大以来党内监督的新进展［ Ｊ］ ．井冈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５）：６３－７０．
［６］蒋来用，王阳．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体系的系统性、协调性和有效

性［Ｊ］ ．重庆社会科学，２０２０（４）：２８－３８．
［７］肖剑忠．拓宽党内监督的技术空间［Ｎ］．学习时报，２０１６－１０－１３

（Ａ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ｏ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Ｘｉａｏ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Ｘｉ Ｊｉｎ⁃

ｐ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ｈａ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ｐｌｏｙ⁃
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ｇｏａｌ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ｆｏｕｒ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ｅａｃｈ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ｉ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ｉｔｓ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ｓｐｅｃ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ｓｐｅｃ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ｔｏｐ－ｄｏｗ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ｏｔｔｏｍ－ｕｐ ａｎｄ ｐｅ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ｓ． Ｉｔｓ ｇｏ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
ｃｌｕｄｅ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ｗｏｒｋ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Ｐａｒｔｙ’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ｃｌｏｓｅｄ ｌｏ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思　 齐

８２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