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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邓小平关于党代会常任制的思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

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也是我们党成为执政

党以来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

报告》,他提出并深刻论述了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指出党面临新的考验,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

和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求全党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和

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宣布了在全党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决定。 

    

    可以把邓小平关于党代会常任制的思想概括为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是基于党的地位和状况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我们党面临着的新考验。邓

小平指出:“在第七次大会召开的时候,我国的人民革命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得到胜利。”而党的八

大召开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党的组织分布到全

国每一个城镇和县区,每一个重要的企业,并且分布到各个民族。……而且多数党员都在各级国家机关、

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中担负了一定的工作”。基于党的地位和状况所发生的重大变化,邓小

平进而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这就是:“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

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

过去增加了。” 

    

    第二,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是为了克服党的七大以来党的各级代表大会没能定期召集和充分发挥作用

这个“党的民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缺点”。邓小平指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党的各

级代表大会的定期召集和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第八次大会同第七次大会隔了十一年多,当然是迟了。地

方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除了一部分单位已经严格执行了党章的规定以外,多数的单位还是比党章规

定的开得少。这是我们党的民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缺点。”他指出:“为了彻底克服这个缺点,把党的

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

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 

    

    第三,阐明了什么是党代会常任制。邓小平指出:“党章草案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省一

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这三级代表大会一律每年开会一次,因

此,原有的党的各级代表会议制度就不需要了。党的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大大减少了代表选举工作的负

担,代表大会在任期届满以前,可以随时召集。由于每年开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就可以开得简便一些。

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

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按照新的制度,党的最重要的决定,

都可以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党的中央、省、县委员会每年必须向它报告工作,听取它的批评,答复它的询

问。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

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

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因此,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

展。” 



    

    从邓小平对党代会常任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党代会常任制的设计理念,即:党代会应成为党的

最高权力机关、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代表大会和代表均应发挥经常性作用。同时,根据邓小平

设计党代会常任制的基本思想,可以把党代会常任制定义为:党代会常任制是关于党代会本身如何常任的

一系列规定和制度,包括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组织、职权及行使程序等规定和制度等。其外延则是各

级党代会的常任制。具体包括以党的代表大会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党代会与党员、党

代会与党的其他领导机关相互关系的制度等。根据上述定义,党代会常任制应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

特征: 

    

    第一,党代会届内定期召开。各级党代会定期召开,这是党内民主制的基本要求,也是保障党员民主

权利的基本要求。党代会届内至少应实行年会制,也可以采取定期召开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使之成为

充分反映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意见的讲坛,成为党的最高决策机关。 

    

    第二,党代表届内常任并具有相应的职权。党代会常任,必然要求党代表常任,使党代表经常参与管

理党内事务。同时,代表应具有与党代会相匹配的各种职权,如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建议

权、质询权、罢免权等,否则,代表作用就难以发挥。 

    

    第三,党代会常设机构行使大会闭会期间的职权。党代会常任,需要有专门机构来行使闭会期间的职

权,办理大会未尽事宜,监督保证大会决议的贯彻落实。是否设立专门机构、是否有专职人员办理大会未

尽事宜,是党代会常任制有别于党代会非常任制的基本特征之一。 

    

    第四,党代会享有党内最高决策权和最高监督权。代表大会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和大会闭会期间的

常设决策机构,都由党代会选举产生,向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代表大会和代表的监督。 

    

    二、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对党内权力配置提出的新要求 

    

    按照党代会常任制的定义及其基本特征来改进和完善我们现行的党代会制度,就必然会对党内权力

配置提出新的要求。这就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的全体委员会(简称全委会),同时也由党的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党的执行机构———党的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监督机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简称纪委会)。党代会享有党内最高决策权和最高监督权。党的全委会在党代会闭会期间行使党代会委

托给它的决策权;党的执行委员会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

“三权”相对独立,合理制约。 

    

    (一)党代会常任制下的党代表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中,中共党员是党内生活的主人,是行使党内民主权利的主体。党代表作为

党员民主选举产生的党员代表,是受党员委托的代理人,是代表党员行使其民主权利的代表者。因此,建

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就必须实行党代表常任制。而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则

是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基础。所谓党代表常任制,就是每届选举产生的党代表均为当届期各次会议的代

表,其任期与党代会相同。党代表从非常任到常任,不仅是任期的延长,更是职能的拓展。 

    

    第一,代表任期从过去的几天延长到一届。按现行制度规定,代表的任期只有党代会开会期间的几天

时间。代表实行常任制后,代表一经选举产生,除非代表资格被终止和罢免,代表的任期与大会届期相同,

其权利和义务届内均有效。 

    

    第二,代表职权从一次会议拓展到整个任期。代表任期延长到一届,其选举权、审议权、评议权、监

督权、建议权均相应拓展到整个任期。 

    

    第三,代表作用从大会期间延伸到闭会期间。党代表既要在大会期间充分行使职权,发挥作用,也要



在闭会期间发挥作用。党代表在大会期间的作用可通过开好大会来实现,而发挥其在闭会期间的作用,则

必须畅通其发挥作用的途径。如通过“四级联系制度”,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所谓“四级

联系制度”,即“三委”成员分片联系党代表、党代表分行业联系党员和群众、党员以责任区为范围联

系群众的制度。通过座谈、访谈等形式,收集党员、群众的反映和呼声,向有关党组织反映或在大会上提

出建议案、质询案、罢免案。同时向所联系的党员和群众传达、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党代会精

神,通报党代会的重大决策,推动党代会决议的贯彻落实。 

    

    (二)党代会常任制下的全委会,执委会,纪委会 

    

    在党代会常任制下,党代会是党的权力机关、党内“立法”机关和监督机关,拥有党内“立法权”、

决策权和监督权。党通过代表大会“立法”、决策、监督,实施统一领导。这里的“立法”权,从中央一

级讲,是指制定和修改党章,制定和修改规范党内生活的基本准则、条例等的权力。 

    

    在党代会常任制下,党的全委会、执委会、纪委会向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党代会领导下的决

策机关、执行机关和监督机关并行,互不兼任。党的全委会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行使党代会授予的职权

主要是:召集本级党代会会议,领导或主持本级党代会代表的选举;讨论本地区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并作出

决议。党的执委会行使执行权主要包括:执行本级党代会及其全委会的决议和决定;领导所属工作部门的

工作。党的纪委会行使监督权主要包括: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组织开展对党内监督工作的督促检

查;对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理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

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申诉和控告;受理对党组织和

党员违犯党纪行为的检举和党员的控告、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 

    

    (三)党代会常任制下的党代会 

    

    第一,党代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代会实行常任制后,每年至少应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年会一般应

于年底召开,即换届党代会召开后,任期内每年年底都要召开党代会。如有五分之一以上代表提议,并报

经党的全委会同意,还可临时召集代表会议。 

    

    第二,强化党代会职权,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代会常任制的核心是赋予党代会

“常任”的职能,发挥大会常任的作用,使其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具体应赋予党代会

以下三个方面的职权:一是审查监督权。党代会年会要对全委会、执委会、纪委会年度工作情况进行审

查,届终要对“三委”届内工作的情况进行审查。常任制党代会的审查权,应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调整如延

伸审查范围。从听取和审查全委会、执委会、纪委会工作报告,延伸到听取和审查人大党组、政府党组

和政协党组工作报告,听取和审查党费收缴使用、干部任用等重要工作情况报告以及其他需要听取和审

查的重要情况报告等。二是选举罢免权。党代表有权推荐候选人。执委会和纪委会的委员和书记、副书

记及全委会的委员候选人名单,在上报上级党组织之前,应经党代会表决通过,如有三分之一以上代表不

赞成,不能作为候选人上报。由党代表直接选举产生本级党的全委会、执委会、纪委会的委员和书记、

副书记。建立辞职、罢免制度。党代会有权罢免“三委”成员和接受“三委”成员的辞职。“三委”成

员可书面向党代会提出辞职并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对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以及犯有其他严重错误的

“三委”成员,可由代表联名提出罢免案。三是重大问题决定权。赋予党代表提议案的权利。党代表可

联名向本级党代会提出议案。赋予党代会更大的决策权。本区域党的自身建设的重大问题,党代会有最

终决定权;涉及本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包括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改革的重要部署、地方

性重大问题的处理等,党代会有党内的最高决策权和向同级人大的建议权。 

    

    第三,设立党代会工作机构。设立党代会工作机构是保证常任制顺利推行的必要条件。应在现行党

代会运作模式的基础上,对党代会机构设置作相应调整:设立党代表联络办公室,负责党代会闭会期间的

日常工作。联络办公室属党代会的常设机构,主要负责处理党代会确定的提案,督促提案的办理,并将办

理情况答复代表;定期联系代表,组织代表视察或调查,指导代表团和代表小组开展活动;向全委会汇报代

表的意见和建议,向代表及时传达全委会的决议和决定;向各级党组织通报代表活动和履行职责的情况。

随着改革的深入,代表联络办公室应逐步与党代会主席团合并,使主席团成为常设机构。主席团下设秘书



处、代表提案工作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等机构,其成员由专职代表组成。负责大会会务工作,代

表提案、议案、罢免案工作以及代表资格审查工作。 

    

    三、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是党内民主制度的重大创新 

    

    应当充分注意到,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是党内民主制度的重大创新,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具有不可估量的

重大意义。 

    

    首先,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将会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通过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和代表常任制,将会进一

步拓宽党内信息传递和反馈的渠道,构建党员代表对党内事务的了解和参与的平台,落实党代表的知情权

和参与权,激发广大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改革代表选举制度,扩大差额

比例,实行直接选举和竞选制,落实代表的监督权,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其次,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将会进一步改善党的领导。通过党代会常任制的实施,将会进一步改进党的

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正确贯彻执行党内民主制,增

强党的团结和活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集体;加强和改进党的

作风建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第三,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将会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在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条件下,将建

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环节加强对权力的制约

和监督;将切实加强代表大会对它所产生的领导机构及其负责人的监督,加强代表大会所产生的组织机构

间的相互制约和监督,充分发挥专门监督机构的作用;加强党员代表对其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及其负责人

的监督,将进一步焕发党的生机与活力。 

    

    第四,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将会进一步推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将有利于建立

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将有利于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决策

咨询制、论证制和责任制,确保决策正确,防止决策失误。 

    

    第五,实行党代会常任制不仅将推动党内民主的重大发展,而且将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

作用。正如邓小平指出,按照党代会常任制这种“新的制度”进行“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

大的发展。而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基金项目〕200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政治体制创新研究”

(03BKS013)的阶段性成果 

    

    

    张星炜,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带头人,成都市邓小平理

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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