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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四中全会四大看点 将破解党建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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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将高瞻远瞩地研究党建重点、破解党建难点、回应党建热点、提升党建高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3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9月召开十七届四中全会，主要议程除中共中央政治

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外，最引人注目的是“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 

  从1994年9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到2009年9月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时隔15年，中央委员会再次全面

研究部署党的自身建设，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其重要动向令人关注，其重大成果必将影响今后相当

一个时期内党的建设的具体走向。 

  纵观中国共产党88年来的建设和60年来的执政，党的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也面临一些急需应对和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近几届党的代表大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

来，事关党的自身建设的改革创新实践不断增多，党的自身建设也在全党乃至全社会的热切期盼中走

向新的高度。从基层日趋活跃的党建创新实践和高层密集的基层调研不难发现，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

必将高瞻远瞩地研究党建重点、破解党建难点、回应党建热点、提升党建高点。 

  看点一：如何浓重抒写党在执政中的自身建设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而又善于运用历史经验的政党。建党以来特别是执政以

来，党一直保持着对历史经验的尊重和对新经验的总结。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完

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60年来的执政经验和60年来党在执政中的自身建设的

经验都是弥足珍贵的。 

  经验是财富，经验是继续前进的动力，经验是滋养新思想的土壤。在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执政条件

都发生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总结和梳理党的执政经验、党的建设经验，不仅是党的建设本身的需

要，也是全体党员和全社会的期待。党中央一直清醒地认识到，在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执政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党建规律的认识都有待

于不断提高，如何真正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执政党，这些都需要党从

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的养分。 

  整理经验是整合认同的过程，党以全会的名义庄重地梳理和提炼已取得的宝贵经验，必将得到全

党同志的支持，也必将把全党同志的思想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当然，经验和教训是孪生的，党从处

理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大局、大势中走来，在收获宝贵经验的同时，也收获了值得铭记的教训。这就是



  执政的辩证法。因此，有理由相信，党有勇气也有智慧像总结和梳理经验那样去总结和梳理教训，把

教训同样作为执政的宝贵财富，在继续执政中加以消化、加以警醒。 

  看点二：如何全面把握党内民主发展的新高度 

  中国共产党把党内民主放在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这足以显示党抓党内民主建设的决

心。今年“七一”前夕，中央政治局就推进党内民主进行集体学习，这一重大举措被外界解读为是对十

七届四中全会重要主题的释放，也就是说四中全会要着力研究党内民主建设问题。 

  事实上，无论从党的建设的整体性看，还是从党目前面临的自身建设的重大挑战看，党内民主都

是毫无悬念的议题之一。刚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也再次强调要按照十七大精神来谋划新时期党的建

设，而十七大报告在部署党的建设部分，着重阐述了党内民主的建设要求。所以说，更加注重党内民

主建设，不仅是四中全会要研究的，也是未来较长时间内党要不断推进的一项重大工作。 

  近些年来，党内民主建设取得了不少成效，特别在基层，无论是从干部选拔环节，还是从选举环

节，党内民主都有新的发展、新的探索。一些地方还承担了党内民主探索的试点工作。选举是党内民

主发展的最重要符号，也是改革创新的最重要环节。在十七大前的基层党委班子换届中，不少地方已

经主动运用公推直选的办法产生基层党委班子，在党员群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直选在党内已经发展

到部分乡镇一级。而十七大对党章的修改就正式回应了基层的探索，明确规定，乡镇党委班子换届可

采用全体党员直接选举的办法产生。党章的这个规定必将在未来新一轮的乡镇党委班子换届中得到广

泛运用。 

  客观上说，党内民主采取自下而上的探索十分必要，党内民主发展的本意不是要追求轰轰烈烈的

形式，而是要追求实实在在的效果。但如何把握基层的实践，如何把基层的实践上升为制度，如何在

各种试点中积累面上推开的经验，这些都需要更高层面的决策主体加以研究，给予自上而下的鼓励和

支持。 

  党内民主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千方百计地激活党员的主体意

识，让7000多万党员真正参与到党的自身建设中来，让全体党员成为党内民主的实践者和推动者。有

理由相信，四中全会将会对此作出新的重要部署。 

  党内民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要理顺和完善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等党内“三会”的关系，这

方面的工作已经在向前推进，十七大要求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和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就是在加强党代会

和党代表的职能。一些地方还在做实全委会决策、规范常委会运行等方面作了积极探索。这些也都必

然会进入四中全会的决策视野，从发展党内民主的宏大背景下，去审视和把握党内民主发展的高度以

及发展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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