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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党内监督体制的健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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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党内监督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执政党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当前, 党内监督体制存

在的问题主要是监督领导体制不顺、监督管理制度可操作性不强、监督法律法规相对滞后。要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

宜在坚持双重领导体制的前提下, 建立以纵向的上级纪委领导为主, 以横向的同级党委领导为辅的体制,同时要完善党内

监督制度,制定法律法规,构建监督体系。  

  [关键词] 党内监督;监督体制; 依法治国；监督体系   

  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监督，而加强监督首先是要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党内监督是党

的一种内在自我约束机制,是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正确对待和行使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做到为政清廉的重要保

证，健全的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是保持优良党风的基础。党内监督主要包括党的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监督、下级组织对

上级组织的监督、领导班子内部的相互监督、党员群众监督以及党内纪检部门的监督等多种形式。党内监督体制,是指以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为主体组成的党的工作与纪律监督机制。  

  一、党内监督体制的历史沿革  

  无产阶级政党历来非常重视党内监督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对党内监督体制进行了初步探

索。中国共产党早在建立之初,就注意建立党内监察组织。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标志着纪律检查组织在党内的全面恢复。此后,党的各级纪律检查组织逐步恢复、健全起来,并不断得到巩固

和强化。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党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来看,党内监督是保障我党革除自身弊病、使党永远保

持生机和活力的强大动力，党的纪律是党的生命,而保障这种纪律无疑是党的纪律检查组织的神圣使命。[ 1]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对党内监督有过重要论述。邓小平同志总结了“文化大革

命”的深刻教训,提出要有群众的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加强了人民监督制度化、法律化建设。江泽民同志指出:“党风是关系到

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 2 ] 他指出,能不能成功地解决党风监督问

题,是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最重要的是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 [ 3

 ]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又进一步地提出了治理腐败的正确途径:“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

监督是关键。”   

  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建立健全教育、制

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一系列文件的陆续颁布和实施，我们党已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党内监

督体系。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

本任务，对于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党内监督体制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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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问题的出现，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既有认识上的，也有制度上的，从目前情况来看，党内监督体制上的问题是

主要的原因。[ 4 ]   

  1、监督领导体制不顺   

  对党内监督领导体制作出规定的主要是《党章》第四十三条，该条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

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领

导下进行工作。”从该条不难看出，作为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主体的各级纪委是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接受同级党委

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这种监督领导体制,在确保监督权的行使与到位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是监督体制不顺：  

  一是独立性不强。纪委作为党内专门的监督机关，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使得它很难独立负责地行使监督

权。双重领导实际上是同级党委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各级纪检干部的配备、任免、调动，同级党委的意见起主导作用，人

员编制、财政经费、工作生活待遇等一系列问题主要由同级党委、政府决定。上级纪委的领导，实际上主要是业务工作的

指导，领导的力度、作用相对较弱。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各级纪委很难监督同级党委，特别是很难监督同级党委的主要领

导。  

  二是权威性不够。在现行监督体制下，纪委的双重领导难以落实，由于同级党委领导居于主导地位，由此导致对同级

党委难以监督，往往形成“虚监”，不利于纪检工作的开展，削弱了纪委实行党内监督的权威性。  

  三是缺乏必要的监督权。党内监督的核心是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与制约。纪检人员的监督在干部管理、案件查处、检查

督促等各方面缺乏更大的独立权限，致使纪检工作不时陷入被动与受牵制的局面，难以发挥切实的监督作用。  

  2、监督管理制度可操作性不强  

  现行的一些党内监督管理制度从理论上看可行，但可操作性不强，在执行过程中，或软弱无力，或变形走样，有违设

立制度的初衷。[ 5 ]   

  一是预防监督机制运作不灵。预防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现有的事前、事中监督制度上可操作性差，防范和

约束效能不强。二是公开监督机制不完善。公开监督是党内监督的基本原则，但现行的公开监督机制还很不完善：党务不

够公开和党员领导干部的财产不透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督渠道的通畅和有效运行。三是惩处机制亟待进一步完

善。惩处作为一种事后监督机制，在实际实行时往往不到位，没有发挥出其应有效力。例如在惩处过程中，有些官员的

“关系网”十分复杂，他们往往试图通过各种关系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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