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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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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益飞 

     建党88周年前夕，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和

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并指出，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最根本的是要认真落实党章及党员权利

保障条例等党内规章赋予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使党员在党内

生活中真正发挥主体作用。针对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刘益飞教授。 

  记者：在您看来，为什么党中央近年来特别关注党内民主问题?发展党内民主最重要的、最

核心的要素是什么? 

  刘益飞：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发展党内民主是党确立的坚定不移的方向。改革开放以

来，党内民主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时代发展的要求及广大党员的

期望相比，仍然存在着差距。党已经确立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全新理念，但真正付诸实

践还很难，不仅在党内还缺乏充分的共识，尤其是还缺乏必要的制度机制的支撑。党的十七大

第一次明确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这是党的自身建设的一个历史性进步。也是继十六大

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之后，执政党在发展党内民主上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是党在党内

民主问题上的新觉醒。 

  党员主体问题的提出，从根本上讲，是源于“党员是党的主人”的理性思考。党的基本性

质决定了党员是党的主人，党员是党的工作、事业及党的建设的主体，党员理所当然地应成为

党内生活的主体、党的领导的主体、党内监督的主体和发展党内民主的主体。党的事业的各项

任务，首先要通过党员去完成;党经常强调的依靠群众，首先就是要依靠党员群众;党的建设的各

项措施，最终都要体现在党员身上;发展党内民主的基本着眼点理应放在党员主体上。可以说，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是实现党内民主的根本保障。 

  记者：正如您所谈到的，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对于发展党内民主意义重大。那么请您分析一

下当前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党员主体地位的发挥? 

  刘益飞：尊重和确立党员的主体地位，这是党内民主的本质。但长时期以来，这一本质却

被“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的片面认识以及党内长期存在的领导主体、组织本位的体制机制

所掩盖，这使得许多党员对于自身主体地位的认识都比较模糊。具体来讲，党员主体地位发挥

的因素有三个： 

  一是组织本位认识根深蒂固。多年来，党内在对党员权利的认知上一直有一个基本的理

念，即党员的权利源于党员对党承诺及自觉履行的义务，党员权利的享有与行使要以义务的履

行为先决条件和基本准则。党员的义务是绝对的，而权利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党内生活以及



党内民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义务的核心是对组织的服从。党章中历来关于党员权利义务的规

定都是将义务置于权利之先，这与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权利与义务规定的逻辑顺序恰恰相反。 

  由于多年来在党内生活中一直存在着忽视党员主体地位的问题，“义务本位”在党内就有

很深的影响，党员权利往往处于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可给予也可收回的较随意的状态。在党

的活动及党的建设中，往往比较重视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权力，却不大重视广大党员的

权利;往往比较强调党组织的权威，却不大注重保障广大党员的权利;往往一味要求党员履行各种

义务，却常常有意无意地淡化和忽视党员应当享有和行使的各种权利。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党

内民主“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对纠正这种片面的认识提供了依据。 

  二是党内制度不完善的影响。多年来，正是由于党内一些不够好的、不够完善的制度及其

体制，妨碍着党员主体地位的发挥。例如，党内多年来一直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制度模式，

一直妨碍着党员的各项权利的真实实现。 

  在这种状况下，党员的主体地位往往很那得到发挥。例如：在党内干部人事制度中一直明

显存在的“长官意志”及“只靠少数人选人，只在少数人中选人”的体制模式，从根本上排斥

着党员主体在选人用人上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使得相当一些地方和单位在党

内领导干部的选拔上，很难真正体现“党员公认”的原则，党员主体对领导干部的“上”与

“下”，往往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在党的思想建设的诸多制度模式中，党员主体主要是作为被

动的被“灌输”的对象，少有充分体现党内平等交流以及党员主体创造力和积极参与的具体制

度，等等。 

  三是党内生活环境的影响。进入新时期，党内生活环境已经有了许多积极的改变，党内民

主的氛围日益浓厚起来。但由于多种原因，党内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利于确立党员主体地

位、不利于发展党内民主的因素。譬如，党内生活中还缺乏平等精神的氛围。在一些党员领导

干部的指导思想深处，从来就没有真正确立党员主体的意识，有的甚至不懂得党员主体究竟是

什么意思。在他们看来，仿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才是党的主体，而党员不过是被指挥被管理的

对象，不过是听命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队伍。 

  记者：影响党员主体地位发挥的因素有很多，有历史造成的，有现实存在的。那么，我们

要通过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来改进党内民主，还需要做哪几方面的努力? 

  刘益飞：一是在党章中规定党员的主体地位问题。党章是党内一切制度所必须依循的最根

本的党规党法，确立党员主体地位的制度创新首先必须着眼于党章。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

因，党章中历来缺乏对党员主体地位的清晰阐示和明确规定。在对党员权利的认知理念及其表

达的指导思想、具体规定上，也不能很好地体现和正确反映党员的主体地位。党章作为党内生

活中的“党内宪法”，理应对党员主体地位鲜明而突出地进行规定，这既符合党的根本属性及

党章的本质精神，才能为党的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制度创新提供基本的指南。 

  二是保障党员自由选举权。要大力推进候选人提名的制度化程序化进程，在党内普遍建立

差额选举制，逐步扩大党内直接选举的范围，建立和实行竞选制度等。没有竞争的选举，不可

能成为真正的民主选举。目前党内相不少选举还缺乏真实的竞争，使党员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受到很大的局限。 

  三是保障党员监督权。党内监督的实质，是对受党员主体委托而形成的党内权力的规范、

控制并使其服从于党员主体的意志。党员主体地位的一个突出的体现，就是确立广大党员在党

内监督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党员主体作为党内监督的基础及力量源泉，其作用是其他的党内监

督力量无法替代的。党员监督属于党内民主监督的范畴，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要使广大党员保持

一种健康的怀疑意识，严密监督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行为。针对长期以来党员监督一直处

于软弱无力的状况，保障党员监督权的制度创新显得格外迫切。 

  四是保障党员参与权。 参与党内事务，这是党员主体地位最基本、最直接的体现。没有党

员主体的参与，党内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一切重要领导人的产生、一切党规党法的确立，都



有悖于党的基本性质和缺乏合理性的基础。党员主体对党内事务的参与，除了通过党员推选的

代表的间接参与(包括党员代表大会在内的代议制的方式)外，更经常更广泛的方式是直接参

与，即党员主体通过党内各种制度机制向党直接表达自己的意志、意见及价值关怀，从而影响

和推动党内生活。这种直接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党内直接民主的范畴，这将是一个长期的

循序渐进的过程。 

  可以说，什么时候在党内真正确立了党员主体地位，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

为党内民主有了实质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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