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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作为一级学科的理论逻辑

◇张 震 廖帅凯

一、纪检监察一级学科提出的理论梯度

（一）现有学科难以充分体现纪检监察的理论精髓

1.法学视域下的纪检监察

腐败现象既是政治现象，也是法律现象。要打

赢反腐败斗争，必须依靠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撑，

这也是法治反腐的应有之义。新时代的纪检监察追

求的是党法关系的深度融合，而且要突出纪检在其

中的主导地位。

2.政治学视域下的纪检监察

政治学和纪检监察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上

紧密联系，具体表现为：就研究对象而言，纪检监察

学作为反腐败治理学科，其研究的对象必然围绕腐

败现象，而腐败现象是国家政权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不可回避的问题，二者在本质上互通；就目的一致性

而言，二者都是为了实现巩固政权的追求。

3.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的纪检监察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培育纪检监察学科，

有助于从更高的站位来审视腐败现象的成因，并从

本源的角度去探寻理论对策，在思想和理论两个层

面对反腐败治理进行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下培育的纪检监察，的确能提升学科理论的高度和

深度，但纪检监察作为实践属性尤其突出的学科，仅

停留在原理和理论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应当更加密

切地结合中国纪检监察工作的本土实际，既要注重

理论的提炼，更要强调将理论应用于具体实践。

（二）纪检监察成为一级学科的理论意义

1.促进党法关系更加顺畅

一级学科视域下的纪检监察，强调的是党的纪

委和国家监委在理念和价值追求层面的一致性，即

二者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推动纪检和监察在监督理

念层面实现一体化，促使合署办公机制下的纪检和

监察实现深度融合，推进党领导法治工作的制度化、

法治化。

2.对国家权力的革新性认知

党的领导和监察委员会同时入宪，实质上是在

根本法层面确立了“纪检监察”，为纪检监察规范的

制定提供根本依据。

3.打造中国自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纪检监察一级学科设立，一方面是基于党和国

家监督体系的完善以及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另

一方面也有助于将原本分散在其他学科的研究资源

整合起来，构建专门的反腐败治理学科，既丰富了社

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同时也增强了学术体系和话

语体系。

（三）纪检监察成为一级学科的治理价值

1.反腐制度优势转化为监督治理效能

将“纪检监察学”提到一级学科的高度，实则是

为了建立更加专业的学科制度来引导监督工作开展

和促进监督效能的转化。纪检监察工作取得的实效

促进了纪检监察学科的发展；纪检监察学科凝练纪

检监察工作实践形成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这些

理论又最终应用于具体实践引领其实现新飞跃。

2.国家治理的创新模式，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新时代的纪检监察体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坚持

以党的领导为根本核心，以人民中心为效能指向，以

中国特色法治为制度依托，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高

阶追求，并以培育专门法治队伍为重要保障，在保障

党员和公务员队伍纯洁性的同时也不断优化党的执

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也纵深推进了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纪检监察这种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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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革新性认知，也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反腐败治

理实践中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纪检监察一级学科研究的理论范畴

（一）基石范畴：从“二元监督”迈向“一元监督”，

确保党长期执政

“二元监督”指的是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相分

离，“一元监督”则是指二者的相互统一。从“二元”

走向“一元”不意味着在党和国家两个层面设置同样

的一套监督机制，而是追求党的纪检体制和国家监

察体制的深度融合，二者在工作形式上可以不尽相

同，但在理念和价值追求方面应达到“一元性”即高

度的统一。这与一级学科视域下的纪检监察不谋而

合。

（二）核心范畴：反腐败法治化

1.自我革命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继“窑洞之问”后对于如何跳

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所给出的第二个答案。“革

新”则是要求主体的进一步创新，即党员和公务员不

光要坚守党规和法律的底线，还要积极地去作为，不

断推进反腐制度优势向监督治理效能转化。

2.高效能反腐

纪检监察作为一级学科的建设，实际上体现了

实现高效能反腐的内在需求。从专业理论的供给来

看，高校作为理论研究的专业场所，设置专门研究纪

检监察的学科，能更好地总结纪检监察实践经验并

凝练升华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为高效能反

腐奠定理论基础。

3.全过程反腐

所谓全过程反腐，是指要顺应反腐新形势、把握

腐败新特征，分别开展事前反腐、事中反腐和事后反

腐这三个阶段的工作。纪检监察体制实际上契合了

全过程反腐的需要。将纪检与监察进行深度地融

合，缓解了此前监督资源和力量分散的困境，形成

“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式的监督模式，以全过

程的反腐来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4.全覆盖反腐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党的纪委和国家监委融合

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以纪委监委合署办公的形式

织密缝实了党和国家监督权力运行的这张大网，确

保了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都在监督和监察范围之

内，从而实现了监督和监察的全覆盖。就纪检监察

与全覆盖反腐的关系而言，纪检监察越是一体化，就

越利于实现全覆盖反腐。

三、纪检监察一级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

（一）科学划分二级学科，界定研究基本方向

纪检监察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应当包含

主体学科和分支学科。纪检监察学的主体学科是学

科体系的轴心，是对纪检监察原则、精神和规范等的

学理解读，在此基础上衍生的则是分支学科。纪检监

察学二级学科应当包括纪检监察理论、中共纪律学、

反腐败治理学、监察法学、比较监督学等几个方面。

（二）完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保障机制

1.课程体系设计

纪检监察学课程体系的设计基本思路要体现

“三性”，即自主性、科学性和融贯性。在课程体系设

计的主要内容方面，要区分本科生与研究生不同学

历层次的培养规划，并重点围绕专业核心课+选修方

向课+实践教学的“三位一体”模式进行。

2.人才培养机制

面向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实际需要，关于纪

检监察人才培养的机制应当重点从优化教学制度设

计、优质的教学资源、优质的生源加针对性培养等几

个方面入手。

（三）做好实践方向对接，促进研究成果高效转化

纪检监察学科要与各级纪检监察学院形成良性

的互动关系，围绕这一共同的宗旨，互通有无，促成

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高校开设纪检监察学，在

实践教学环节要充分做好与纪委监委的互动。要坚

持与相关企事业单位形成良性合作关系，在为毕业

生拓宽就业渠道的同时也为学科进一步建设提供物

质支撑。

作者简介：张震，河南南阳人，西南政法大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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