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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监督的实践路向
◇田歧瑞 张尚字

一、着力常态化、具体化的政治监督

党的政治监督根本指向是“两个维护”，主要职

责是对党政治建设要求的检查进行督促纠偏，重在

监督政治站位和内容，把脉问诊经济社会发展和各

项工作中的政治意识、政治考量、政治担当。让监督

对象善于从政治上把握大局、看待问题，善于从政治

上谋划、部署工作计划。开展党的政治监督，不能就

事论事、就案论案甚至“越俎代庖”，陷入具体业务

性、事务性工作。

在开展政治监督的过程中，要着力实现政治监

督的具体化常态化，避免出现党的政治监督“大而化

之”“空对空”“一阵风”等问题。首先，要着力推动党

开展政治监督的具体转化。党的政治监督和事业发

展不能出现“两张皮”现象，在落实党中央部署的过

程中，要坚持开展政治监督的具体转化、深度统筹，

实现政治要求和具体事务的有机结合、政治监督和

各行各业的同频共振。要结合各级党组织、各部门

的实际，区分不同地区、不同系统、不同行业的特点，

突出政治监督的具体转化能力，制定政治监督的年

度清单、个性清单和自选清单等，从细微处入手、向

实际处发力，做到重点把握、精准刻画，强化政治监

督的针对性、精准度。其次，要努力保持政治监督的

常态态势。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

查就跟进到哪里，要做到党的政治监督日常化、常态

化，在纵向时间维度上保持高压态势，在横向空间维

度上做到全面覆盖，突出监督的频次和节点。

二、着力科学化、专业化的政治监督

科学化、专业化是党政治监督的实践要求。政

治监督是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的重要政治任务，必须做好中央顶层

设计的安排部署和主动谋划，切实把政治监督纳入

重要议事日程，确保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

政治监督。对此，要强化宣传教育，树牢科学理念，

提升专业水准，切实扭转部分党员、党员领导干部和

公职人员在政治监督上存在的不主动谋划、不愿意

监督、不敢于监督甚至抵制监督的错误观念和畏难

情绪，提高他们开展党政治监督的主动性和自信心。

推动党政治监督的科学化、专业化发展，关键是

要形成科学的政治监督理念，重点是加强党政治监

督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首先，强化宣传教育，树牢党

政治监督的正确理念观念。中国共产党强化政治监

督的根本理念在于督促全党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加

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领导。要加强党政治监督的

宣传教育，强化党政治监督的理念，学深悟透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政治监督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在纷

繁复杂现实中牢牢把握党政治监督的内涵边界。其

次，加强党开展政治监督的科学研究。中国共产党

政治监督思想的形成是一项科学性、专业性极强的

政治实践。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政治监督的系

列重要论述为指南，建立政治监督的学科平台，培养

开展政治监督的专业人员。要总结政治监督的经验

规律，凝练新时代政治监督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

价值体系，为政治监督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推动党

的政治监督专业化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要强化党

开展政治监督的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坚持把党的政

治监督教育融入到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培养，并纳入

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评价体系，增强领导干部对新

时代监督思想、理论和知识的认同，提高领导干部愿

意监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担当精神和素质能

力，做到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三、着力系统化、一体化的政治监督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监督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系

统性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监督体系要素主要包

括以中国共产党为监督主体，以党政治要求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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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客体，以全体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及所有公职

人员为监督对象，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监督巡视、

巡察、派驻等为监督方式，既具有过程环节，又具有

系统体系，既是动态循环，又是完整闭环，每个因素

和环节都影响中国共产党开展政治监督的功能成

效。因此，要准确把握谁来监督、监督谁、监督什么、

怎么监督等政治监督的基本问题，确立党开展政治

监督的内部构成和体系架构，提高党开展政治监督

的识别度、感知度和主导力。

在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

监督是一项系统性、融合性强的监督类型，镶嵌于党

和国家各级各类组织之中，内在承载于党和国家的

监督体制机制。首先，构建党开展政治监督的责任

协同体系。政治监督是全党的责任，是党政治建设

的保障。开展党的政治监督，党委肩负着主体责任，

书记是第一责任，纪检监察部门肩负专责监督的责

任。要通过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

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的作用，让党的政

治监督在党委全面监督、纪委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

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的民主监

督体系中相互衔接、融为一体。依靠各级各类组织

网格和民主机制，强化党的政治监督上下贯通、纵向

到底，发挥党和国家机构部门同级相互监督的作用，

强化党的政治监督平行运行、横向到边。其次，构建

党开展政治监督的制度体系。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具

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承担着政治监督职能。政治监

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贯穿于各

类监督子系统的全过程。要围绕政治监督的时代要

求，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政治监

督体制机制，实现以政治监督为统领、以党内监督为

主导，融入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

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

监督等监督体系，提高政治监督的承载力、增强政治

的监督合力。

四、着力有效率、高质量的政治监督

提高效率和质量是党强化政治监督实践的永恒

追求。党的政治监督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环节，高质量

有效率的政治监督必须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批判与

自我批判、走群众路线等党的建设优良传统。坚持民

主集中制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核心，也是开展政治监督

的根本原则。发扬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优良传统，

依靠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都是党民主集中制的

内在要求，从根本上确保党的政治监督不变形、不走

样，成为新时代政治监督的健康运行、提质增效的原

则性策略，也是党开展政治监督的根本方法。

提升党开展政治监督的效率和质量，首先要创

新政治监督的行使方式。纪委纪律监督、监委监察

监督以及派驻监督和巡视，巡察监督等监督形式在

本质上都是政治监督，是开展党政治监督的有效方

式。要把党的政治监督贯穿于纪委监督、执纪问责

和监委监督调查处置的全过程，发挥派驻监督的“前

哨”作用，强化政治巡视监督的“回头看”、用好政治

监督的“回马枪”。深入推进纪委监委合署办公、纪

委双重领导体制、按照“三转”“三个区分开来”“四种

形态”等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要求，继续遵照“组长

不固定”“对象不固定”“关系不固定”“一次一授权”

等有效形式，创新巡视派驻工作中的实践形式和制

度，深入推进党开展政治监督具体方式方法的相互

衔接、有效有力。同时，要坚持问题导向和推进以案

促改相结合、常规监督和专项督查相结合、重要节点

和日常监督相结合、线上监督和线下监督相结合，提

高政治监督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其次，要抓牢监督

关键少数和骨干队伍。要着力探索“一把手”监督、

同级监督的有效机制，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

注重以制度划定权力，让权力对应责任，促使头雁效

应的形成。要着力推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能力建

设，强化学习培训、政治历练和实战练兵，坚定纪检

监察干部队伍的斗争意志，增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的工作艺术，防止出现“灯下黑”和“只照别人不照自

己”的现象，进一步完善纪委监委自身的运行机制和

监督制约体系，确保纪委监督执纪问责受到监督、监

委监督调查处置有约束，推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

展政治监督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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