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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是历史交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
课题，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
题。包括全面从严治党在内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确定的治国理政新方略。随着这
次《准则》和《条例》的正式施行，全面从严治党掀开崭
新一页，治国理政迈入新征程。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从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看，做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意义重
大。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
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很可能就会
落空。要把全面从严治党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理
解，放在治国理政新方略的大逻辑中来理解。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全面
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在
“从严治党”之前加上“全面”二字，这次又通过一次中央
全会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准则》、修订
《条例》，最后构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整体设计，
形成了治国理政新方略。

中国要出问题主要还是出在党内。苏联亡党的最大教
训便是治党不力。只有把这个党管好治好，中国的现代化
才有强有力的力量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才
可期。相反，如果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那么党
迟早一天会失去执政资格，更何谈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可以说，全面从严治党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五大发
展理念的重要保证。一个政党，只有成为高度制度化、组
织化的现代政党，才可执政好、治理好一个国家。换言
之，在中国的治理体系里，国家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
需要以执政党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为前提。

因此，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依规治党、制度治
党，在促进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制度化、组织化水平
的同时，也会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
使治国理政迈入新征程新境界。

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有“两个问

题”，“需要重点说明”。

他就《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向全会作说明时，最后一

部分，他谈到“需要重点说明的两个问题”。哪“两个

问题”呢？

一是“关于新准则稿和1980年准则的关系”，二是

“关于以高级干部为重点”。因涉及“高级干部”这一敏

感词汇，第二个问题自然更为引人注意，“准则稿、条

例稿都强调以高级干部为重点”。为何要这么做？

“主要考虑”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抓好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而抓好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是关键。把这部分人抓好

了，能够在全党作出表率，很多事情就好办了。”高级

干部为重点，如何体现？

以《准则》为例。准则第一部分就强调，新形势下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

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

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这句话中，

“重点”、“关键”、“特别是”三个词，代表了分量的递进。

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应该怎么做呢？

按要求，他们必须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

范。显然，干部越高级，越要做表率。准则稿中，需要

对高级干部提出要求的地方，都作了强调。

如，谈理想信念，“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

实际行动让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

谈政治立场，“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大是大非

面前不能态度暧昧，不能动摇基本政治立场，不能被错

误言论所左右。”谈反四风，“全党必须坚决反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领导干部特别是

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谈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从谏如流、敢于直言，以批评

和自我批评的示范行动引导党员、干部打消自我批评怕

丢面子、批评上级怕穿小鞋、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

下级怕丢选票等思想顾虑。”

还如，谈加强自律，“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

加强自律、慎独慎微，自觉检查和及时纠正在行使权力、

廉政勤政方面存在的问题”。谈价值观，“领导干部特别

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谈八

项规定，“中央政治局要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各级领

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谈

家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

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等等。

同样，《条例》也重点关注高级干部。条例中，专门就

“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单设一章（第二章）。这一章中，

明确规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定期研

究部署在全党开展学习教育，以整风精神查找问题、纠正

偏差”，“中央委员会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发现其他成员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的纪律、危

害党的团结统一的行为应当坚决抵制，并及时向党中央

报告”，“中央政治局委员应当加强对直接分管部门、地

方、领域党组织和领导班子成员的监督”，等等。

不止准则和条例，“以高级干部为重点”早已践

行。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尤为

关注高级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他极为重视中央政治局

带头，“从我本人做起”。如，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会议上讲话时，鲜明地提出：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

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

起。”，等等。

相信，由中央政治局带头，一级做给一级看，再难

的事也能做成。

干部越高级，越要做表率
正 楷

新《准则》《条例》“新”在哪里？
张广昭 陈振凯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是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纲领性文献，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

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形成的新制度安排，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

那么，新《准则》《条例》“新”在哪里，为何“新”，“新”的意义是什么？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
督，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这
次六中全会制定准则、修订条例，正是着眼解
决新形势下党内突出问题而进行的重要顶层设
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特别是要看到，新的
历史条件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发生了很大
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
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换言之，世情国情
党情均发生了新的变化。

当前，世界格局正在深刻调整，国内格局
正在深刻变革，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正发
生深刻变化，既面临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不
少风险挑战。尤其是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
阱”、“修昔底德陷阱”等挑战，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正处于关键阶段。

具体说，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西方国家正处
于深度调整之中，中国等新兴国家加速崛起，
世界发展模式竞争呈现新态势。中国作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
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中外
互动更趋复杂而敏感，中西制度模式、价值观
面临更加直接的碰撞和较量。

另外，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大众受教育程度不断提
高、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等，利益多元化、阶层
分化等趋势加剧。国家治理更加复杂而敏感，
面临许多新的风险和挑战，全面深化改革进入
“攻坚期”和“深水区”，每推进一步，都要碰
触到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面临思想观
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樊篱。

同时，一段时间以来，党的领导弱化、党
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的现象不同程
度存在。具体来说，一部分党员、干部头脑中
党的意识有所弱化，在坚守党的先进性、纯洁
性命题上存在不少差距，脱离群众的危险在加
大，还有少数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世界社
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产生了疑问、困惑，甚至
有部分地区、部门以及党员干部对党中央权威
的服从和维护不够，这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和政
治威信。

总之，执政的形势任务和党内情况发生了
很大变化。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必须针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作出
新规定、提出新要求。而“面对新的形势和任
务，制定一个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修订党内监督条例，时机成熟、条件具
备，要求迫切，意义重大”。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是新形
势下加强党的制度化、组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8800多万党员的大党，是一
个要在13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制度化、组
织化建设关系重大、牵动全局。“文化大革命”之后，邓
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
出了制度建党和依规治党的治党思路，并于1980年制定
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这个准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丰富发展，
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主要原则和规定今天仍然适用。但
是，由于这个准则针对的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主要矛
盾，现在党内出现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当时尚未遇
到，而当时比较突出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现在已经不突出
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
面从严治党，相继在党内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加强
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积累了新经验新举
措。

这次全会制定准则、修订条例，正是着眼于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一个重
大安排，是就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作出新的重大部
署，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做法制
度化、程序化，形成了新的制度安排，扎紧了管党治党
制度的笼子。
《准则》在系统总结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面从严治党新举措新经验新成果基础上，提出160多条新
的重大观点和重大举措。尤其是，《准则》第三部分“坚
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提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
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
心至关重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承担领导责任，领导
十几亿人进行现代化，没有一个敢担当、善治理的政治
家作为领导核心是难以想象的。没有党中央权威，没有
集中统一，就没有执政保证，就没有治理效能，再美好
的改革愿景和发展蓝图都无法落地；明确核心，要求牢
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有
利于党内统一认识，达成共识，有利于全党“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

同样，《条例》聚焦当前党内监督存在的突出问题，
既明确监督主体、完善监督体系，又强调党内监督没有
禁区、没有例外，“信任不能代替监督”，防止“灯下
黑”问题。党内监督缺位，必然导致党的领导弱化、党
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强化党内监督，是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
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准则》《条例》

立规矩，正是坚持依规治党、推动
党的建设制度化的生动体现，在我
们党管党治党的新长征中具有里程
碑意义。

新《准则》、《条例》的一个鲜明特
色，就是都突出高级干部这个重点，这
个“关键少数”，对高级干部提出了更高
的标准、更严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对《准则》《条例》需
要重点说明的两个问题之一，就是关于
以高级干部为重点。《准则》强调：“新
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
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
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
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人员”；
《条例》更是将“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
单设一章，强调“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
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
领导干部。”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自上而下的
传递效应非常明显。高级干部地位特
殊、影响巨大。高级干部的执政风格、
治理方式、从政之道等，会深刻影响治
下的党员干部。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高级干部带
头严格要求自己，廉洁自律，担当作
为，会起到很好的示范标杆作用。相
反，己不正，焉能正人？十八大以来查
办的违纪违法案件证明，一些领导干部
发生的问题，往往成为所在地方和部门
各种问题蔓延的主因。甚至，个别高级
干部落马的地方和部门，出现了塌方式
腐败和系统性腐败。

这说明，高级干部地位极其特殊，
对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政治生态起到
关键作用。高级干部对良好政治生态既
可以起到关键推动作用，也可能起到致
命破坏作用。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
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
良。因此，必须紧紧抓住高级干部，坚
持以上率下，以身示范，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

在高级干部中，中央委员会、中央
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首
当其责。要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建设
好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这个层
面的党内政治生活搞好，真正做到打铁
还需自身硬。对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
干部来说，贯彻《准则》和《条例》的
一个基本要求是，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
禁止。

新形势：
世情国情党情
发生新变化

新部署：
作出了新的
制度安排

新重点：
聚焦“关键少数”

新方略：
治国理政
迈入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