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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政治监督的思考与论述 1 
杨艳芳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学院  650500） 

摘要：在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强有力的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政治主体，因而对它所进行的监督乃是政治监

督的核心。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从怎样实施党内监督、怎么

强化群众监督以及如何形成监督合力三个重要维度对政治监督做出了诸多重要思考、探索与论述，这些精彩而准确的论述无不闪烁

着马克思主义真理之熠熠光辉。因此，学理透视习近平关于政治监督的深度思考与重要论述，应当从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和监督合

力三重维度加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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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政治监督的思考与论述，散见于其会议报告、座谈

会和各类批示等文本之中。对这些精辟的论述加以精准解读既是理

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监督的思想与实践重要特征的需要，也

是继续推动我党的科学政治监督向纵深挺进的内在要求。 

一、党内监督：解决国内和党内突出问题的重要着力点 
时至今日，无论是从整个队伍的规模来看，还是从解决问题的

能力和效率而言，抑或是从民众的满意度层面加以透视，我们都会

发现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执政党。这显然是社会主义中

国的巨大优势所在，但我们却也不得不承认由此给党和国家带来了

诸如有学者所言的重大难题：“如何监督政府是最为根本也是最为

困难的事情。”[1]对于这一重大难题的思考与解决，马克思主义创

始人的某些经典理论话语，或许能够为我们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一种

思想启迪。恩格斯说过：“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

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2]据此，我们得出的

重要结论是：只要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展开党内监督行动以充分

发挥头雁效应，全社会的群众监督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跟着走。于是，

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加强党内监督、行政监督等，还要努力形成科

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和监督体系。并且，在此基础上“要全面推进政

务公开，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

的依法行政体制。”[3]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巡视组的巡视工作几

乎渗透到了全国各个地区的各个单位和部门，因为它是党内监督的

战略性制度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敏锐地发现，长期以来中国共产

党也如同世界上其他各政党一样，存在着一个较为突出和危险的问

题——不愿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党内监督、不敢进行深层次的党内

监督，乃至抵制党内监督等丑恶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习近

平在《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中明确指出：“全党要深刻认识到，

党内监督是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的生命之源，……”[4]正是在这个基

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

形式中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5]习近平之所以将党内监督称之

为“最根本”的监督，则是因为党内监督是使各类不同形式和内容

的监督结合起来以形成监督合力的基础与核心。 

需要注意的是，党内监督不能够仅仅依靠政治口号和政治宣言

加以实施，而是需要有科学的制度体系加以保障。习近平在《领导

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中指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

[6]从根本上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管理和治理国家的实践，这是广大

人民群众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权力。但是，众所周知的是，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法治轨道上正常有序地行使能够造福

人民，而若是在法律之外行使且又不受任何监督则必然会祸害百姓

和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也必须被限制于法律和制度所允

许的范围之内。毋庸讳言，这是解决当前中国备受关注的贪污腐败

问题的重要锁匙。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描述成一个按照“各取所

需、各尽所能”的原则管理的无产阶级社会，而这句格言对实施这

一原则的制度安排却几乎只字不提。[7]因此，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的重要启迪之下建构出一整套适合本国国情的法律与

制度体系以保证权力始终牢牢地被关在制度的笼子当中。同时，又

必须建构一整套关于政治监督的制度体系，以保障各项监督的正常

有序进行。 

二、群众监督：实现为民执政与靠民执政辩证统一的强大
后盾 

人民群众对政治活动的多角度监督，是保证政治主体的政治实

践始终围绕广大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加以展开的重要路径。习近平

在强调：“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

共命运。”[8]在这一论断中，我们能够看到习近平不仅强调群众对

党组织的监督之重要性，也注重中国共产党对群众的教育和引领，

因为只有强化党组织对群众的教育和引导，群众对党组织的政治行

为的监督才会更加精准有效。 

正如不少学者所发现的那样，中国长期以来都存在一个现象：

很多出自中央的方针政策本身是正确科学的，然而到了地方就变了

形、走了样。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观察到以这一严重的问题，他曾

在《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谈到，人口众多、疆土辽阔的中国，

使很多远离中心发达大城市的县级领导或者是乡镇级领导比较容

易产生“山高皇帝远”或者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错误念

头，他们甚至天真地认为既然上级的领导和监督鞭长莫及便可以在

小地方为所欲为。因此，常年在这样的污浊政治生态之下工作，如

若没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服务理念与忘我精神作政治上、生活

上的“定海神针”，就极有可能在渗透于社会诸多角落的各种“糖

衣炮弹”的重重考验面前丧失定力并最终导致在与外在环境的斗争

和自我革命与斗争中败下阵来。[9]实际上，这恰恰也透露出一个重

要信息——边远地区的政治行为更需要群众的积极监督。在上级领

导的政治监督难以触及的地带，地方领导极容易蜕变成为威震一方

的“土皇帝”，因而必须依托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监督以防止在

小地方养出欺上瞒下的“诸侯”。 

人民群众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权力，显然不是让其以权压

人、以权谋私和借权害人的，而是要其借助所掌握的权力科学调配

社会资源、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以开展利国利民之大工程。从这

个意义上讲，党组织行使权力就应当自觉接受群众的全方位监督。

因此，习近平强调：“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

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10]首先，群众的监督会

使执政党倍加珍视手中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防止其滥用权

力。其次，倘若有部分党员干部以权谋利、贪污腐败，通过人民群

众的监督就能够将其揭发并予以惩治。再次，群众在监督政府官员

的政治行为之时正是行使了自己的监督权，由此便会使他们在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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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体会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内涵，也会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

执政效果的群众满意度和信任度。 

值得注意的是，群众监督应当是无禁区和无死角的，这就意味

着任何政治主体在开展政治活动之时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监督。因

此，习近平曾说：“我将……为国尽力，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

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重托。”[11]作为党和国家最

高领导人的习近平斩钉截铁地声明了他的态度：自愿自觉地接受人

民群众的监督。这既是基于对建党以来近百年历史的沧桑巨变之深

刻总结，也是对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由于对领导人缺乏监督所导致

的重大失误的深刻反思。回望历史，我们会记得，正是在一些诸如

“句句是真理”之类的激进思路、口号和话语引导下，社会主义建

设伟大事业遭遇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挫折。但是，问题的关

键或许并不在于这些激进的话语，而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并未真正意

识到最高领导接受监督的必要性。好在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拨乱反正，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再以“救世主”的面貌出现，

人们逐渐认识到对所有的政治主体都必须借助法律制度的约束和

群众的有力监督。 

时至当前，得益于网络技术尤其是移动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

群众监督已有了与以往大不相同的途径。习近平强调：让互联网“成

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12]借助发达的移动网

络技术，人民群众可以更加便捷地监督政治主体的政治实践，使所

有的政治主体皆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展开其政治实践，

使政治主体的一切行为真正符合为民执政的价值取向。但是，群众

监督所体现的却并不仅仅是为民执政的维度，也彰显了靠民执政的

层面。当然，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监督过程中被调动之后，

他们能够提出的意见并不局限于如何进行监督的问题，而是会涉及

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的方方面面。 

三、监督合力：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的相互深嵌和良性互
动[13] 

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尽管有着不同的路径和各自显著的特征，

但他们并不相互冲突也不相互排斥，二者在实际监督实践中往往是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由此构成监督合力方能使政治监督势如破

竹，亦使从严治党鲜有漏网之鱼。习近平曾明确地指出：“要把党

内监督同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同法律监督、民主监督、

审计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协调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4] 习近平之所以要郑重地强

化党内监督，是为了在更大程度上保证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

重视强化群众对权力的无死角、全方位监督，则是为了始终保证权

力源自人民、服务人民，以确保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中心价值取向始

终不变。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二者之间必须形成一种“一加一大

于二”的积极效应和强大合力。 

部分政府官员在行使权力之时所暴露出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提

高政府行政效率的绊脚石也是人民群众所极不乐意看到的现象，而

要消除这种不良作风则既要依靠有效的党内监督还有赖于群众的

积极监督。习近平强调：“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坚决整治消极应付、

推诿扯皮、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15]从归根结底意义上讲，无论

是政治监督还是反官僚主义，其核心要义便是要使政治主体的权力

行使方式变得更加的正确、科学和高效，而要达到这一极不容易达

到的目的正是需要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的科学结合与辩证统一。习

近平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中指出：“中央纪委、监察部

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检查监督力度，执好纪、问好责、把好

关。……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

成效和变化。”[16]只有依靠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形成监督合力，才

能使权力真正被关在制度的笼子里的同时又被充分暴露在扫荡阴

暗的烈日阳光之下。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并不是理论先行，而是在“摸

着石头过河”式的实践尝试获得成效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甚是如此。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领先

超前，但是，有关理论研究却跟不上这种领先超前的现实。”[17]因

此，诸多领域的理论亟待丰富、发展和升华，关于政治监督的思想

理论也不例外。诚然，以上解读和剖析仅仅只是对习近平关于政治

监督的思考与论述尝鼎一脔，更多相关问题的思考与论述亟待继续

加以深入解读和阐发。当然，更为重要和关键的是，必须在准确解

读习近平相关论述基础上不断完善我国政治监督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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