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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究 DANGDESHIJIUJIESIZHONGQUANHUIJINGSHENZHUANTIYANJIU

监督问题是国家治理的世界性难题。中国共产

党历来高度重视权力监督问题，并为此作出了艰辛

的探索和实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

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就是把

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具体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

是中国共产党结合国情破解监督治理难题的中国方

案，它的成功实践将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监

督制约新路，对保证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

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意义重大，对保

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影响深远。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

体系的根本保障，也是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的目标导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

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全面领导必然要求党对

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工作的全覆盖、全方位、全过

程领导。党的十八大前，我国监督体系长期存在监

督主体多元，力量分散，各机构之间职能交叉、标准

不一、配合衔接不畅等问题，影响了党对反腐败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降低了监督效能。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按照优化、协同、高效的原则，对多元的监

督资源进行科学配置，把行政监察机构和检察院相

关监督职能相整合，组建监察委员会，并与纪委合署

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同时履行

纪检和监察两项职能，纪委（监委）对中央或地方党

委全面负责并报告工作，实现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的组织创新，健全了党领导监督工作的制度体系，切

实保证了党对监督体系的集中统一领导。就地方和

部门监督工作而言，也实现了党的全面领导的原则

要求。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要求各级

党委（党组）必须切实肩负起对监督工作的全面领导

责任，变过去对事后监督的领导为全覆盖、全方位、

全过程的领导。

监督全面覆盖是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的基本内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突

出特征

对所有党员干部和行使公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

的监督全面覆盖，意味着对权力运行和约束的全面

覆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

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

答“窑洞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

武功”。他还强调，对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

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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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不同有关国家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

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就不能形成监督合力。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结合的思想，

充分揭示了监督全覆盖的内涵，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党内监督的全覆盖。由我国独特的国情

决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必须敢于自我革命、刀

刃向内，善于自己给自己做手术，必须有能力首先监

督好自己，才能保证党始终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因此，党内监督是第一位的监督，坚持和完善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首先要完善党内监督体系，要实现

党内监督的全面覆盖。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具有鲜

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
监督体系

◇张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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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政治属性，纪检监察监督最根本的是强化政治

监督，因此，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必须牢

牢把握“两个维护”首要任务，加强对党的理论和路

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

检查，完善巡视巡察整改、督察落实情况报告制度，

强化纪委监委专责监督职能，加强上级纪委监委对

下级纪委监委的领导，发挥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优势，

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推动执纪执法贯通、有效

衔接司法，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工作，推进纪检监察工

作规范化、法治化。必须要加强日常监督，构建纪律

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巡察）监督“四个全

覆盖”的党内监督格局，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

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使党内监督不留死角，

没有空白。必须要落实各级党组织监督责任，切实

解决过去对党委（党组）的监督主体责任强调不够问

题，党组织的日常管理监督缺位问题，进一步落实各

级党组织监督责任，切实保障广大党员依章依规行

使监督权利。

其次是党和国家监督的全面覆盖。办法就是以

党内监督为主导，实现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有机

结合。中国特色的监督体系，既包括党内的纪律监

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等，又包括人大监

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

监督制度，同时要注重发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的职

能作用，要进一步推动党内监督和人大监督、民主监

督、司法监督等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发挥

好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结合的整体制度效能，增强

监督合力，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有效机制。只

有实现了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的结合，才能增强监

督的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

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

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在监督全面覆盖的基

础上，监督的重点是加强对高级干部、各级主要领导

干部的监督。从一些主要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例

中可以看到，其根本原因是监督不力，没有很好破解

对“一把手”监督和对同级监督的难题。因此，必须

完善对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推进双重领

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健全领导班子内部

监督制度，尤其是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

会委员履行职责、行使权力情况的监督，确保主要领

导干部身边的监督到位管用。

权威高效是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

度目标，也是我国监督体系的巨大优势

一是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自指

挥和坚强领导，使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具有了高度的

政治权威和制度权威。全党自觉坚定做到“两个维

护”的过程，也是维护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权威的过

程。二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建的过程，是一个充

分发扬民主的过程，是一个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

科学决策的过程，是一个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完善的

过程，也是一个在制度运行中不断养成制度文化的

过程。一个制度体系只有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的制度文化自觉，做到知行合一，才能够成为权威高

效的制度安排。三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执行力是

其权威高效的保证。这种强大执行力来自于党中央

的坚强统一领导的优势，来自于各级党委（党组）监

督主体责任的落地落实，特别是来自于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执行的专责机关，如

何更加着力构建监督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

如何进一步强化监督体系的制度执行力，切实把中

国特色监督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监督治理效

能。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推

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持续增强，

为保证党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保证党员

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始终做到依法履职、秉公用权，

为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

福，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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