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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一、 问题的提出

自 １９２１ 年成立至今，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 ９５ 周年的风雨历程。 经

过 ９５ 年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 “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

斗的党， 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已经从一个

外部受到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

导国家建设的党”。 〔 １ 〕在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

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 并且在新时期

新阶段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回顾历史， 我们不难发现， 伟大成就的取得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组织

的有力量。 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中国

共产党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点， 也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组织力、 凝聚

力、 战斗力的根本性来源。 加强自身组织、 纪律建设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之中。 因此， 分析和研究建

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保

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各个历史阶段取得伟大

胜利的原因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与此同时， 近年来党员干部违反纪律事件频发， 凸显了加强党的纪律

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２０１２ 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地把 “严明党的纪

律， 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作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内容，
强调了在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严明纪律的重要性。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中纪委十

八届六中全会也指出要 “全面从严治党， 把纪律挺在前面， 忠诚履行党章

赋予的神圣职责”。 这些表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

键时期显得更加紧迫。 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总

结其中的成败得失、 经验教训， 对于现实当中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具有重大

的指导作用。

〔 １ 〕 《江泽民文选》 第 ３ 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２８２ 页。



二、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一） 研究概况

从研究文献来看， 学术界、 理论界对党的纪律建设的研究成果大致可

以分为以下三类：
（１） 专著类。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 以 “党

的纪律建设” 为主题的专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①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中期。 在这一时期， 以 “纪律建设” 为题

名的专著较多， 如原中人的 《党的纪律漫谈》 （辽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版）、 张大平的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版）、 沈永社的 《党内民主和党的纪律》 （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 晋乾泰

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学》 （红旗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曾繁茂的 《中国共产

党纪律检查概论》 （方正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
②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到 ２００７ 年中共十七大。 在这一时期， 以 “纪律

建设” 为题名的专著相对较少。
③２００７ 年中共十七大以来。 在这一时期， 党的纪律建设方面的专题研

究又受到了重视， 产生了如项昫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监督论》 （中央党校

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郑荣华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学》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版）、 郭迪润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 历史·现实·要求》 （西南交通大

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等专著。
（２） 学位论文类。 有关党的纪律建设的硕士论文有 ３ 篇， 如 ２００８ 年

陈俊的 《盐城市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制度问题研究》、 ２００８ 年吴国栋的 《陈
云纪检监察思想研究》、 ２０１１ 杜丽婧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的 “准
司法” 职能探析》 等， 以党的纪律建设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相对来说也

是比较少的。
（３） 期刊论文类。 以中国期刊网的检索为例，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以

“纪律” 为题名的期刊文章 （不含报纸） 达 ４ １００ 多篇 （当然这其中有相

当一部分是文件、 讲话等性质的文章）， 其中十六大以来接近 ２ ５００ 篇， 这

也反映出了党的纪律建设日益成为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

（二） 党的纪律的含义、 内容及特征

关于党的纪律， 学术界具体的定义虽有所不同， 但在党的纪律含义的

主要内容方面基本能够达成共识， 认为党的纪律是按照党的政治纲领， 根

·２·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据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而制定的党内各种规章制度、 条例和决定的总合， 是

党的意志的集中表现， 是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和行为准则。 如刘明谋认为

党的纪律是党的意志的集中表现， 是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和行为准则。 〔 １ 〕

颜杰峰认为， 党内纪律是指按照党的政治纲领， 根据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而

制定的党内各种规章制度、 条例和决定的总合， 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

员必须共同遵守的准则和规范。 〔 ２ 〕

对于党的纪律的内容， 学界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即党的纪律是内涵丰

富的内容体系。 刘明谋认为党的纪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包括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群众纪律、 经济纪律、 人事纪律、 保密纪律。 在纪律关系上，
党的政治纪律是总纲， 是根本大纲， 它是规定其他纪律的原则。 讲纪律，
根本的是讲党的政治纪律， 遵守纪律， 根本的是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 ３ 〕杨

俊认为党的纪律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体系。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条件下， 党员特别要严格遵守和维护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经济纪律

和群众工作纪律等。 〔 ４ 〕对于党的纪律的内容体系， 颜杰峰认为党的最基本

的纪律就是 “四个服从”， 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 少数服从多数， 下

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 全党的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和中央委员会。 〔 ５ 〕广明认为党的纪律包括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宣传纪

律、 群众纪律、 财经纪律等， 其中政治纪律是最重要的纪律， 它维护党的

政治原则、 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和党的团结统一， 保证党的政治路线贯彻

执行， 是党的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的行为规范。 〔 ６ 〕

对于党的纪律的特点， 学界也做了许多探讨。 于德林概括了无产阶级

政党纪律的三大特点， 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大特点就是强制性， 即铁

的纪律； 第二大特点是自觉性， 即自愿遵守党的纪律； 第三大特点是一致

性， 即平等的纪律。 〔 ７ 〕陈毓江从辞源的角度考察了纪律一词的历史渊源，
概括了纪律的四个特征： 一是惩戒性， 是指纪律对于违反了它所确定的行

·３·第一章　 导　 论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 ７ 〕

刘明谋： 《党员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岭南学刊》， １９９９ 年第 Ｓ２ 期。
颜杰峰： 《科学把握党内纪律与自由的辩证统一关系》，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２００９

年第 ２５ 期。
刘明谋： 《党员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岭南学刊》， １９９９ 年第 Ｓ２ 期。
杨俊： 《遵守纪律是保持党员先进性的重要标志》， 《党建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
颜杰峰： 《科学把握党内纪律与自由的辩证统一关系》，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２００９

年第 ２５ 期。
广明： 《政治纪律是党的最重要的纪律》， 《求是》， ２００１ 年第 ２４ 期。
于德林： 《试论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特点》， 《理论探讨》， １９８６ 年第 １ 期。



为规范的行为人具有惩戒作用的属性， 纪律通过惩戒来使行为人纠正错误

的行为， 并产生严格遵守纪律的内在约束力。 二是确定性， 即纪律的内容

是清晰的而不是模糊的， 违反纪律的惩戒措施是明确的而不是或然的。 三

是统一性， 即纪律规范的创制是统一的， 是由权威机构作出的； 执行纪律

的机构是固定的， 不能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执行纪律； 遵守纪律的群体是统

一的， 不允许有例外。 四是强制性， 即指纪律的惩戒作用不会自动发生，
而是由外力强制地施加于违反纪律者， 这个外力只能是社会组织的活动而

不能是别的。 执行纪律要克服违背这四大特征的现象。 〔 １ 〕梁柱认为纪律有

三方面的特点： 自觉基础上的纪律； 是纪律与自由、 集中与民主、 党性与

个性的统一； 每个党员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 ２ 〕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必然会涉及纪律与党员个人自由的关系。 对于纪律

与自由的关系， 景克宁认为这实质上就是哲学上必然与自由的关系。 它们

是相对的， 相辅相成的， 有着同一性， 既互相制约， 又互相依存， 是辩证

统一的关系。 如果把 “认识必然， 得到自由” 这个哲学观点引申到纪律与

自由这个社会范畴， 就可以理解为 “遵守纪律， 得到自由” 这个道理， 它

反映着纪律与自由的同一性与统一性。 〔 ３ 〕颜杰峰认为党内自由是指党规党

法所规定的党员在党内的民主权利。 党内纪律与党内自由都是不可或缺

的， 必须科学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 ４ 〕对于纪律与自由的关系，
袁浩有着相同的看法。 〔 ５ 〕要辩证地看待党的纪律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是学界

达成的重要理论共识。

（三）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必要性与意义

学术界普遍认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具有相当的必要性， 是党的建设中

的一项迫切任务。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 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 注重党的纪律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传统。 陶新民认为无

产阶级政党必须有铁的纪律， 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

基本条件之一。 〔 ６ 〕周淑贞认为严明的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

·４·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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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永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要求， 〔 １ 〕等等。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有

严格的纪律是目前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第二， 注重党的纪律建设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 吴云

俊认为严明的纪律是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 我

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各种复杂环境的严峻斗争的考验， 不断发展壮大， 从

胜利走向胜利， 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党有严格的纪律。 〔 ２ 〕对此， 周淑贞 〔 ３ 〕 、
周兢 〔 ４ 〕 、 晓华 〔 ５ 〕等人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 其中， 周淑贞从中国共产党

奋斗史的视角认为党的纪律是党的事业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
第三， 注重党的纪律建设是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 对于新时期加强党

的纪律建设的必要性， 韦英思在分析的基础上认为， 有纪律是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使人民有纪律。 〔 ６ 〕张永

庆认为： 现代化大生产需要权威、 服从和纪律；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

复杂的经济社会形势， 等等， 这些都需要中国共产党大力加强自身的组织

纪律建设。 〔 ７ 〕

第四， 注重党的纪律建设是改革开放时期党组织状况的必然要求。 这

种观点认为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 党组织自身状况总体是好的， 但局

部存在着消极腐化的现象， 这就要求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吴云俊认

为，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能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 但

是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 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冲击。 有

的组织纪律观念淡薄了， 违法违纪的现象屡禁不止、 纠而复生， 这就使得

有必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 ８ 〕武凤岐认为， 违反党的纪律的腐败现象危害

极大： 一是危害社会的稳定， 分化国家的整合和统一； 二是损耗政府的效

能， 造成管理的混乱； 三是腐败破坏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导致国家财产

流失； 四是腐败导致公众法律信念的淡漠和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 因此，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消除腐败现象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 〔 ９ 〕周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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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新形势下， 一部分人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对党和社会主义的

前途表示怀疑， 在遵守党的纪律方面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行为， 使党

的纪律教育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执政党的优越地位容易使部分党员干部

违反党的纪律， 侵犯群众的利益； 党的队伍不断扩大给党的纪律建设带来

很多新的难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诱惑， 等等， 使得党的纪律建设面临

着严峻的形势。 〔 １ 〕

第五， 注重党的纪律建设是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和实现党所肩负的历史

使命的必然要求。 晓华等人认为， 从实现党的纲领、 任务看， 必须严格遵

守党的政治纪律； 我党历史经验教训要求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 ２ 〕姜旭

之认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设状况如何， 直接关系到这个党的兴

衰， 他认为党的纪律建设是党的凝聚力的基本保障、 党的战斗力源于党的

纪律严明、 党的纪律建设是党不断增强自身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手

段。 〔 ３ 〕

（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研究

注重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是自马克思、 恩格斯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

设的思想和论述对于推进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

义。 因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是学

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 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列宁十分重视

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设。 陶新民从党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

之一； 党的纪律是建筑在自觉基础上的铁的纪律； 共产党员必须严格执行

党的纪律， 同一切违背党的纪律行为作斗争等三个视角分析和探讨了列宁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问题。 〔 ４ 〕俞良早对列宁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

必要性、 如何维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等问题做了较深刻的探讨。 〔 ５ 〕

中共历史上主要领导人关于党的纪律建设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乔方亭认为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纪律建设。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 毛泽东一以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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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纪律维护党的统一并形成了关于党的纪律的思想。 对党的纪律建设

必要性的认识、 执行党的纪律必须坚持平等原则、 “四个服从” 是实现党

的统一的 “四项最重要的纪律”、 反对自由主义以维护党的纪律等构成了

毛泽东维护党的纪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 １ 〕张积毅分析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

东对党的纪律的探索， 认为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时， 党内产生了

比较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表现为： 地方机关擅自修改中央的政策和

策略， 重大问题事前不请示、 事后不报告； 少数部队出现违纪问题等。 毛

泽东和党中央从严格请示报告制度入手，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 进行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 这一系列措施增强了党的纪律性， 加

强了党的统一领导， 保证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 ２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

一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朱德关于纪律检查的思想与实践是学界研究的

重点对象。 李智等人梳理了朱德关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 指导方针、 具体措施与方法、 基本原则等内容， 分析了朱德加强党的

纪律检查工作的系统理论。 同时， 以朱德领导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查

处的一些典型案件和朱德自己以身作则、 身体力行、 做廉洁奉公的表率

等， 考察了朱德维护党的纪律的思想与实践。 〔 ３ 〕胡雅娟等人认为朱德在纪

律的重要性和纪律检查工作的重大意义、 分析当时党内产生违反党的政策

和纪律的情况以及产生的原因、 克服党内违反政策和纪律的错误的思考等

方面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 ４ 〕廖冲绪从朱德确立了

党的纪检工作的指导思想、 阐述了党的组织纪律建设的重要性、 提出了纪

检工作的原则和方法、 提出了加强纪检干部队伍的建设等方面， 认为其为

党的组织纪律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５ 〕除此之外， 王彦民、 高天鼎、 王

谦、 贾红勋、 江泰然对朱德与党的纪律建设问题也做了深入探讨。 〔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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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用建考察了刘少奇对党的纪律建设的思考和探索， 认为刘少奇对党

纪的性质、 特点、 内容、 执纪原则及纪检机构建设做过一系列深刻的阐

述。 党要有铁的自觉的纪律， 违反民主原则和集中原则都是违反党的纪

律， 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但不搞惩办主义， 必须坚持党纪面前人人平等、 实

事求是、 惩前毖后、 发扬党内民主的纪律处分原则， 必须加强党的监察工

作等构成了刘少奇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对于

新时期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 １ 〕陈云于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至 １９８７ 年担任过两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是我们党的一位享有

崇高威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又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

思想家、 理论家。 陈云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思考和探索是学界研究的重要

问题。 闫群力认为陈云同志在担任恢复重建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后， 首先

明确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性质、 作用与工作职责和任务， 领导建立了新形

势下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组织体系和有关制度， 特别是制定了 《关于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同时陈云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

纪律检查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式方法， 形成了系统的党的建设思想， 特别

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思想， 等等， 使得陈云同志在党的纪律

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 ２ 〕祝猛昌认为陈云对维护党的纪律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思考和重要的探索， 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维护党的纪律的思

想。 维护党的纪律是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即党的纪律的必要

性； 维护党的纪律根本的要求在于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 即维护党的

纪律的根本内容和要求； 维护党的纪律是强制性与自由性的统一、 主动性

和平等性的统一； 维护党的纪律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根本保证。
这些构成了陈云维护党的纪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 ３ 〕除此之外， 梁明霞、 刘

刚、 陈哲、 陈娜 〔 ４ 〕等对陈云与党的纪律建设也做了相关的探讨。 作为中

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 其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思考与探

索也是目前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 张景荣认为， 新历史时期， 邓小平同志

非常重视纪律问题， 将加强纪律、 严守纪律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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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之一， 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分析了新时期邓小平

极其重视纪律建设的原因， 认为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如此强调纪律

建设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纪律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保证作

用， 而且他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敏锐性觉察到， 由于历史的现实的诸种因

素的影响， 加强纪律、 进行纪律教育乃是新时期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考察了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纪律教育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并探

讨了邓小平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现实启示。 〔 １ 〕除此之外， 胡敬豪、 单金

波、 刘木球 〔 ２ 〕等对邓小平与党的纪律建设也做了相关的探讨。

（五） 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及经验研究

对党的纪律建设历史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特定历史时期、 建

党以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及党的纪律建设专题史的研究。 就特定历史时

期党的纪律建设实践的研究来说， 刘菲菲以中共二大与党的纪律建设为考

察对象， 认为加强党的纪律和作风建设就是中共二大 《党章》 中所一再强

调的建党原则。 党的二大所开辟的加强党的纪律和作风建设的原则， 在长

期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不断继承、 发展、 丰富着， 中共二大对党的纪

律的探索对于新时期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 ３ 〕瞿晓

琳考察了中共五大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分析了中共五大时党的建设深刻

的社会背景， 认为中共五大一方面明确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

原则， 加强对党的各级领导层的监督， 另一方面建立党的监察委员会与党

的纪律检查制度， 对党员实行有效监督。 以这两方面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做了重要的探索， 并分析了中共五大对于党的建设的现实启示。 〔 ４ 〕

就建党以来党的纪律建设的实践及历史经验的研究来说， 徐高峰从三

个时期即民主革命时期、 新中国成立到 “文化大革命” 时期、 改革开放新

时期分别考察了这些时期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历史沿革， 对各个时期党的

纪律检查机构的设置、 职能及其发展变化做了叙述和分析。 〔 ５ 〕李爽等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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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期间、 新中国成立到

“文革” 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等时期， 分别考察

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体制的产生、 演化、 发展和革新， 对增强广大干部

群众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重要性的再认识， 具有积极的意义。 〔 １ 〕孙志勇把

党的建设的历史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等五个时期， 分别考察了这些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反腐

倡廉工作。 〔 ２ 〕对于认识建党 ９０ 周年以来党的纪律建设做了较为详细的描

述与勾勒。 除此之外， 淮建利、 杨溪阁、 蒋国海 〔 ３ 〕等人对党的纪律建设

史也做了深入的考察。
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纪律建设史， 张永庆分三个历史时期进行研

究： 一是新中国成立到 ５０ 年代中后期， 在这一时期， 党的纪律建设取得了

很大的成效； 二是 “文化大革命” 时期， 在这一时期， 党的纪律建设遭受

到了巨大的破坏， 一方面党内极其强调党的纪律， 另一方面却出现无政府

主义泛滥的局面； 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 在这一时期， 党的纪律建设得以

重新恢复和发展， 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 〔 ４ 〕王先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

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大背景下， 分析了这一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在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中出现了不少违反党的政策

和党的纪律的现象； 二是这一时期党的纪律检查组织亟待进一步健全， 纪

律检查工作亟待进一步改善。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 分析了这一时期党的纪

律建设采取的主要的三方面措施： 健全党的纪检工作组织、 严格检查与处

理党员和党员干部违法乱纪的现象和加强党员和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教

育， 并总结了这一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经验和价值。 〔 ５ 〕郭玉华考察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制度建设科学化历程并将其分为五个阶

段： 新中国成立到中共八大，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初设时期； 中共八大到

“文化大革命” 前， 党的监察委员会职能权限的调整时期； “文革”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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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纪律检查制度的中断时期； 中共十一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党的纪

律检查制度的恢复和重建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党的纪律检查委制度

的继续发展。 〔 １ 〕

除上述研究以外， 党的纪律建设专题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王建

强以历史文献为基础， 梳理了人民军队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从 １９２７ 年

建军之初到 １９３１ 年秋形成的历史过程， 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军队纪律建设

的历史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 ２ 〕阎永雪对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的形成历

史也做了深入的考察； 分析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革命战争年代所起

的作用， 认为它奠定了人民军队纪律建设的坚实基础、 是克敌制胜， 征服

困难的有力武器、 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力保证、 是瓦解敌军的重要政策；
认为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仍是新时期党和军队建设的传家宝。 〔 ３ 〕叶福林

对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形成的历史也做了详细的研究与考证。 〔 ４ 〕中国共

产党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 是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党内最高准则。 蒲东恩

从党章发展史的视角， 考察了建党以来历次 《党章》 关于党纪的规定和要

求， 回顾了党的纪律建设发展历程， 对于了解党的纪律建设史有重要的意

义。 〔 ５ 〕吴兆俊考察了党的纪律产生、 党的纪律检查 （监察） 机构、 党的纪

律检查机关的任务、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体制的历史变迁与沿革， 认

为党的纪律检查 （监察） 制度随着党的建设发展而日臻完善。 〔 ６ 〕

（六）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路径

党的纪律建设的路径一直是党的纪律研究中极其重要且内容丰富的一

个问题。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来看， 关于纪律建设的路径， 可以概括

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必须重视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 以完善党内监督的方式加

强党的纪律建设。 杨培青认为党的生命力来源于健全的制度和严肃的纪

律， 因此， 杨培青特别注重监督机制在党的纪律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认为监督体制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 认为要维护党的纪律， 党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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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重要的突破口。 〔 １ 〕周云华等人以党的纪律检查体

制为视角， 分析了新时期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恢复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考

察了纪律检查体制的现状， 认为要充分发挥纪律检查体制在维护党的纪律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需要改革和完善领导体制， 提升纪检机关地位、 赋予纪

检机关相应的知情权和制约权、 健全党内监督制度， 提升纪检监督工作的

法制化水平。 〔 ２ 〕周兢认为纪检监察部门职能未能充分发挥等是执行党的纪

律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了维护党的纪律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尤

其是纪律检查机构的改革， 充分发挥纪律监察部门的职能和作用。 〔 ３ 〕张毅

江以监督体制与党的纪律建设为视角， 在分析党内目前监督体制存在问题

的基础上， 认为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 党内监督体制的科学定位应当是建

立与同级党委平行的党内监督机构， 实行垂直领导。 要发挥党内监督领导

体制的作用， 必须建设高素质的纪检队伍、 把纪检委的权力落到实处、 统

一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思想。 〔 ４ 〕

第二， 必须重视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纪律教育。 党的纪律的遵守和执

行在于党员干部具有自觉性和主动性， 这是学术界达成的重要共识。 在此

种认识的基础上， 重视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纪律教育成为党的纪律建设研

究中探讨的重要问题。 晓华等人认为共产党员应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政治纪

律， 其中加强纪律教育， 提高无条件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自觉性； 加强党

性修养， 不断增强党性是重要的途径和手段。 〔 ５ 〕吴云俊认为要维护党的纪

律首先要在党员干部中加强纪律教育， 增强纪律观念。 〔 ６ 〕周兢认为党的纪

律的宣传形式和宣传效果还不理想是执行党的纪律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之一。 为了维护党的纪律： 必须充分加强党的纪律教育， 必须进一步丰富

和发展纪律教育的内容与形式。 〔 ７ 〕

第三， 必须维护执行党的纪律的严肃性， 充分发挥纪律对党员干部的

强制性和约束力。 周淑贞认为党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 铁的纪律、 统一的

纪律。 因此， 要贯彻和落实党的纪律， 党员必须要具有遵守党的纪律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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