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合力的路径探析

[摘 要]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作为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

的重要依托。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合力，是指监督体系中各监督主体为实现“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

威高效”的共同目标，有机结合、贯通协同、同向发力，以形成高效、协同、完备的监督力量。坚持以

系统观念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合力，既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强党对反腐败

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目前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合力，还面临着监督力量统筹不够、协同

不足、制度机制尚不完善等现实挑战。为此，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政治监督；强化党内

监督，压实党委(党组)监督主体责任；充分发挥纪委监委专责监督作用；推动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有

机贯通；推动党内监督与社会监督有机贯通；构建贯通协同各类监督的平台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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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

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1]

68

继而,在《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形成以党内监督

为主、其他监督相贯通的监察合力。”[2]

239

可见，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新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指以党内监督为主导

，其他监督有机统一、贯通协调的体系，主要包括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等。新时代，如何

将分散的监督力量进行有机整合，形成监督合力，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因

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推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不断健全，以及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

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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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合力的概念

所谓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合力，是指监督体系中各监督主体为实现“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

的共同目标，有机结合、贯通协调、同向发力，以形成高效、协同、完备的监督力量。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反腐败职能分散、形不成监督合力”[3]

45

的问题，将党内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有机结合，使监督对象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这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筹发展大局、系统考察新时代党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之后作出的战略部

署，是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系统工程。

在党的十八大以前，由于纪委、监察机关、反贪部门等监督机构隶属于不同主管部门，监督力量分散

，加之反腐败体制机制不够完善，导致各类监督各自为政，难以形成监督合力，反腐败力量的震慑作

用还不够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影响反腐败成效的问题”之一就是“反腐败体制机制不健

全，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监督合力”[3]

4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系统观念思考与解决问题，统筹“两个大局”，

创造性地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治国方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一系

列历史性成就。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

工作方法。”[4]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

一。这充分表明了系统观念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合力”重大命题正是对

这一观念的实践呼应。

二、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合力的重要意义

在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过程中，之所以要着力增强监督体系合力，是因为其具有以下两方面的重

要意义。

（一）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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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随着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的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更加健全和完善，目前已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新阶段。但仍存

在反腐败体制机制不完善、监督体系合力尚未形成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势必会影响与阻碍全面从

严治党的推进。因此，必须尽快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增强监督体系的合力，健全监督体系。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包括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贯通协调各类监督力量、增强监督的系

统性是健全监督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前，由于监督体系中的各类监督主体不同，分属

部门不同，监督方式与方法也有较大差异，使得各监督要素之间难以形成监督合力，监督实效不够明

显。新时代，探索增强监督体系合力的有效路径对于健全监督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强化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由于各监督主体间缺乏一个可以整合监督资源的领导机关，导致各类监督在

工作中缺乏沟通与交流，各自为战，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监督资源的浪费，降低了反腐败工作的成

效[5]

。2018年国家监察委员会正式成立，整合行政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的相关职

能，使之前监督力量分散、监督资源浪费的情况得以明显改善，对推动党内监督与监察监督、行政监

督、司法监督统筹衔接意义重大。但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当前

党在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在反腐败工作中更是需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因此，将党

内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合力刻不容缓。

三、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合力面临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力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大战略

部署，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合力仍面临诸多

挑战。

（一）监督力量统筹不够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涉及的监督主体多样，各类监督主体由于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方法不同，以

及长期以来“单兵作战”的习惯，再加上一些地区对各监督主体和监督资源的统筹不足，使得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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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调不一致，各监督主体难以形成有效合作。另外，部分地区党委（党组）思想上不够重视，并未将

统筹各类监督力量工作纳入主体责任清单，即使已纳入，其执行力也不足，难以对众多监督力量进行

高效的统筹调度。

（二）监督力量协同不足

目前各监督力量协同不足、衔接不紧，贯通协调存在堵点的问题同样突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目前

，各方面监督总体上有力有序，但协同衔接不够顺畅的问题比较突出”[3]

59-60

，例如在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的过程中，虽然中央和地方已出台

了相关指导意见，明确了总体工作要求和职能定位，但在现实工作中信息交流不及时、成果共享不充

分、重复监督、多头监督的现象依然存在，权责交叉、边界模糊等问题仍较为突出。另外，不同监督

力量之间监督重点与环节也存在差异，如有的监督主体在监督过程中聚焦于权力的行使，有的监督主

体则聚焦于违纪违法事件的处理。可见，各监督主体间贯通协调的意识还有待提高。

（三）制度机制尚不完善

建立完善的监督协同与联动制度机制是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合力的重要前提。目前监督协同与联动

制度机制尚不完善，各类监督主体在信息交流、线索移送、成果共享、落实整改上还存在工作部署和

统筹推进等方面的不统一。此外，一些地区针对推动各类监督主体有机贯通方面制定的制度大多为原

则性规定，较为笼统，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统筹监督力量的领导体制尚不健全，统筹推进的责任清

单有待进一步明确，决策协商、联席会议等在实践中被证明为有效的方法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并上升为

制度，应用于各类监督主体的贯通协同之中；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作为非权力型监督，对于许多体

制内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权力运行情况往往无法充分了解，因此在与党内监督等权力型监督贯通时还

存在监督信息不对称的弊端。

四、新时代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合力的有效路径

新时代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合力的有效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内容。

（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政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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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百年历史充分证明，解决中国问题，关键在党。监督体系合力的构建与增强同样如此，归根到底

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放在首位。在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这一系统工程中，坚持党的

领导是“纲”与“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3]

49-50，党对各类权力监督力量具有天然的整合力[6]

347

。在目前各种监督力量涉及主体部门多样化的背景下，只有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才能够对这些错综复杂

的监督力量进行统一与整合，因此要使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各种监督力量有机贯通，必须坚持党对

健全监督体系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过程中要增强监督体系合力，就必须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成立党委协同监督领导小组，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构建整合分散监督

力量的协同平台，出台相关文件与意见，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强化监督制度配套建设，

推动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社会监督有机贯通。与此同时，还必须着力加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主线

——政治监督。监督体系中的各种监督力量虽然涉及部门不同、监督侧重点也有所差异，但贯穿于各

种监督力量之间的主线是政治监督，通过政治监督能够把较为分散的监督力量有机串联起来。新时代

加强政治监督、增强监督合力，一是要把握好“两个维护”这一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

时代强化政治监督的根本任务就是“两个维护”[7]

719

，因此在增强监督合力的过程中，要注意使各种监督力量的共同目标朝着做到“两个维护”这一根本方

向汇聚，把政治监督同具体的人和事结合起来，聚焦重点监督对象，在日常监督中做好政治监督工作

，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二是要把握好民主集中制这一基本原则。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指出的那样，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核心[8]。政治监督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要

始终把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重要原则。既要重点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贯彻民主集中制

情况的监督，在发现独断专行等偏差时要及时提醒，防止问题扩大化；又要重视党员干部在贯彻集体

决议时的具体表现，坚决防止阳奉阴违、私下变通等行为，严格维护集体权威。

（二）强化党内监督，压实党委（党组）监督主体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对我们党而言，党内监督是第一位的监督，党内监督有力有效，其他监督才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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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作用。”[3]

85

因此增强监督体系合力，必须强化党内监督的主导作用，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最大限

度发挥监督的整体效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15条规定，“党委（

党组）在党内监督中负主体责任，书记是第一责任人”[9]

8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党委（党组）要发挥主导作用，统筹推进

各类监督力量整合、程序契合、工作融合。”[10]

各级党委（党组）在强化党内监督、构建党内监督同其他监督合力的工作中，必须肩负主体责任，增

强责任意识，明确职责范围。《条例》明确了党委（党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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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9]

5

。强化党内监督，压实党委（党组）监督主体责任，必须要突出党委（党组）全过程与全方位领导。

党委（党组）要领导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监督主责、探索有效监督方式方法、正确行使监督权力，

着力推动党的工作部门在职责范围内结合职能特点和工作优势强化职能监督，如组织部门要在党委（

党组）领导下加强对党员干部选人用人等方面的监督；压实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责任，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对党支部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的监督；鼓励支持

党员同志积极行使监督权利，对于违法乱纪行为敢于监督、善于监督。

强化党内监督、压实党委（党组）监督主体责任，在强调党委（党组）对党内监督体系中各项监督力

量领导支持的同时，也要探索其他有效方式方法。如可以试行推动各种监督力量有机结合、协调贯通

纳入党委（党组）责任清单，明确和细化党委（党组）书记及其他领导干部在这一方面的监督责任，

并由上级党委与纪检监察部门定期督察；党委（党组）书记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对

涉及增强监督合力的事项亲自部署与统筹，以身作则。党委（党组）要定期召开专题研讨会，研究贯

通党内监督与其他监督的有效方式，统筹安排，细化各单位各部门监督职责，通过下发文件、召开民

主生活会等方式层层传导增强监督体系合力的压力，把监督责任融入日常工作中。

（三）充分发挥纪委监委专责监督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发挥监督专责机关作用，协助党委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内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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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探索深化贯通

协同的有效路径。”[11]

纪检监察机关作为监督专责机关，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权威性与认可度也得到极大提高。在增强监督体系合力的系统工程中，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发挥好应

有作用，助推党内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

在监督体系中，各类监督力量较为分散，往往“各自为战”，但是纪检监察机关能够凭借其特殊的定位

在各种监督力量的贯通协同中发挥“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因而纪检监察机关既是监督专责机关，也

是监督体系中联通四面八方的枢纽[12]

。纪检监察机关要积极履行贯通各类监督相互协调的职责，一是要协助党委统筹监督工作，与党委同

心同向，履行协助职责，共同探索贯通协同各类监督的有效路径；二要完善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监督

主体在信息交流、线索移送等方面的协同机制与联动机制，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三要把推动各类监督

有机贯通纳入责任清单。纪检监察机关在监督体系中要充分发挥“穿针引线”的作用，建立纪检监察机

关牵头、多方监督主体参与的联动机制，推动监督力量有机结合、同向发力。

（四）推动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有机贯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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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不同有关国

家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就不能形成监督合力”[13]

217

。因此，在重点加强党内监督的同时，还必须推动党内监督与其他监督有机贯通。目前，党内监督和

其他监督在贯通协同方面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需进一步推进，探索贯通协同的有效方式方法。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涉及的监督力量和部门众多，包括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三个层级，

国家监督在其中发挥支柱性作用，因此推动党内监督与其他监督有机贯通，首先必须推动党内监督和

国家监督相结合。党内监督固然在监督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但是党内监督的对象主要是党员、干部，

没有覆盖非党员的领导干部以及临时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作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推动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目的就是要实现党内

监督与国家监督有机结合。进一步推动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有机贯通，必须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加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完善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制度，共同聚焦重点监督对象，形成监

督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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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人大监督是国家监督中最具权威、最高层次的监督，在国家监督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必

须推动党内监督和人大监督有机结合。推动党内监督和人大监督有机贯通，一是要完善联动监督机制

，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监督工作，在处理重大问题前及时请示同级党委，也

可以与纪检监察部门针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等召开联席会议与纪检监察部门共同商讨，部署与开展

联合监督工作，健全协同工作机制；二是要创新联合监督方式，纪检监察部门和人大常委会调查组联

合开展监督工作，加强有效配合和成果共用，对于联合监督发现的问题优先处理。同时健全监督体系

、增强监督体系合力，还须着力完善联合办案机制。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要求“健全‘室组’联动监

督、‘室组地’联合办案机制”[14]

，“室组”“室组地”联合办案机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在实际工作中探索出的办案机制，在

处理跨地区、跨行业、跨领域的案件时发挥出重要作用。最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监督体

系合力，还须着力推动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的统筹衔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提出“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

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15]

的重大要求，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四项监督”全覆盖的监督格局与协同机制，清除“四项监督”在信息交

流、案件对接、线索移送等方面的障碍，打通各监督之间的盲点与断点，着力推动“四项监督”贯通协

同。

（五）推动党内监督与社会监督有机贯通

社会监督是指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区别于党政部门“权力型监督”的监督，本质上是“以权利制约权力

”的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起到重要的基础作用。因此增强监督体系合力，还必须推进党内监督

和社会监督的有机贯通。社会监督包括政协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虽然没有刚性权力，

相比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在强制性和权威性方面较弱，但由于监督主体的广泛性和普遍性、监督方式

的灵活性，在监督工作中同样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具体而言，首先，要着力推动党内监督与政协民主监督有机贯通，正确把握党内监督与政协民主监督

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要积极开展联合监督，加强协调配合，进一步完善贯通协同机制。其次

，要着力推动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有机贯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

统一[16]

，离开了群众监督，党内监督就会失去群众基础，因此必须把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同自下而上的民主

监督有机结合。要丰富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方式方法，特别是要充分重视和运用好巡视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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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剑”。《中国共产

党巡视工作条例》明确巡视工作应坚持“

群众路线、发扬民主”[17]

的原则，表明了巡视工作是推动党内监督同民主监督有机结合的重要方式。还要完善相关制度，特别

是党务公开制度、举报奖励与保护制度。最后，要着力推动党内监督与舆论监督有机贯通。舆论监督

是人民群众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对所有公职人员的监督，《条例》第六章第39条明确规定：新闻媒体应

当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正确导向，加强舆论监督，对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发挥警示作用[9]

22

。新时代推动党内监督与舆论监督有机贯通，一是在认识层面，公职人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正确

认识舆论监督的重要意义，增强主动接受舆论监督的意识；二是在方式方法上，要不断探索推动党内

监督与舆论监督有机贯通的有效方式，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更是如此。

（六）构建贯通协同各类监督的平台与机制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各种监督力量的特点和方式有很大差别，若要使各种分散的监督力量有机结合，

实现互补，则需要构建各类监督贯通协同的平台与机制，增强各种监督力量之间的系统性与协同性。

具体而言，一是要构建贯通协同各类监督的决策协商平台。构建这一决策协商平台，党政部门要主动

牵头邀请各类监督主体参与联席会议，定期讨论与协商日常监督中的重点和难点，分享监督工作的经

验与教训，并共同思考监督难题的解决方案，制定监督工作计划，着力破解“各自为战”的困境，提高

监督能力与成效。二是要构建贯通协同各类监督的信息交流平台。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日益成熟的

大背景下，开展大数据监督工作、构建廉政信息交流平台对于贯通协同各种监督力量意义重大。三是

要构建贯通协同各类监督的成果共享平台。要增强监督体系合力、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就必须运

用好已有监督成果，建立成果汇总共享机制特别是审计、统计、财会等部门监督结果抄送长效机制，

发挥部门职能优势，集中力量破解当前监督面临的重大难题，提高监督效率。四是要构建贯通协同各

类监督的线索移送机制。完善线索移送机制，需要进一步明确公检法、审计等国家机关向纪检监察部

门移送线索的具体情形、范围、程序、时限等，并由党政部门出台相关制度或意见；纪委监委和审计

机关等国家机关也要各自成立专责线索处理机构，负责移交线索和反馈线索处理情况，保证线索移交

有序和反馈及时。五是要构建贯通协同各类监督的落实整改机制。对于在联合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

及时整改；若问题涉及多种监督力量，要通过联席会议等方式进行协调整改，完善协调处理机制，传

导监督压力，分派给有关监督主体不同的监督任务，提高问题处置效率。同时要建立健全问题整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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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看”机制，并将问题整改情况纳入年度重点考核清单，依法依规追究整改不力的单位或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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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 the Party and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in the New Era An Analysis of the Path of Joint

Force

ZHANG Heng,LIU Mengru

 

Abstract: As a major strategic deployment made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mproving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administra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party 's self-revolution. The joint force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ers to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coordination and synergy of the

supervision subjects in the supervision system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mmon goal of " unified

leadership, comprehensive coverage, author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Party, " so as to form an

efficient, coordinated and complete supervision force. Adhering to the system concept to en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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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int force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is not only the practical need to

improve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strengthen the party '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ver anti-corruption work.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a normal and long-term joint force of the party and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is

still facing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of supervision forces,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and imperfect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o this end, we must adhere to the party '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strengthen political supervision ; we will strengthen inner-party

supervision and consolidate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 party group )

supervision ; give full play to the supervisory role of the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

promo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inner-party supervision and national supervision ; promo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inner-party supervision and social supervision ; build a platform and

mechanism for coordinating various types of supervision.

Keywords: Party and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 supervision force ; the reform of na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 the normative system of self-revolution system ;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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