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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

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以下简称《准则》），以党章为根
本遵循，着力构建积极健康的党内政
治生活，把“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
员权利”作为一个专章，提出一系列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
利的重要举措，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
性，对全面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发扬党内民主必须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
活动的主体。围绕党的事业和党的建
设开展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都是党
员主体的实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
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
作来完成。”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
员是推动党内民主的重要力量。党内
民主的核心就是尊重党员主体地位，
没有广泛的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
中。《准则》关于“党的各级组织对重
大决策和重大问题应该采取多种方
式征求党员意见”的规定，就是“从群
众中来”，充分尊重广大党员的意愿
和首创精神。在党组织作出决策之
后，又要“到群众中去”，由广大党员
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广大党
员只有直接而广泛地参与党内事务，
党员的主体作用才能很好发挥。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要求建立民
主平等的同志关系。我们党是志同道
合者的联盟，平等性是党员主体地位
的鲜明特征，党内同志关系本质上是
民主平等关系。《准则》明确要求，“保
障全体党员平等享有党章规定的党
员权利、履行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
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准
则》重申“党内一律称同志”，要求“任
何党员都不能游离于党的组织之外，
更不能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党内
互称同志，是党中央对党内生活的一
贯要求和重要的政治规矩，蕴含着党
的原则立场和根本宗旨。在党内，不
论党员职务高低、资历深浅、功劳大
小，其在党章党规面前都是平等的，
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
平等地遵守纪律。《准则》强调，“坚持
纪律面前一律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
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党内决不允
许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组织和
特殊党员”。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必须在全党
努力营造“党员是党的主体”的共识
和理念。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

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
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
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
党同心同德”，“在党言党，在党忧党，
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
落实到工作生活各个环节”。我们要
按照《准则》的要求，着力推进党内民
主，将党员的主体地位转化为科学的
民主制度体系、健全的党员权利保障
机制，营造良好的党内民主环境。

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的主要举措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保障党员
民主权利。党章明确规定了党员享有
的八项基本权利。2004 年颁布实施
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以下简称《保障条例》），根据党章的
规定进一步细化了党员权利，完善了
保障措施。党的十七大党章修正案把
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第一次写进党章。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保障党员主体
地位，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为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打
下坚实基础。《准则》再次强调，“必须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
利，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
权、监督权”，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保
障党员民主权利的相关制度和工作
机制。

切实保障党员的知情权。针对实
践中党员知情范围有限、知情渠道单
一等问题，《准则》要求“健全党内情
况通报制度”，“推进党务公开，发展
和用好党务公开新形式，使党员更好
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保障党员的
知情权，一要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
度。根据党内事务的特点及各级党组
织的实际情况，做到重要事件党内先
通报、重要问题党内先讨论、重要决
策实施党内先传达，从制度上保证党
员了解党内事务的优先权。二要完善
党务公开制度。树立“公开是原则，不
公开是例外”的理念，健全“重要决策
必须公开、重大事项必须公开、党员
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必须公开”的工
作制度。三要创新党务公开的形式。

既要充分利用党内会议、党内文件等
传统形式，又要创新运用党建网站、
党务微信微博、手机短信平台等现代
信息手段，让党员能够多渠道、全方
位地了解党内事务。

切实保障党员的参与权。为保障
广大党员积极参与党内事务，《准则》
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一是创造民
主参与的有利条件。《准则》明确要求，

“畅通党员参与讨论党内事务的途径，
拓宽党员表达意见渠道，营造党内民
主讨论的政治氛围”。特别指出，“党员
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党
的各级组织要创造发挥党员作用的载
体和平台，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充分发
表、平等讨论的制度环境。二是健全民
主参与的制度。《准则》提出，“健全党
内重大决策论证评估和征求意见等制
度。党的各级组织对重大决策和重大
问题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征求党员意
见”。“建立上级组织在作出同下级组织
有关重要决策前征求下级组织意见的
制度”。论证评估、征求意见，可以汇聚
广大党员的智慧，不仅是民主决策的要
求，而且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三是畅通
平时民主参与的渠道。《准则》强调健全
党内“情况反映制度”，“畅通党员表达
意见”的渠道。党的各级组织要健全党
内信息沟通网络，使党员平时可以及时
向党组织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做
到下情及时上递，上情及时下达。四是
完善党代表工作制度。《准则》要求“落
实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实行代表提
案制，健全代表参与重大决策、参加重
要干部推荐和民主评议、列席党委有关
会议、联系党员群众等制度”，保证党代
表在任期内，始终发挥参与决策、监督、
示范和桥梁作用。

切实保障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选举的民主性，在于尊重选举
人的意志。《准则》进一步重申，“党内
选举必须体现选举人意志，规范和完
善选举制度规则，党的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选举人依照
规定自主行使选举权，坚决反对和防
止侵犯党员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现
象，坚决防止和查处拉票贿选等行
为”。保障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一要充分尊重选举人的意志。由选举
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对被选举人作出

选择，自主决定选什么人，投什么票。
二要规范和完善选举制度规则。要把
党章党规关于选举制度的规定具体
化、规则化、程序化，既有利于统一规
范，也便于操作执行。三要防止选举
中拉票贿选。在党内选举中严禁拉票
贿选，是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对拉
票贿选行为必须“零容忍”，一经发现
坚决查办，问责到底，严肃处理。

切实保障党员的监督权。监督权
是党员监督党的组织和党员，特别是
监督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权
利。《准则》指出：“营造党内民主监督
环境，畅通党内民主监督渠道。党的各
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增强监督意识，
既履行监督责任，又接受各方面监
督。”强调，“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有
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
员”，“有权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
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乱纪的事
实”，畅通党员“要求撤换不称职基层
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的渠道”。保障党
员的监督权，一要创造党内批评和自
我批评的宽松环境。各级领导干部要
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敢于对不
良现象进行批评，同时勇于自我批评，
坦诚接受别人的批评。事实表明，领导
干部愿意接受批评，普通党员才敢于
批评。二要增强党员领导干部接受监
督的意识。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监督，
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监督下开展工
作，决不能拒绝监督、逃避监督。三要
完善日常监督机制。畅通党员检举、揭
发、申诉、控告等各类监督的渠道，有
效发挥广大党员的监督作用。四要完
善对监督权人的保护制度。采取各种
措施从根本上遏制打击报复现象，增
强党员行使监督权的信心和勇气。

三、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的基本要求

党员的主体地位是权利主体与
义务主体的统一。任何权利都是有边
界的。党员享有民主权利，并不意味
可以不受约束。党员作为国家公民，
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作
为党组织的一员，必须在组织原则和
纪律约束下正确行使民主权利。

注重党员权利和党员义务的统一。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

务。党章规定党员享有八项基本权利，同
时规定党员必须履行八项基本义务。在
实践中，不能把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对立
起来，既要避免“权利本位”倾向，防止
有的领导干部成为“特殊党员”，又要防
止“义务本位”问题，只要求普通党员履
行义务，漠视党员的民主权利。其实，党
员的权利和义务密不可分，没有绝对的
权利，也没有绝对的义务。例如，党章第
四条规定的“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
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乱纪的事实”，
既是党员的权利，同时也是党章第三条
规定的“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
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
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的义务。

注重权利保障与权利规范行使的
统一。党员行使民主权利必须遵守党
章党规规定的基本原则和组织纪律。
一是提出意见要看场合。《准则》规定，

“在党的会议上”，党员有权发表不同
意见、有权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
织和任何党员。这说明党员的民主权
利只能在党内行使，要内外有别。二是
讨论问题要守规矩。《保障条例》规定，

“党员在讨论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
过程中，应当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不得公开发表与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相违
背的观点和意见”，“党员不得公开发
表同中央决定相反的意见”。《准则》指
出：“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
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和解
释。各部门各地方党组织和党员领导
干部可以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但不得
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这是
对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基本要求。三
是批评监督要有根据。《准则》要求党
员“有根据地”行使批评权，“批评必须
出于公心，不主观武断，不发泄私愤”。

《保障条例》规定：“党员在进行批评、
揭发、检举以及提出处分或者罢免、撤
换要求时，要按照组织原则，符合有关
程序，不得随意扩散、传播，不得夸大
和歪曲事实，更不得捏造事实、诬告陷
害。”党员行使监督权必须实事求是、
出于公心，不能无中生有、捏造事实。
四是揭发检举要重规范。《准则》“提倡
实名举报”，要求“负责地揭发、检举”。
实名举报可以避免匿名举报不负责
任、不能反馈、无法核实等问题。根据

《保障条例》的规定，“党组织对于署真
实姓名的揭发、检举人，应以适当方式
回访或者回函并告知其处理结果；对
揭发、检举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经查证
属实的，给予表扬或者奖励”。

注重权利保障和权利救济的统
一。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救济行为的
意义在于矫正侵害、保障权利。党员根
据党章享有的各项权利必须受到尊重
和保护，党的任何一级组织、任何党员
都无权剥夺。要及时纠正损害党员民
主权利的行为，对任何侵犯党员权利
的行为，都应当予以追究。按照《准则》
要求，“党组织既要严肃处理对举报者
的歧视、刁难、压制行为特别是打击报
复行为，又要严肃追查处理诬告陷害
行为。对受到诽谤、诬告、严重失实举
报的党员，党组织要及时为其澄清和
正名。要保障党员申辩、申诉等权利。
对执纪中的过错或违纪行为，要依规
及时纠正、消除影响并追究有关组织
和人员的责任”。救济党员的权利，一
要严肃处理打击报复行为。对于在遵
守党纪的前提下，对党内事务发表不
同意见的党员，不得歧视、刁难；对于
在党的会议上或在给党的组织的报告
中，对党的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意见
的党员，不得压制；对于打击报复的，
要依纪依法追究责任。二要严肃查处
诬告陷害行为。党组织不仅要追查处
理诬告者，而且要为受到错告、诽谤或
者诬告的党员正名，澄清事实，并在一
定范围内公布。三要保障党员申辩、申
诉权利。根据《保障条例》的规定，在党
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者
作出鉴定时，保障本人申辩的权利；在
党组织作出处分、鉴定、审查结论后，
保障本人申诉的权利。对党员的申诉、
申辩，党组织要及时有效地处理。四要
建立执纪过错责任追究制。党组织对
涉嫌违纪党员的检查和处理，必须既
坚决又慎重，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依纪
依法进行。对于在执纪过程中有违纪
行为或者其他过错的，应当依规及时
批评纠正、消除影响；情节严重的，应
当追究有关组织和人员的责任。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
原则。我们强调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
障党员民主权利，其目的是发扬党内
民主，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保证党的
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党员的主体
作用是在组织内的主体作用，离开党
组织的作用和党的统一意志，党员个
人的主体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我
们坚持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
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有
利于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
致，切实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
力、战斗力。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姜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