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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在扬弃与继承中与时俱进地实现属性功能变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

度是党组织领导权的延伸，指导整顿党组织建设，实现上传下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监督属性

强化，指导下级党组织落实上级党组织具体任务，并成为干部监督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巡视制度直指腐败问题，逐步成为党内法规认可的党内监督的重大举措，对下级党组织进行全方位监

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巡视制度成为反腐败的制度利器，政治巡视基本定位确立并不断深化，在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构建中发挥纽带作用。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由领导制度的辅助安排发展为党内监督的

战略性制度安排，其根本政治任务始终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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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历史沿革是党史党建学

科的重要研究课题。学术界高度关注巡视制度的理

论与实践，并形成相关研究成果。学者们主要围绕

巡视制度的生成逻辑、发展阶段、结构功能、完善

路径等展开研究。大部分学者认同巡视制度经历初

建、式微、重建的线性发展，在新时代发展成为党

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也有学者认为巡视制度

不只是简单地重建，而是实现了从领导方式到监督

制度的属性转变。目前，尚未有学者对巡视制度领

导与监督属性功能的百余年变奏进行较为全面且深

入的分析。巡视制度源流变迁阶段考辩是巡视制度

相关研究的基础与起点。鉴于此，系统探析百余年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属性演变与功能调适，既有

利于丰富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又有利于厘清巡视

制度的发展脉络、阐释巡视制度的发展逻辑，为新

时代推进巡视制度更好地发挥“两个维护”的根本

政治任务提供历史、理论与实践支撑。

一、党组织领导权的延伸：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功能定位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在借鉴苏联经验和结合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智慧的基础上创建了巡视制度，

助力实现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的有效领导。在

实践过程中，巡视制度经历“特派员—巡视员—巡

视团”的组织形式变化，并伴随党的建设的完善和

制度需求的调整，呈现领导属性逐步弱化的总体发

展趋势。

（一）对下级党组织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创建早期要解决的重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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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领导问题。因此，巡视制度在组织建设、政治

建设、思想建设、政策传达、信息上达等方面充分

发挥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的领导功能。

1. 巡视员领导基层党组织建设

在各层级各区域党组织建设过程中，来自

上级党组织的巡视发挥了重要功能。从总体层

面看，巡视员对下级党组织所有事项具有最高

决定权。1922 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了“中

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

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

席”(1)。1925 年，部分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接受

中央的指导较少，且各地间的工作和人员分配

较不均衡。党中央决定“增加中央特派巡行的

指导员，使事实上能对于区及地方实行指导全

部工作”(2)，通过南北相互配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

领导合力。为对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及秘密工

作进行指导，1928 年 5 月，党中央发布通告规

定“省执委委员必须轮流到所属县区党部巡视

工作”(3)。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出台《中央通告

第五号——巡视条例》（以下简称《巡视条例》）， 
指出巡视员要帮助被巡视党组织“确定全般的政

治任务和各种工作路线、工作方法”，“选定这一

区域内的重要的党部特别是工人区域和大的工人

支部，会同当地指导机关之负责人亲去巡视”(4)。巡

视员贯彻中央精神，在巡视中对下级党组织进行

有效领导。1929 年 6 月，中央派巡视员郭述申到

商城县委指导工作，指导县委“学习鄂豫边工农

武装割据的经验，发动工农民众，建立革命武装

和乡村政权”(5)。

从具体层面看，巡视员对下级党组织建设相关

事项具有全面参与权，在整顿党组织、发展干部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27 年 11 月，中央临时政

治局提出要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各级党部的巡视指

导制度”(6)，以此落实党的组织改造工作。《巡视条

(1)(2)⑫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6、473、156页。

(3)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文献选编》（第5卷），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4)(7)⑬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3、653、654页。

(5) 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6)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7页。

⑧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⑨⑪⑮ 《陈云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3、63、70页。

⑩ 《不屈的共产党人（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页。

⑭ 《任弼时年谱（1904-1950）》，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例》明确巡视员有权改组各级党部，“经过当地指

导机关召集各种会议”，“引进积极的工人分子到各

级指导机关，并指导帮助其工作”，“在巡视区域内

如发现党内纠纷时，须详细考察纠纷的原因加以批

评”(7)。巡视员贯彻党中央要求，对下级党组织的具

体工作进行领导。1928 年，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同

志担任巡视员前往顺直巡视，解决顺直问题 ⑧。同

年，陈云在浦南巡视期间帮助区委制定《浦南秋

收暴动决议案》⑨。1929 年，黄学增作为广东省委巡

视员巡视琼崖，指导琼崖革命斗争 ⑩。同年，陈云

“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赴常州指导和督促当地秋

收斗争”⑪。

2. 巡视员畅通上下级党组织间的信息传输路径

在政治环境动荡不安、交通通讯困难的背景

下，巡视员在中国共产党上下级组织间发挥重要的

联络功能。一方面，巡视员作为下级党组织状况的

考察者，将基层情况上传至上级党组织，保障上

级党组织的信息获取和知情权，推动上级党组织统

筹全局制定科学决策。1923 年，中国共产党第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九人组

织之。……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其余四人分派各

地，赞助该地方委员〈会〉一同工作，每星期将

所在地情形报告中央局一次”⑫。《巡视条例》规定

“巡视员对巡视区域内之政治、经济、社会及党务

的各种材料须注意详细收集，于巡视结束后向派出

他之党部作有系统的报告和讨论”⑬。巡视员贯彻党

中央要求，积极获取下级党组织的基础材料。1928
年 9 月，任弼时巡视安徽省时，“听取临委关于全

省工作的汇报”⑭。1929 年 10 月中下旬，陈云“至

上海沪中区巡视。除每日同党组织工作人员接头，

了解情况外，还参加过三次区常委会，一次药业支

部会。至月末撰写《沪中巡视记》，概述了沪中区

群众斗争和党组织的一般情形，以及参加药业支部

会和区委会的情况”⑮。另一方面，巡视员是上级党

组织决策的传达者，将上级指示下达至基层，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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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级党组织的决策获取和知情权，推动下级党组织

在科学决策指导下正确行动。八七会议后，如何传

达落实会议精神成为党中央的重要工作任务。1927
年 12 月，中共中央规定中央、省委、市委、县委

“须派出真能了解‘八七’会议，扩大会议的种种

决议和具有澈底改造组织的精神的分子”(1) 到重要

省份、重要的工农区域、下级党部巡视，确保中

央重要会议精神的传达和党组织的顺利改组重建。

《巡视条例》指出，巡视员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传达

“上级党部之一切策略、工作计划和指导”，特别是

“使六次大会的各种决议能够彻底的传到下级党部

以至每个同志的脑中，并且正确的运用到实际工作

上去”(2)。巡视员贯彻党中央指示，成为上级党组织

相关会议精神的传达者。

（二）对下级党组织领导权适用范围的缩减

巡视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巡视员对下级党组织

复杂情况的了解有限，政治素养不高的巡视员难

以承担帮助下级党组织制定政治路线的责任。此

外，部分巡视员在工作中出现官僚主义问题。为

对巡视制度纠偏，巡视员对下级党组织领导权的

适用范围缩减，主要体现为监督检查和上传下达。

1. 巡视员通过监督检查指导下级党组织工作

巡视制度承担整顿、恢复、指导下级党组织的

重要任务。1931 年 5 月，党中央颁布《中央巡视

条例》，规定巡视员应当“严格地检查各地党部的

领导成分与领导方式，坚决地肃清立三路线的残

余，在目前特别要与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做最残

酷的斗争”(3)。巡视员“必须检查各地现有的干部”，

“执行教育和提拔工农干部的任务”(4)，“对干部作广

泛的个别教育工作，帮助建设党内生活，提高干部

政治水平线，帮助当地党部计划与进行训练班，列

宁读书组的工作，规定训练的材料和方法”(5)，提升

党员素质，培养党的干部队伍。此外，该条例首次

专门规定巡视员的纪律要求，并赋予下级党组织对

巡视员的批评权。各地党组织认真落实该条例，普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60页。

(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2页。

(3)(4)⑨⑩⑪⑫⑬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 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374、375、374、
375、375、375、375页。

(5)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4页。

(6)(7)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⑧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常连霆主编：《中共山东编年史》（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第570页。

⑭⑮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73页。

遍实施巡视制度。针对有巡视员异化为中间组织、

滋生影响党部工作等官僚主义问题，1932 年 1 月，

党中央强调“要选择政治上组织上健强的同志做专

门的巡视员”(6)，巡视员的“任务是加强上级党对于

下级的活的指导”，“保证他的切实执行，帮助和检

阅下级党部与群众组织、政府等的工作，及时的纠

正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7)。解放战争时期，巡视制

度依然是指导督促解放区具体工作的重要方式。为

把中央的指示落到实处，1946 年 9 月，“华东局立

即组织巡视团分赴各地”⑧，敦促各地按照党中央指

示和要求严格落实土地改革工作，推动土地改革工

作稳步开展。

2. 巡视员通过上传下达实现上下级党组织信

息互通

即时信息是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依托。1931 年

颁布的《中央巡视条例》指出，巡视员应当“经常

研究国际和四中全会以后中央一切决议案，特别是

最近的决议案，把它们具体切实地传达下去，向各

地党部负责同志作深刻详尽的解释”⑨，保障路线的

完全执行。此外，巡视员需“考查各地的政治经济

状况，仔细地研究各地党的工作环境”⑩，“考查各

地党部领导下的青年团、工会、反帝同盟、妇女组

织、士兵组织、农民组织、互济会及其他群众与辅

助组织的工作”⑪，“特别注意于各地目前工农革命

斗争的发展和趋势”⑫，从而“使中央能够随时真正

了解各地党的工作，而易于领导”⑬。1938 年，中国

共产党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

议通过《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

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的委员会为

了了解下面的情况、便利于工作上的指导起见，上

级党委得向下级党委派遣巡视员，传达上级党委的

意见，考察下面的情形报告上级党委”⑭，特别提及

“巡视员没有决定与强制下级党委执行的权力”⑮。

巡视制度领导属性渐弱，巡视员应充分尊重下级党

委的积极性和集体决定权。会后，陈云“派出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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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工作巡视团，分赴晋东南和冀察晋根据地巡视

各地传达六中全会情况”(1)，保证六中全会精神的贯

彻执行。1941 年，彭真在《晋察冀边区的政权建

设和党的建设》中阐明，工作团或巡视团“只是领

导中的辅助方式，不应每个单位都派去一个。那样

会形成双重领导，妨碍各单位独立工作。但在一种

新工作开始时，或某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时，把精

干的工作团分派出去搜集材料，迅速反映上来以制

定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必要的。这种工作团到哪一

级即在那一级的集体领导下进行工作，不要成为钦

差大臣”(2)。同年，《毛泽东等关于敌后各根据地领

导方法给彭德怀、罗瑞卿的指示》指出，战争形势

下，敌后各根据地的交通存在困难，“全华北的高

干会议、政治工作会议不宜召集”，因为“主要负

责人来往费时，得不偿失”(3)。不如通过“派人及组

织巡视团，到各地检查工作搜集材料”(4)，深入研究

敌后根据地的具体情况。这一阶段巡视员在推动

政策落实、考察情况上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联络

功能。

二、监督属性的强化：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巡视定位的转向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作为领导的辅助方

式，巡视制度承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指导、监

督、考察、沟通功能，成为指导具体任务落实和干

部监督的重要举措，监督属性愈益凸显。

（一）指导下级党组织落实具体任务

巡视制度在指导下级党组织落实上级党组织指

示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巡视员推动土地改革运动任

务的落实。1950 年 6 月，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

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应当“逐级派负责人或巡

视团下去”(5)，切实掌握和领导运动。1950 年 12 月，

党中央强调需派大员“下去巡视检查”(6)，及时指导

(1) 《陈云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2)(3)(4)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2、739、739页。

(5) 《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3页。

(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⑧⑨⑩⑭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9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23、533、1139、284页。

⑪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四清”运动》，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5页。

⑫ 朱金玲主编：《邯郸地区大事记（1949-1986）》，邯郸：邯郸地区档案局，1987年版，第319页。

⑬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1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6-397页。

和推动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为积极响应党中央的

要求，各地区土地改革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巡

视团、巡视组或巡视检查科，开展土地改革巡视工

作。二是巡视员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清理反革命分

子工作中发挥保障作用。1951 年 4 月，福建省探

索派遣工作组巡视镇反工作的实践方式。福建省的

工作经验得到毛泽东同志赞赏，毛泽东同志认为各

省均应借鉴，派出工作组到各区、县巡视，帮助纠

正偏差、清理积案、开展工作 (7)。三是巡视员在乡级

组织建设方面发挥协助作用。1956 年 12 月，各省、

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会议指出，县委可以设置

少数巡视员帮助其完成领导乡级组织的工作⑧。针对

巡视员数量较多但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1957 年

1 月，中央补充规定选任的巡视员需数量少而能力

较强，以保障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质量 ⑨。四是

巡视员推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好开展。1965
年 1 月，中央指出，中央局、省、地、县各级党组

织领导人可以到“地方去巡视，或者组织小型巡视

团”⑩，以掌握动态、交通情报以及交流经验。1965
年 7 月，云南省要求“县、区派人进行巡视检查、

指导”⑪，河北省邯郸地区的“地、县委都组织了巡

视团”⑫，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高效推进。

（二）干部监督方式的重要探索

面对执政考验，如何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成

为重要课题。巡视制度在指导上级党组织任务落

实的同时，逐渐成为党监督干部的重要辅助安排。

一方面，巡视协助监察委员会开展工作。1953 年

3 月，党中央提出“上级监委应采取定期巡视或举

行小型专题会议等办法”⑬ 对下级监委进行具体指

导并交流经验，监委系统的巡视由此开始。另一

方面，巡视成为监督管理干部的直接手段。1955
年 3 月，党中央指出“党的中央和各级地方组织

应当迅速地建立或健全各种检查和巡视制度”⑭，以

严格管理并监督干部。1955 年 10 月，党中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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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及各级党委必须增设一定数量的检查员和巡

视员”(1)，以加强对党和国家各级机关工作人员的监

督。各地、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巡视检查委员

会、巡视组或巡视员，并对负责地区和部门开展巡

视检查。例如，天津地委书记等 15 名干部巡视 66
个区 (2)；工业工作部按产业设立巡视员检查工作和

了解干部，指导企业中党的基层工作 (3)。1962 年 11
月，针对少部分干部出现腐化变质的情况，中共中

央组织部组织工作会议重申要加强巡视工作，充分

发挥其检查和监督干部工作的功能 (4)。巡视制度的

监督属性得到认可和重视。

三、监督属性的彰显：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的重建与
发 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

共产党巡视制度成为指导整党工作落实的重要安

排。随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不断完善，巡视制度

重点指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实践中发

展为党内法规确认的监督方式，对下级党组织进行

全面监督。

（一）指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党

员干部经济犯罪、腐败问题有所增加。维护党的纪

律、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成为巡视制度在这

一时期的主要指向。

维护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是巡视制度的重

要目标。1983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二中全会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指出县级以上

各级党委要挑选一批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同志“作

为联络员或巡视员派往所属进行整党的单位，主要

负责了解情况，掌握动向，听取各方面意见，及时

向当地党组织和上级党委反映情况，提出建议”(5)，

以指导帮助所巡视的党委“统一思想，整顿作风，

(1)(3)(4)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9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408、926-927页。

(2) 廊坊地区档案馆编：《廊坊地区大事记（1949-1983）》，廊坊：廊坊地区档案馆，1985年版，第34页。

(5)(6)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7、335页。

(7)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⑧⑨⑩⑫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文献选编》（第4卷），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415、417、421、
460页。

⑪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文献选编》（第6卷），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810-811页。

⑬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3页。

加强纪律，纯洁组织”(6)。这是巡视制度在改革开放

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首次探索应用。为防止腐败风

险，加强廉政建设，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

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

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认为“中央和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党委，可根据需要向各地、各部门派出巡视

工作小组，授以必要的权力，对有关问题进行督促

检查，直接向中央和省、区、市党委报告情况”(7)。

这是巡视制度成为专项监督制度的重要转折。鉴于

部分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

识不足，工作力度不够，党中央部署的反腐败任务

在部分地区和部门尚未得到较好落实，失职渎职案

件、经济案件以及腐化堕落案件明显增加，“反腐

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⑧。为确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方针和任务的落实，有必要强化党内监督机制，深

入推进反腐败工作 ⑨。中央纪委重申巡视制度对于

严格监督的重要作用，认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根据工作需要，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

其任务是了解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国家机

关部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以及廉政情况，有关情况直接报告中央纪

委，中央纪委及时报告党中央”⑩。中央纪委首次规

定选派的巡视员级别应为部级，通过高级别官员开

展巡视确保巡视制度的实际效力。巡视制度已然成

为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安排。

（二）党内监督制度地位的法规确认

巡视制度在实践中得到党内法规的承认，成为党

内监督的法定内容。为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1996
年，中共中央纪委制定《中共中央纪委关于建立巡视

制度的试行办法》，探索建立巡视制度运行机制 ⑪。随

后，巡视制度向省级推广。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指出：“经党中央同

意，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纪委实行这一

制度。”⑫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

会议指出，“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逐

步建立巡视制度”⑬。巡视制度日益受到党中央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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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从试行向全国铺开。21 世纪初，我国经济体制

处于转轨期，权力和市场的界限不清晰，拜金主义对

党员干部产生较大冲击，反腐败形势严峻复杂。江泽

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建立和完善巡

视制度”(1)，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党的十六

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要“加强对

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不断完善党内

监督制度”(2)。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号召，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的指示。经过试行和推广阶

段，中央和省级巡视制度全覆盖建设成为巡视制度发

挥监督功能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2003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

行）》，指出“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建立巡

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进行监督”(3)，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提出

建立巡视制度的硬性要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

报告中指出，要“完善巡视制度”(4)，坚决惩治和有效

预防腐败。党的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

确指出，“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

行巡视制度”(5)。2009 年，为加强对巡视工作的系统规

划和指导，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试行）》(6)，对巡视工作的领导体制、组织架构、运行

机制、方法手段、权利义务等进行详细规定。这是改

革开放以来中央首次出台关于巡视制度的专门条例，

充分彰显了其在党内监督中的重要地位。

（三）对被巡视党组织的全方位监督

巡视制度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切入

点，对被巡视党组织的“关键少数”进行全面监

督。2003 年 7 月召开的巡视工作会议指出，巡视

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了解领导班子在贯彻执行党的决

策、民主集中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及选

拔任用干部等方面的情况。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

可以通过巡视监督将被巡视党组织存在的腐败问题

和不正之风消灭在萌芽状态 (7)。《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试行）》（2003 年）指出，巡视工作的主

要内容是了解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在学习“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执行党的决定、执行民主集中

(1)(3)⑧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66、667页。

(2) 《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4)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5) 《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4页。

(6)⑨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3-4页。

(7) 吴官正：《正道直行 —— 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页。

制、干部选拔任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廉政勤

政、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 ⑧ 方面的情况。《中

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2009 年）在总

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诸多规制

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巡视内容予以规定。各巡

视主体需监督下级党组织在贯彻落实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执行党的决定、执行民主集中制、执行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自身廉政勤政、开展作风建设、选拔任

用干部等 ⑨ 方面的情况。巡视制度是对市县及以上

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主要负责同志的党内监督，

在预防、监督和惩处三个维度进行精细化设计和阶

段性调适。巡视组织实现了“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巡视组”的构建，明确了中央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对全国巡视工作具有指导权。巡视内容逐步

深化并细化，甚至涵盖下级党组织日常业务。这不

仅彰显了巡视监督的全面性，而且与其他监督形式

的监督范围有所重合，为后续巡视制度的优化提供

了可操作的空间。

四、聚焦政治监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巡视制度属性功能的校准与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际国内环境和党肩负的历史使

命出发，高度重视巡视制度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在充分吸收历史经验教训和

应对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创新体制机制，逐步聚焦并

不断深化政治巡视。与之对应，巡视制度在党的历

史上首次实现全覆盖，成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

安排，由表及里地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政治监督、整合联动关联性监督以及深度构建党和

国家监督体系方面发挥重要功能。

（一）反腐败的制度利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情势紧迫且严峻复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腐败的消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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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1)。为筑牢执政基

础，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巡视在反腐败工作中的

重要功能，推动其成为发现问题、形成震慑的国之

利器、党之利器。

为更好地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

务，巡视制度在前一时期体制机制和组织架构的

基础上实现创新性发展，巡视工作条例在充分吸

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两次更新，以期推动巡

视工作与时俱进取得重要成果。在组织架构层面，

2017 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明

确巡视工作形成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巡视组三位一体的组织架构，明

确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对全国巡视工作具有领

导权，不再是前一时期规定的指导权，以期加强

中央对巡视工作的统一领导和部署。在工作任务

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巡视组要当好中央的

‘千里眼’，找出‘老虎’、‘苍蝇’，抓住违纪违法

问题线索。要落实监督责任，敢于碰硬，真正做

到早发现、早报告，促进问题解决，遏制腐败现

象蔓延的势头。”(2) 作为上级党组织派往下级党组织

的延展“触角”，巡视组的工作任务在于发现被巡

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尤其是主要负责同志的违纪违

法问题线索，其任务完成情况与巡视工作质量紧

密相关。在运行制度层面，新时代巡视工作充分

汲取上一阶段巡视工作的经验教训，创新多种方

式方法。一是巡视工作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现全

覆盖，确保反腐败工作不留死角和空白，对下级

党组织相关成员进行政治体检并形成震慑，推动

实现“零容忍”。在实现巡视全覆盖的基础上，巡

察全覆盖工作、巡视巡察联动体系构建工作成为

巡视工作进一步推进的重点内容。二是巡视工作

实行“三个不固定”机制，通过这一机制改变前

一时期巡视组具有的常设性，斩断因巡视组的常

设性导致可能发生利益输送的利益链条，确保巡

视组成为纯粹的监督者而非异化为权力持有者。

三是巡视工作创新采用下沉一级等方式方法。巡

视工作人员通过下沉一级等方法深入了解被巡视

人员的具体情况，核实问题线索。随后，巡视人

员将工作期间发现的问题线索依法依规移交相关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2)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年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90页。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11页。

部门处理，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查处相关问题提

供前提条件和方向指引。四是巡视工作采用“交

叉巡察”“提级巡察”等方法，破解基层社会关系

网复杂的问题，实现对基层党组织的监督检查。

新时代的巡视制度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通过系

列体系创新，其精度、效度、力度实现质的飞跃，

成为遏制腐败、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

全面巩固的制度利剑。

（二）政治巡视根本定位的确立与深化

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巡视制度的定位越来越

精准，指向越来越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巡视

工作相关会议多次强调，巡视是政治巡视而非业务

巡视，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下看上，“深化政

治巡视”(3)。巡视制度政治监督根本定位确立并不断

深化。

政治巡视根本定位充分彰显了巡视制度的价值

追求与基因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立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主要负责同志的政治

意识、下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态进行政治体检，从而

确保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在思

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同中国共产

党建立之初相比，新时代巡视制度并非领导制度的

延伸，而是党内最高法规高度认可的专项监督制度

安排。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对比分析可知，其内涵

的政治立场与政治功能一以贯之。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政治属性在强化党的政治

建设的需求和实践中得到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指出，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政治建

设为引领推动实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目标。为推动

政治建设深入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制度的

工作重点从“四个着力”发展为“四个落实”，逐

步将被巡视党组织政治建设情况作为巡视工作的检

查重点，“一是检查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情况”，“二是检查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情况”，“三是检查落实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情况”，“四是检查落实巡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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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和成果运用情况”(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

政治定位，与时俱进深化政治巡视。要聚焦‘两个

维护’根本任务，紧扣党委（党组）履行党的领导

职能责任加强政治监督。”(2) 巡视工作旨在发现重大

政治问题和政治隐患，重点检查被巡视党组织对党

中央重大精神的学习情况、选人用人是否规范、是

否存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等，从根本上净化政治生

态，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保障党的重大战略决

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推动党以伟大自我革命

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三）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贯通融合的协同纽带

经过新时代 10 年的发展，“中央、省、市、县

四级都建立了巡视巡察机构，179 家中央单位开展

了内部巡视，构建起了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3)。巡

视制度逐步成为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

略性制度安排。巡视制度作用的发挥和成果的巩固

离不开其他监督的支持和配合，与之对应，巡视制

度也为其他监督沟通融合提供平台，其他监督在与

巡视协同配合的过程中通过整合监督实现效用最

大化。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政治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关

联性监督的支持与配合。巡视与各类监督的协作

是巡视监督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和基础保障。巡视

前，巡视组向同级纪检监察机关、信访、审计、人

事、组织等部门了解被巡视党组织的相关情况，确

定工作重点。巡视中，巡视组鼓励群众提供信息并

监督巡视工作。群众通过来电、来信、来访等方式

提供问题线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显示，在

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工作开展期间，中央巡视

组与干部、群众谈话共计 5.3 万人次，受理信访案

件共计 159 万件 (4)。巡视监督成为“党内监督与群

众监督结合的重要方式”(5)、成为党内监督与国家监

督相结合的重要方式。巡视后，巡视组对发现的问

题线索进行分类移交，组织部、纪委监委等部门将

接续处理后续问题，推动做好巡视整改和成果利用

工作。巡视制度有效推动多监督主体在全流程实现

贯通融合。

巡视制度成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贯通融合的支

(1)(3)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就〈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23-2027年）〉答记者问》，《中国纪检

监察》，2023年第10期。

(2)(5)(6)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论述摘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2
年版，第115、96、61页。

(4) 姜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 访中央纪委副书记、

监察部部长杨晓渡》，《人民日报》，2017年8月29日。

点和催化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

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建过程中具有基础性地

位，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在实践

充分证明巡视制度具有特殊地位与整合优势的前提

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发挥巡视优势和

纽带作用，打通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的贯通渠道，

完善巡视与纪检、监察、组织、审计等监督的协作

机制，探索建立巡视与财政、统计等职能部门的配

合机制，推动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中国特色

监督体系”(6)。一方面，相关监督制度重现并重组。

巡视制度是党内监督制度，其权力行使对象为党组

织成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建国家监

察制度。党中央决定在中央、省、市、县四级全面

设立监察委员会，规定各级纪委和监委合署办公，

发挥党政协同监督的整合作用。此外，党中央实行

机构改革，对相关反腐机构进行重组，将检察院的

职务犯罪机构（含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及预防

职务犯罪等反腐败相关职责）调整到监察委员会，

强化党对反腐败力量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巡视

监督与关联性监督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融合路径。部

分地方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建立以巡视机构为核心、

以关联性监督主体为辅助的联席会议制度，为监督

制度贯通融合提供组织和人员支撑。此外，相关的

党务监督和政务监督创新专题巡视等方式，派出专

项巡视人员加入巡视组，履行专业监督职能，为巡

视组提供专业支持，在流程协同并进的基础上实现

信息互通。这样既有利于专业监督的深化，又有利

于跟进后续被巡视党组织的整改工作。在实践与理

论的交互中，巡视制度成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建

与深化的桥梁纽带，不断探索更具效能的贯通融合

制度安排。

中国共产党的巡视制度源远流长。百余年来，

巡视制度在世情国情党情的变换中实现属性的转向

与功能的调适，从党的领导制度的辅助安排发展为

党内监督、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

制度安排。兼具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系统剖析有助

于更深层次地理解巡视制度的沿革脉络，厘清巡视

制度的组织结构、功能定位的发展演进。在各个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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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时期，巡视制度的对象、手段、结构、功能、权

限不同，这由其要解决的时代课题决定，也由其与

其他关联性制度协同联动和精准磋商决定。巡视制

度的嬗变既是问题导向的结果，又是制度系统整合

的结果。无论巡视制度的属性和功能如何定位和演

变，强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永远是巡视制度的根本

目的，也是属性功能所有外在表现的内在归宿。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

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构建中发挥重要的政治监

督和整合功能，是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2023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

(1)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就〈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23-2027年）〉答记者问》，《中国纪检监察》，

2023年第10期。

公厅印发《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23-2027 年）》，

为新时代巡视工作深化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如何

使巡视工作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更加有效，是未

来 5 年巡视工作的主要目标。如何“推进政治监督

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如何实现“有形覆盖

与有效覆盖相统一”，如何“健全整改工作机制”，

如何“健全巡视工作体制机制，强化巡视巡察上下

联动，深入推进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更

好发挥巡视综合监督作用，促进完善党和国家监督

体系”，如何“加强巡视机构队伍建设，健全巡视

工作制度，推进巡视工作信息化建设”(1)，将是学术

界和实务界今后要关注的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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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r-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Since the new era，the inspection system has become an institutional weapon against corruption. 
The basic positioning of political inspec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continuously deepened， and it has played a linking rol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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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has always been to maintain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its centralized leadership.

Key words: the CPC ；Inspection System ；Intra-party Supervision ；Political Inspection ；Attributes and Function

[责任编辑：潘静静]

[责任校对：李  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