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四大看点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全面从严治党树立

了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备受各界关注。 

  党建领域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修订后的两大党规，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党管党的实践成果转化为道

德和纪律要求，通篇贯穿着“全面”与“从严”两个关键词，吹响了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号角，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 

  

 

  

  彰显一种坚强决心 

  与时俱进完善党内法规，切实解决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

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日前公布的今年中央第二轮“巡视清单”显示，“管党治党不严”

是被巡视单位的一大共性问题——有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不

到位，有的对违规违纪问题查处不及时，有的党的领导弱化，有的没有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一些党员和党组织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已成为

党的一大忧患。”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指出，与此同时，现

行一些党内监督法规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需

要，有必要加以修订和完善。 

  现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仅对党员领导

干部提出规范，未能涵盖８７００多万党员，适用对象过窄；“８个禁

止”“５２个不准”均为负面清单，缺少正面倡导；一些内容与“廉洁”

主题没有直接关联，主题不够突出。 

  而现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则存在着纪法不分的突出问题，

许多条款与刑法等国家法律规定重复。“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对党员的要

求，无法体现党的先进性，导致了‘要么好同志，要么阶下囚’的现象。”

谢春涛说。 

  为把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严肃性真正在全党树立起来，中央自去年

下半年着手对上述两部关联度较高的党内法规先行修订。今年１０月１

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态度在此次修订中得到充分体现。

两个法规回答了‘全面，覆盖到何种程度’‘从严，严格到什么份上’

等问题，彰显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释放了越往后执纪

越严的信号。”谢春涛说。 

  

  树立一条道德高线 



  修订后的准则成为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

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 

  专家普遍认为，这次对准则的修订“动作很大”，无论法规的名称

还是内容都有较大变化，形成了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

全体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也向全体党员发出了道德宣示，对全国

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经修订更名为《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从‘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到‘中国共产党’，从‘廉洁从

政’到‘廉洁自律’，都体现了‘全面’二字。”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

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指出，新准则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全体党员；其中，

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律规范，不再限于“廉洁从政”，而是扩展到“廉

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方面。 

  准则修订过程中，突出重点、删繁就简，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

向善，将“８个禁止”“５２个不准”等负面清单内容移入同步修订的

纪律处分条例，使现行的１８条、３６００余字的准则，浓缩成８条、

３０９字的自律标准。 

  针对全体党员，准则围绕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

“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提出“四个坚持”；针对党员领导干部，

准则围绕“廉洁”二字，从公仆本色、行使权力、品行操守、良好家风

等四个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条款、字数少了，但微言大义，紧扣‘廉洁’主题，重申党的理

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很有‘经

典感’。”高波认为，这是一条既面向全体党员，又突出关键少数，看

得见、摸得着、易懂易记易执行的高线。 

  

 

  

  厘清一份负面清单 

  删除７０余条与国法重复内容，增加“拉帮结派”等违纪条款，条

例修订充分体现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 

  １０月１６日，中央在相关案件通报中使用的一些新提法尤为引人

注目：周本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杨栋梁“进行非

组织政治活动”，潘逸阳“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余远辉“隐瞒不

报个人有关事项”。 



  这些“纪言纪语”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

成果，而这些成果又转化为纪律要求，纳入到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中。 

  以问题为导向，新修订的条例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

无原则一团和气，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

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权权交易、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

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强迫

命令、办事不公、侵害群众民主权利，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不力、工作失职，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违纪条款。 

  条例的修订，除上述“一增”外，还有“一减”“一整合”。 

  “一减”即删除了原条例中７０余条与法律法规重复的规定，代之

以党组织和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党组织和党员“违反

国家法律法规”“都必须受到追究”等专门规定，以实现党纪与国法的

既相互分开又有效衔接。 

  谢春涛认为，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将使党员在突破法律“底线”前

先触碰到党纪“底线”，跌倒后就不会摔大跟头，本质上体现了对广大

党员的爱护。 

  “一整合”即将现行条例规定的１０类违纪行为整合修订为６类，

分为对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

活纪律行为的处分。 

  “现行规定界限模糊，中间难免留下缝隙，弹性较大。这次把纪律

具体化、细分化，相当于‘勾缝’，覆盖面更大，覆盖得更严实，让党



员有了更明确的遵循。”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戴焰军认为，这些变

化无不体现了一个“严”字。 

  

  传递一个明确信号 

  党内法规不是“橡皮泥”“稻草人”，要严格按照准则和条例办事，

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全体党员心上 

  立德向善，立规惩恶，准则和条例的出台，进一步扎紧了管党治党

的“笼子”，下一步关键是要落到实处。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审议通过两项法规时明确提出，各级党委要担当

和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各级纪委要全面履行监督执纪问责

职责，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维护党规党纪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保证把纪律和各项党内法规执行到位。 

  高波认为，贯彻落实好准则和条例，关键要做到“学、思、践、悟”

四个字。“学”就是既学习法规文本，又领会其中深意；“思”就是将

现阶段工作实际与两大法规“对表”，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思路；“践”

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按照准则和条例办事；“悟”就是在“学、思、

践”中形成共识，并用来进一步指导实践。 

  “两项法规的修订，坚持以党章为遵循，是党章关于廉洁自律与纪

律要求的具体化。”谢春涛认为，应以学习贯彻落实两项法规为契机，

唤醒广大党员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树立起党章的权威，把党规党纪刻

印在心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指出，准则和条例作为党内法规，都是“带

电的高压线”，绝不能成为“橡皮泥”“稻草人”，执行起来不能搞特

殊、不能有例外，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敢于担当、敢

于较真、敢于斗争。 

  条例规定，各省、区、市党委可根据本条例，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

情况，制定单项实施规定。专家们建议，应加快配套制度建设，着手修

订完善其他党内法规，探索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来源：新华全媒头条 记者：张晓松 荣启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