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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f we look back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Party’s management thought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 must begin with Deng Xiaoping’s Party building theory. Go-
verning the party strictly is the core thought of Deng Xiaoping’s Party building theory. His though-
ts on managing the Party in a strict manner includ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being the foundation, 
ideological education being the basis, serious style of work being the focus, management of cadres 
being the key,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being the guarantee. These ideas have inspired China’s 
Communists on the great progress of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We must take strict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s the core and put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first place. We 
must take strict ideological education as the soul and stick to the communist spirit. We must take 
correcting the style of work strictly as the breakthroughs and maintain the extremely clos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of people. We must take the strict management of the 
team as the key an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key minority” of leading cadres. We must take 
strict institutional enforcement as the guarantee and strict the power by the system. We must take 
strict anti-corruption punishment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punish corruption without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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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溯改革开放40年来党管党治党思想的发展与创新，首先要从邓小平党建思想着手，从严管党治党是邓

小平党建思想的核心。他的从严管党治党思想包括：政治建设为根本，思想教育为基础，严肃作风为重

点，管理干部为关键，制度建设为保证。这些思想启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要以政治从严建设为核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要以思想从严教育为灵魂，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

求；要以作风从严纠正为突破，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以队伍从严管理为关键，抓住领导干

部这个“关键少数”；要以制度从严执行为保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以反腐从严惩治为抓手，

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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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政党政治是现代民族国家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征。十九大报告绘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1] (P61-62)。全面治党永远在路上，治党要求

务必从严，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征和优良传统。邓小平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

中，形成了丰富的从严管党治党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说。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再次学

习和研究邓小平从严管党治党思想，以期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提供借鉴意义。 

2. 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历史考察 

任何思想的形成都非是一蹴而就，更非是空中楼阁，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源于不断发

展的现实生活。穿过历史的屏障，回望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可以发现其形成、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发

展壮大相影相随、紧密联系。 
早在革命年代，邓小平就认识到党的建设对革命斗争工作至关重要，尤其是党的风气正派与否直接

关乎革命的兴衰成败。1942 年，党中央为了清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开展了反对主观主

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1943 年，作

为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也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

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2] (P87)。他

以党历史上所出现挫折(如陈独秀机会主义、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左倾”机会主义等)为例，讲述了加强

党风、学风、文风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必须严格肃清党内歪风邪气，从严整顿党风，否则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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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就会遭遇重大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主政西南。1950 年 6 月，在谈到党内滋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倾向和思想

作风蜕化问题时，他强调：“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要建立和加强起来，这是反对官

僚主义、命令主义，监督党员遵纪守法的重要武器”[2] (P160)。严格的组织生活是锤炼党员干部党性的

重要平台，目的在于克服缺点，加强党的战斗力，党员干部只有在严格的党内生活中加强党性修养，提

升思想道德水平，才能真正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1951 年 1 月，邓小平在西南军区组织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强调“对党的干部要求应更加严格”，“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是要严还是要宽呢？

对于干部，特别是对老干部的要求，是要严还是要宽呢？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更加严格，对党的组织要更

严，对干部的要求要更高”[3] (P182)。针对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由于身份转变带来的诸多

问题，邓小平作为主政一方的地区领导，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强调不克服党内存在的这些问题，必

然会给党执政兴国带来诸多麻烦。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常从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强调要用全面的、长

远的眼光思考从严治党问题。1956 年 9 月，他在党的八大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

已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处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这意味党对人民所负的责任加重，意味着党在人民中间

的威信增长。但目前党内部分党员染上了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习气，这显然与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巨

大变化、承担的历史使命、肩负的责任重担不相匹配，这就要求从严治党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他还说：“执政党如何进行党的建设，这个问题大。党的建设就是要严”[4] (P149)。在邓小平看来，建

设一个成熟的、战斗力强的党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前提，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警示后人治党务必

从严。 
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对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和党内滋生蔓延的消极

腐败之风保持着高度警惕。80 年代他基于对当时党风问题的估计，提出了整顿党组织，加强党员思想教

育等思想。由此，领导党展开了加强党风建设的一系列活动。1982 年 4 月，邓小平在中央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指出，以权谋私和贪污腐化已经形成一股风，“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

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5] (P403)。
他认为，共产党要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下保持政权稳定，就必须严厉打击党内犯罪分子。基于对党风问

题日益严峻的研判，邓小平主张从严“整顿”腐败，依法严厉打击、惩治党内那些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其

他刑事犯罪分子。邓小平晚年在南巡讲话中讲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6] (P380)。
这里他以富有长远意识、忧患意识的眼光指出为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严

格的标准和要求推进从严管党治党。 
上述邓小平在党的不同发展阶段，针对党内出现的不同问题，强调党的建设重要性，始终贯穿着治

党必须从严的核心要义。世情国情党情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管党治党的形势、要求、规范也在发生质的

变化，党内存在的问题与从严治党的深入交叉并存，这就要求既坚持从严治党的核心不变，又要创新治

党方式方法，始终以严格的标准、严厉的举措遏制党性不纯、党风不正和党纪不严的问题，树立党章党

规的绝对威严，使党员坚守行为的底线，切实增强治党的实效，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3. 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主要内容 

3.1. 政治建设为根本 

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属性和政治使命。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在于有权威的党中央、

有权威的核心，这是从严治党的首要任务，更是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对这一个原

则的强调是一以贯之的。1964 年 11 月，他在有关谈话中强调：“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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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4] (P222)。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深刻总结党的建

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秉承了旗帜鲜明讲政治这一党的独特优势和优良传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

发展，他突出强调全党要“讲政治”“讲团结”，维护党中央权威与核心地位，不能各行其是，党内无

论如何不能形成派别和圈子。1989 年 9 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中央的权威

必须加强。……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

困难时也能做大事。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6] (P319)。同时，他还强

调党的政治领导要体现在国家的发展方向上和路线的执行上。1978 年 3 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

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

方面的积极性”[5] (P98)。在他看来，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要在短时间内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

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要坚定不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政治规矩，防止个人主义、

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干涉，同时要把党的政治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与改

革开放紧密联系起来，不能出现方向性和颠覆性错误。 

3.2. 思想教育为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色，是党的基础性建设。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以

思想建党作为治党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更是要强党的建设首先要加强思想教育。1955 年 3 月，邓小平在

党的高级干部会上就讲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不断地同腐蚀我们党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做斗争是我

们党的一项基本任务，在这方面工作的任何减弱都是对党有害的”[7] (P215)。在他看来，思想政治教育

可以激发和保持党员干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有利于党的队伍抵御不正之风的侵蚀，有利于党的各项事

业的顺利开展。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外针对国家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的巨变出现了思想层面不同程度的

混乱，有些人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会妨碍解放思想，有人认为对错误意见进行批评是违反“双百”方

针。为此，邓小平在 1980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

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5] (P365)。在他看来，对思想

混乱的情况决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对待，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肃清种种残余思想影响，反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达到统一思想，保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对于改善党的领导，贯彻落实方针、

政策，保证全党安定团结局面具有重要作用。他还论述了愈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愈要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

的作风，愈要加强党员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以克服党内不正之风。

要加强党员党性的培养，根绝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派系与党员派性，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 

3.3. 严肃作风为重点 

执政党的作风直接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外在表现，关乎党的形象和

威望，影响社会风气的好坏。邓小平认为坚持从严治党应以严肃纠正党内不良风气和改进党的作风为重

点。1943 年 11 月，他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针对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指出，党

是由个人集合组织起来的，个人思想作风的好坏关乎党的力量强弱，只有党的所有同志都把歪风去掉，

党的力量才能增加许多倍。在之后关于加强党的建设讲话中，邓小平把纠正不良作风视为从严治党的永

恒话题，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面对不同对象上反复强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认为党的建设离

不开党的作风建设，如果不能高度重视起来，将来还要自食其恶果。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也多次强调端

正党风是搞好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武器。他认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

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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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党的表率”[5] (P177)。在这里，他指明了端正党风的关键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发挥领导干部在作

风建设上的先锋模范作用，以上率下，全党形成一身正气。邓小平认为，改进党风的根本在于统一思想，

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要通过严厉整顿，加强党的建设，注重纪律的约束保障作用，实现党

风的好转。他深入剖析了滋生不正之风产生条件和原因，系统论述了纠正不正之风关键环节、根本途径

及任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3.4. 管理干部为关键 

从严治党，关键在于从严管好党员干部队伍，这是关系到党的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和国家长治久

安的重要问题。邓小平尤其重视从执政党高度对广大党员干部队伍进行教育和管理。邓小平强调：“中

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

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6] (P380)。这里的“人”，即是指党的领导干部。他还在有关讲话

中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

多党员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2] (P328)。因此，如何选好、用好、管好干部，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

严把“入口关”，敞开“出口关”，贯通“上下关”。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必须从“德、能、

勤、绩、廉”各个方面的表现进行全面考察。其次，教育管理环节必须从严，要以严格的党纪检验党员，

对新同志教育要严，对老同志要求要更严格。合格的党员要遵守党规党法，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

的纪律，顾全大局。最后，指出管好党员干部队伍，关键是管好领导干部，从战略的高度论述党和国家

事业接班人选拔问题，提出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要遵循“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

针。在他看来，只有选出人民认可、才能卓越的领导干部，才能带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3.5. 制度建设为保证 

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邓小平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色，是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最大贡献。1980 年 8 月，

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深刻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开创式提出了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必要性、思路内容和方针政策等思想，是管党治党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一

方面他重视法制建设，从严管党治党，还是要靠法制，要依赖于司法制度和党的制度，他曾语重心长的

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 (P333)。
在他看来，领导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不仅如此，

他还躬身践行，以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品格率先退休，引领全党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另一方面，强调

严格纪律，落实执行党的各项规章制度。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

平等。对于党内某些人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以身试法情况，邓小平提出对于党员同志，“谁也不能违

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

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5] (P332)。在这里他强调必须严明党的纪律，用党的纪律严厉惩处违反党纪党法

的党员干部。再者，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和健全人民群众监督制度。他指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

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5] (P147)。由党的

监督机构经常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对违纪者进行严肃处分。制度是笼子、纪律是关键，只有

将两者统一起来，才能确保管党治党的严起来、实起来。 

3.6. 严惩腐败为抓手 

邓小平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之初，从人民群

众反感厌恶的种种“不正之风”式的贪腐，到 80 年代中后期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官倒”式贪腐，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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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以来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寻租”式贪腐。这些贪腐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侵害国家利益和危

害党的利益，严重损害了党的肌体和威望，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1982 年邓小平在有关讲话中

强调要严打经济领域犯罪，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向全党发出了“盛世危言”和“警世之

论”，指出反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1989 年，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

话中指出，当前人们反对腐败的呼声较为强烈，虽然有些是用反腐败来蛊惑人心，反对党的领导，“但

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

实有失败的危险”[6] (P313)。这里，邓小平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高度讲述了惩治腐败对党的建设的重

要性。在他看来，从严治党要以严惩腐败为抓手，要作为大事来抓，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

针，一手抓改革开放，搞好经济建设，一手抓紧惩治腐败，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绝不容忍他们逍遥法律党纪之外，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4. 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内容丰富而厚实，系统而全面，为改革开放背景下执政党自身建设做出了理论

探索和实践积累，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 

4.1. 以政治从严建设为核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强调要坚持政治建设为根本，一方面强调要维护中央权威，要有核心，一方面

强调要把党的政治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结合起来，突出强调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统领地位。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第十三部分论述党的建设中指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

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1] (P62)。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其一，要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党中央作为全党的核心，其

权威必须加以维护，维护党中央权威绝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全党必须坚决服从

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听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严格遵守党的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其二，要加强和规范党内

政治生活。2016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

简称《准则》)，这就要求全党坚定理想信念、严格党的组织生活、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其三，

要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既要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又要做到坚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

有高水平的集中才能更好地指导民主，落实民主集中制要求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落实民主

集中制就是要实现正确的集中和广泛的民主相结合，既能发扬民主又能实现集中统一，为党的政治建设

提供制度保障。 

4.2. 以思想从严教育为灵魂，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 

思想建设是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优

良传统和宝贵经验。邓小平认为从严治党要以思想上从严建党为先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突出强调理

想信念教育。习近平继承了这一思想，进一步强调指出：“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加强思想教育和理

论武装，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步调一致的前提”[8] (P73)。这就要求在从严治党的实

践中，一是要把好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观。理想信念坚定，就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

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否则，就会出现政治立场模糊、是非观念淡薄、原则问题躲

避等等怪事。这就要求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魂，用理想信念和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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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固本培元、补钙壮骨，筑牢理想信念的“压舱石”，拧紧价值观的“总开关”，坚守共产党人精神

追求。二是高度重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使得意识形态领域出现

复杂多变、暗流涌动的境况，给党的思想宣传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为此，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引领其它各种社会思潮，处理好“一

元指导”和“多元并存”的关系。三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方针。习近平在有关讲话中指

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9]。从严治党不仅要治标，

更要治本，治本主要体现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实现思想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固化于制，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从而为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夯实坚实思想基础。 

4.3. 以作风从严纠正为突破，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世界上

一些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教训证明，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在改革开放中逐

渐脱离群众，滋生官僚主义作风。邓小平多次强调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

要发扬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作风。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更加重要。习近平强调以作风建

设为着力点和突破口，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出台“八项规定”，

持续惩治“四风”，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一是坚持问题导向，

着力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最突出作风问题。以淬炼党性为重点，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的作风，突

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努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扭转和重塑党在人民心中的

形象和威望。二是既要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又要坚持小处发力，细处着手。既要领导干部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严字当头，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又要把作风建设落实落细，着力解决发

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问题，让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使群众切身感受到作风转变。三是推动

作风从严建设长效化、习惯化和制度化。“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

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9]。整饬“作风”收尾但不收场，需要开辟新的领域、形成新的聚焦、

构建新的话语，从重点惩治作风切换到重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强化党内监督上来，依靠规矩和制度

维持良好作风。 

4.4. 以队伍从严管理为关键，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从严管理干部，这是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基本观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既是制定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

决定因素，又是完成党的各项任务的组织领导者，既是政党形象的代表者，又是服务人民的窗口。从这

意义上说，党的干部队伍好坏直接关乎党的存亡。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律检查机关查处的一系列贪

腐案件可以看到，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仍在路上，从严治党核心在于从严治吏。习近平在群众路线教育活

动总结大会上说全面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关键是从严治吏，他指出“要坚持以严的标准要求

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9]。从严

治吏要坚持以下几点：一是要坚持从严选拔，要严格标准、严格程序、严肃纪律。选人用人是党内政治

生活的风向标，突出政治标准，选好人，用好人，要努力选拔培养“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

敢于担当、清正廉洁”[10] (P412)的好干部，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二是坚持从严管治，

克服“重选轻管”问题，避免对干部重使用轻管理的现象。加强管理要坚持五个方面“管理要全面、标

准要严格、环节要衔接、措施要配套、责任要分明”[8] (P134)。三是坚持从严问责，要立规从严、执行

从严、查处要严。从严问责，要严在认真、动真、较真上，重点解决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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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营造良好从政环境和政治生态。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作为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既关系到

组织建设的成败，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 

4.5. 以制度从严执行为保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权力在本质上体现为特定的力量制约关系，执政党在对国家行使领导权体现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政

治权力。因此，在这一权力的实施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就容易发生变异，从而削弱党的执政合

法性基础。为此，邓小平强调，制度问题是从严治党的根本性问题。全面从严治党要突出制度管党的根

本地位和保障作用，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贯穿从严治党

全过程，坚持做到用制度从严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用严格的党内法规制度把全

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一是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党纪严于国法。“全面依法治国”战略视野下，坚

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以依照《党章》和其他党内规矩从严治党，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

加重要的位置，注重顶层设计，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二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和强化党内监督。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是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建设的新成果、新部署，必须按照《准则》和《条例》的要求，

强化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

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11] (P46)。制度执行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

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三是制度治党要与思想建党紧密结合起来，“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

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12] (P95)。将思想建设

的“柔”与制度建设的“刚”结合起来，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形成同向发力，同时发力的功效。 

4.6. 以反腐从严惩治为抓手，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腐败与反腐败的纠缠自古至今从未远去，既是一个历史性问题，更是一个现实性问题。邓小平强调：

“不惩治腐败，你这里艰苦创业，他那里贪污腐败，怎么行？”[6] (P314)。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揪住人民群众最为深恶痛绝的现象、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以猛药去疴、重典治

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态度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按照中央部署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一是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无例外、无死角、

无空当，严肃查处腐败分子。二是坚持“老虎”、“苍蝇”、“猎狐”行动。既要坚决查处大案要案，

又要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三是构建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构建不敢腐的

惩戒机制、不能腐的约束机制、不想腐的自律机制。落实“两个责任”，强化履职担当，党委的主体责

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是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

“牛鼻子”，各级党委切实担当起来，守好“主阵地”，种好自己的“责任田”，为党员干部实现自我

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提供重要保证。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重点项目：“列宁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践研究”(17AKS002)、江苏省教育厅哲

学社会科学项目：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升研究(2016SJB7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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