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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主题鲜明，研究视角比较开阔。
将党内干部监督制度建设问题放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一主题下，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的大实践中，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党史与党建相结合的角度，从历史维度、价值
维度、规律维度、效能维度的视角，对党内干部监督制度建设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研究。
该书资料收集比较丰富，研究方法比较灵活．、运用党史党建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的相关知
识，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与系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党内干部监督制度建设
问题展开研究和探讨。
该书将文字与图表相结合，形式新颖，生动形象，如将八十多年来党内干部监督机构设置沿革绘制成
图表，脉络分明；将建党以来党的中央组织制定的主要干部监督制度以表格的形式分时段列出，史料
翔实，也颇具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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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瑛，湖北大冶人，华中师范大学法学硕士、武汉大学中共党史博士生，高级政工师、会计师。
曾任大冶市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大冶市委组织部科长、大冶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大
冶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大冶市人大常委等。
长期关注监督学、制度建设研究，参与、主持国家、省、市社科规划课题10多项，荣获中组部、中宜
部“郑培民精神研讨会。
优秀奖、浙江省党政系统优秀调研成果三等奖等30多项，在《人民日报》、《半月谈》、《中国共产
党》(人大复印资料)、《甘肃社会科学》等报刊发表文章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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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党的制度建设，就是党的组织按照一定的程序，把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和概括
，通过章程、条例、准则和决定等党内制度形式加以肯定或认可，形成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必须
共同遵从的行为准则或办事程序，并以一定的活动机制、组织体制保证各项制度的制定、落实和执行
。
其作用在于调节党内关系，指导党内生活，规范党组织和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言行，保证党的建设的
健康发展。
　　（三）党内监督、党内干部监督制度与党内干部监督制度建设　　对党内监督的含义，专家学者
们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任铁缨教授认为，党内监督是指党内各主体（包括全体党员和各级组织）之问，依照党章和党内法规
相互监察、相互督促的活动。
这种活动的实质是以党内民主为基础，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为重点对象，以制约和保障权
力的行使为核心，其目的是让党内生活按照既定的制度规范运行。
同时，他倾向于“监督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民主问题”，“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党的监督思想的实质
”等。
①丁峰认为，党内监督是指党员、党的组织、党的机关包括党的专门监督机构，根据党章、党的纪律
和有关规定，对党的组织和党员执行党规党纪，党的路线、方针和决议，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等方面
所进行的检查和督促。
②张建明认为，党内监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专门机关和全体党员，按照党章和《中国共
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下简称《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及党的其他规章制度的要求
，对党的各种组织活动以及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实施的监察和监促。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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