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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9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一项主要议程是，研究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发扬党内民主是党建的重要

主城部分。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实践表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

命，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关键问题。实践表明，发展党内民

主是党心所向。经过上至党中央领导，下到基层广大党员的

不懈努力，党内民主建设正呈现出步子扎实、成效显著、发

展势头良好的局面。但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党

内民主还只是刚刚起步，我们还需要做出更多的艰苦努力。 

要把党内民主从一些做法推进到制度建设上。近年来，各地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发展党内民主上创造了许多好的做法，

但做法毕竟是不定型的，而且极易为人的意志所改变，要把

发展党内民主已经取得的成果巩固下来，并防止倒退和回潮

，必须依靠制度的力量。因此，党内民主建设不能只停留在

做法上，而要把实践中形成的并且被证明是好的、比较成功

的经验上升为制度。 党的十七大在深入总结近年来党内民主

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一系列任务：完

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实行党代

表大会常任制.推行重大问题票决制.建立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

员会全会、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制.改革党内选

举制度等。要真正落实好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这些制度建设任

务，还需要我们大胆改革、积极创新，使制度要求进一步具

体化，展开成为可以实际操作并且确有实效的程序。 发展党



内民主，实质是对党内关系的深刻调整。这种深刻调整的内

涵是高度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以改

变党内权力过度集中、党员权利相对弱势的状况。党员是党

的事业的主人，实现党在各个历史阶段上的目标，要依靠全

体党员的同心同德、精诚奋斗。党内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以“

志同道合”为内涵、以权利一律平等为基础，为着共同的理

想目标而自愿团结奋斗的关系。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充分民主

与组织行动中的集中统一的有机结合，是全党同志团结奋斗

关系的基本形态。党员主体地位是通过党员权利的行使和保

障而体现的，没有党员权利的切实行使和保障就谈不上党员

主体地位。因此，充分实现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监督制约党

内权力的民主权利，是党内民主的本质与核心。 发展党内民

主，最基本的是要实现党员的选择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

督权。党员的选择权是以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保障为

体现的。党员是党内权力的主人，党员通过党内民主选举制

度，定期地对党内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授权和收权，使

党内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明确权力来源，搞清楚向谁负责。

知情权是党员参与党内事务，实现选择权、参与权与监督权

的前提，是党员不可忽视的基本民主权利。党员参与党内事

务权利的重要体现之一是在党内充分而自由地发表意见。党

员的主体地位还必须在充分行使监督权方面体现出来。从党

员民主监督的实际状况看，我们需要进一步制定具体而明确

的操作性程序，以使党员不仅可以切实行使各项党内监督权

利，而且可以得到强力有效的党内权利救济，防止和纠正党

员遭受严重侵权的各种问题。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党

内民主是一整套制度安排和制度运转。党内民主的探索实践



显示，仅仅推进“单项”制度改革，很容易受到党内其他相

关制度的牵制，结果党内民主或者举步维艰，或者扭曲走样

、流于形式，甚至有少数干部打着发展党内民主的旗号而玩

弄党内民主。这表明，发展党内民主必须考虑一整套制度安

排。在党员民主制度的安排中，最为关键的是合理构架党内

的权力结构。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初的中央纪委全会上就

指出:要完善监督机制，科学合理地配置权力，建立健全决策

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利结构。解

决好这个问题，是能否顺利推进党内民主、真正实现党员权

利的关键。 党内民主还要能形成对党内权力活动实现必要控

制的民主控权机制。这种控制权机制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考

虑：一是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杜绝暗箱操作.二是有限权力

在一定轨道上运行，防止权力运用无边界、无规矩.三是规范

权力运行的制度必须具有高度的刚性权威，使制度权威高于

人的权威，防止制度的弹性化。为此，党内民主的制度安排

，不仅仅是根据党内民主的政治理念，而且要遵循党内权力

运行的特点与规律，根据党内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来设计

一整套制度链，使各项制度之间有机结合、环环相扣、相互

补充、配套衔接，以机制的力量来调整党内关系、配置党内

权力、规范党内生活、管住党内权力，并指导约束全体党员

的行为。 相关推荐： 2010年国考申论范文：正视官德缺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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