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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

———兼论对大党独有难题之破解

陈亚飞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 杭州 310003)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作为新

时代新征程极具原创性的政治命题,大党独有难题的具体内涵有六点:“初心之难” “统一之

难”“能力之难”“干事之难”“问题之难”和“生态之难”。新创设的法学一级学科———纪检监

察学致力于从理论思维层面,系统剖释大党独有难题这六个方面的破解之道。作为新兴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纪检监察学的知识体系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研
究对象的本土性、研究内容的自主性和研究方法的自觉性。纪检监察学主要有纪检监察理

论、中共纪律学、监察法学和廉政学四个二级学科。对于大党独有难题六个方面的难点,纪检

监察学的四个二级学科分别承担着破解其中一点或两点的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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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

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1] 这段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大党独有难题”这

个重要论断。大党独有难题是一个极具原创性的新时代新征程政治命题,它建基于过去十年全面从严

治党的历史经验,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目标。为了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在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基础上,我国创设了纪检监察学这样一个新型法学一级学科 [2-3] 。作为他国绝无、我国

独有的一门新学科,纪检监察学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体系。它植根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沃土,以
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为使命,服从和服务于“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1] 。



二、 作为新时代新征程新命题的大党独有难题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4] 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非

大党独有难题莫属,而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则是新时代新征程最实际的呼声。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基本

内涵,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六个“如何始终”予以了最权威的阐发。它们分

别是: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

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

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5] 。对于纪检监察学来说,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就是要直面六个

“如何始终”,并从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予以回答。

(一) “初心之难”: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015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向全党提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谆谆告诫 [6] 。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 [7]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原创性时代命题,夯实了中国共产党进行

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思想根基,也是全体共产党人践行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理论指南。为了实现党的初心使命,无论弱小还是强大,无论顺境

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持艰苦奋斗、矢志不渝,敢于面对挫折,善于修正错误,勇于作出牺牲。在全面

从严治党的新时代,党中央在全党上下深入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根据新时代

党的建设任务、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主题教育总要

求 [8] 。经过这次主题教育的洗礼,广大党员干部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收到了良好的主题教育效果。新时代新征程,如何让全

党同志继续在思想和行动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此乃大党独有难题中的“初心之难”。

(二) “统一之难”: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我们党有9600多万名党员,而我们国家是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大国。如此超大规模的党要领导如

此超大规模的国,没有党自身的思想统一、意志统一和行动统一,是难以想象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

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 [9] 188在2021年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

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 [1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全面加强

党的思想建设,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组织实施党的创

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1] 在发展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当今社会,自由

主义、封建专制主义、民粹主义等各种错误价值观干扰侵蚀着主流价值观,导致我们一些党员干部甚

至高级干部出现思想滑坡现象,成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权力观扭曲,践踏纪法底线,对党

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的腐败分子。全党如何继续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使党员同

志们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此乃大党独有难题中的“统一之难”。

(三) “能力之难”: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是否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我们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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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是我们党能否锐意进取、披荆斩棘,敢于直面一次又一次重大挑战的关键因素。在党的十九大

和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都把“能力不足危险”确定为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之一。①我们党一旦

存在能力不足的危险,那如何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如何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

进方向以及如何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党必须始终保持孜孜不倦、谦虚谨

慎的学习状态,努力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

织不纯问题,着力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

题,以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11] 。我们党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健全党统一领导、全
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通过“打虎” “拍蝇” “猎狐”等反腐举

措,基本实现消除存量、遏制增量的目标,但是我们党以“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战略定力,一刻不停

地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化建设,根本目标是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

朗。我们党作为长期执政党和领导党,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应当是党的标配,否则,执政的

资格将备受质疑,领导的底气又从何而来。唯有展现强大的执政能力和极高的领导水平,我们党才可

以从容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化解重大矛盾。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各级党委如何继续保持强大

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此乃大党独有难题中的“能力之难”。

(四) “干事之难”: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为了实现这个中心任务,
全党同志就必须继续保持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

刀要在石上磨,人要在事上练。新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强调:“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党把干部放在

各个岗位上是要大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官享福。改革发展稳定工作那么多,要做好工作都要担当作

为。” [12] 对此,我们党专门选拔优秀干部到边疆地区、成片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等地方开展工作,其中

涌现了一大批勤政为民、清正廉洁的好干部,他们为群众谋幸福,为落后地区谋发展,在干事创业中得

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成为全党学习的楷模。如何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区分开

来”②的重要要求 [9]225,让各级领导干部继续保持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

创新中的失误和错误,旗帜鲜明地为勇于干事、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此乃大党独有难题中的“干
事之难”。

(五) “问题之难”: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所有党员,自身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完美无瑕的党

员绝对是例外,而不是常态。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各级党组织务必认真贯彻

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切实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
斗性。要教育党员干部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和自我省察,不折不扣执行党的各项制度和纪律,及时发现

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13]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生活的重要内容,党员干部对党讲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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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另外“三大危险”分别是:精神懈怠危险、脱离群众危险和消极腐败危险。
“三个区分开来”是指: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

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

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就是加强党性锻炼和自我省察,促使我们党能够

破除沉疴痼疾,始终保持健康纯洁的肌体。新时代新征程,各位党员干部能否继续及时发现并妥当解

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此乃大党独有难题中的“问题之难”。

(六) “生态之难”: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是指政治主体在一定政治环境下的生存方式,以及在此政治环境下养成的政治习性。政
治生态是检验党的政治建设成效的一把标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基,严肃

政治生活,涵养政治生态,督促党员、干部把对党忠诚体现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上,确保

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地见效。” [14] 政治生态的涵养是个长期的过程。“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

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延安精神净化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好,干部队

伍就会风清气正、心齐气顺,社会风气就会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政治生态不好,各种歪风邪气就会

冒出来 [15] 。例如,我们个别地方和行业出现了塌方式腐败,极大破坏了该地方及该行业的政治生态。
这种腐败形式呈现了明显的系统性,具有“裂变式扩散、多种腐败类型交错、官商勾结、买官卖官、地缘

关系紧密、时间跨度长且边腐边升”等特征 [16] 。恢复塌方式腐败地区和行业的政治生态需要付出很大

代价,必须保持高压反腐态势不动摇,加强全周期管理,织密监督网络,促进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

大治理成效,提升治理腐败效能、实现标本兼治,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新时代新征程,
“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 [1] ,全党上下如何继续保

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经受住这四个方面的严峻考验,此乃大党独有难题中的“生态之难”。
大党独有难题的具体内涵就是上述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归纳的“初心之难” “统一之难” “能力之

难”“干事之难”“问题之难”和“生态之难”。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党,但同时面临这六个方面难

题的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因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领导党,善于检视自身并直面问题。换
言之,大党独有难题属于典型的中国问题,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产物,是开

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大议题。对于大党独有难题,只能更多地运用源

自中国本土的智慧与方法才能有效破解。纪检监察学就是因应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时代需要而产生

的一门立足中国之问、产生中国之理、推进中国之治的新兴学科。

三、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体系的纪检监察学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17] 就破解大党独

有难题而言,理论思维绝对是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有关大党独有难题的理论思维,集中体现在创设

新的一级法学学科———纪检监察学上。一般认为,纪检监察学是综合性研究学科,举凡党和政务纪律

的检查、巡视以及依法对国家公务人员实行全面监督的专门业务及其理论体系都属于它的研究对

象 [18] 。作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体系的新兴学科,纪检监察学致力于从理论思维层面,系统剖释大党独

有难题的破解之道,以为实践中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理论指引。
202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监察官法》第32条规定,“国家加强监察学科建设,鼓励具备

条件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监察专业或者开设监察课程”。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

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第47条要求,“加强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由此

可见,创设纪检监察学科有来自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双重规范基础,属于党和国家顺应“党的自我

革命永远在路上,永远吹冲锋号”时势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办发布了《关

于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及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的函》,教育部则发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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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其中都有设立纪检监察学的规

定。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纪检监察学赫然

在列,正式成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第三份文件奠定了“纪检监察学”作为独立一级学科的学科定

位与专业地位。
我国现有法学学科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社会的那套法治理论话语体系,不能够有力地回应

中国正在发生的现实问题,在学科划分的标准与设置上需要与时俱进,特别是我们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进入了敢啃硬骨头的攻坚期,事关国家重大政治结构性改革,需要在海纳百川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

新,满足指导纪检监察实践的需要。通过创立纪检监察学科,补齐学科构架和知识空间的短板,形成学

术话语体系,“从法理上夯实正当性基础” [1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
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的新形势,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

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

作用。” [20] 毋庸讳言,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纪检监察学就是为发挥此等作用而产生的。纪检监察学是

一门新兴的中国式哲学社会科学,它的诞生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与升华,是新时代新征

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又一项重大成果,作为新兴的学科门类,其知识体系完全是自主

性的,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 研究对象的本土性

一般认为,纪检监察学的研究对象是纪检监察制度与纪检监察行为 [21] ,即各级党内纪委和国家

监委的纪检监察行为,以及相关的纪检监察法规制度。有论者认为,“构建纪检监察学科体系应当以纪

检监察制度为逻辑起点,以党和国家监督为基础范畴,以纪检监察权为核心范畴,注重基础支撑和体

系范围的研究” [22] 。也有学者认为,纪检监察学学科体系应当“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内容、理论基

点、理论指导、基本范畴等方面进行展开” [23] 。根据《党章》第46条之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是负责

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

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推动完善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而根据《监察法》第3条之规定,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其职

责是:依照《监察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2018年修正《宪法》,监委正式成为《宪法》规定的国家机

关,监察权由过去的法律权力“晋升”为如今的宪法权力。作为一种新的廉政型宪法权力,监察权具有

党政一体性,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乃是它的基本使命 [24] 。纪委和监委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监督

模式的产物,其历史根据与实践逻辑都带有鲜明的中国性。
纪检监察制度是纪检监察学的静态研究对象,主要是对党内纪检法规和国家监察法律的规范分

析与整体诠释。纪检监察行为则是纪检监察学的动态研究对象,主要是从程序、实体与衔接等方面,对
各级纪委和监委的纪检监察行为予以理论探讨,并为其行为的规范化与法治化提供学理指引。纪检监

察学是新时代新征程适应全面从严治党实践需要的新兴学科,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纪检监察制度和纪

检监察行为,本质上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方式,其形成于本土、扎根于本土,因而具有强烈的本土

性。其实,纪检监察学从我国《宪法》文本中也不难找到其最高的规范依据。“监督”乃是我国《宪法》的
高频词汇,在不同地方总共出现了17次,因此,有学者指出:“如果说以美国宪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宪

法是一部旨在保障人权的分权宪法,那么以我国宪法为典型的社会主义宪法则是一部志在改造社会

的监督宪法。” [25] 可以说,我国宪法已然为纪检监察学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二) 研究内容的自主性

纪检监察学的知识体系主要由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范畴构成 [26] 。诸如“纪检”与“监察”、“领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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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与“公职人员”、“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政治监督”与“人大监督”、“处分”与“留置”、“四种

形态”与“线索处置”等基本概念和范畴,都是源于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对有关权力监督和反腐败经

验的提炼与总结,具有鲜明的自主创造性,绝不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不宁唯是,它们还都是西方国家

相关学科所没有的概念与范畴。纪检监察学的学术体系,就是通过对这些基本概念和范畴展开规范分

析与理论探索而形成的。纪检监察学的规范基础主要是涉及纪检方面的党内法规和有关监察领域的

国家法律。其中多数都是为适应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和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需要而新

制定的。此外,制约党内监督体系现代化的制度性因素,同样根植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实践背景,是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本身的体制与机制问题,需要纪检监察学予以回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管党治党宽松软”现象的主要表现及其体制性根源;二是如何才能抓好“关键少数”和盯住“一把手”
这个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三是作为党内监督新经验的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之间的掌握标准及

其相互之间的转化关系;四是新时代该如何更好地鼓励和支持党员在党内监督中发挥积极作用。
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为基础所建构的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是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

的自主知识体系。所有的纪检监察学话语都是由纪检监察实务人员和相关专家学者创造出来的,其自

主性毋庸置疑。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背后的知识体系,是法学(含党内法规学)、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

学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实现有机融合和体系重构的结果。因此,纪检监察学发展需要秉持

开放包容的理念,主动打破各学科领域知识壁垒,因循时势把握理论价值,以不断完善理论体系和制

度构造、促进学科的知识整合为目标,拓展研究的视野和边界,形成多学科联动、融合、贯通。通过对

“纪检”与“监察”等基本概念和范畴的逻辑演绎及体系解释,纪检监察学自主的知识体系已然蔚为大

观,假以时日必将可以建构得更加系统成熟。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27] 纪检监察学属于中国

自主创立的学科门类,其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不但不容置疑,而且鲜明之至。

(三) 研究方法的自觉性

本质上,纪检监察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我国有关反腐败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由此

决定了纪检监察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自觉性,这主要表现为两个“充分”:一是充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

义权力监督理论,来评判纪检监察制度和纪检监察行为;二是充分运用社会科学调查方法,跟踪并把

脉纪检监察机关的反腐败行为,促进其法治化反腐。
马克思列宁主义监督理论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突出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的重要地位 [28] 。纪检

监察学研究应从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的视角,“对标对表”纪检监察制度与纪检监察行为,强化党内监

督的引领作用,促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断完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腐败方式也会不断花样翻新,
尤其是经济腐败会日益猖獗。这就要求纪委和监委的反腐败方式务必与时俱进。对于反腐败实践方式

上的革故鼎新,纪检监察学既要从理论上予以论证和支持,更要通过实地调查调研发现其中的问题,
并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找到其破解之道,避免与法治反腐精神背道而驰的“非法”反腐现象屡禁不

止。由此决定了社会调查方法在纪检监察学研究中居于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力监

督理论和社会科学调查方法居于主导地位,此乃纪检监察学研究方法上的独特之处。正是借助于方法

论上的自觉,纪检监察学学科才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四、 纪检监察学的使命在于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纪检监察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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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基础性保障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

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
动理论创新。” [20] 实事求是地说,没有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声音和务必铁腕反腐的人民呼唤,就不可

能有种种纪检监察制度的颁布,而创设纪检监察学更是聆听这种时代声音、回应这种人民呼唤的结

果。纪检监察学是推动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和法治化的迫切要求,是提高纪检监察队伍正规化与专业

化的现实需要。纪检监察学的使命,在于运用自主知识体系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作为法学一级学科的纪检监察学,其下面主要分设四个二级学科,它们分别是纪检监察理论、中

共纪律学、监察法学和廉政学 [29] ,它们共同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纪检监察学学科体系。这四个二级

学科之间不是彼此独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当然,顾名思义,这四个二级学科各

自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其中纪检监察理论侧重于有关纪检监察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共纪律学重点关

注党内纪律的制定、实施与适用,监察法学聚焦于监察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与适用,而廉政学则致力

于腐败生成原因和反腐败举措得当与否的研究。对于大党独有难题六个方面的难点,纪检监察学的四

个二级学科分别承担着破解其中一点或两点的使命。

(一) 中共纪律学破解“初心之难”和“统一之难”
对于大党独有难题中的“初心之难”,纪检监察学主要通过其二级学科———中共纪律学进行系统

分析,以总结党员认知和恪守“初心、使命”的基本规律,为敦促全体党员在实践中始终做到“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提供学理上的规划与指引。与此同时,它还关注涉及纪律方面的党内法规的制定、解释

与适用。中共纪律学是围绕着党规党纪等制度规范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它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用

好以党章、准则、条例、规定为主体的管党治党制度利器,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为目标。
可以说,所有的党内法规及其他规章制度,都旨在教育、监督、激励和保障全体党员,在思想和行动上

始终做到“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争先锋”。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就规定,
党员教育管理工作遵循“引导党员遵守党章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原则。在国家法律之外,还
有大量党的纪律存在,就是因为需要后者用更高的标准规训和激励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以实现党的

“初心”和“使命”。以党规党纪及其实践运用为研究对象的中共纪律学,实际上就是破解“初心之难”
的新时代新征程学问。

与此同时,中共纪律学还肩负着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中“统一之难”的重任。要实现党的“初心”和

“使命”,没有全党上下的统一是根本不可能的。职是之故,推动并保障全党的统一,自然成为党内法规

的一项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第5条第2款规定,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这是有关全党统一的权威界定。由此可见,
统一的标志就是尊崇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服从党中央的指挥与安排。《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

作条例》第25条规定,各级纪委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党组

织和党员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纪是保障全党统一的关键利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纪律是管党治党

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5] 。中共纪律

学旨在以解释党规党纪的方式,推动它们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规范党员思想、意志和行动的功能,促
使全党上下真正实现思想统一、意志统一和行动统一。中共纪律学为全面破解大党“统一之难”提供理

论支持与可行方案。

(二) 纪检监察理论破解“能力之难”和“干事之难”
“能力之难”与“干事之难”两者息息相关。破解了“干事之难”,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自然而然会

随之提升,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从干事创业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而破解了“能力之难”,要党员干部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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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保持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则十拿九稳,毕竟,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为干事创业提供了坚实基础。执
政能力与领导水平建设历来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2004年中共中央就专门颁布了《关于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将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作为一项重大问题予以认真

对待。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等党内

法规,对于执政能力和干事创业都有诸多的规定。
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发展党内民主和实行正确集中的相关制度,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

策、促改革的能力等,都具有手段性,其最终目的还是促进全党上下始终能够保持干事创业的精神状

态,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用汗水积累事业,用实干成就使命。纪检监察学的分支学

科———纪检监察理论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国家学说、权力监督学说以及中华传统“为政”思想

等出发,对上述有关执政能力和干事创业的党内法规规定,予以规范分析及系统解释,通过提高党内

法规规范的适用性和拘束力,促使大党“能力之难”与“干事之难”在实践中得到全面破解。

(三) 监察法学破解“问题之难”
对于“问题之难”,破解的重任则由纪检监察法学中的二级学科———监察法学来承担。关于自身存

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
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忆,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

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忆;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

政息!” [30] 创制国家监察制度的目的,就在于避免人亡政息悲剧的发生。
《监察法》《监察官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监察法实施条例》等监察法律法规,是监察法学最

主要的规范基础。及时发现和解决各级党组织及党员干部自身存在的问题,正是这些法律法规的基本

功能。严格实施此等监察规范,纪检监察机关就不难发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从速

采取适当的举措及时止损和有效纠偏,对于问题严重者则施加一定的惩处,以儆效尤。监察法学的知

识生产表现为:解释、适用及完善现行的监察规范体系。正是在这个知识生产过程中,它能够为消除大

党“问题之难”提供充足的理论储备和实践指引,从而不辱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新时代新征程使命。

(四) 廉政学破解“生态之难”
针对“生态之难”现象,纪检监察学的廉政学分支从制度与文化两个层面予以深入剖析,从中发现

破解大党“生态之难”的密码。从本质上说,廉政既是一种刚正不阿的政治风气,也是一种优良的为政

状态,还是最佳的政治生活模式。对廉政造成最大威胁的,就是充满着虚假浮夸、本位主义、妒贤忌能、
拉帮结派、违法乱纪等歪风邪气的恶劣政治生态。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浚
其源、涵其林,养正气、固根本,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实现正气充盈、政治清明。该《意见》还提出了“严
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突出政治标准

选人用人”“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等五条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措施 [31] 。如何消除政治生态中的

种种不正之风,怎样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此乃廉政学必须直面的两个基本命题。廉政学主

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全面解析大党“生态之难”的种种表现,并基于制度设计和文化建设的双重

视角寻求破解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5] 。作为彰显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特色与优势的

新兴学科,纪检监察学旨在运用自主知识体系来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以从学科建设上开辟百年大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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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革命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科建设,要自觉适应全面建设“理论之中国” “学术之中国” “话
语之中国”的新时代呼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以纪检监察理论的创新为统领,对全面从严治党

和反腐败实践进行学理性分析、规律性总结和时代性建构 [32] ,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纪检监察学科

不断发展和成熟,书写以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为核心的自我革命宏大叙事,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纪检监察话语体系,不断提升中国在政党治理、权力监督上的国际话语权。

五、 结　 语

我们党乃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党员人数之多、组织规模之大,在人类政党史上

都是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正所谓船大难调头,大党有它大的优势,也势必有它大的难处。习近平总

书记对我们大党的难题作了六个方面的全面概括,为党和国家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指明了方向。作为中

国特色的新兴哲学社会科学,纪检监察学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产物。创设该学科的重要

目的,在于为管党治党实践中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同时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纪

检监察方面的人才。纪检监察学下面的四个二级学科,都有重点地研究分析大党独有难题中的一个或

两个难点,为新时代新征程有效化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智力支持。大党独有难题属于典型的中国问

题,因而,作为法学一级学科的纪检监察学,其当下最主要的任务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毋庸讳言,纪
检监察学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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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 Chinese Styl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Science:
Solution to the Major Partys Special Problems

CHEN Yafei

(Zhejiang Feder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ngzhou 310003, China)

Abstract: The special problems that the major party faces have six specific connotations: “ the difficulty of initial inten-

tion” , “ the difficulty of unification” , “ the difficulty of ability” , “ the difficulty of doing things” , “ the difficulty of problems”

and “ the difficulty of ecology” .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science, a newly established first-level discipline of

law, is committed to systematically explaining the solution to the special problems that the major party faces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theoretical thinking. As a disciplin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autonomy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system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localization of research objects, the autonomy of research contents

and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research methods. The four secondary disciplines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respectively undertake the mission of overcoming one or two of the six difficulties unique

to the major party.

Key words: the major partys special problems;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science; au-

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supervisory jurispru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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