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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是在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

战略机遇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刻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

新任务，认真总结我们党执政 60 年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

设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重要举措，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作出战略部署，

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决定》提出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强调以落实党员

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充分

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改善党代

表大会代表结构，提高基层一线代表比例，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

这显示出党内民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以基层为重点实行渐进式改革。为了不断完善党

内民主，《决定》对党内民主建设的重点进行了设计和安排，如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

民主，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以保障党员权

利为根本，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发展党内民主。实际上描述了党内民主的

发展路径。 

一、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党内决策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党员参与重大问题决策；

二是党的委员会内部决策。所谓重大问题就是列宁所说的重要战略策略。党的重大发展

目标、重大决策、党章修改等问题，与群众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需党员直接参与讨论

而不仅仅是间接讨论，这是党员的基本权利。并且，直接参与讨论在高科技时代不存在

任何技术上障碍。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拓展党员意见表达渠道，建立健全党内事务听证

咨询等制度，是对决策机制的改进。当然，党员直接参与讨论，绝不等于全体党员公投。

这样的决策过程，就是全党共同思考的过程，对于党员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复杂化背景

下调节党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党内选举制度所包含的内容有：领袖的更迭，基层党

组织机构及其领导人的选举，各级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各级党代表大会对党的委员

会、委员会对常委会的选举，等等。选举制度是党内自我更新机制中的首要一环。党内

选举制度有几个重大作用。一是从根本上改变领导者和普通党员的关系，构成党的领导

合法性的支持基础。二是选举对权力行使者的强有力制约，迫使权力行使者更多地对群

众负责，迫使政策制定者更多地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最主要的形式。

三是选举与任期制式联系在一起的，这有利于防止因长期处于一个岗位而形成行政化官

僚化的特点。对党内选举、干部人事制度的整体改革，需要重视几个问题。一是科学处

理任命制与选举制两种制度体系的关系，科学确定民主选举的边界。二是党管干部的内

容应与时俱进，党管干部的做法需要有新内容。三是注重改善整体配套制度，选举是一

个过程，包含有公开、承诺、任期、质询、罢免、弹劾等诸多环节。如果没有相应的总



 

体设计，只有投票一个环节，是很容易被大量的“潜规则”所干扰的。 

三、建立党务公开制度。公开是指权力运作过程的公开，渗透于权力运作诸多环节

中，体现于各种制度中，包含有议题公开、讨论过程公开、实施过程公开、结果公开等

环节。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公开党内信息，建立党委发言人制

度等新思路。建立权力运作过程公开制度，需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公开制度建立

在人民是国家权利主体、党员是党内权利主体这一最基本的理念上。二是需要公开的事

项不能由权力行使机构单方面决定，除法律规定不能公开的外均应公开。三是权力行使

者因其行使的是公共权力，事关公共利益，因此其隐私权应有所“减损”，权力越大其“减

损”的幅度应越大，对其个人与家庭状况需要公开。财产申报制度在国外被称为“阳光

法案”、“终端反腐”，可是到中国却失效，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原因却是不公开不

透明。 

四、建立开放型党内协商对话机制。所谓开放型，一方面是指党内协商对话、上下

沟通可以向全社会开放，允许社会参与、发表见解；另一方面在协商对话中既反映党内

关注的问题，同时也反映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畅通党内信息上下

沟通渠道，也是协商对话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机制，事关群众的意愿能否真实地

反映到决策机构，关系到决策能否适合大多数人利益。如果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求不能

充分表达出来，政治信息失真、失实，就谈不上沟通。协商对话、沟通机制既受制于民

主发育程度，同时又是民主发育程度的外在衡量指数之一，难以对话协商，上下沟通机

制不畅，往往是制度设计缺少民主精神的表现。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尊重普通党员

在党内事务中的表达权利。二是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方式建立党内的协商对话和信息反

馈机制。在互联网、手机普及的条件下，协商对话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可以将各种渠道

纳入体制内或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中。 

五、以党代表任期制拓展民主制度空间。党代表任期制是指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

表，在同级本届代表大会期间，其代表资格始终有效，始终以党代表身份从事党内制度

规定的相关活动。任期的时间，与同级党代表大会的届期是一致的。党代表任期暂行条

例已公布，为党代表联系群众、参与决策方面提供了制度保证，但仍然留有较大的拓展

空间。在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方面，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改善党代表结构、扩大基层一

线党员比例、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建立代表提案制度，党代表可以参与重大问题决策、

重要干部推荐和民主评议、列席党委有关会议、联系党员群众等事项。 

六、形成党内监督与社会监督良性互动机制。监督的政治功能可以列举很多，但最

主要的就是防错纠错。党内监督的主体广泛，既包括广大党员、党组织，也包括专职监

督机构。党内监督应当是建筑于党内民主基础上的监督，需强化其政治监督功能。一是

进一步完善党内权力结构，有一个强有力的制约监督体系，预防重大失误的发生。二是

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有效的政治监督需要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环境。所谓的党内政治

生态环境是指良好的民主氛围，权力运作合理、顺畅，民主制度体系完善，形成党内外

各种关系的良性互动。三是把党内监督与社会监督结合起来。只有把党内监督和来自外

界的社会监督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监督功能。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形

成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的良性互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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