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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监督，是自人类社会产生之后就存在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现象。
历史的力量推动人类社会跨人政治时代，形成了国家组织，继而出现了政党。
现代意义上的监督，从本质上区别于封建专制的监督，它已经被赋予民主的意义。
监督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方式，有利于保障政治主体的合法利益，是有效治理的管理手段，也是遏
制腐败的基本机制。
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成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不朽主题。
　　中国的独特国情与历史演进的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
中国是一个有着绵延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东方大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各地
区发展极不平衡。
中国历史传统之深厚、民主法治建设与社会综合性发展的任务之艰巨之艰难，乃为世界上众多国家所
无可比拟。
要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要把数量如此之巨的群体组织起来，
形成万众一心的政治局面，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凝聚力在国家事务中发挥政治中轴作用，是不行的
。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需要政治安定；政治安定需要国家公共权
威来保障；国家公共权威又根植于强大的政党；强大政党以强有力酌组织力量确保了权力运作的权威
。
尽管我们对于他的众多见解可以作进一步的评析，但是他的看法是通过深入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
践而得出的，是有现实基础的。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强大而权威的政治力量推动，而这一政治力量无可辩驳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
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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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执政党监督体系的传承与创新》在当代中国政治系统中，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也是执
政党。
要顺利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完善执政党监督。
《中国执政党监督体系的传承与创新》将执政党监督看成一个有机系统，认为执政党监督包括了党内
监督与党外监督。
《中国执政党监督体系的传承与创新》从监督的概念出发，分析了无产阶级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的监督思想，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回溯和总结了苏共和中国共产党党
内监督制度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在此基础上，结合现实，就如何加强党内、党外监督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提出了相应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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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监督思想的一般分析　　监督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中外古人对监督思想作了不懈的探索。
然而直至近代才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监督思想。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资产阶级思想家为建立、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本主义整体利
益，在权力和监督方面作了许多理论探索，留下了比较丰富的思想成果，成为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对资产阶级监督思想进行了批判，奠定了无
产阶级执政党监督理论的基础。
了解、研究这些理论对建立执政党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丰富完善执政党权力监督制约实践大有裨益
。
　　一、西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制约理论　　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主要是分权理论
。
它是关于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国家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权力分工和制衡的学
说。
这一学说是资产阶级国家“三权分立”的理论基础，成为西方国家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方案。
　　（一）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的历史演进　　15至16世纪，伴随着资产阶级崛起
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诞生，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冲破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和束缚
，经历了逐步形成到发展成熟的过程。
从17到19世纪近300年间出现了大批政治思想家和理论家。
其中最著名的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杰斐逊、汉密尔顿、边沁、密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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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执政党监督体系的传承与创新》概念、实质、原则、功能，监督思想的一般分析，以苏为
鉴：对苏共党内监督历史实践的评析，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历史实践，党内监督的前提与基础：党
内民主制度建设，党内专门监督制度与领导体制建设，不可忽视外部对执政党的监督，构建有利于监
督制度建设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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