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2月24日

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邓彦芳



党建领域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修订
后的两大党规，把党的十八大以来
治党管党的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和
纪律要求，通篇贯穿着“全面”与
“从严”两个关键词，吹响了全面
从严治党新的号角，意义重大，影
响深远。被媒体誉为“史上最严党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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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准则》《条例》的修订集中了全党的智慧，
体现了全党的意志，是开门立规、民主议纪的一次重大
实践，那么，《准则》《条例》的颁布实施，则为全面
从严治党树立了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意义重大，影响
深远。学习宣传贯彻两项重要法规首先必须了解其背景
和意义。



9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对两项法规修订稿征求意见

9月29日，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准则》和《条例》修订送审稿

10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会其他同志
对《准则》和《条例》修订送审稿提出了重要意见

10月18日，中共中央颁布实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特别提到，要“着手修订党
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

王岐山先后14次召开专题会议对修订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并6次主持召开中
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对修订两项法规及相关工作进行研究。

修
订
纪
实



（一）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我们国家无论是战争年代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斗夺取政权，还是建
设新中国，克服一个个艰难险阻，总结经验教训，取得了今天这样让世人

瞩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都离不开党的领导，都离不开党及时

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校正方向，从严管党治党，去除思想上的错误、行动

中的弊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要
求，就是总结我们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的一个结论。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                      
建议，这可以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题。

贯彻落实的保证是全面从严治
党。
一个标准就是依规治党。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恰恰就是面临党

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严峻

挑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胶着、严峻、

复杂。我们要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没

有强有力的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做保

证，在我们这样一个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

绝无可能实现。

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标准是什么，
手段是什么，全面从严治党，有效
手段就是——严格依规管党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检验标准就
是——由不敢腐到不能腐直至不想
腐。



（二）多年来丰富的管党治党实践，为党内法规自主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定不移的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查处了一大批“老虎”，拍翻了一大群“苍蝇”，取得了明显成效。狠抓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的落实，言出即随、寸步不让、敢于较真，党风政风明显好转。开展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和正在进行的“三严三实”教育等等。这些活动我们着力解决的就是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以及执行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准则》《条例》就是从这些从严治
党的丰富实践、新鲜经验中总结凝练
转化为新的道德和纪律要求，实现了
党内法规和道德要求的与时俱进。



      （三）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依规治党和依德治党相结合

1、中央这次颁布的两项法规一个是德，一个是纪，同时出台，内容不
同，都是党内法规，效果殊途同归。我们中华民族文化遵循的就是道

德使人向善，它是法律和纪律得以遵守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纪律是用

来纠错的，是道德的坚强后盾和保障，有道德规范才能激发内在的自

律，有党纪约束才能明确行为的边界，两者的关系相辅相成。中国民

主法治文化的传统历来都讲究德法相依，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德主

刑辅，我们这两项法规就是德主纪辅，以纪律去辅助《廉洁自律准则》

的遵守。



2、公民不能都踩到法律的底线上。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在
法律的边缘地带活动，靠法律来约束与维持，那么，这个
国家肯定不是一个积极向上、与人为善的国家，这个民族
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同样，一个执政党的党员队伍
也不能站在纪律的边缘，否则，那还能叫一个先锋队？是
特殊材料制成的吗？毋庸置疑，如果《准则》我们都能自
觉遵守，违反党纪就是不可能的。



 《准则》重在立德，这个“德”就是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和优
良传统作风，但是看的见、摸的着、理解的了，只要努力，我
们都能做到，为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高线标准。
《条例》明确底线，坚持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
突出政党特色，党纪特色，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围绕着
党纪戒尺要求开列了负面清单，强调它律。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了依法治
国与依德治国相结合，那么我们从严治党也必然
要求依规治党与依德治党紧密结合。



        总书记对党内法规建设可以说是非常重

视，指导、提要求非常明确、具体，在系列

讲话中作了多次强调。

（四）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加强党内法规建设



        

        总书记指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总规矩，严明党的政治纪

律、政治规矩，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本身就是规矩意

识、规则意识。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要求我们要建立健

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要牢固树立党

章意识、自觉学习党章、遵循党章、贯彻党章、维护

党章，给我们全党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



•       两项法规在提交政治局审议的时候，总书记讲到，党章
是党的根本大法，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遵崇党章。总书
记批评现在有不少同志讲起理论来夸夸其谈，讲起党章来
，却语焉不详，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甚至几乎淡忘。确实
，我们在座的包括我本人，我们大家一起共勉。这次对两
项法规的修改，全面梳理了党章关于廉洁自律和纪律方面
的要求，把党章有关规定的重点突出出来，准则规定的“
四个必须”和“八条规范”，追根朔源在党章中都能找到
相关的依据或者原则的要求。



（五）从严治党，从纪律抓起，把纪律挺在前
头，以保护干部、保护党员，保持党员干部队
伍的安全。
        宽是害，严是爱





一是适用对象过窄

       此前，“准则”的全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

洁从政若干准则》，很明显，仅对85万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规

范，未能涵盖８７００多万全体党员。

原《准则》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是缺少正面倡导

其中“８个禁止”“５２个不准”均为“负面清单”，许多

条款与修订前《党纪处分条例》和国家法律重复。所

以，很多内容作为“负面清单”，被移入同步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三是“廉洁”主题不够突出

“廉洁”主题不够突出，有一些内容

与廉洁主题无直接关联。



        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

面向全体党员的规范全党廉洁自律工作的

重要基础性法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

准则》共8条、281字，分为导语、党员廉

洁自律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

等3部分，可概括为

“四个必须”“八条规范”



一是重申党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传统作风、高尚道德情

操等“四个必须”原则要求。四个“必须”：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

念,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必须

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自觉培养高

尚道德情操,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廉洁自

律,接受监督,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是围绕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

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对全体

党员提出“四条规范”。 第一条 坚持公私分

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第二条 坚持崇廉

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第三条 坚持尚

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第四条 坚持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



三是围绕廉洁从政，从公仆本色、权力行使、品

行操守、良好家风等方面，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

要求更高的“四条规范”。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

律规范：第五条 廉洁从政，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

色。（什么是公仆？）第六条 廉洁用权，自觉维

护人民根本利益。第七条 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

想道德境界。第八条 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

好家风。



延安时期为何“只见公仆不见官”

•     美国记者斯诺在1936年和1939年先后两次长期访问陕北
根据地和延安以后写道:我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
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
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
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林
彪请我吃的是“面条宴”；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
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
是无法打败的。”斯诺称赞“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那种
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
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
” 



• 1945年8月10日，此前访问过延安的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延安归来
》。他在书中写道:“每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得上书建议
于主席毛泽东。”“公务人员不论男女都穿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
都代表十足的朝气。”“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
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
，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
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
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
没有狙犷傲慢样子，天天见面笑谈，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
这一点太出我们意外了。”“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
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
限的。”同期访问延安的左舜生也对梁实秋说，在延安的各级政治机
关门口没有警卫，任何老百姓都可以排闼（小门）直入。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人民群众关注的“五子”（位子、孩子、票子、房子、车子
） 问题上，表现了他一贯的大公无私的崇高品质，堪称各级领导干部的楷模。

• 对待位子
•   周恩来同志参加革命工作数十年，从不争权夺位，即使在他本来可以受任于更高
的职位时，他都让位给他人。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从党的最高利益出
发，自动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从而保证了毛泽东同
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对实现党的历史性伟大转折起了特殊的作用。

•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周恩来一生中有许多次机会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领袖，
可他虚怀若谷，甘居次位，从不谋取那些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30年代初，他退居
李立三之后；1945年党的“七大”后，他极力举荐老同志朱德和有能力的刘少奇
同志，退居朱德和刘少奇之后。西方学者在《中外学者论周恩来》一书中这样赞扬
道：“周恩来小心谨慎地避免强求任何个人权力，而在努力贯彻与实行国家与革命
政权的政策时，则一向是个热心的工作人员。”

•   日常生活中，周恩来同志将名、权、利看得很轻很淡，他多次告诉记者，要多宣
传群众，不要突出他自已。1955年，邓颖超同志参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发
现纪念馆内周总理的像比别的教员的像大一些，就向总理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总理
便委托邓颖超转告农民讲习所的同志，把他的像放成同别的教员的像一样大，并深
情地说：“那几位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我们的像不应当超过他们。”



• 对待孩子
•   周恩来同志虽无子女，但却有不少侄子和侄女，而他从不利用职权为其谋取私利
，有时甚至合理的照顾，也不接受。他的一个侄子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员，因两地
分居，组织将其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耐心地劝他们说：“我是负
责城市人口精简工作的，这个政策不能带头违犯，为什么不调回淮安，而要调到北
京呢？”经过一番开导，侄子和侄媳收回已办好的手续，又一起调回了淮安。

•   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
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我呼吁
，我们的领导干部包括我在内都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为此，他对自己的侄子侄
女要求特别严格。1968年侄女周秉健到内蒙古去插队，临走时，周总理亲切地握
着侄女的手说：“你到内蒙古牧区去，一定要和蒙古族的同志搞好团结，虚心向他
们学习，做贫下中牧的好儿女。”到草原后，秉健牢记伯伯的教导，吃苦耐劳，很
快得到了群众的信任。1970年冬天，她报名应征入伍，很快得到了批准。1971年
元旦那天，秉健穿着军装高高兴兴地去见伯伯和伯母。不料，一进门，周恩来就冲
着她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你不是说内蒙古天地广阔吗？
”他见孩子有些想不通，又亲切而严肃地对她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
古这么多人里面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一点也不能
搞、应该让贫下中牧、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你在边疆是一样的嘛！”秉健完全想
通后，经部队领导同意，重新回到了草原。后来她又被推荐上了大学，周恩来坚持
让她学蒙文，毕业后继续回草原为牧民服务，长期在那里扎根。秉健不负伯伯的愿
望，就一直留在了内蒙古。 



• 对待票子
•   周恩来虽然是全国的当家人，可他向来都是公私分明，两袖清风。出国访问，按
规定外交部都发服装费，但从实行工资制后，总理都不领，不用公款制装。但对外
国送给总理个人的很多礼品，如高级照相机、精美瓷器、猎枪、运动手枪、地毯等
等，总理都转交给有关部门公用。一次他去外国大使馆开会，中途用了一下北京饭
店的卫生间，出来付了４元钱，收款人很为难，总理解释说：”我怎么可以白白享
受呢？”

•   总理生前外出到各省视察，每次都按标准合理付清饭钱，就连泡茶的费用他都如
数付钱。一次他去上海视察，每天只准警卫人员给他泡一杯茶，经常是端着这杯茶
从办公室到会议室，从楼上走到楼下，直到茶的颜色没有了还在喝。警卫人员想替
他倒掉，再泡一杯，他也不允许。泡茶的费用，不准警卫人员报销，坚持从自已的
津贴中开支。总理说：“不这样做，我的津贴要来干什么用？” 周总理不但不沾
公家便宜，也不接受别人送的礼品。有一次，他过去的秘书、当时的福州军区副司
令员龙飞虎给总理送来一筐新鲜的橘子，想让老首长尝个鲜。总理知道后说：“我
不需要。”他让问一下橘子多少钱，问了是25元，总理说：“给他寄50元钱去。
”秘书说：“是25元，你寄去50元，多余的他会退回来的。”总理说：“多余的
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来了。”从此以后，龙
飞虎再不敢送东西来了。 

•   总理对自己要求严格，生活克勤克俭，对别人的疾苦却关怀备至。身边的工作人
员谁家经济上有困难，他多次慷慨资助，还收养了十多位烈士的子女。他还将节省
的钱交了党费。据他侄子回忆，交得多的有三、四次，每次都是交几千元，最多一
次交了7000元钱。



• 对待房子
•   在对待房子问题上，周总理同样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高贵品质
。他的办公室是中南海三间旧式平房，从1949年进北京直至他病重
住院的26年里，都是在这间办公室度过的。这间平房，油漆脱落了，
地是砖地，窗户裂着大缝子，还是用纸糊着。1959年初，身边的工
作人员乘他外出，对房屋进行了简单维修，铺了地板，改了顶灯，换
了白色窗帘。周总理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然后自己付了维修费，
为此事三次在国务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 

•   1958年，北京市给总理送了一个远景规划模型，一直放在西花厅，
其中有国务院办公大厦、各部办公楼的规划。总理明确表示，在他任
职期间，不盖国务院办公大楼。周总理出差或到外地视察，时常坚持
住普通招待所，而不住宾馆。1973年6月9日，周总理回到阔别26年
的延安。同志们看到周总理回来了，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迎接亲人。可
是总理谢绝盛宴，不住宾馆，硬要住普通招待所，睡硬板床。负责接
待的同志看到总理生活这样俭朴，感动得都流下了热泪。



• 对待车子
•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一直坚持私人用车交费的规定。工资下发后
，他总要检查是否扣除了用车费。他把看戏、跳舞、到公园散步、到
医院看病及私人访友、接送亲戚，都算作私人用车，坚持交费。并且
几十年不间断地提醒司机记帐，每月总是督促司机及时清帐，绝不能
少交一元一角。同时，周总理是我国第一个乘国产红旗车的人。红旗
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别人不坐我
坐，我喜欢坐国产车。”

•   有关部门想给总理换一辆奔驰车坐，他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
喜欢坐谁就去坐，我不喜欢，我仍坐红旗。”他还说：“我们国家底
子薄，还是一穷二白，在相当的历史时期里都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
更生的光荣传统。外汇很宝贵，要用在建设上，不该花在消费上。”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
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穷百姓之衣，莫
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 《廉洁自律准则》，覆盖全体党员、突出“关键少
数”，强调自律，重在立德，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
部树立了一个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充分体现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
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规范全党廉洁自律工作的重
要基础性法规，成为向全体党员发出的道德宣示和
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