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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党风党纪的概念内涵、 相互关系及整体性探析∗

丁俊萍　 张　 昂

[摘　 要] 党性党风党纪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要概念, 三者有着紧密的联系, 中国共产党对党性党风

党纪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深入、 逐步完善的过程。 党性党风党纪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 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其中, 党性是党风党纪的内在依据, 是 “牛鼻子”; 党风是党性党纪的外在表现, 是 “晴雨表”; 党纪是党性党

风的重要保障, 是 “定盘星”。 党性党风党纪具有整体性, 三者具有治理主体的协同性、 功能作用的相辅性、 目

标要求的同向性、 建设方法的贯通性。 党性党风党纪的整体性关系, 要求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树立系统观念,

把党中央提出的 “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 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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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的党性、 优良的党风、 严明的党纪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

势, 也是百年大党攻坚克难、 永葆初心的重要法宝。 作为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要概念, 党

性党风党纪三者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党性、 党风、 党纪是有机整体, 党性是根本, 党风是

表现, 党纪是保障。”① 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党性党风党纪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内在统一

的关系, 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为锻造更加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供了根本

遵循。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 学界对党性党风党纪的相互关系进行了一定研究。 进入新时代尤其是

党的二十大以来, 学界对三者关系的研究出现了热潮, 主要聚焦于三者的整体性以及如何 “一
起抓”。 回溯学界既有研究, 一方面, 学界在探讨党性党风党纪概念的基础上阐述三者之间的关

系。 有学者探讨了党性与党风的关系, 认为党性决定党风, 党风体现党性②。 有学者探讨了党性

与党纪的关系, 认为 “中国共产党党性是党内法规制度的灵魂”③。 也有学者全面探讨了党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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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党纪三者的相互关系①。 另一方面, 学界从全面从严治党角度, 在研究 “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

起抓” 这个重要命题中, 将三者视为联动的整体进行研究, 在党性党风党纪这一有机整体的生

成理路、 内在逻辑、 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的研究上取得一定成果②。 已有研究对于科学把握、 深

刻理解党性党风党纪相互关系及其整体性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具

体而言, 已有研究或聚焦于探讨某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或研究三者相互关系, 但尚未系统考察

其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程中的演进脉络。 除此之外, 对三者 “三位一体” 整体性关系的系统

化、 学理化阐释有待进一步提升。 基于此, 本文在辨析党性党风党纪的概念内涵、 考察中国共产

党对党性党风党纪关系的认识历程基础上,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党风党纪的重要论述为指

导, 对党性党风党纪的相互关系进行学理性阐释, 并力求从整体性角度加以把握。 这有助于我们

深化对党性党风党纪相互关系的认识, 增强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的理论自觉

与行动自觉, 推进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

一、 党性党风党纪的概念辨析

概念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石。 为进一步厘清党性党风党纪三者之间的关系, 有必要从历史与

理论的视角出发, 结合当前学界已有研究, 对党性、 党风和党纪的概念内涵进行学理性辨析。
(一) 党性的概念内涵

党性是衡量党员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 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依据。 理解

党性一词, 需要对其起源和发展历程进行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和阶级立场上理解党性。 列

宁把党性的概念拓展到 “政党” 领域, 从阶级性和组织性上理解党性, 指出: “党性是高度发展

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③, 认为孟什维克分裂组织的行为 “是小组习气同党性的真正斗

争”④。 中国共产党对党性概念的认识随着党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

面: 一是认为党性是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体现。 1941 年 6 月, 刘少奇在 《人的阶级性》 一文中

指出: “共产党员的党性, 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⑤。 党性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

性, 同时又高于一般的阶级性, 是这种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 二是从思想方法角度理解党

性。 毛泽东在批评那种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时, 同时指出: “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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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 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①。 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认识与改

造世界的根本要求, 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 坚持实事求是是最大党性, 要求党员讲真话、 讲

实话,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三是认为党性具有组织纪律性。 刘少奇指

出, 共产党员的党性 “表现在他有最高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上”②。 党性要求党员要服从党组织,

坚持对党忠诚。 四是认为党性和人民性具有一致性、 统一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性和人民

性从来都是一致的、 统一的”③。 可以说, 党性与人民性是密不可分的, 人民性是党性最重要的

价值取向。

当前学界对党性概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党性与党的性质的关系。 有

学者认为 “政党的党性就是一个政党的性质”④。 也有学者认为党性和党的性质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 不能混淆二者关系, “党的性质和党性是一般和个别、 整体和个体、 源和流的关系”⑤。 二是

对党性概念有着不同维度与层面的理解与使用。 中共中央组织部在 2009 年修订出版的 《中国共

产党组织工作辞典》 中指出, 党性即 “政党所固有的本质属性”, “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 是无

产阶级阶级性最高、 最集中的表现”⑥。 这是从政党组织层面理解党性。 也有学者认为, “党性既

有组织整体层面的党性, 又有党员个体层面的党性”⑦, 即兼具组织和个体两重属性。 三是从特

性上理解党性。 学界主要从阶级性、 先进性、 人民性、 纯洁性、 时代性、 纪律性等方面阐释党性

的特性。 除此之外, 有学者基于系统论视角, 认为党性是一个系统, 并从 “党的根本属性” “党

的基本属性” “党的具体属性” 三个层次来描绘党性的特性⑧。

从根本上看, 党性是一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属性的集中表现, 是立场问题。 从政党层面看,

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与人民性在政治、 思想、 组织等层面的综合体

现, 以维护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导向, 鲜明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 理想

信念、 政治追求。 党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 必须通过党员个体的思想与行动呈现出来, 为人

民群众所感知。 因此, 在党员个体层面上, 党性又是党的阶级立场、 政治目标、 政治路线以及党

的纪律在共产党员意识、 立场、 作风、 修养诸方面的体现, 是共产党员立身、 立业、 立言、 立德

的基石。

(二) 党风的概念内涵

党风即党的作风, 体现着党的形象和威望。 毛泽东在 《整顿党的作风》 一文中提出了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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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概念。 他指出: “所谓党风有些不正, 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 并同时指出 “学风和文

风也都是党的作风, 都是党风”①。 毛泽东对党风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上, 党风是指

党的组织作风。 广义上, 毛泽东将党风拓展到包括学风和文风等多个方面。 邓小平将党风与党的

领导联系起来, 认为党风关系党的领导, 指出: “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 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

和作风”②, “要坚持党的领导, 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改进党的作风”③。 江泽民提出: “党的作风

是党的形象”④。 胡锦涛指出: “党的优良作风是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⑤ 习近平

总书记重申党风的重要性, 强调党风 “关系人心向背, 关系党的生死存亡”⑥。

学界对党风概念内涵的研究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 “内容说”。 从党风的具体内容与形

式出发, 对党风在政治上、 思想上、 组织上、 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具体表现进行列举, 认为党风就

是党和党员的作风, “包含党的思想作风、 政治作风、 工作作风、 领导作风、 生活作风以及会

风、 文风等内容”⑦。 二是 “本质说”。 认为党风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宗

旨、 立场、 价值取向等, “党的作风体现我们党的精神品格, 它以外在的表现形式承载着丰富的

内容”, 是党的初心使命、 思想原则、 组织宗旨、 党性要求锻造出的优良作风⑧。 三是 “形象

说”。 从党风具有强烈的直观性出发, 认为党风与党的形象密切相关, 影响着广大群众对党的认

知与判断。

基于学界的已有研究, 本文从党风的本质属性、 主要特点及价值意蕴等维度辨析党风概念。

党风是党的性质的外在表现, 不同性质的政党有着不同的使命宗旨, 代表着不同的阶级、 阶层利

益, 其成员也有着不同的精神面貌与行为举止, 形塑着不同的党风。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具有坚定的理

想信念, 党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诉求, 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

宗旨, 是具有优良党风的政党。 党风具有显著特点: 一是具有群体性, 既作为党员的个人意志、

行为而存在, 又表现为党组织和整个党的风貌和形象。 二是具有稳定性, 党风的形成是一个过

程, 是经过长期培养和历练逐步形成的, 一旦形成便会相对稳定地存在。 三是具有感染性。 在党

内, 整体风气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个成员。 在党外, 优良的党风能带动政风社风民风向上向

好。 从价值上看, 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 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

总之, 党风是党的性质、 宗旨等本质问题的外在表现, 是党的各级组织、 领导干部以及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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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 政治、 工作、 生活中表现出的稳定的态度和行为。 党风是人民群众认知党的形象、 形成

对党的政治情感的重要依据, 因此党群关系是作风建设的核心命题和基本目的所在。

(三) 党纪的概念内涵

党纪是党的纪律的简称, 是政党组织的重要构成要素。 马克思指出: “我们现在必须绝对

保持党的纪律, 否则将一事无成。”① 严明的党纪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点, 是保持无产

阶级队伍凝聚力、 战斗力的重要武器。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自诞生以来, 始终高

度重视党纪的作用, 狠抓党的纪律建设。 关于党纪的概念内涵, 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

个方面: 一是从党章等制度化文本表述来定义党的纪律的内涵, 认为党的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

全体党员必须遵循的具有强制性的行为准则。 二是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探究其内涵, 认为由于

对概念运用的语境和所强调的党纪实践侧重不同, “党的纪律” 概念实际上存在着广义和狭义

的区分②。 三是从党内法规、 党的纪律、 党的规矩的横向比较中, 更深入地理解党的纪律的概

念内涵。
笔者认为, 对党纪的概念内涵进行分析, 应以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 等关于党的纪律的制度化表述为依据, 从本质属性、 规范内容、 重要作用等方面给

予系统性、 学理化的定义。 从党纪本质看, 党的纪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政治性, 体现了中

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意志和根本利益, 这决定了党员、 干部如

果违背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惩处。 从立纪主体看, 党的纪律

是由党制定的行为规则, 其立纪主体必然是党, “党的立纪工作必须在民主科学基础上依章

依规进行”③。 从对象上看, 党的纪律主要规范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思想和行为。 从内容上

看, 党纪主要包括义务性和禁止性规范, 其中义务性规范规定党员必须履行的党员义务, 而

禁止性规范则规定了党员不能发生某种行为, 从而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禁区、 底线与红线。 从

作用上看, 党的纪律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活动具有重要的规范功能, 有利于维护党的集中统

一领导和党的团结统一, 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结合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对党纪概念作出如下界定: 党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

命、 建设、 改革实践中, 体现党的意志, 基于党的性质、 宗旨、 纲领, 以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领导和党的团结统一, 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主要目的, 以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为

主要内容, 通过党员思想自觉和组织约束力保证实施, 规范党的所有组织和党员、 干部言行

的规范体系。 从广义上看, 凡属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完成党的任务的行为规范都属于党的

纪律。 根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的相关规定, 党的纪律包括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 群众纪律、 工作纪律、 生活纪律。 从狭义上看, 党的纪律主要包括党内具有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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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相关规章制度, 即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必须遵守的、 通过运用党纪处分等手段保障实施的

党内法规制度。

二、 党性党风党纪相互关系的认识演进与学理阐释

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推进, 中国共产党对党性党风党纪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

入、 逐步系统化的过程, 逐步认识到党性党风党纪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党性是党风党纪的

内在根据, 党风是党性党纪的外在表现, 党纪是党性党风的重要保障。
(一) 中国共产党对党性党风党纪关系认识的历史演进

坚持不懈抓党性党风党纪贯穿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百余年历史。 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共产

党不断加深对党性党风党纪内在联系的认识,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性观、 党风观、 党

纪观。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就明晰了党纪与党风的关系。 1928 年 4 月, 毛泽东提

出红军的 “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 通过铸就严明纪律加强党和人民军队的作风建设, 密切党和

人民群众联系。 延安时期, 为了解决党的历史上遗留的思想路线问题, 肃清党内存在着的党风不

正、 学风不正和文风不正的问题, 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与此同时, 党性成为

党的建设的一个极为突出的课题。 党的领导人对党性党风党纪关系进行了初步的阐述。 毛泽东指

出: “粗枝大叶、 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 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①。 任弼时指出: “与
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②。 这实际上就明确了党风与党性的关

系, 即党风是对党性的反映。 陈云强调要 “用纪律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③, 这指明了纪

律对提高党员党性的重要保障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 党通过一系列整党、 整风来加强党性教

育、 作风建设与纪律建设。 总之,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党的建设伟大

工程中, 对党性党风党纪的关系予以初步阐述, 为党性教育、 党性修养、 党性锻炼和作风建设以

及纪律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
改革开放后, 面对因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党的建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

共产党进一步从三者的整体性角度去认识和阐述党性党风党纪的内在关联与相互作用。 1985 年 9
月, 邓小平指出, 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 在整党过程中要 “统一思想, 整顿作风,
加强纪律, 纯洁组织, 四者缺一不可”④, 从而把党性教育、 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与组织建设并

列起来加以考量。 陈云指出: “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 严肃党纪、 政纪, 党风才能根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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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① 这就突出了党性教育和纪律建设对端正党风的决定性作用。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开展以 “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 为主要内容

的党性党风教育, 着力解决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锻炼, 增强党的

观念, 改善党的作风。 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 党更加注重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

育。 党的十六大以后, 胡锦涛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对党性党风党纪的关系进行了阐

述。 他指出: “领导干部作风问题, 说到底是党性问题”, “党性是作风的内在根据, 作风是党

性的外在表现, 作风和党性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②, “纪律严明和党性坚强密不可分, 党性坚

强的人必定是模范遵守纪律的人”③, 加强党性修养、 严守党的纪律 “也是弘扬优良作风、 保证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前提条件”④。 总之,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党

对党性党风党纪相互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 并且在党内集中教育中开始注重强调党性党风党纪

的协同作用与整体功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注重运用系统观念管党治

党,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成效卓著。 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党性党风党纪关系的规律性、 系统性

认识, 明确将党性党风党纪视为一个整体, 注重同时发力、 同向发力、 一体推进。 从认识论的角

度看,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党性、 党风、 党纪是有机整体, 党性是根本, 党风是表现, 党

纪是保障”⑤, 并强调了党性党风党纪的整体性, 三者必须 “一起看” “一起抓”, 把强党性、 正

党风、 严党纪有机结合起来。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坚
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⑥, 并对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作出部署。 这是对党的十八大以

来管党治党的经验总结, 是注重运用系统思维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生动呈现, 为打好一体推进铸

魂、 正风、 肃纪的 “组合拳” 指明了方向。

(二) 党性党风党纪相互关系的学理性阐释

党性党风党纪三者并非孤立存在, 彼此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其中, 党性是党风党纪的

内在根据, 党风是党性党纪的外在表现, 党纪为党性党风提供重要保障。
第一, 党性是党风党纪的内在根据, 是三者的 “牛鼻子”。 党性是根本, 是关键, 是党风党

纪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 为端正党风、 严明党纪提供了动力与抓手。 其一, 党性决定党风党纪的

根本性质。 党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本质和政党品格, 代表党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 体现

了党的先进性、 纯洁性与人民性。 “在作风问题上, 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⑦。 党风则是党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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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 性质、 目标、 道德等党性要素在党组织及其党员身上的体现, 党性的坚强与否对党员的言行

举止至关重要, 有什么样的党性就有什么样的党风, 因此党风是由党性决定的。 党纪是中国共产

党管党治党的规范, 代表的是党的统一意志, 其目的是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 党性作为中国共产

党坚持和追求的政治价值, 彰显的是党的统一意志, “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①, 突出

表现在党的统一性、 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 可以说, 党性是党的统一意志的集中表现。 有什

么样的党性就要求制定什么样的党纪, 党性决定党纪的根本性质, 它们是本质和形式之间的关

系。 其二, 党性是正党风、 严党纪的根本动力。 无论抓党风还是党纪, 其本质上是祛病疗伤、
刮骨疗毒的自我革命。 坚强的党性是开展自我革命的支撑点、 动力源, 这是因为 “党性说到底

就是立场问题”②。 党性坚强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可以说,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这样的革命动力, 源于其具有坚如磐石的党性意志, 能够坚持不

懈地抓党性党风党纪, 勇于刀刃向内地进行自我革命。 坚强的党性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我革命

的勇气之源与底气所在, 是端正党风、 严肃党纪的根本动力。 其三, 党性是正党风、 严党纪的

根本抓手。 党性是党员立德修身的根本, 党性不坚定会导致风气败坏。 “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

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 这是改进作风的一个重要着眼点。”③ 因此, 抓党性是党的作风建设的

关键一环。 这是因为党性是党风问题的源泉, 只有找到作风问题的根源, 锤炼党性, 才能从根

本上遏制党风不正的问题, 使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活力。 党性在推进党的纪律建设过程中具

有重要的作用, “每部党内法规出台后的落实都强调以增党性正党风为抓手”④。 党性为党内法

规的制定提供方向引领, 要将党性的要求融入党内法规的制定中。 此外, 在党纪执行过程中, 只

有拥有良好的党性, 党组织才能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纪, 党员才能够更加自觉地遵守党纪。
第二, 党风是党性党纪的外在表现, 是三者的 “晴雨表”。 党风反映政党特质、 政治品格和

精神面貌, 折射出广大党员、 干部的党性观念和纪律意识。 作为党性党纪的外在表现, 党风是评

判党性是否坚强与党纪是否严明的标尺和准绳。 党性是内在的, 居于党员的思想深处。 党性强弱

不一定能直接加以衡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确实比较难, X
光、 CT、 核磁共振成像也没有办法。”⑤ 但党性可以通过作风体现出来, 因为作风是彰显党性的

“窗口”, 通过党员的作风好坏可以透视出他是否能坚持为人民服务, 是否做到对党忠诚。 党纪

虽然可以通过党内法规、 制度等形式让人 “可视”, 但考察一个政党是否纪律严明, 最重要的不

是看各种纪法文本是否严密完整, 而是看这个政党有无优良党风, 看党员干部是否遵纪守法, 因

此党风又是党纪是否严明的重要评判标准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 党风具有相对独立性, 它并非只

能被动地反映, 不同的党风对党性党纪起着不同的反作用。 优良的党风能够营造好的党内政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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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对塑造坚强的党性起到滋养促进的作用, 有利于党纪的遵守与执行。 反之, 不正之风会侵蚀

党性根基, 削弱纪律权威, 助长腐败行为。 作风上出问题, 绝不是小事, 一旦放任不管, 党员党

性修养会被污染、 削弱, 其理想信念支柱会逐渐坍塌, 最终滑入违纪违法的深渊。

第三, 党纪为党性党风提供重要保障, 是三者的 “定盘星”。 党纪是党的生命, 具有强制性

约束力, 对于规范党员言行举止、 锤炼党性具有重要作用。 党纪能够为增强党性、 端正党风提供

制度保障,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 党纪为党性党风提供制度约束的保障。 党纪有震慑

约束功能, 明确了党员、 干部不能越过的底线和红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党性原则, 关

键是立规矩、 讲规矩、 守规矩。”① 所谓 “规矩” 指的正是党的纪律, 它能够为党性党风提供保

障。 党纪是 “紧箍咒”, 对党员个体而言, 通过 “坚持纪严于法、 纪在法前”, 强化全党特别是

党员干部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 采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 让 “红红脸、 出出汗” 成为常态,

持续传导正风肃纪压力, 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 对党组织而言, 党纪严明, 党组织才能更好地履

行教育管理职能; 党纪松弛, 会导致党组织作风松散、 管理松懈。 因此, 要不断完善相关党内法

规制度, 提升纪律的执行力, 为党组织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 党纪为党性

党风提供教育导向的保障。 党的纪律具有教育引导的功能, 能够使党员把纪律要求转化为内在追

求, 养成遵规守纪的自觉。 党员的党性并非与生俱来, 而是逐渐学习、 锤炼而成的。 在党性形成

和增强的过程中, 通过党的纪律教育, 使党员理解党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 增强抵御政治灰尘与

细菌的思想自觉, 从而不断增强党性、 纯洁党性。 党风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党通过发挥党

纪的教育和规范引导作用, 使党员明确 “何事能为” “何事不能为”, 在潜移默化中将他律转化

为自律, 逐步养成优良的作风。

党纪为党性党风提供了重要保障, 但党纪又靠党员的坚强党性与优良作风来维护。 党性不

纯, 党风不正, 党纪就会受到践踏和破坏, 就会失去应有的约束力, 就难以保持纯洁的党性和良

好的党风。 由此可见, 党纪为党性党风提供重要保障, 但同时党纪也由党性决定, 并且受到党风

的影响。

三、 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

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 其整体性是由其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联系决定的。

党性党风党纪之所以具有整体性, 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治理主体具有协同性、 功能作用具有相辅

性、 目标要求具有同向性、 建设方法具有贯通性。 从整体性上进一步把握党性党风党纪的内在关

系, 有利于把党性教育、 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三者有机融合、 一体推进, 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

实践中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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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党性党风党纪具有治理主体的协同性

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 其整体性首先体现在强党性、 正党风、 严党纪的治理主体是多元

协同的。 强党性、 正党风、 严党纪的治理主体分为三层: 一是党组织的职责所在。 抓党性党风党

纪, 都要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 从层级而言, 党的组织包括党的中央组织、 地方组织

和基层组织。 从类型而言, 又涵盖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党的工作机关、 党组等。 其中, 各级党委

(党组) 和负责人是落实责任的关键主体。 党委 (党组) 要时刻把强党性、 正党风、 严党纪的主

体责任扛在肩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要管党, 首先是党委要管、 党委书记要管。 党委书记

要在其位、 谋其政, 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① 纪律检查机关要开展强党性、 正党风、 严党纪

的专责治理, 党的工作部门要开展相关职能治理, 各部门齐抓共管, 协同治理。 二是党员个体需

要肩负政治责任。 党员是党的 “细胞”, 是组织内部的 “绝大多数”, 只有全体党员落实好管党

治党的相关要求, 增强党性党风党纪修养的自觉性, 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持良好氛围和环境。 三

是其他社会主体也是 “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 的共同主体。 将党内监督与民主监督、 群众

监督、 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相结合, 有利于推进党性党风党纪整体性治理。 总之, 强党性、 正党

风、 严党纪的治理主体呈现出多主体协同、 整体联动的态势。
(二) 党性党风党纪具有功能作用的相辅性

党性党风党纪是党的建设中的三个不同的要素, 有着各自的侧重点, 因此其功能作用呈现出

差异化的特点。 党性是思想的 “总开关”, 侧重于发挥思想引领的作用。 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

铸魂工程, 使党员、 干部坚定理想信念, 牢记初心使命, 增强抵御各种歪风邪气的党性定力。 党

风是 “晴雨表”, 透过党风可以反映党性党纪的问题, 侧重于对党性强弱、 党纪严松的反映。 党

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 关系到党的领导、 党的形象乃至党的命运, 解决党风问题要做到适时而

动、 随时纠治。 党纪是制度保障, 对于违反党性党风的行动起到长牙整治、 惩罚兜底的震慑作

用。 党性党风党纪在功能作用上具有相辅性、 互补性。 党性需要党纪进行保障, 使党性教育更有

力度。 同时, 党纪也是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教育

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②; 培育好的党风也离不开党性的滋养功能和党纪的保障功能; 党纪

具有惩治的功能, 对于打击党性不正、 党风不端效果显著。 但是党纪惩治的成本相对较高, 因此

要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 善抓党性教育与作风建设, 从问题的源头出发, 扫清党员思

想上的灰尘, 做好预防工作。 由此可见, 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 在功能作用上呈现出互相衔

接、 同频共振的特点, 三者缺一不可。 只有发挥好一体推进的协同效应, 才能不断提升管党治党

的能力, 取得管党治党的更大成效。
(三) 党性党风党纪具有目标要求的同向性

党性党风党纪中的每个部分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目标指向, 但总体而言, 它们都是新时代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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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革命的重要抓手, 有着相契合、 相统一的共同治理目标。 具体而言, 有以下三个共同的目标

要求: 一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必然要求。 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9918. 5 万名, 党的基层组织达 517. 6 万个①。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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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 “六个如何始终” 问题, 取决于党能否做到管党有方、

治党有力、 兴党强党有效, 这就需要以严的基调不断正风肃纪, 在此基础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

体化协同治理。 二是落实 “两个永远在路上” 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必须牢

记,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决不能有松劲歇脚、 疲劳厌战的情

绪。”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虽然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 但党面临的 “四大考验” 和 “四

大危险” 仍将长期存在。 这就决定了党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 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而必须根

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 坚持经常抓、 持续抓、 反复抓、 一起抓党性党风党纪, 持续深入地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 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 加强党性修养有利于保持党的思想纯

洁, 加强党风修养是保持作风纯洁的要求, 而党纪修养是保持党的组织纯洁和干部清正廉洁的要

求。 不论是强党性、 正党风还是严党纪, 都是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使党不变质、 不变

色、 不变味, 跳出治乱兴衰的 “历史周期率”。

(四) 党性党风党纪具有建设方法的贯通性

强党性、 正党风、 严党纪具有建设方法的贯通性, 贯穿其中的便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方法论。 具体而言, 一是党性党风党纪的建设都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在加强党性修养

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 统一的。”③ 党员干部在开展工作

时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 党员要始终牢

记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 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④, 因此必须

坚持发扬优良作风。 在党的纪律建设方面, 强调严明群众纪律, 严肃处理损害群众利益行为。

二是党性党风党纪的建设过程中都具有极强的问题导向。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 发展无止境,

问题也是客观存在, 旧的问题解决了, 又会产生新的问题。 人类正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进步的。 坚持问题导向, 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工作方法、 精神境界和政治品质。 因此, 党性

党风党纪建设均要坚持问题导向, 一切从实际出发, 敢于正视问题、 善于发现问题, 瞄着问

题去, 及时解决问题。 针对有些党员、 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的问题, 加强党性教育。 针对

某些地区和部门屡禁不止的 “四风” 问题, 狠抓作风建设。 针对党内少数人存在的违纪问题,

敢于严格执纪。 三是把系统观念贯穿于党性党风党纪的建设过程中, 强调党性党风党纪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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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 注重综合施策, 发挥协同作用。
总之, 党性党风党纪是党的建设的基本要素, 对于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

有重要意义。 党性党风党纪三者之间存在内在耦合的关系, 决定党性党风党纪是一个有机整体,
必须 “一起抓” 才能富有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锲而

不舍锤炼党性,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 面对新征程新使命, 推进新时代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性党风党纪 “三者统筹联动、 协同推进上还面临着一些突出难题”①。
如何使治理主体实现有效协同、 如何抓全要素以防止 “木桶效应”、 如何搭建行之有效的运行机

制, 是落实 “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 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新时代党的

建设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党的各项建设同向发力综合发力的系统工程”②。 新时代新征程,
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指导, 树

立系统观念、 辩证思维,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坚持 “十个指头弹钢琴”, 使党性党风

党纪协同联动, 同时同向发力、 整体综合发力。 一方面要统筹兼顾, 把党性党风党纪当作一个有

机统一的整体, 从组织体系、 运行机制、 过程结果、 制度保障等层面进行全方位整合, 一体推进

锤炼党性、 纯洁党风、 严明党纪, 实现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的效果; 另一方面要突出重点,
重点突破党性党风党纪各自领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从思想上培本固元、 凝心铸魂, 加固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堤坝, 持之以恒地强化党的纪律建设。

(丁俊萍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政党研究所所长, 党内法规研

究中心研究员; 张昂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 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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