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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
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这
部法律的出台，标志着监察体制改革取
得重大进展，在我国反腐败道路上具有
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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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节第

为什么要制定监察法



为什么要制定监察法

监察范围过窄1

行政监察对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没有
做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覆盖，导致出
现了公职人员犯罪有人管、违法无人过问的现象。
比如说以前对一个非党员身份的村主任、国企管理
人员，如果只是小贪小腐、不构成犯罪，想惩处就
十分困难。

（不适应的3个表现）



为什么要制定监察法

纪法衔接不畅、反腐力量分散 2

过去纪委负责党内监督执纪问责，检察机关依法查处职务犯
罪，都对反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职能分散、没有形
成合力，实践中纪法衔接不畅，一些地方查办职务犯罪甚至
出现“带着党籍蹲监狱”等突出问题；另外，纪检监察机关
的调查证据不能直接用于司法审判，案件移交后，检察院还
要进行证据转换，也做了很多重复劳动，浪费国家资财。

（不适应的3个表现）



为什么要制定监察法

       监察机关职责不够专一3

依照行政监察法的规定，监察机关对监察对象的执法、廉政、
效能情况进行监察，反腐职责聚焦不够。十八大以来，在党
的坚强领导下，各级纪委不断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
聚焦主职主业反腐败，实践证明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做法。十
九大提出要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纪检监察机关责任
重大，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制定监察法，明确监察机关是国
家监察的专责机关，是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一次“三转”。

（不适应的3个表现）



为什么要制定监察法
（3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一是强化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

历史反复证明，党的领导是我们一切事业成功的

根本保证。监察法第二条开宗明义指出“坚持中

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通过国家立

法把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固定下

来，也为党在全面领导、长期执政条件下实施自

我监督提供了全新的法律武器。



为什么要制定监察法
（3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二是补齐监察制度短板，构建集中统一、         
权威高效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主要表现在“一个统一”“两个全覆盖”“三者相衔接”。“一个

统一”，就是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我国80%的公务员和

超过95%的领导干部是共产党员，这就决定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

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必须统一于党的领导下，这也是反腐败工

作的根本原则，是方向性问题。“两个全覆盖”，就是实现了“用

纪律管全党”和“用法律管全体公职人员”的全覆盖。“三者相衔

接”，就是实现了纪检监察、执法、司法机关三个方面的有效衔接，

攥紧拳头反腐败，工作更加高效。  



为什么要制定监察法
（3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这也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行政监察上升为国家监察。一词之差，蕴含
了重大政治意义，是从顶层设计上对国家权力运行的重大调整，充分体现了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必将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第二，监察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既拓宽了人民监督权力的途径，也是对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丰
富和完善。第三，用留置取代“两规”，提高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
腐败的水平。近年来，尽管“两规”措施对反腐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也有一些不同认识，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经常拿“两
规”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进行攻击。

          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 节第

监察法明确了哪些重点内容



监察法明确了哪些重点内容

               明确了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和性质（一）

在纪委监委合署办公的背景下，监察机关的领
导体制和纪委一样，实行双重领导，既接受上
级监察机关的领导，也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
二者本质上都是加强党对监察工作的领导。

一是关于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



监察法明确了哪些重点内容

               明确了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和性质（一）

中央明确提出，监察机关是实现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政治机关，
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纪委监委合署办公，监委不
设党组、不决定人事事项，本质上就是党的工作机构。为什么
要强调监察机关的政治性？我理解，这是由监察机关的职责决
定的。监察法明确监察机关的职责是监督调查处置，与党章规
定纪委的职责是监督执纪问责相呼应，纪委监委排在第一位的
职责、首要的职责都是监督，既有区别，但更多的是内在的统
一和互补。

二是关于监察机关的性质



监察法明确了哪些重点内容

明确了监察工作的原则和方针（二）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七条明确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
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监察法第四条也做了同样的规定。监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察
权，“依法”是前提，绝不意味着监察机关可以不受任何约束
和监督。强调“独立”主要是为了排除监察工作受到非法干扰，
但并不是说所有的监察工作，都由监察机关“单打独斗”，反
腐败工作不可能靠某一个机关完成，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
全社会共同参与。所以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在工作中需要协
助的，有关单位应当根据监察机关的要求依法予以协助。

1、坚持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



监察法明确了哪些重点内容

明确了监察工作的原则和方针（二）

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这是执法、司法机关应该坚持的一项
基本原则，也是对人权的最好保障。监察法虽然只有69条，但
无论是从大的框架、还是从具体的条款中，都把尊重和保障人
权摆在了首要位置，这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比如说监察
法对监察权限、监察程序、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法
律责任等用专门章节作了明确，就是为了确保监察权力不被滥
用，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监察法明确了哪些重点内容

明确了监察工作的原则和方针（二）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
前面讲监察机关的首要职责是监督，充分体现
了这一原则。

3、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监察法明确了哪些重点内容

明确了监察机关的职能职责（三）

监督是纪委监委的首要职责、第一职责，这是有事实依据的。今年一季度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26.1万人次，其中第一
种形态16.5万人次，占“四种形态”处理总人次的63.2%。中央纪委从2017
年开始把运用“四种形态”情况单列出来通报，一年来通报五次，使用第
一种形态处理人数的占比从51.7%上升到63.2%，十分直观地体现出纪检监
察机关运用第一种形态的不断发力。监察机关的监督主要采取列席或者召
集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实施检查或者调阅、审查文件和资料等方式进行，
监督内容是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
况。

一是监督职责



监察法明确了哪些重点内容

明确了监察机关的职能职责（三）

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
家资财等7类主要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基本
涵盖了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类型。这些行为都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通过执纪审查、巡视等发现的比较突出的
职务违法犯罪行为。  

二是调查职责



监察法明确了哪些重点内容

明确了监察机关的职能职责（三）

三
是
处
置
职
责

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

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

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
提起公诉

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提出监察建议



监察法明确了哪些重点内容

明确了监察机关的管辖范围（四）

一
是
监
察
对
象

公务员和参公管理人员（8+1）

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
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
事管理的人员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监察法明确了哪些重点内容

明确了监察机关的管辖范围（四）

二
是
管
辖
行
为

公职人员的日常廉政行为

职务违法行为

职务犯罪行为



监察法明确了哪些重点内容

明确了监察机关的管辖原则（五）

一
是
提
级
管
辖

二
是
“
指
定
管
辖”

三
是
“
报
请
提
级
管
辖”

四
是
管
辖
争
议
的
解
决

五
是
多
种
犯
罪
行
为
的
管
辖

六
是
垂
管
部
门
的
管
辖



监察法明确了哪些重点内容

赋予监察机关必要的权限（六）

        

一
是
留
置
有
三
个
前
置
条
件

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
违法或者职务犯罪

已掌握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

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



监察法明确了哪些重点内容

赋予监察机关必要的权限（六）

种
规
定
情
形
之
一                   

二
是
留
置
必
须
具
备
四

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

可能逃跑、自杀的

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
的

可能有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的



监察法明确了哪些重点内容

赋予监察机关必要的权限（六）

       

三
是
留
置
有
三
道
报
批
程
序

必须经集体研究决定

报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同意

报请上一级监察机关审批，县报市、市
报省、省报国家



三 节第

怎样贯彻实施监察法



怎样贯彻实施监察法

                  要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当前反腐败的形势和要求（一）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有五个明显特点

一
是
不
因
身
份
、
数
量
而
例
外

二
是
不
因
行
业
、
领
域
而
止
步

三
是
不
因
敏
感
时
间
、
特
殊
节
点
而
放
松

四
是
不
因
小
官
小
贪
而
轻
纵

五
是
不
因
地
域
、
空
间
而
有
别



怎样贯彻实施监察法

抓“两个责任”落实，是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做法，也为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出问题追责问责
的力度越来越大。去年，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因生态环境问题被
追责问责100多人，其中包括甘肃3名省级领导。今年3月29日，省纪委监委
网站通报了我省生态环境损害追责问责情况，共对221名责任人进行了问责，
其中厅级干部26人，县级干部113人，给予党纪处分97人，政纪处分101人。
去年，市粮食局因履行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不力，5名县处级干部被问责处
分。以前履行主体责任不力被问责，适用的是《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处分也是在党内解决。监察法出台后，一项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失职渎职的
领导干部进行问责，我们党员领导干部也都是监察对象，以后在这个方面
出了问题不仅是违纪，也是违法，严重的还是犯罪，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所以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管干
部是一项重要职责，管干部不仅要管干部的培养、提拔、使用，还必须对
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履行好主体责任，也是保护好自己管的党员
干部不出事、少出事。

          要扎实履行好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二）



怎样贯彻实施监察法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是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最“靓丽”的名片，
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总书记强调，作风问题抓一抓就会好
转，松一松就会反弹。并强调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5年、10年，
而是要长期坚持。但就是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仍然屡禁不绝，并
且有反弹回潮隐患。2017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近5.1万起，比2016年增长24.9%。我市2017年共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169个，处理219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92人，其
中县处级干部12人。从表现形式看，违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违
规配备使用公车、楼堂馆所违规、违规发放津补贴、大办婚丧喜庆，
包括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在我市样样都有。监察法出台后，
公职人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也是监察法的管辖范围。
并且对“四风”方面的问题，今后只会越来越严。

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三）



怎样贯彻实施监察法

畏法度者快活，守规矩者自由。把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把贪
腐当作人生的乐趣，看似风光无限，自由潇洒，最终是害人害己害
家庭。很多贪官出事后后悔莫及，但悔之晚矣。党员干部和公职人
员要牢固树立“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理念，
严格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要管好“四类人”：管好自己、管
好家人、管好身边人、管好下属，这里有几个观点和大家一起共勉：
（1）护人不护短，严管就是厚爱，要把厚爱融于严管过程中；履
行好主体责任。
（2）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不代表不信任；要扎紧制度的笼子。
（3）有权必有责，有责需担任，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要切
实履行好岗位应尽职责。
（4）要修身治国平天下，谨记纸里包不住火，网络时代无密可保，
慎独，管好自己；爱护家人于管好家人中，净化朋友圈，防止被围
猎。

                     要严格依法办事、依法履职（四）



怎样贯彻实施监察法

以前因为存在监管的空白期，行政机关以外的公职人员只要不犯罪，
违法行为基本没人管，监察法出台后，对公职人员的要求全面从严，
很多公职人员可能一下难于适应，就像中央八项规定刚开始实行时，
好多党员干部都不理解、不重视，仍然我行我素，在这方面栽了跟
头，受到了问责处理。所以说公职人员一定要吸取教训，不要以身
试法受到处理才醒悟。总书记强调：“没有全覆盖，哪有零容忍？”
全覆盖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全覆盖，二是行为的全覆盖。现
在对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实现了，接下来的肯定就是零容忍。监
委今后的主要工作不是惩处犯罪，而是要把大量精力放在对公职人
员的监督上。比如我们前面讲的上班玩游戏的问题、不作为的问题、
违规公款吃喝的问题，这以后都是监督重点，在这方面公职人员一
定要引起高度重视，不要认为小事小节就不是问题，没有人管。今
后不仅有人管，而且要严管。

                        要注意小事小节（五）



怎样贯彻实施监察法

带头学习、带头宣传、带头执行监察法，是每一
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的职责，我们不仅要自己
学好用好，严格依法履行职责，还要向身边人、
向基层群众宣传好监察法，让更多的社会群体了
解监察法，为监察法的贯彻实施营造良好氛围。

要带头学习宣传监察法（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