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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内法规制度中 的规范词研究

李志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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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规 范 词是行 为 规 范命题 的 基本构件 ， 表达行为 规范 的 基本含 义和

基本要 求 。 中 国 共产 党 党 内 法规制 度 中 包含大量规 范词 ， 表达 了 丰 富 的 行为 规

范 意 义 。 这 些规 范 词 同具体 的 行 为命题相结合构 成 各种行为 规 范命题 ， 对党 组

织 活 动 和 党 员 行 为提 出 要求 、 作 出 规定 ， 形 成 系 统 完 整 的 党 内 法 规 制 度 体 系 。

精细 分析 、 准确 理 解这 些规 范词 的含义和要求 ， 对于科学 制 定 、 准确 理 解 、 自

觉遵 守 、 严格执行 党 内 法规 制 度 ，
既具有重 要 学 术理论 意 义 ， 也具有 重 要 实 践

意 义 。

关键词 ： 党 内 法 规制 度 规 范词 行为 命题 行为 规 范命题 逻 辑分析

在社会活动 中 ， 行为 规范 的类型是多 种多样的 ， 包括法律法规 、 规章制

度 、 政策规定 、 纪律规定 、 伦理道德 、 风俗 习惯等 ，
这些行为规范都要用行为

规范命题表达出来 ，
而

“

规范词
”

是行为规范命题 的基本构成要件 ，
没有规

范词 ， 就不能形成行为规范命题 。 中 国 共产党党 内 法规制 度 （ 以 下简称
“

党

内法规制度
”

） 既是各级党组织 的工作 、 活动规范 ，
也是党员 的行为规范 。

？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包含很多规范词 ，
这些规范词表达 了 丰富 的行为规范意义 。

在制定 、 遵守 、 实施党 内法规制度过程 中 ，
经常使用这些规范词 ， 但有关部 门

和工作人员 以及党员和干部 ， 对这些规范词的含义和要求以及相应的行为机制

理解不准确 、 不全面 ，
导致认识上产生模糊混乱 、 工作 中 出现失误偏差 。

“

规

范词研究
”

是党 内 法规制 度理论研究 中 的
一

个基础性 问题 ， 精细分析 、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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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党 内法规制度 中各种规范词的含义和要求 ， 对于科学制定 、 准确理解 、 自

觉遵守 、 严格实施党 内法规制度 ， 具有重要意义 。

—

党 内法规制度 中规范词的基本 内 涵

（

―

） 规范 词的基本含义

在社会活动 中 ， 对组织或个人
“

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以 及怎 样做或不怎样

做
”

提出要求 、 作出 规定 ， 就形成行为规范 。 行为规范是 由若干基本行为规

则有机联系而构成的
一

个体系 ， 其中每
一

个基本行为规则都要用
一

个明确的命

题表达出来 ，
这样的命题称为

“

行为规范命题
”

。

一

个行为规范命题由规范词

和行为命题两个基本要素构成 ，
用逻辑命题形式表示为 Ｇ（ ｐ ） ， 其中 Ｇ 表示规

范词 ， Ｐ 表示行为命题 （规范词用大写字母 Ｇ 、
丑

、
Ｋ 等表示 ， 行为命题用小

写字母 ／
＞ 、 ９ 、 ／

？

等表示 ） 。 行为命题 ｐ 本身还不是行为规范命题 ， 只有用规范

词 Ｇ 约束行为命题 ／
＞

， 才构成行为规范命题 Ｇ（ ｐ ） 。 规范词 Ｇ 是表示对某种行

为方式所采取的态度并对人们的行为提出要求 、 作 出 规定的词语 ， 如
“

倡导
”

“

必须
”“

允许
” “

禁止
”

等 。 例如 ， 在行为规范命题
“

倡导 （Ｐ ）

”

中 ， 规范

词
“

倡导
”

对 ｐ 这种行为方式采取肯定的态度并鼓励人们按照这种方式去做 ；

在行为规范命题
“

禁止 （Ｐ ）

”

中 ， 规范词
“

禁止
”

对 Ｐ 这种行为方式采取否

定的态度并规定不准按照这种方式去做 。 用逻辑学术语说 ，

“

规范词
”

就是约

束
“

行为命题
”

的词语 （ 也 叫 作
“

模态词
”

） 。 从逻辑学来看 ，

“

规范词
”

是

人的行为模态词 。

“

模态词
”

的一个特征是具有
“

时间模态
”

， 包括过去时态、

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 。
一种行为规范不论在什么时候制定 ， 它 的意义都是面对

人们未来的行为 ，
因此

“

规范词
”

的时间模态是
“

将来时态
”

， 用 时间模态词

“

要 … …
”

来表示 。 例如 ，

“

领导干部要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

， 其中 规范

词是
“

保持
”

，

“

要
”

是表示将来时态的时 间模态词 。 在行为规范命题 中 ，

“

要
”

放在其他规范词之前表示
“

将来时态
”

，
而

“

要
”

单独使用时 ， 既表示

将来时态 ，
也表示规范 词 ， 其含义是

“

应当 、 必须
”

。 例如 ，

“

领导干部要带

头树立 良好家风
”

， 其中
“

要
”

既表示将来时态 ，
也表示规范词

“

应 当
”

的意

思
，
这个命题可以 表达为

“

领导干部应当带头树立 良好家风
”

， 但不能表达为
“

领导干部要应 当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

。

在行为规范命题 Ｇ（ｐ ） 中 ， 行为命题 Ｐ 表示人们的某种行为 ， 由行为条

件 、 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构成 ， 表示
“

在什么条件下 、 什么人 、 做什么或不

做什么 、 怎样做或不怎样做
”

。 如规范词
“

必须
”

和行为命题
“

共产党员遵纪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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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
”

相结合 ， 就构成行为规范命题
“

共产党员必须遵守党纪 国法
”

， 其逻辑

命题形式为
“

必须 （共产党员遵守党纪 国法 ）

”

。 在行为命题
“

共产党员遵守

党纪 国法
”

中 ， 行为 主体是
“

共产党员
”

， 行为方式是
“

遵守党纪 国法
”

， 行

为条件是
“

任何情况下
”

（形式上省略 ， 但语义上是存在 的 ） 。 只有规范词 ，

或者只有行为命题 ， 都不能构成行为规范命题
；
只有规范词和行为命题相结

合 ， 才构成一个完整的行为规范命题 。 例如
“

党的领导干部应 当 强化 自 我约

束
”

，

？ 这是
一

个行为规范命题 ， 其中
“

应当
”

是规范词 ，

“

党的领导干部强化

自 我 约束
”

是行为命题 ， 分离开来看 ，
这两个部分不能单独构成行为规范命

题 ，
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才构成

一

个行为规范命题 。 所以 ， 规范词是行为规范

命题的基本要素 ， 识别
一

个命题是不是行为规范命题 ， 其基本标志就是看它是

否包含规范词 。 还要注意 ， 独立的规范词也没有行为规范意义 。 从语义上看 ，

规范词有 自身 的基本含义 ，
但单独 的规范词没有行为规范意义 ，

只有把规范词

Ｇ 与行为命题 Ｐ 结合起来 ， 才形成行为规范命题 Ｇ（ ；〇 ， 这时候规范词才具有

行为规范意义 。

从语言表达形式看 ， 行为命题 Ｐ 可 以是
一个完整的句子 ，

也可以 是一个省

略了某些成分的短语 。 例如 ，

“

党 内决不允许存在不受纪律约束 的特殊组织和

特殊党员
”

，

？ 其 中规范词是
“

决不允许
”

， 行为命题是
“

党 内存在不受纪律约

束的特殊组织和特殊党员
”

，
这是

一

个句子 。 例如 ，

“

决不允许 自行其是 、 各

自为政 ， 决不允许有令不行 、 有禁不止 ， 决不允许搞上有政策 、 下有对策
”

，

？

其中
“

决不允许
”

是规范词 ，

“

自行其是 、 各 自 为政
” “

有令不行 、 有禁不止
”

“

上有政策 、 下有对策
”

是行为命题 ， 用短语来表示 ， 省 略了 行为 主体
“

党组

织或党员 、 领导干部
”

和行为条件
“

任何情况下
”

。 这个行为规范命题的完整

表达形式是
“

在任何情况下 ， 党组织或党员 、 领导干部都决不允许 自行其是 、

各 自 为政 ， 决不允许 有令不行 、 有禁不止 ， 决不允许搞 上有政策 、 下 有对

策
”

。 在党 内法规制 度中 ， 有很多行为规范命题是用简 略形式表达的 ， 在理解

这些行为规范命题时 ， 要注意分析把握其中省略的要素 ， 并把它们完整地恢复

出来 ， 才能准确理解行为规范命题的 内涵 。

一

个词语是不是规范词 ，
要看使用这个词语的语境 。

一

个词语在行为事实

命题中不是规范词 ， 但在行为规范命题中 可 以是规范词 。 行为事实命题表示
“

实然状态
”

（实 际怎样 ， 行为 的完成时态 ） ， 行为规范命题表示
“

应然状态
”

①《 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 ， 中 国法制 出版社 ２０ １６ 年版 ， 第 ３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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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怎样 ， 行为 的将来时态 ） 。 行为事实命题陈述
一

种 已 经发生的行为事实 ，

而不是对人们 的行为提出要求或作 出规定 。 如
“

张三是共产党员 ，
他保持 了

艰苦奋斗作风
”

，
这是

一

个行为事实命题 ，
其 时态是完成时态 ，

其 中 的 词语
“

保持
”

是
一

个单纯 的动词 ，
而不是规范词 。 行为规范命题不是陈述已经发生

的行为事实 ，
而是对人们的行为提 出要求 、 作 出 规定 。 如

“

共产党员要保持

艰苦奋斗作风
”

， 这是
一

个行为规范命题 ， 其中 的词语
“

保持
”

是
一

个具体规

范词 ，

“

要
”

表示行为 的将来时态 。 在不 同 的文本 中 ， 规范词 的含义和要求有

所不 同 。 在
一

般文件 、 讲话 、 报告 中 出现的规范词 ， 是对人们的行为提出某种

要求 ， 具有行为指导意义 ， 但行为约束意义较弱 。 在法规制度文本中出 现的规

范词 ， 是对人们的行为作出某种正式规定 ， 具有较强 的行为约束意义 。

（
二

）
规范 词的基本类型

规范词 的分类依据是人们社会行为的不 同价值属性和不 同类型 。 在社会生

活 中 ， 按照价值属性 ，
人们 的社会行为可分为 四种基本类型 ， 即积极行为和先

进行为 、 职责行为和义务行为 、 合理的常规行为 、 消极行为和有害行为 。 从社

会价值原则来看 ， 积极行为和先进行为是要倡导 、 鼓励的 ， 职责行为和义务行

为是必须履行的 ， 合理 的常 规行为是允许的 ， 消极行为 和有害行为是要禁止

的 。 与此对应 ， 社会行为规范就分为 ４ 种基本类型 ， 即倡 导型、 必须型、 允许

型 、 禁止型 ， 相应的行为规范命题形式分别是
“

倡 导 （ ／
＞
）

”“

必 须
“

允

许 ００
”“

禁止 ００
”

， 其中规范词分别是
“

倡导
” “

必须
” “

允许
”“

禁止
”

，

这就是 四类基本规范词 。

规范词
“

倡导
”

的含义 。 规范词
“

倡导
”

与行为命题 Ｐ 结合 ， 形成行为

规范命题
“

倡导 （ ／０
”

，
其中 ｐ 表示积极行为 、 先进行为 。 合理的常规行为 、

职责行为 、 义务行为不能作为倡导的行为 ， 消极行为和有害行为 当然更不能倡

导 。 在社会生活 中 ， 由 于人们之间能力素质的差异 ， 有些人能做到积极行为 、

先进行为 的要求 ，
也有些人做不到或做得不好 。 因此

，

“

倡导 （Ｐ ）

”

是鼓励 、

引导人们产生积极行为 、 先进行为 ，
而不是强迫人们产生这种行为 。 例 如 ，

“

优秀共产党员
”

这个要求 ， 由于党员之间能力 素质的差异 ， 事实上不可 能每

个共产党员都能达到
“

优秀
”

的要求 ，

一

部分党员能够做到
“

优秀
”

的要求 ，

而大多数党员能做到
“

合格
”

的要求 。 但是作为价值导 向 ，

“

优秀共产党员
”

是应该提倡和鼓励的 ，
因此行为规范命题

“

倡导党员争做优秀共产党员
”

是

合理的 。 行为规范命题
“

倡导 （ｐ ）

”

的要求是鼓励性的而不是强迫性的 ，
即

鼓励引导人们产生积极行为 、 先进行为 ，
而不是强迫人们产生积极行为 、 先进

行为 。 如果有人产生了 这种行为 ，
要给予充分肯定表扬 ； 做得特别好 、 表现突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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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的 ， 要给予
一定表彰奖励 （ 方式可 以 是多样 的 ， 如 精神激励 、 物质奖励 、

职务晋升 、 授予荣誉等 ） ； 对于没有产生这种行为 的人 ，
要进行教育 引导 ，

鼓

励他们产生这种行为 ，
但不能过分强 迫 ， 更不能进行处分或惩罚 。 积极行为 、

先进行为对社会发展是有利 的 ，
但在特定条件下 ， 由 于人们之间能力素质的差

异 ， 有些人能做到这些行为 ， 有些人难以 做到 。 也就是说 ，
不能强迫所有人都

必须做到这些行为 ， 能做到 的要激励 ， 难 以做到的不能强迫 。 行为规范只能要

求人们做能够做到 的事情 ，
而不能强迫人们去做无法做到的事情 ， 这是制定任

何行为规范 （包括法律法规 、 党规党纪 、 规章制度 、 道 德要求等 ） 都必须遵

循的
一

个基本理念 。 所以
，

“

倡导 （ ／
＞ ）

”

是
一

种激励型 的行为规范 ，
而不是强

制型 的行为规范 ，
要通过

一

定的激励机制 （ 表扬肯定 、 表彰奖励等 ） 使人们

产生积极行为 、 先进行为 。

规范词
“

必须
”

的含义 。 规范词
“

必须
”

与行为命题 Ｐ 结合构成行为规

范命题
“

必须 （ ／〇
”

， 其中 表示职责行为 、 义务行为 、 纪律行为等 。 在社会

活动 、 组织活动 中 ， 每个人都要承担一定职责 、 履行一定义务 、 遵守有关纪

律 。 完成职责 、 履行义务、 遵守纪律是无条件的 ， 是强制性的要求 。 行为规范

命题
“

必须 （Ｐ ）

”

的要求具有强制性 ， 如果做到 了要求 ， 即完成职责 、 履行

义务 、 遵守纪律 ， 应该给予肯定 ， 但不需要给予特别 的表彰奖励
；
如果不完成

职责 、 不履行义务 、 不遵守纪律 ， 要追究责任 ， 给予一定的处分或惩罚 。 所

以 ，

“

必须 （ ／〇
”

是
一种强制型 的行为规范 ， 其实施机制是鞭策机制 ， 即通过

采取
一定的惩罚措施迫使人们完成职责 、 履行义务 、 遵守纪律 。 如

“

共产党

员必须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

， 这是具有强制性的党员行为规范 。
一个共产党员

遵守政治纪律是必须的 ， 应该给 以肯定 ，
但不需要表扬奖励 。 而违反政治纪律

就要受到处分 ，
目 的是迫使他遵守政治纪律 ， 同 时也警示其他共产党员不能违

反政治纪律 ，
这里面就包含着

“

鞭策机制
”

。

规范词
“

允许
”

的含义 。 规范词
“

允许
”

与行为命题 Ｐ 结合构成行为规

范命题
“

允许 （ Ｐ ）

”

， 其中 Ｐ 表示社会生活 中人们合理的常规行为 。

“

合理的

常规行为
”

是必要的 、 有益无害 的行为 ，
这种行为对社会 、 对个人都是必不

可少的 ， 但在特定情况下是可以 自 由选择的 。 在社会生活 中 ，
人们 的很多行为

都是合理的常规行为 ，
这种行为 的特点是人们可以做 、 也可 以不做 ， 做或者不

做都 由 自 己决定 ，
不具有强 制性 ，

而且这种行为不论发生或者不发生 ， 对社

会 、 对别人都没有危害 。 允许的行为 ， 就是既不强迫去做 ，
也不禁止去做 ； 做

了既不奖励也不惩罚 ，
不做同样不奖励也不惩罚 。 在一些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行

为规范命题
“

允许 （ ／
＞
）

”

是赋予人们某种权利 ， 同 时对行使这种权利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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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以 限制 ， 要求采取合理正当的手段 ， 而不能采取不合理不正当 的手段行使权

利 。 例如
“

允许党员 向 上级组织反映意见
”

， 既不强制党员 反映意见 ，
也不禁

止党员反映意见 ， 但是对于怎样反映意见的方式 ，
要作 出相关的规定 ，

否则就

会出现乱反映意见的混乱局面 。 从价值属性看 ， 允许的行为 ， 不论对个人还是

对社会 ， 都是有益无害 的行为 ， 因 此 ，

“

允许 （Ｐ ）

”

是
一

种开放型 的行为规

范 ， 它为人们提供更大的行为选择空 间 ， 实际上也是鼓励人们去做对个人 、 对

社会都是有益无害的事情 。

规范词
“

禁止
”

的含义 。 规范词
“

禁止
”

与行为命题 Ｐ 结合构成行为规

范命题
“

禁止 （ ／〇
”

， 其中 Ｐ 表示消极行为 、 有害行为 ， 对于这样的行为 ， 要

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 ， 防止或阻止其发生 。 如果有人发生 了这种行为 ， 性质程

度较轻的要批评教育 ， 使其纠正错误行为 ； 性质程度较严重 的 ，
要给予

一

定处

分或惩罚 ， 以强制其以 后不再发生这样的行为 ， 同 时也警示其他人不能发生这

样的行为 。 在这种行为规范的实施机制 中 ，

“

惩罚手段
”

是必要的 ， 这种手段

既具有纠偏作用 ，
也具有警示作用 。 如果没有必要的惩罚 手段 ，

“

禁止 （ ／０
”

这种行为规范是难以发挥实际作用的 。 在社会生活 中 ，

一个人没有发生消极行

为 、 有害行为是合理的 、 应该的 ， 这是行为底线 ，
可 以给予肯定 ， 但不需要给

予特别表彰奖励 ，
而当

一

个人发生 了 消极行为 、 有害行为 ， 就必须给予
一

定 的

处分或惩罚 。 因此 ， 行为规范命题
“

禁止 （ ／０
”

的实施机制是惩戒机制 ， 即

通过
一

定的惩罚措施 ， 来戒除消极行为 、 有害行为 。

“

倡导
” “

必须
” “

允许
”“

禁止
”

是四类基本规范词 ， 在每一类基本规范

词 中又包含若干规范词 ， 这些规范词的基本语义和基本要求是相 同 的 ， 但在语

用意义和具体要求上又有差异 ， 在要求 的严格程度 、 适用 的条件上有所不 同 ，

这些规范词称为具体规范词。 党 内法规制度 中包含的规范词也分为 以上 四种基

本类型 ， 同时每一类基本规范词 中 又包含多种具体规范 词 。 如
“

倡导
”

类规

范词包括
“

发扬 、 弘扬 、 提倡 、 鼓励 、 支持 、 尊重
”

等 ；

“

必须
”

类规范词包

括
“

应 当 、 应该 、 坚持 、 保持 、 加强 、 维护
”

等
；

“

允许
”

类规范词包括
“

可

以 、 准许 、 许可、 批准 、 同意
”

等 ；

“

禁止
”

类规范词包括
“

不准 、 不允许 、

不得 、 不可 以 、 反对 、 制止 、 抵制 、 防止 、 阻止、 抑制 、 遏制 、 纠正
”

等 。 在

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同一类规范词 中各种具体规范词的基本语义和基本要求是相

同 的 ， 但具体适用条件 、 语用意义和具体要求有所不 同 ， 这些具体规范词 同相

应的行为命题结合 ， 形成了 丰 富的行为规范命题 ， 这些行为规范命题相互联

系 、 语义协调 、 逻辑一致 ， 就构成系统严密的党 内法规制度体系 。

■８６？



党内法规制度中 的规范词研究

二 党 内法规制度 中 的倡导类规范词分析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基本规范词分为

“

倡 导 、 必须 、 允许 、 禁止
”

四种

类型 ， 每
一

种规范词的基本语义包含四个要点 。 第
一

， 对某种行为方式的价值

评价 （肯定或否定 ） ；
第二

，
提出 行为要求 （要求做或者要求不做 ） ；

第三
，

行为要求是否具有强制性 （ 有强制性或者没有强制性 ） ； 第 四 ， 对行为结果的

奖惩性 （奖励 ， 惩罚 ， 不奖励不惩罚 ） 。 这四个要点同 时也是选取具体规范词

（ 对具体规范词进行归类 ） 的标准依据 。 就是说 ， 具体规范词在语用意义上是

有差异的 ， 但根据它们在 以上 四点基本语义上是否有共同 点 ，
可 以把它们分别

归入
“

倡导 、 必须 、 允许 、 禁止
”

四类基本规范词 中 。 例如 ， 为什么 把
“

应

当 、 坚持 、 保持 、 加强 、 维护
”

这些规范词归类为
“

必须类规范词
”

中 的具

体规范词 ？ 因为这些规范词都具有规范 词
“

必须
”

的 四 点基本语义 ， 即
“

肯

定某种行为方式
” “

要求做
” “

具有强制性
” “

具有惩罚 性
”

， 所以把它们归为

同一类规范词 。 其他具体规范词的分类也是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的 。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基本规范词

“

倡导
”

同行为命题 Ｐ 结合构成基本行

为规范命题
“

倡导 （Ｐ ）

”

， 如
“

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
”

？ 规范词
“

倡导
”

的基

本语义是 ， 把积极行为 、 先进行为作为高标准要求 ， 激励 、 引 导党组织活动 和

党员行为 ， 促使党组织和党员不断提高先进性和纯洁性 。

“

倡导
”

的关键在于

“

引 导人们的行为
”

， 通过设置激励引 导机制 ， 使人们 的行为按照要求发生变

化 ， 产生积极行为 、 先进行为 。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

倡导
”

类规范词主要 出

现在党章 、 准则 、 条例等位阶较高 的党 内 法规 中 。 在党 内 法规制度 中 ，

“

倡

导
”

类规范词包括
“

发扬 、 弘扬 、 提倡 、 树立 、 鼓励 、 支持 、 尊重
”

等具体

规范词 ， 这些规范词的基本语义是相 同的 ， 但在不 同语境 中使用 时 ， 它们 的语

用意义有所不 同 。

（

一

）

“

发扬
”

与
“

弘扬
”

规范词
“

发扬
”

同行为命题 ／
＞ 结合构成行为 规范命题

“

发扬 （Ｐ ）

”

， 如

“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 “

发扬社会主义新风 尚
” ？

中
“

发扬
”

的基本含

义是 ， 提 出某种优 良作风 、 优 良传统、 优秀精神等 ，
要求党组织和党员力争做

到 。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

发扬
”

的要求具有行为规范意义 ， 即 如果按照要求

①《 中 国共产党章程 》 ， 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１２ 页 。

② 《 中 国共产党章程 》 ， 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２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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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 了 、 做得好 ， 要肯定表扬 ， 而没有做到要求或做得不好 ， 要批评教育 ， 纠

正偏差行为 。 如
“

党委 （党组 ） 主要负 责 同 志要发扬 民 主、 善于集 中 、 敢于

担责
” “

充分发扬 民主 ， 严格按程序决策 、 按规矩办事
” ？

，
这些要求不是可

做 、 可不做的 ， 做到了或者没有做到 ， 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 ， 产生的实际结果

是不 同 的 ， 对不 同行为结果的处置对待方式也是不 同 的 。

“

发扬
”

的反义词是

“

反对 、 抑制
”

，

“

发扬 （ Ｐ ）

”

与
“

反对
“

抑制 （Ｐ ）

”

之间是矛盾关系 。

因此 ， 提出 发扬某种作风 、 传统 、 精神 ， 就不能再提出反对 、 抑制这种作风、

传统 、 精神 ，
否则就会产生逻辑矛盾 。

规范词
“

弘扬
”

同行为命题 Ｐ 结合构成行为规范命题
“

弘扬 （ Ｐ ）

”

， 如

“

弘扬 以爱 国 主义为核心 的 民族精神 和 以 改革创新为 核心 的时代精神
” ？

中

“

弘扬
”

的基本含义是
“

发扬光大
”

， 所针对 的行为命题内 容丰富而广泛 ， 如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中 华优秀传统美德
”

。

“

弘扬
”

与
“

发扬
”

的 区别是 ，

“

弘扬
”

的 内容丰 富而广泛 ， 既有继承的意义 ， 又有创新 、 壮大的意义 ；

“

发

扬
”

的 内容具体而单
一

， 其意义主要是继承和保持 。 如
“

民主作风
” “

艰苦奋

斗精神
”

的 内涵都是具体的 ， 使用规范词
“

发扬
”

较为恰当 ；
而

“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 “

法治精神
”

的 内涵则是丰富而广泛的 ， 使用规范词
“

弘扬
”

较为

恰当 。 某种优秀精神 、 某种优良作风 曾经被忽视 、 被弱化 ， 为了使这种精神 、

作风扩大影响 ， 发挥更大作用 ， 用规范词
“

弘扬
”

较为恰当 ， 如
“

大力 弘扬

理论联系实际 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

。
？

（
二

）

“

提倡
”

与
“

树立
”

规范词
“

提倡
”

同行为命题 Ｐ 结合构成行为规范命题
“

提倡 （ ／
＞
）

”

， 如

“

提倡共产主义道德
” ？

中
“

提倡
”

的基本含义是 ， 由 于某种事物有好的 因 素 、

某种行为具有较高的先进性 ， 从而鼓励人们带头使用或带头实行 ，
重点在激励

引 导 ， 是
一种希望 和号 召 ， 没有强制性 ， 如

“

提倡勤俭节约
”

。

一般来说 ，

“

提倡某种行为
”

， 这种行为是很先进、 很优秀的行为 ， 但 由 于客观条件和主

观条件的限制 ，
这种行为在 当前社会生活 中 还不是很普遍 ， 只有少数人能做

到 ， 大多数人还难以做到 ， 但作为一种先进的行为价值导 向 ， 要引 导人们 朝着

这种行为价值方向去努力 。 例如
“

发扬社会主义新风 尚
”

和
“

提倡共产主义

①《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 》 ， 中 国法制 出版社 ２０ １６ 年版 ， 第 １ ５
￣ １ ６ 页 。

② 《 中 国共产党章程 》 ， 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１２ 页 。

③ 《 中 国共产党党委 （党组 ） 理论学 习 中 心 组学 习规则 》 ， 资 料来 源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 ｌ２３ ７ １ ． Ｃｎ／２〇１９／

０８／２０／ＡＲＴ Ｉ １５ ６６２９３ ５ ６６９２２９４３ ． ｓｈｔ
ｍｌ

， 最后访问 日期 ：

２０２０年１月６日 。

④ 《 中 国共产党章程 》 ， 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２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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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
”

， 这两个行为规范命题的含义是不 同 的 。 前者是对所有社会成员 （ 包括

全体党员 ） 的要求 ， 因为在当前社会现实生活中 ，

“

社会主义新风 尚
”

是大多

数社会成员都能做到 的 ，
也是全体共产党员要做到 的 ，

所以使用规范 词
“

发

扬
”

；
而

“

共产主义道德
”

是标准很高 的道德要求 ， 在当前社会现实生 活 中 ，

大多数社会成员还做不到 ， 即使在共产党员 中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 ， 所以用

规范词
“

提倡
”

。 要注意区分
“

提倡
”

与
“

必须
”

的不同要求 ，

“

提倡
”

没有

强制性 ，
而

“

必须
”

具有强制性 。 如对于
“

保护环境
”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

不应该是
“

提倡
”

，
而应该是

“

必须
”

，
也就是

“

必须保护环境
” “

必须坚持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
这样才恰当合理 。

规范词
“

树立
”

同行 为命题 Ｐ 结合构成行 为规范命题
“

树立 （ Ｐ ）

”

，

如
“

树立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中
“

树立
”

的基本含义是 ，
要求人

们确立某种正确观念 、 形成某种远大理想 、 创建某种先进榜样等 。 如
“

先

进典型
” “

远大理想
” “

群众观点
”

等 ， 从而激励引 导人们 的积极行为 、 先

进行为 。 当
“

树立 （ Ｐ ）

”

中 的行为命题 ／
） 较为 抽象时 ，

要求的重 点 在激励

引 导人们 的行为 ， 如
“

树立尊重 自然 、 顺应 自 然 、 保护 自 然 的生态文 明理

念
” ？

。 而当行为命题 Ｐ 较为具体时 ， 不仅有激励引 导意义 ， 还有一定的行为

约束意义 ， 如
“

全党必须牢 固树立政治意识 、 大局意识 、 核心 意识 、 看齐意

识
” ？

。 从行为约束意义来看 ，

“

树立
”

的要求 比
“

提倡
”

的要求在约束意义

上更强 。

（
三

）

“

鼓励
＂

、

“

支持
”

与
“

尊重
”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还有

“

鼓励 （Ｐ ）

”“

支持 （Ｐ ）

”“

尊重 （Ｐ ）

”

等行为

规范命题 。

“

鼓励
”

的含义是从精神上、 心理上鼓动激励某种行为 ，
通过肯定

赞扬而产生
一

种精神力量 ， 促使人们产生或维持某种积极行为 、 先进行为 ， 如
“

毫不动摇地鼓励 、 支持 、 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 ？“

鼓励干部干事创业 、 大

胆作为
” ？

。

“

鼓励
”

的反义词是
“

压抑 、 压制 、 打击 、 批评
”

。 因 此
， 提出

“

鼓励某种行为
”

， 就不能压抑 、 压制 、 打击 、 批评这种行为 。

“

支持
”

的含义

是赞 同 、 帮助某种先进行为或某种新生事物 ， 如
“

支持开拓创新
” “

支持合理

化建议
”

。

“

支持
”

包含
“

鼓励
”

的意义 ， 但更进
一

步 ，
不仅有精神上的鼓励 ，

还要通过
一

定办法措施提供具体的帮助 ， 如党组应 当认真
“

履行党风廉政建

①《 中 国共产党章程 》 ， 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１４ 页 。

② 《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 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 》 ， 中国 法制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８ 页 。

③ 《 中 国共产党章程 》 ， 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１０ 页 。

④ 《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 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 》 ， 中国 法制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２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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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主体责任 ， 支持纪检监察机构履行监督责任
” ？

。 这些行为规范命题 中 的

“

支持
”

的含义 ，
不仅是态度上 的要求 ，

还要求通过具体措施给予帮助 。

“

支

持
”

的反义词是
“

抵制 、 反对
”

。 因此
， 提出

“

支持某种行为
”

， 就不能抵制 、

反对这种行为 。

在社会生活 中 ，

“

尊重
”

表示人们之间
一

种 良好 的人际关系 ，
而在党 内法

规制度 中 ，

“

尊重
”

可 以作为规范词 ， 对人们的行为提出 某种要求 。 如
“

尊重

群众首创精神
”

，
这个命题不是陈述

一

种事实 ，
而是对各级党委 、 各级政府 、

各级领导干部怎样对待群众首创精神 ， 提出 的
一

种要求 ， 所以说它是
一

个行为

规范命题 ， 其中的
“

尊重
”

是规范词 。

“

尊重
”

包含支持 、 保护 、 引导、 采纳

等多方面含义 ，

“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

， 就是对群众的首创实践活动 ，
要积极

支持 、 认真保护 、 正确 引 导 ，
还要吸收采纳群众的实践智慧 。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由规范词
“

尊重
”

构成的行为规范命题也是较多 的 ， 如
“

尊重劳 动 、 尊

重知识 、 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
” ？“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 、 保障党员 民主权利
” ？

。

作为规范词的
“

尊重
”

，
不仅表 明

一

种态度 ， 还要求采取
一

定的方法手段 、 政

策措施来对待尊重的对象 。

三 党 内 法规制度 中的必须类规范词分析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基本规范词

“

必须
”

同行为命题 Ｐ 结合构成基本行

为规范命题
“

必须 （ ／
＞ ）

”

， 如
“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 围 内 活动
”

？
。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规范词
“

必须
”

的基本语义是 ， 对党组织活动 和党员行为提

出某种要求 ， 如果党组织和党员做到 了这种要求 ， 应给予肯定 ； 如果没有做到

这种要求或者做得不好 ，
不严重的要进行批评教育 ， 严重的要追究责任 ， 给予

一定处分 ， 以促使党组织和党员做到这种要求 。

“

必须
”

类行为规范命题的实

施机制是鞭策机制 ， 具有强制性 ，
要求党组织和党员认真履行职责和义务 、 严

格遵守党 的纪律 。 党 内法规制度是 以 职责和义务为本位的 ，
所以在党 内法规制

度 中 ， 由
“

必须
”

类规范词构成的行为规范命题较多 。 在党 内 法规制 度 中 ，

“

必须
”

类规范词包括
“

必须 、 应 当 、 坚持 、 保持 、 加强 、 维护
”

等 ，
这些规

①《 中 共中 央印发 〈
中 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 》 ， 资料来源

：
ｈ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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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 ．ｍｗｒ．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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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ｚ
ｙｇ
ｗ
ｙ
ｗ

ｊ
／

２０ １ ９０４ ／ｔ２０１ ９０４ １ ５＿１ １ １ ６６７２ ． ｈ ｔｍ ｌ ， 最后访 问 日期 ： ２０２０ 年 １月６日 。

② 《 中 国共产党章程 》 ， 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８ 页 。

③ 《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 》 ， 中 国法制 出版社 ２０ １６ 年版 ， 第 １ ７ 页 。

④ 《 中 国共产党章程 》 ， 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２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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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词 的基本语义和基本要求是相 同 的 ， 但在不同语境 中使用 时它们 的语用意义

有所不 同 。

（

一

）

“

必须
＂

和
“

应 当
”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

必须
”

和
“

应 当
”

这两个规范词的基本含义是相 同

的 ， 都是对党组织活动和党员行为作出某种规定 ，
要求

一

定要做到 ， 但在具体

含义和要求上有所不同 。 第一 ， 约束 的行为命题不 同 。 在行为规范命题
“

必

须 （Ｐ ）

”

中 ， Ｐ
—

般表示重大方针 、 重要原则 ， 如
“

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 、 协

调各方的原则 ， 在 同级各种组织 中 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 ？

。 在行为 规范命题

“

应当 （ ／
＞
）

”

中 ， ／
）
一般表示较为具体的措施和做法 ， 如

“

实施党纪处分 ， 应

当按照规定程序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
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人擅 自决定

和批准
” ？

。 第二
，
强 制性要求程度不 同 。

“

必须
”

要求的强制性较大 ，

“

应

当
”

要求的强制性相对较小 。 当 然 ， 这是比较而言 的 ，
不是说

“

应 当
”

要求

没有强制性 。 在社会道德规范 中 ，

“

应当
”

要求没有强制性 ，
而在党 内 法规制

度 中 ，

“

应当
”

包含
“

必须
”

的要求 ， 具有
一

定的强制性 。 第三 ， 对行为结果

的处置方式有所不 同 。 规范词
“

必须
”

涉及的是重大方针 、 重大原则 ， 如果

不遵循会造成影响较大的严重后果 ， 所 以 在处置方式上较为严厉 ，
要追究责

任 ， 给予一定处分 。 规范词
“

应当
”

涉及 的是关于具体措施、 具体做法 的要

求 ， 如果不按照要求去做 ， 也会造成不 良后果 ， 但影响不是很严重 ， 所以
一般

采取批评教育 、 督促检查的方式来纠正 。

（
二

）

“

坚持
”

和
“

保持
”

在行为规范命题
“

坚持 （ ／０
”

中 ， ｐ 表示在实践活 动 中必须遵循的理论

路线 、 方针政策 、 重要原则等 ， 如
“

坚持创新 、 协调 、 绿色 、 开放 、 共享的发

展理念
” ？

。

“

坚持
”

的对象是很重要的 ， 对于实际工作 中 的
一

般要求 、 具体措

施和做法 ，

一

般不会使用
“

坚持
”

这个规范词。 在实 际工作 中 ， 如果遵循 Ｐ

的要求去做 ，
工作就能够顺利推进 ， 取得显著成效

；
而如果不按照 Ｐ 的要求去

做 ，
工作 中 就会产 生失误 ， 造成严重 的不 良 后果 。 从实施机制 看 ，

“

坚持

（ ／０
”

主要包含鞭策机制 ，
如果按照 ｐ 的要求去做 ，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

应给

予肯定 ； 如果不遵循 Ｐ 的要求 ，
工作成效不好 ，

要进行批评教育 ； 如果造成严

重不 良后果 ，
要追究责任 ， 督促纠正偏差行为 ，

要求在 以后的工作 中必须按照

①《 中 国共产党章程 》 ， 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２１ 页 。

② 《 中共 中 央 印发 〈 中 国共 产党 纪 律处分条 例 〉 》 ， 资料 来 源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 ｌ ２３７ １ ． ｃｎ／ ２〇 １ ８Ａ）８／２７／

ＡＲＴ Ｉ１ ５ ３ ５３２ １５ １６２６ １３ ８２ ． ｓｈ ｔ
ｍ ｌ

， 最后访问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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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的要求去做 。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规范词
“

坚持
”

使用最多 ，

“

坚持 （ ；〇
”

这样的行为规范命题也最多 。 对于行为规范命题
“

坚持 （Ｐ ）

”

，
要严格遵守 ，

不能把它仅仅作为
一

般原则 ，
要有 明确 的鞭策机制 ， 对于是否遵守造成的不 同

后果 ， 要采取不 同的处置方式 ， 才能使
“

坚持 （ ／
＞
）

”

得到 真正贯彻落实 。 否

则 ，
不论提出多少个

“

坚持
”

都没有实 际意义 。

在行为规范命题
“

保持 （ Ｐ ）

”

中 ， Ｐ 表示某种优 良作风和精神 、 优秀 品

质 、 先进属性 （ 特征 ） ， 如
“

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

保持谦虚 、 谨慎 、

不骄 、 不躁的作风
” ？

。

“

保持
”

的反义词是
“

丧失
”

， 从行为规范角度来看 ，

要求
“

保持 ００
”

， 就是不能丧失 也就是不能丧失某种优 良作风和精神 、

优秀品质 、 先进属性 。 要求
“

保持 （ Ｐ ）

”

， 就是说 ｐ 这种属 性不是可有可无

的 ， 具有ｐ 或丧失了 结果意义是根本不 同 的 。 例如 ， 对于 中国 共产党来说 ，

“

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

是关系党和 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 ， 如果丧失 了 先

进性和纯洁性 ， 就会导致亡党亡 国 的严重后果 。 对领导干部来说 ， 是保持了 还

是丧失 了
“

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

， 结果是根本不 同 的 ， 这是衡量
一

个领导干

部是否合格称职 的重要标准 。 因 此
，

“

保持 （ ／〇
”

就是必须做到 ｐ 提 出 的要

求 。 从实施机制看 ，

“

保持 （ Ｐ ）

”

主要包含鞭策机制 ， 即如果保持了Ｐ 所要求

的优良作风和精神 、 优秀品质 、 先进属性 ， 应该给予肯定或表扬
；
如果丧失 了

Ｐ 所要求 的优 良作风和精神 、 优秀 品质 、 先进属 性 ， 应进行严肃批评教育 ， 造

成严重后果的 ， 应给予
一

定处分 ， 督促改正偏差行为 。

（ 三
）

“

加强
＂

和
“

维护
”

在行为规范命题
“

加强 （Ｐ ）

”

中 ， Ｐ 表示某种 重要活动 、 重要工作
，
而不

是
一

般活动或常规工作 ， 如
“

加 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 建设 、 先进性和纯洁性

建设
”

？
。

“

加强
”

的意义在于重视和 突 出重要活动 、 重点工作 ， 对于
一般活

动 、 常规工作 ，
不需要使用规范词

“

加 强
”

。

“

加 强
”

的要求包括三点 ， 即

“

高度重视
” “

采取有力措施
”“

取得显著成效
”

。 从实施机制看 ， 行为规范命

题
“

加强 （ Ｐ ）

”

主要包含鞭策机制 ， 即如果高度重视某项工作 ， 采取有力 措

施 ， 取得较好的成效 ， 应给予肯定或表扬 ； 如果不高度重视某项工作 ，
没有采

取有力措施 ，
没有取得较好成效 ， 就要进行批评教育 ， 造成严重后果要追究责

任 ， 从而督促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 没有鞭策机制 ， 所谓
“

加 强
”

就会仅仅

成为 口号 ， 最终没有什么意义 。

①《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 》 ， 中 国法制 出版社 ２０ １６ 年版 ， 第 ２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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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为规范命题
“

维护 （ Ｐ ）

”

中 ， ＾ 表示某种具有重要意义、 重大作用 的

对象 ，
例如

“

维护党 中 央权威 、 保证党的 团 结统一
” ？

。 在党 内 法规制度 中 ，

行为规范命题
“

维护 （ ；０
”

也是很多 的 。

“

维护
”

的反义词是
“

损 害 、 破

坏
”

，

“

维护 （Ｐ ）

”

的含义就是
一

个事物不受损害 、 不受破坏 ， 使这个事物保

持完好 、 安全 、 稳 固 的状态 。 行为规范命题
“

维护 （ ／
＞ ）

”

主要包含鞭策机制 ，

即如果某个对象受到损害 或破坏 ， 对于损 害 或破坏这个对象的行为要加 以 纠

正 ， 造成严重后果要给予严厉处分 ， 从而使这个对象保持完好 、 安全 、 稳 固 的

状态 。

“

维护
”

是一种
“

主体一客体
”

关系 ， 即维护者与维护对象之间 的关

系 ， 因此
“

维护
”

不是被动 、 消极 的行为 ， 而是
一种主 动 、 积极 的行为 。 维

护一个事物 ， 重点在不要使它受到损坏 ， 要防止损坏 因素 出现 ， 当损坏 因素 出

现时要及时消 除 ； 当这个事物受到损 害后 ，
要采取措施使它恢复完好 、 安全 、

稳 固 的状态 ， 这就要求行为主体采取积极主动 的行为 ， 消极被动是不可能发挥
“

维护
”

作用的 。

四 党 内法规制度 中 的允许类规范词和

禁止类规范词分析

（

＿

） 允许类规范词分析

“

允许
”

类规范词包括
“

允许 、 可 以 、 许可 、 容许 、 批准 、 准许 、 同意
”

等 。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

允许
”

类规范词主要使用
“

可 以
”

。

“

可以
”

类行为

规范命题非常多 ， 如
“

党员对所受党纪处分不服的 ，
可 以 依照党章及有关规

定提出 申诉
”？

。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行为规范命题
“

可 以 （ Ｐ ）

”

为 党组织活

动和党员行为 ， 在一定范 围 内提供了某种 自 主选择空 间 ， 体现了从实际出 发 、

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要求 ， 有利 于调动党组织 和党员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党章关于党 内选举有这样的规定 ：

“

可 以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

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 。 也可 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预选 ， 产生候选人

名单 ， 然后进行正式选举 。

” ？ 这条规定 中 的两种选举方式 ，
可 以 根据具体情

况来确定 ，
而不是必须采用哪

一

种选举方式 ， 有时采用
“

等额选举
”

， 有时采

用
“

差额选举
”

， 都是允许的 。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关于
“

可 以
”

的规定还有

①《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 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 》 ， 中国 法制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３ 页 。

② 《 中共 中 央 印发 〈 中 国共 产党 纪 律处分条 例 〉 》 ， 资料 来 源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 ｌ ２３７ １ ． ｃｎ／ ２〇 １ ８Ａ）８／２７／

ＡＲＴ Ｉ１ ５ ３ ５３２ １５ １６２６ １３ ８２ ． ｓｈ ｔ
ｍ ｌ

， 最后访问 日期 ：

２０２０年 １ 月６日 。

③ 《 中 国共产党章程 》 ， 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３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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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情况 ， 就是在设置
一定的前提条件下 ， 允许党组织 或党员 采取某种行为 ，

其逻辑命题形式为
“

当 … … ， 可 以 … …

”

， 其 中
“

当 … …
”

表示前提条 件 ，

“

可以 … …
”

表示允许的行为 。 这种规定的含义是 ， 当条件具备时 ， 允许采取

某种行为
；
当条件不具备时 ， 就不允许采取这种行为 。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

可 以 （ ／
＞
）

”

有时表示赋予党组织和党员某种权利 ，

同时也规定 了行使这种权利的前提条件 ， 就是说党组织和党员行使这种权利不

是无条件的 ，
而是受

一

定条件 限制 的 。 例如 ， 党员
“

对党 的决议和 政策如有

不 同意见 ， 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 ，
可 以声 明保留 ， 并且可以把 自 己的意见 向党

的上级组织直至 中央提 出
” ？

。 在这个规定 中 ， 赋予党员
“

声明保 留
”

和
“

向

上级提出
”

两项权利 ， 同 时规定 了行使这两 项权利 的前提条件是
“

坚决执

行
”

。 根据这个规定 ，
当

“

坚决执行
”

这个条件具备时 ， 允许党员行使
“

声 明

保留
”

和
“

向上级提出
”

的权利 ；
而当

“

坚决执行
”

这个条件不具备时 ， 那

么
“

声 明保留
”

和
“

向上级提出
”

的行为就是不允许的 。 不论在社会生活 中 ，

还是在党 内 ，
存在

一

种现象 ， 有些人在行使某种权利时 ， 对相关规定的 内容理

解不准确 ， 忽视了行使权利 的前提条件 ， 有些人认为既然是权利 ， 想怎样做就

怎样做 ， 因而产生极端行为方式 ， 导致不 良后果 。

（
二

） 禁止 类规范词分析

在行为规范命题
“

禁止 （ ／０
”

中 ， 表示消极行为 、 有害行为 或不 良作

风 、 不良品质 ， 如
“

党 内 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 国 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 ，

严格禁止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
” ？

。

“

禁止 （Ｐ ）

”

的实施机制主要是惩戒机制 ，

即如果发生 了 Ｐ 这种行为 ， 对当事人要进行严肃批评教育 ， 严重的要给予
一

定处分 ，
以 防止或 限制这样的行为 再发生 。 在党 内法规制 度 中 ，

“

禁止
”

类

行为规范命题很多 ，
主要是作为党组织 活动 和党员 行为 的纪律规定 ， 体现 了

对党组织 和党员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要求 。

“

禁止
”

类规范词包括
“

不准 、

不得 、 不允许 、 不可 以 、 反 对 、 抵制 、 防止 、 克服 、 纠正
”

等 ，
这些规范词

的基本含义是相 同 的 ， 在具体使用 时它们 的语用意义有所不 同 。 凡是禁止 的

行为都是具有危害性的 ， 但在具体条件下其危害性程度有所不 同 ，
因 此需要

使用不 同 的规范词形成不 同 的行为规范命题 。 对于危害性较大的行为 ，

一

般

使用规范词
“

不准
”

、

“

不允许
”

和
“

不得
”

形成要求严格的行为规范命题 。

如
“

对党 中央决策部署 ， 任何党组织 和任何党员都不准合意的执行 、 不合意

①《 中 国共产党章程 》 ， 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２６ 页 。

② 《 中 国共产党章程 》 ， 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５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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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执行 ， 不准先斩后奏 ， 更不准 口 是心非 、 阳奉阴违
” ？“

除 了 法律和政策

规定范围 内 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 以外
， 所有共产党员 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

和特权
” “

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 不接受党 内 外群众监督的特

殊党员
”

。
？ 行为规范命题

“

不准
“

不允许 （ ／０
”

和
“

不得 （ ／０
”

的惩

戒机制是最严厉的 ，
即 当发生了危害性很严重的行为时 ，

要进行严肃处分或惩

罚 。

在党 内法规制 度 中 ， 常用 的禁止类规范词还有
“

反 对、 抵制 、 防止 、 克

服 、 纠正
”

等 ， 这些规范词与不同 的行为命题结合构成不同 的行为规范命题 。

“

反对 （ ／〇
”

， 如
“

坚决反对
一

切派别组织和小集 团 活动 ， 反对阳 奉 阴违的两

面派行为和
一

切 阴谋诡计
”

；

？“

抵制 （Ｐ ）

”

， 如
“

坚决抵制潜规则
”

；

？“

防止

（ ／０
”

， 如
“

坚决防止野心家 、 阴谋家窃取党和 国家权力
”

；

？“

克服 〇 ）

”

， 如
“

坚决克服 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 的倾向
”“

坚决克服文过饰非 、 知错不改

等错误倾向
”“

纠正 （ ／０
”

， 如
“

坚 决纠正唯票 、 唯分 、 唯生产总值 、 唯年

龄等取人偏 向
”

。
？ 这些行为规范命题都是针对消极行为 、 有害行为或不 良现

象 、 不良作风 、 错误倾向 的 ， 它们的实施机制主要是惩戒机制 ， 即 当发生这些

行为 、 出现这些现象时 ， 对有关党组织和党员要进行严肃批评教育 ， 造成严重

后果的要予 以
一

定处分 ，
以避免这些行为和现象再发生 。

五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使用规范词应注意 的问题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使用规范词存在六个主要问题 ，
即混淆不 同规范词 的

含义 、 规范词与行为命题之间匹配不合理、 用不同 的规范词约束同一个行为命

题 、 不 同类型 的规范词叠加使用 、 使用规范词不注意具体语境因素 、 在制定和

执行党 内法规制度 中对规范词的理解不准确 。 针对这些 问题 ，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使用规范词应符合以下要求 。

（

一

） 不能混淆不同 规范词的含义

不 同 的规范词 ， 对人们行为 的规范意义是不 同 的 。 混淆不 同规范词 的含

①《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 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 》 ， 中国 法制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１０ 页 。

② 《 中 国共产党章裎 》 ， 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２３
￣ ２８ 页 。

③ 《 中 国共产党章程 》 ， 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２４ 页 。

④ 《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 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 》 ， 中国 法制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２６ 页 。

⑤ 《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 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 》 ， 中国 法制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１ １ 页 。

⑥ 《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 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 》 ， 中国 法制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２３ 页 。

⑦ 《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 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 》 ， 中国 法制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１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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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会导致形成不合理 、 不恰当 的行为规范命题 。

“

混淆不 同规范词 的含义
”

有两种情况 。
一种情况是

“

混淆不 同类型规范词的含义
”

。 例如
“

坚持民 主集

中制
”

是正确 的行为规范命题 ，
但是在有些文件中却 出现

“

提倡 民 主集 中制
”

的说法 ， 这是不正确 的 ， 这里就是把规范词
“

提倡
”

和
“

坚持
”

混淆起来 。

“

提倡
”

属 于倡导类规范词 ，
没有 强制意义 ，

而
“

坚持
”

属 于必须类规范词 ，

具有
一

定的强制意义 。

“

民主集 中制
”

是党和 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 和根本组织

制度 ， 是必须严格贯彻执行 的 ，
而不是可执行 、 可 不执行 的 ， 是要

“

坚持
”

而不是
“

倡导
”

的 。 另一种情况是
“

混淆 同一类规范词 中不 同具体规范词 的

含义
”

。 例如
“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是合理的行为规范命题 ， 但在有些

文件文本中 出现
“

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 这个说法是不恰当 的 。

“

保持
”

和
“

加强
”

是必须类规范词 中 的两个具体规范词 ， 它们在基本语义上有共 同

的方面 ，
但在具体语用意义上是有差别的 ， 在具体使用时不能混淆 。 准确理解

不同规范词的含义 ， 在使用时不要混淆不 同 的规范词 ， 才能形成合理恰当的行

为规范命题 。

（
二

）
规范 词和行为命题之 间 的 匹 配关 系要合理恰 当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规范词和行为命题之间不是随意 匹配的 。 行为规范命

题 Ｇ（ ／〇 是否合理恰当 ， 取决于规范词 Ｇ 与行为命题 Ｐ 之间 匹配是否合理恰

当 。 在制定行为规范时 ， 规范词与行为命题之间匹配关系是否合理恰当 ， 关键

在于规范词的价值要求与行为命题的价值属性之间匹配是否合理恰 当 。

“

倡

导
”

类规范词要与表示积极行为 、 先进行为 的命题 Ｐ 相匹 配 ， 构成行为规范

命题
“

倡导
“

必须
”

类规范词要与表示职责行为 、 义务行为 、 纪律行

为 的命题 ／
＞ 相 匹配 ， 构成行为规范命题

“

必须
“

允许
”

类规范词要与

表示人们合理常规行为 的命题 Ｐ 相匹配 ， 构成行为规范命题
“

允许 （ Ｐ ）

”

；

“

禁止
”

类规范词要与表示消极行为 、 有害行为 的行为命题 Ｐ 相 匹配 ， 构成行

为规范命题
“

禁止 （Ｐ ）

”

。 如果规范词与行为命题之 间匹配不合理、 不恰当 ，

就会形成不恰当 、 不合理的行为规范命题 。 如
“

党委 （ 党组 ） 、 纪委 （ 纪检

组
） 应 当加强对履行党 内监督责任和 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

，

？ 在这

个行为规范命题中 ， 规范词是
“

应当
”

， 它与 行为命题
“

党委 （ 党组 ） 、 纪委

（ 纪检组 ） 加强对履行党 内监督责任和 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

之间 的

匹配关系是合理的 。 而如果使用规范词
“

提倡
”

或
“

允许
”

与这个行为命题

匹配
， 所构成的行为规范命题就是不合理的 。

① 《 中 国共产党党 内监督条例 》 ， 中 国 法制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４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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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不能用不 同的规范词约束同 一个行为命题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在 同一个文本或不 同文本 中 ） ， 对于一个行为命题 ，

只能用
一

个规范词来约束 ， 从而形成
一

个基本行为规范命题 。 每个基本行为规

范命题都是独立的 ， 它们之间不能 出现不
一

致或相互矛盾的情况 。 如果用不 同

规范词 约束同
一

个行为命题 ， 就可 能出 现不
一

致或相互矛盾的行为规范命题 。

例如 ， 对于行为命题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如果用不 同规范词来约束 ， 就

会形成 四个行为规范命题 ，
即

“

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坚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

不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允许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在党 内

法规制度 中 ，
只有

“

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 民服务
”

是正确 的 ，
而

“

提倡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
”

和
“

允许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是不合理 、 不恰 当 的 ，

“

不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则是根本错误的 。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 ，
不论在 同

一

个

文本 中 ，
还是在不 同 的文本中 ，

只能用一个规范词 约束一个行为命题 ， 形成一

个基本行为规范命题 ，
这样才能避免行为规范命题之间不

一

致或相互矛盾 。

（
四

）
不 同类型的规范词不能叠加使 用

不 同类型 的规范词 ， 其含义和要求是不 同 的 。 在 同
一

个行为 规范命题 中 ，

不能叠加使用不 同类型 的规范词 ， 或者不能包含不同类型的规范词 。 如果在使

用规范词 时 ， 在一个行为规范命题中 同时出 现不 同类型的规范词 ， 就会出现行

为规范命题内在不一致或 内在矛盾的情况 。 例如
“

共产党员必须发扬艰苦奋

斗精神
”

这个命题 ， 其 中包含
“

必 须
”

和
“

发扬
”

两个不 同类型 的规范词 。

“

必须
”

的要求具有强制性 ， 而
“

发扬
”

属于倡导类规范词 ， 它 的要求具有鼓

励性但不具有强制性 ， 这样在 同一个行为规范命题 中 就 出 现
“

强制 性要求
”

和
“

非强制性要求
”

同时存在 的矛盾 。 其他如
“

必须弘扬 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
”

“

允许发扬社会主义新风 尚
” “

可 以 禁止 以权谋私行为
”

， 在这几个命题 中 ，

“

必须
”

和
“

弘扬
”

、

“

允许
”

和
“

发扬
”

、

“

可 以
”

和
“

禁止
”

都是不 同类型

的规范词 ，

“

必须
”

的要求 比
“

弘扬
”

的要求高 ，

“

允许
”

的要求 比
“

发扬
”

的要求低 ，

“

可以
”

的要求与
“

禁止
”

的要求是矛盾的 。 这些规范词在 同一个

行为规范命题中叠加使用 ， 导致在
一

个行为规范命题中 出 现不
一

致的或相互矛

盾的要求 。 同
一

类型 的规范词可 以 叠加使用 ， 如
“

必 须
”

类规范词包括
“

应

当 、 坚持 、 保持 、 加强、 维护
”

等 ， 其 中 的
一些规范词 可 以 叠加使用 ， 例如

“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
”“

应 当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

， 这样使用规范词可 以起

到进一步强调的作用 。

（
五

）
使用规范词要注意语境 因 素

同
一

个规范词在不 同语境 中 其语用意义有所不 同 。 同
一

个规范词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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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的语境中 ， 其语用意义和具体要求是不 同 的 。

“

语境
”

要素包括时 间 、 地

点 、 对象 、 条件等 ，
以 及 不 同 的行 为 规 范体系 （ 行 为 规范 文本 ） 。 例 如 ，

“

要 … …
”

这个规范词 ， 其基本含义是
“

要求人们做某事
”

或
“

要求人们

产生某种行为
”

， 但在不 同语境中 ， 它 的规范含义有所不 同 ， 有 时 的含义是

“

倡导
”

， 有时的含义是
“

应当 、 必须
”

。

“

领导干部下基层要接地气 ， 轻车

简从 ，
了解实情 ， 督查落实 ， 解决 问题 ，

坚决反对作秀 、 哗众取宠
” ？

， 这

里
“

要… …
”

的含义是
“

必须
”

， 同后面的
“

坚决反对
”

相对应 ， 是一种严格

的要求 。

“

每个 党员 都要按规定 自 觉交纳 党费 ， 党费使 用 和 管理要公 开透

明
”？

，
这里

“

都要… … ，
要… …

”

的含义也是
“

必须
”

。

“

党员要模范遵守

国家的法律法规
”

， 这里
“

要 … …
”

的含义是
“

倡导
”

。 在不 同 的行为规范体

系 中 ， 同
一

个规范词的语用意义也是不 同 的 ， 如
“

应 当
”

这个规范词 ， 在党

内法规制度 中它 的要求具有
一

定强 制性 ，
而在社会道德规范 中 它 的要求强 制

性就较弱 。 同样的规范词 ， 在党 内 法规制度文本中 使用 ， 在党 内
一

般文件 中

使用 ， 其含义也是有所不同 的 ， 要求的严格程度也是不 同 的 。 因此 ， 对同
一

个规范词 ，
要结合具体语境来分析理解 ，

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其不 同语用含义

和要求 ； 使用规范词要注意分析不 同 的语境 因 素 和语用意义 ， 这样才能构成

正确合理的行为规范命题 。

（
六

）
在制定 、 执行党 内 法规制度 时应准确理解规范词的含义

从实 际情况看 ， 对规范 词 的理解不准确有三种情况 。 第
一

种情况是对规

范词的含义理解不全面。 规范词的含义有两个基本方面 ， 即
“

要求做什么或

不做什么
”

和
“

对不 同行为结果怎样处置
”

（ 实施机制 ） ， 人们对前
一

个方面

是容易理解的 ， 但往往忽视后一个方面 。 例如
“

共产党员 必须遵守党的政治

纪律
”

， 这个行为规范命题 的实施机制是
“

如果某个共产党员 不违反党的政

治纪律 ， 那就不作任何处置 ； 如果某个党员违反党 的政治纪律 ， 那就要给予

负面处置 （批评教育 、 纪律处分 ）

”

， 这两个方面就是
“

正常不干预 、 异常必

干预
”

的
一般制度实施机制 。 第二种情况是对具体规范词 的语用意义理解不

细致 。 例如
“

弘扬
”

和
“

发扬
” “

必须
”

和
“

应当
” “

坚持
”

和
“

保持
”

，

这些具体规范词 的基本语义有相 同 的方面 ， 但在具体语用意义上是有差别

的 。 如果不细致分析具体规范词 的含义 ， 在使用 时就会混淆 ， 导致形成不合

理 、 不恰当 的行为规范命题 。 第三种情况是对规范词之间 的逻辑关系理解不

①《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 》 ， 中 国法制 出版社 ２０ １６ 年版 ， 第 １ ４ 页 。

② 《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 》 ， 中 国法制 出版社 ２０ １６ 年版 ， 第 ２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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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 。 例如 ， 人们 常常认为
“

允许 （ Ｐ ）

”

和
“

允许 （ 非 Ｐ ）

”

之间是矛盾关

系 ， 实际上这两者是可能 同 时成立的 ， 但不能 同 时不成立 ， 它们之间不是矛

盾关系 。

“

允许 （ Ｐ ）

”

和
“

并非允许 （ Ｐ ）

”

之间才是矛盾关系 ，
不能 同 时成

立 ，
也不能 同 时不成立 。

“

必 须 （ Ｐ ）

”

和
“

禁止 （ Ｐ ）

”

之间也不是矛盾关

系 ， 它们不能 同 时成立 ， 但可能 同 时都是不成立的 。 规范词之 间 的逻辑关系

是很复杂 的 ， 如果不深人分析 ， 就会导致理解不准确 ， 在制定 、 执行党 内法

规制度时就会出 现偏差 。

分析党 内 法规制度 中 规范词 的基本语义 和语用意义 以及它 们之间 的逻

辑关系 ， 从直观上来看 ，
显得抽象烦琐 ， 在实 际工作 中有 时也不会涉及这

些复杂关 系 ，
因此有人会认为这样的分析没有必要 ， 甚至认为是

“

理论脱

离 实 际
”

。 深入精密 的逻辑分析 ，
可 以发现人们凭直觉 、 凭经验常识看不到

的深层次关系 ， 从而避免思维 中 的逻辑错误 。 缺乏逻辑思 维能力 ， 往往思

维 中发生错误也不知 道原 因 在哪 里 。 为 党 内 法 规制 度建设 提供
“

学 理支

撑
”

， 其中
一

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党 内法规制度理论研究 中 ，
要应用逻辑分析

方法 ， 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 。 从 上文 的论述 中 可 以 看到 ， 逻辑分析确实是

烦琐枯燥 的 ， 但通过对党 内 法规制度 中 规范词 的基本语义 和语用意义 以 及

行为规范命题之间 的逻辑关系 ， 进行精密准确 的分析 ， 得 出 的结论是确定

可靠的 ，
这对科学制定 、 准确理解 、 自 觉遵守 、 严格执行实施党 内 法规制

度 ， 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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