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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 中 国 共产 党政 法 工作条 例 》 在 党 内 法 规体 系 中 属 于 党 的 领导 法

规性质和 范 畴 。 以 习 近平 总 书 记 关 于 党 对政法 工作领 导 的 重 要论述 为指 导 ， 运

用 党 的 领导 法规形式 把党 对政法 工作 的 领导 理论制 度化 、 规 范化 、 程序 化 ， 是

新时代党 的领 导理论 的 发展规律和 党 的 领导 法 规 的 鲜 明特 征 。 作 为新 时代党 领

导政 法工作 的专 门 条例 ， 它 不 仅在 中 国 共产 党 近百 年发展 史 上开 创 了 先 例 ， 而

且集 中体现 了 新 时代党 对政法 工作 的 领导 理论 的 制 度创 新 成果 ， 把 党对政法 工

作 的 绝对领 导理论上升为 党 的 绝 对领导 制 度规 范 ， 创 立 了 维 护 党 中 央对政法 工

作 的 绝对领 导制 度体 系 ， 标志 着党 对政法工作领导 制度体 系 的 形 成 ，
强化 了 党

的 领 导 法规制 度 的 执行力 。

关键词 ： 《 中 国 共产 党政 法 工作条例 》新 时代 党 的 领导

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 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政法工作的历史传统和基本

经验 。 改革开放以来 ， 党对政法工作 的领导成效显著 ，
但也面 临

一些新挑战 、

新情况和新问题 。 以 习 近平 同 志为核心 的党 中 央坚持党对政法工作领导不动

摇 ，
结合新时代政法工作面临 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

不断推进党领导政法工作的

实践创新 、 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 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

对领导 。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
“

增强依法执政本领 ， 加快形成覆盖党 的领导 和

党 的建设各方面 的党 内法规制度体系 ， 加强和改善对 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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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对新时代党 的领导理论的制度创新

党 中 央制定和颁布 《 中 国 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 （ 以 下简称 《政法工作条

例 》 ） ， 是党 中央加强和改善对政法机关的领导 的重要举措 ， 对新时代党领导

政法工作作 出系统的 、 全面 的 、 具体的行为规范 ， 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对政

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提供了基本依据 ， 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理

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 ， 对加 强新时 代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积累 了 宝贵

经验 。

一 把党的绝对领导理论上升为党 的绝对领导制度规范

把党 的领导理论上升为党对政法工作 的领导制度规范特别是党的绝对领导

制度规范 ， 是 《政法工作条例 》 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价值所在 。 《政法工作条

例 》 在党 内法规体系中 属 于党的领导法规性质和范 畴 。 以 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

党对政法工作领导 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运用党的领导法规形式把党的领导理论

制度化 ， 使党 的领导理论与党 的领导法规相得益彰 ， 是新时代党的领导理论的

发展规律和党的领导法规的鲜 明 特征 。 《政法工作条例 》 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政

法工作的专 门条例 ，
不仅在 中 国共产党近百年发展史上开创 了先例 ， 而且集 中

体现了新时代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理论创新成果 ， 强化 了党的领导理论的党 内

法规制度执行力 。

突出党的领导这个最高原则和鲜 明主题 ， 形成坚持和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

绝对领导理论并上升为党的绝对领导制度 。 这是新时代党对政法工作的理论创

新成果 ， 是党 内法规制度化的精髓和要义所在 。 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立 国

之本 ， 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的核心要求 。 为什么 中 国能保持长期稳定 ，
没有

乱 ？ 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委员会第
一

次会议上讲话中指

出 的那样 ，

“

根本的
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 。 党的领导是党和 国家

事业不断发展的
‘

定海神针
’ ”

。
？ 政法工作是党和国 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 推进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党 内 法规制度化 ， 既是加

强党的领导 的应有之义 ，
也是党 内法规制度建设 的重要任务 。 《政法工作条

例 》 突出党的领导这个最高原则 ， 对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这个大是大非

问题旗帜鲜 明 ， 作为贯穿整个条例 内容的主题 ， 充分体现在坚持党对政法工作

的领导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 ， 始终保持政治清醒和政治 自 觉 ， 任何情况下都不

① 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 的领导 》 ， 中 央文献 出版社 ２０ １ ９ 年版 ，

第 ２６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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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丝毫动摇 。

《政法工作条例 》 至少从六个方面形成和体现 了党对政法工作 的绝对领

导理论 ， 推进党对政法工作绝对领导 的党规制 度创新 。

一

是 《政法工作条

例 》 开宗 明义地把
“

坚持和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

确立为制定 《政

法工作条例 》 的唯
一

目 的 ， 简洁 明 了 ， 直截了 当 。 所谓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

领导 ， 就是 中 国共产党对政法工作具有独立领导权 ， 具有排他性 。 二是 明 确

政法工作的性质和三项职能 ，
强调政法单位是党领导下从事政法工作的专 门

力量 ，
必须在党的领导 下依法履行专政职能 、 管理职能 、 服务职能 。 三是把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确立为政法工作应 当遵循的首要原则 ， 并要求把党的领导

贯彻到政法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 。 四是 明确坚持和加 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

领导 ， 就是坚持党 中 央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 这是 《政法工作条例 》 第二

章的立规精神 ， 明确 了 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的 唯一主体是党 中 央 ， 排除

了地方党委 、 党委政法委 、 政法单位党组 （ 党委 ） 对政法工作 的绝对领导 主

体资格 ， 从理论上澄清 了存在的认识误区 。 五是 明确党 中 央对政法工作实施

绝对领导权的三项职权 ， 即决定权 、 决策部署权 、 管理权 ， 回答 了 党 中 央对

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究竟领导什么这一 问题 。 所谓决定权 ， 就是 由 党 中 央决

定政法工作大政方针
；
所谓决策部署权 ， 就是 由党 中 央决策部署事关政法工

作全局 和长远发展的重大举措
；
所谓管理权 ， 就是 由党 中 央管理政法工作 中

央事权和 由 中央负责 的重大事项 。 通过党 中 央对政法工作实施绝对领导的三

项职权规定 ， 把党 中 央对政法工作 的绝对领导从领导原则转化为领导职权 ，

从制度安排上 回 答和 破解
“

党对政法工作 的领导 ， 是具体 的 ，
而不是抽象

的
”

具体落在哪里的 问题 。 六是规定了党 中 央加强对政法工作的全面领导 制

度 。 这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理论在政法工作领域 中 的具体运用和 丰 富

发展 。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新 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创新 ， 将党的领

导 主要是政治 、 思想 和组织领导扩展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 丰富 和发

展了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 《政法工作条例 》 在规定党 中 央对政法工作的绝

对领导 的基础上 ， 进
一

步对党 中央 加强政法工作 的全面领导作 出 专 门规定 ，

明确
“
一坚持 、

一

确立 、

一研究部署 、

一

加 强
”

的
“

四个
一

”

的领导职责 ，

？

并作为党 中央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 。

① 参见 《 中 国共产 党 政法工 作 条 例 》 ， 资 料 来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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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时代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制度体系 已经定型

通过制定 《政法工作条例 》
， 构建起 由纵向 领导制度和横 向领导制度两大

板块构成的新时代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制度体系 ， 标志着新时代党对政法工作

的领导制度体系 已经定型 。

从纵向来说 ， 创立 了维护党 中央对政法工作 的绝对领导制度体系 。 这是

《政法工作条例 》 对新时代党的领导理论的制度贡献 。 新时代党对政法工作 的

纵向领导制度 ， 由党 中央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制度 、 地方党委对政法工作的

领导制度 、 党委政法委员会的领导制度和政法单位党组 （ 党委 ） 的领导制度

四个层级构成 。 《政法工作条例 》 从第二章至第五章用 四章分别作 出专 门规

定 ， 对四个层级的领导主体 、 领导职责任务分别作 出规定 ， 对各领导主体的职

责范 围作出划分和界定 。

从横 向来说 ，
坚持和强化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 。 这

集 中体现在 《政法工作条例 》 第七章
“

决策 和执行
”

的八个条文规定之 中 。

集体领导 和个人分工负 责相结合 的领导制度 ， 是 《 中 国共产党章程》 规定党

的 民 主集 中制 的六项基本原则之一 。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 ， 中 国共产党

第十八届六 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 》 ， 强

调
“

民主集 中制是党 的根本组织原则 ， 是党 内 政治 生活 正常 开展的重要制度

保障 。 坚持集体领导制度 ， 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 ， 是 民主集 中

制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必须始终坚持 ， 任何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

任何理 由违反这项制度
”

。
？ 用不允许

“

三个任何
”

把这个问题强调到极致 ，

这种情况在 中 国共产党党 内法规中实属罕见 ， 充分体现 了全党的整体意志和坚

决捍卫这一领导制度的意思表示 。 《政法工作条例 》 对党委 、 党委政法委 、 政

法单位党组 （党委 ） 按照集体领导 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 的制度领导政法工

作作 出若干具体规定 ， 既体现作为下位效力位阶的条例对作为上位效力位阶的

党章和准则上述要求的
“
一

以贯之
”

， 也明示政法工作不能搞特殊和例外 。

三 创立维护党中央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制度体系

这是 《政法工作条例 》 对新时代党 的领导理论最重要的制 度贡献 。 坚持

① 《关于 新 形 势 下 党 内 政 治 生 活 的 若 干 准 则 》 ，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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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强党 中央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 这是 由从事政法工作的政治特性和关系

到党和 国家长治久安的稳定大局决定 的 。
？ 学 习 和贯彻 《政法工作条例 》 ， 必

须抓住新时代党对政法工作领导制度体系的根本要求 ， 这就是坚持党 中央对政

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制度 ， 这是贯穿于新时代党对政法工作 的纵向领导制度和横

向领导制度 的重大政治原则 。 《政法工作条例 》 作为党领导新时代政法工作 的

顶层制度设计 ，
无论是在如前所述的纵向 四项领导制度 中 ，

还是在横 向领导制

度 中 ，

一

以 贯之地坚持和加强党 中央对政法工作 的绝对领导 的立规精神 和要

义
，
以习 近平关于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理论为指导 ， 创立和形成 了维护党

中央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制度体系 。

维护党 中央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制度体系 ，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

一

是县

级 以上地方党委领导本地区政法工作应 当 以贯彻党 中央精神为前提 ， 贯彻落实

党 中央关于政法工作大政方针 ， 执行党 中央 以及上级党组织关于政法工作的决

是党委政法委要在 同级党委领导下履行职责和开展工作 。 但是 ， 其首要职责任

务则是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

导 ， 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 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 ， 推动完善和落实政治

轮训和政治督促制度 。 三是政法单位党组 （ 党委 ） 是本单位或者本系统政法

工作的领导主体 ，
不仅要贯彻党 中 央关于政法工作大政方针 ， 执行党 中央关于

政法工作的决定 、 决策部署 、 指示等事项 ，
还要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 中 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 执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 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 。 四是 《政法工

作条例 》 不仅规定 中央政法委 、 中 央政法单位党组 （ 党委 ） 在党 中 央领导下

履行职责和开展工作 ， 对党 中 央负责 ， 受党 中央监督 ， 向党 中央和总书记请示

报告工作 ， 还以
“

兜底式
”

列举的方式用两个条文分别对请示事项和报告事

项作 出规定 。 同时 ， 还规定各省 （ 自治 区 、 直辖市 ） 党委按照有关规定 ， 向

党 中央请示报告政法工作重大事项 。 五是党委 、 党委政法委 、 政法单位党组

（ 党委 ） 在集体讨论和决策本单位在履行政法工作领导职责 的事项时 ， 必须贯

彻落实党 中央关于政法工作的决定 、 决策部署和指示 。 它要求党委 、 党委政法

委 、 政法单位党组 （党委 ） 在集体决策 时 ， 首先必须把 自 己放在
“

四个服从
”

原则 的格局 中进行整体把握 ， 特别是必须抓住
“

四个服从
”

的核心——全党

服从党 中央并从大局着眼 。

① 根据 《 中 国共产党章程 》 、 中 国共产党的其他文献 的规定和 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论述 ， 坚持 党的绝

对领导制度 主要包括坚持和加强党对军 队的绝对领导 、 对国 家安全工作 的绝对领导和对政法工作的

绝对领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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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工作条例 》 的上述规定 ， 其实质是创建 了维护党 中 央对政法工作 的

绝对领导制度 ， 把牢 固树立
“

四个意识
”

和做到
“

两个维护
”

的政治要求转

化为政法工作领域的制度安排 ，
强化政治要求的党 内法规约束力 ， 为监督巡视

地方党委 、 党委政法委 、 政法单位党组 （ 党委 ） 维护党 中央对政法工作 的绝

对领导情况提供了党 内法规依据 。

四 贯彻执行 《政法工作条例 》 需要把握和

处理的制度细节 问题

《政法工作条例 》 有很多具体制度创新 ， 注意把握和处理这些制度细节 ， 实

现制度创新的价值和效能 ， 是贯彻和执行 《政法工作条例 》 精神 的必然要求 。

首先 ， 关于地方党委执行上级党组织决定和执行党 中 央决定之间 的关系 问

题 。 《政法工作条例 》 明 确规定 ，

“

县级以 上地方党委应 当 以 贯彻党 中 央精神

为前提 ， 对本地区政法工作 中 的 以 下事项 ， 落实领导责任
”

？
。 这就要求县级

以上地方党委在遇到上级地方党委决定同党 中央精神和决定不
一

致 、 相抵触或

者相 冲突的时候 ， 必须向党 中央看齐 ， 执行党 中 央决定和贯彻党 中央精神 ，
这

是在重大原则 问题上 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 内在要求 。 否则 ， 按照 《 中 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 第 四十 四条的规定 ，

“

在重大原则 问题上不 同党 中央保

持一致且有实 际言论 、 行为或者造成不 良后果的
” ？

， 就触犯 了 党的政治纪律 ，

要受到党纪处分 。

其次 ，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职权的关系 。 关于这个问题 ， 长期以来 ，

一些领导干部存在
一些模糊认识和不

当做法 。 正如 习近平在 ２０ 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 中指 出 的那

样 ，

一些领导干部对怎么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认识不清 、 把握不准 ， 有 的

该管的不敢管 、 不会管 ， 怕人家说以权压法、 以 言代法 ； 有的对政法部 门职责

范 围 内 的事情管得过多过细 ， 管 了一些不该管 、 管不好的具体业务工作 ；
有 的

甚至 为了一 己之利 ， 插手和干预 司法个案 。 要 以 《政法工作条例 》 颁布施行

为契机 ， 明确两点 。

一

是领导干部不能借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之名对司法机关

工作进行不当干预 。 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是我们党的 明 确 主

①《 中 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 ， 资料来源 ： 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ｓ ．

ｇｍ
ｗ ．ｃ ｎ／２０１ ９ 

－

０ １
／

１ ９／ｃ ｏｎｔｅｎｔ
—３２３

７６７２７ ．ｈｔｍ ，

最后访问 日期 ：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８ 日 。

② 《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 ， 资料来源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１２３７１ ． ｃｎ／２０１８／０８／２７／ＡＲＴ Ｉ１５３５ ３２１ ６４２５０５３ ８３ ． ｓｈｔ

ｍｌ
，

最后访问 日期 ：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８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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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 深刻吸取
“

文化大革命
”

的教训 ， 党 的十
一届 三 中 全会就 明确提出

“

检

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
” ？

。 我 国 宪法规定 ， 人民法院 、 人 民

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 检察权 ， 不受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

人的干涉 。 领导干部干预司 法活 动 、 插手具体案件属 于违反党的工作纪律行

为 。
二是明 确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管方向 、 管政策 、 管原则 、 管干部 ，

不是

包办具体事务 ，
不要越俎代庖 。

？ 关于这个问题 ，
习近平 阐述得十分深刻和透

彻 。 他强调 ：

“

我们说不存在
‘

党大还是法大
’

的 问题 ， 是把党作为
一

个执政

整体而言的 ， 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 ， 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 、 每

个领导干部 ， 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 ， 就不能 以党 自 居 ， 就不能把党的领

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 以权压法 、 徇私枉法的挡箭牌 。 我们有些事情要提交党

委把握 ， 但这种把握不是私情插手 ， 不是包庇性 的插手 ， 而是
一

种政治性 、 程

序性 、 职责性 的把握 。 这个界线
一

定要划 分清楚 。

”？ 每个领导干部都要认真

学 习和深刻领会 ， 内化于心 ， 外化于行 。

最后 ， 强化监督和责任需要做好党 内法规之间的衔接 以及党 内法规和 国家

法律之间 的衔接工作 。 《政法工作条例 》 用专 门一章 ， 对监督和责任作 出 规

定 ， 其 目的是提高 《政法工作条例 》 的执行力 。 这是党的十八大 以 来党 内 法

规制度建设的鲜 明特征 和执行成效显著的重要密码 。 要把 《政法工作条例 》

落到实处 ， 关键在于监督和 责任到位 。 各级党委 、 党委政法委和政法单位党

组 （党委 ） 在履行监督责任时 ， 除 了贯彻落实 《政法工作条例 》 的规定 以

外 ，
还要注意党 内法规之间 以 及党 内 法规和 国家法律之间 的有机衔接问题 。

在党 内法规之间的衔接方面 ， 要把 《政法工作条例 》 与 《 中 国共产党地方委

员会工作条例 》 《 中 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 》 《 中 国共产党党 内监督

条例 》 《 中 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 》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 》 《 中 国 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 《 中 国 共产党问责条例 》 等结合起来贯彻执行 。 在党 内

法规与 国 家法律之间的衔接方面 ，
要把 《政法工作条例 》 与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法 》 《 中 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等结合起来贯彻执行 ， 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
不断提髙党领导政

法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

①《 中 国共产党第十
一

届 中 央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 ， 资料来 源 ：
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 ｎ／

ＧＢ／６４ １６２／６４１ ６８／６４５ ６３／６５ ３ ７ １／４４４１９０２ ． ｈｔｍ
ｌ ， 最后访问 日期

：

２０２０年１月８日 。

② 《全面依法治 国 ， 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

关键少数
”

》 ， 资料来 源 ： ｈ ｔｔ
ｐ ：／／ｔｈｅｏ ｒｙ

，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 ｎ／

ｎ／ ２０ １５Ａ）５ １ ８／ｃ４０５３ １－ ２７０ １ ７ １ ８９ ． ｈｔｍ
ｌ ？ｄ

＝
１２３ ， 最后访问 日 期 ：

２０２０ 年 １月８日 。

③ 《 习近平论法治 ：

“

党大还是法大
”

是伪命题 ， 是政治 陷阱 》 ， 资料来源 ：
ｈ

ｔｔｐ ：／／ ｃｐｃ
．

ｐｅｏｐ
ｌｅ ，ｃｏｍ ． ｃｎ／

ＸＵｅＸ ｉ／ｎ／２０ １５／０５ １ １ ／ｃ３ ８ ５４７５－ ２６９７８ ５ ２７ ．ｈｔｍｌ
， 最后访问 日期 ：

２０２０年 １月８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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