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党内法规建设工
作。1921年7月，党的一大制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
一个纲领》，这个纲领具有党章性质、起党章作用，这
是党的历史上制定的第一部法规。此后28年中，党
中央根据实践需要，先后制定颁布和实施了120余部
重要法规。其中，组织性法规、党员干部性法规和军
事性法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三
个重点领域，这一特点是与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革
命任务分不开的。

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案明确规定红军的性质、
宗旨和任务，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
规定红军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古田会议决议案
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正式形
成。决议案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不但在红军队伍中逐
步得到实行，而且对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深远
影响。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共产党是
有自己规矩和规范的政党。这些规矩和规
范主要体现在党内法规上。党内法规是党
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
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

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
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党内法规集中反映
党的意志，对于维护党内秩序、规范党内
生活、调整党内关系、推进党的建设、确保
团结统一和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28年制定120余部重要法规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
出“党内法规”的概念。他指出，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
轨，除了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
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
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
行动”。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
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
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
机构的决定》等三部重要党内法规，首次对党各级组
织的权力运行提出具体规范，奠定了党的领导制度的
基础。

1947年，为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部
队的正规化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关于重
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从此，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从形式和内容上被固定下来，全军有了统一
的革命纪律。

1948年以后，为加强党的建设，做到全党上下在
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统一，中共中央连续发
出指示，要求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建立请示报告制度，
并对各项工作中的决定权和请示备案制度均作了详
细规定。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对于加强党的集中统
一领导，进一步统一党的意志和纪律，活跃党内民主
生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起
了重大作用，为党夺取和掌握全国政权作了重要的政
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内法规形式多
样、覆盖广泛、内容丰富、灵活高效、务实管用，都是在
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中总结凝练而成，在实现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建
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收录的党内重要法规57部。除
八大党章外，在党的组织方面，1950 年颁布了《中共
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等，明确了党
组织发展重点应放在城市等重要内容。在党员和党的
干部方面，1952年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在“三反”运
动中党员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给予党内处
分的规定》等法规。在党与政府相关关系方面，1953
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
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
导的决定》等法规，这是中央通过党内法规来调整和
适应党与政府关系的有效尝试和积极探索。这些法规
在我们党实现执政党角色转变上发挥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无视法规、破坏法规、践踏法
规的惨痛历史教训，迫使我们党对党内法规建设的
认识达到新高度。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
平强调“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
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
保障”，深刻揭示了党内法规的地位和作用，阐述
了党规党法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按照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的要
求，中央接连发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等一批重
要党内法规，总结了历史上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教
训，把党章的有关规定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具体
化，成为从法规制度上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
为实现党风根本好转发挥重大历史作用、产生深远
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党的建设的不断发
展，党内法规建设逐渐步入规范化发展的快车道。
1992年，十四大党章明确提出党的各级纪委的主要
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党内法
规”的概念首次得到党的根本大法——党章的正式
确认，在党内法规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06
年，中央纪委全会提出要“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
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提
出建设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这一重大任务，党内法规
建设进入体系化建设的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建
设，以“中央八项规定”为标志陆续修订出台了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等一批重要党内法规，形成了包括一部党
章、两部准则、24部条例，以及一系列规则、规
定、办法、细则等比较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为管
党治党、执政治国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党内法规建设，2013年，首
次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
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等党内“立法
法”，迈出用制度约束权力的重要一步。2013年11
月，首次发布《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
要（2013—2017年）》，明确提出到建党100周年
时全面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
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2014年10月，中央党
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完成，标志着党
内法规制度建设已经迈入新的历史阶段。十八届
四中全会历史性地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
系”确立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重要内
容，对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十
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依法执政，全面提
高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
党的能力和水平”，把依规治党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为新形势下党内法规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注
入了强大动力。

图①：1929 年，古田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同志
主持起草的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
会决议案》。

图②：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中央
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三部重要党内法规。
图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

图③：平津战役中，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原傅作义
部士兵，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图④：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图⑤：党的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进一步充实
了关于党的建设总体要求。

党 规 是 怎 样 炼 成 的

六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首提“党内法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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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建立请示报告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

党规重在调整党和政府关系

党的十四大

党章首提“党内法规”

党的十八大以来

形成较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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