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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纪检监察派驻机构作为我国的纪检监察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预防腐败、

强化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制度的设计和实际运行中的种种牵绊，

派驻机构在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覆盖面、以及干部队伍上存在着不足，制

约着监督力量的发挥。 

本文主要论述的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研究。首先，对本课题的研究背景、

选题的由来与价值、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其次，阐述了纪检监察

派驻机构设置的理论基础，介绍派驻机构的产生与发展沿革及当前较为普遍的“点

派驻”和“片派驻”两种派驻模式；再次以杭州市余杭区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

为研究样本，分析比较当前余杭区派驻机构管理体制还存在的问题；最后从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提出了余杭派驻机构统一管理体制改革方向，重构派驻机构

的组织架构、人事管理、财政经费、法律赋予的权力、绩效考核机制，以求发挥

派驻机构更好地发挥作用。 

 

关键词：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监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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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organs in China,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accredited agenc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venting corruption and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However, due to various 

obstacles in system design and actual operation, there are deficiencies in the 

independence, authority, professionalism, coverage, and cadres of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accredited agencies, which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pervision forc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reform of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accredited angencies . Firstly,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the origin and 

value of the topic, an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are 

discussed.Secondl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accredited agencies, introduce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ccredited agencies, and "point accredited agency" 

and "piece accredited agency" which are two common modes of accredited 

agencies .Thirdly, taking the reform of Hangzhou Yuhang District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accredited agencies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accredited agencies in 

Yuhang district. Finally,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in order to play a better role in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direction 

of reform in Yuhang unified management system, the new architecture endows the 

accredited agency organization, personnel management, finance, legal powe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accredited agencies; supervision; 
na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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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一）研究背景 

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是当前全球普遍关注的政治问题。1993 年创办的世界

著名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自 1995 年起推出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简称 CPI)，用以反映一个国家公职人员的清廉水平。笔者梳

理了 1995-2016 年透明国际发布的世界各国和地区的 CPI 情况，中国在历年清廉

指数中的得分及排名情况如下： 

 

表 1：中国历年清廉指数得分及排名 

年度 得分 世界排名 上榜国家及地区总量 

2016 40 79 178 

2015 37 83 168 

2014 36 100 175 

2013 40 80 177 

2012 39 80 176 

2011 3.6 75 183 

2010 3.5 78 178 

2009 3.6 79 180 

2008 3.6 72 180 

2007 3.5 72 179 

2006 3.3 70 163 

2005 3.2 78 158 

2004 3.4 71 145 

2003 3.4 66 133 

2002 3.5 59 102 

2001 3.5 57 91 

2000 3.1 63 90 

1999 3.4 58 99 

1998 3.5 52 85 

1997 2.9 41 52 

1996 2.4 50 52 

1995 2.2 40 41 

注：2012 年开始，清廉指数 10 分制改为 100 分制① 

资料来源：透明国际（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http：www.transparency.org/，数据截止 2017 年

1 月 26 日。 

 

                                                             
①孙艳敏.  清廉指数是怎样算出来的[N].  检察日报，201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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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来看，我国得分和排名情况逐年上升，这与我国政府近年来“重拳腐

败”有着重要关系。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对腐败的“零容忍”和构建预

防腐败体系的各项措施，我国的“清廉指数”也呈螺旋攀升的趋势，但清廉指数

一直在 36-40 之间，是一个较低的分数（2016 年满分为 100 分，平均分数为 43

分，丹麦、新西兰为最高分 90 分），这说明，十八大以后在中央打虎拍蝇的一系

列反腐败的举措下，我国的腐败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面临的形势依

然不容乐观。 

（二）选题的由来与价值 

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腐败的成因十分复杂，但腐败

的本质是权力的脱轨和越界，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分配不科学、使用不规范、

监督不力有关。长期以来，我国纪检监察机关承担着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重任。

当前，我国反腐败最为核心力量也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我国从中央部门到区县

一级逐步逐层推行纪检派驻机构统一管理体制，成为反腐败体制变革的一个尝试

和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派驻机构通过三转（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

在执纪监督问责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暴露出制约派驻机构作用发挥的诸多因

素，派驻机构的改革迫在眉睫。 

从 2008 年以来，余杭区纪委在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工作都走在了全省乃至

全国的前面，从 2008 年对重点单位的单独派驻到 2015 年的覆盖全区区直单位的

综合派驻，经历了较为完整的一个改革周期，积累了一定的改革经验。本人自 2010

年开始进入杭州市余杭区派驻机构工作，从派驻教育、卫生等单独派驻纪检组，

再到派驻工信口的综合派驻纪检组，是这场改革的亲身实践和经历者。恰逢浙江

省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试点，半年来，我深刻体会到当前派驻机构与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有些不相适应，一定程度上也阻碍着监督的效力。本课题设

想以杭州市余杭区的纪检派驻机构为研究样本，分析余杭区派驻机构改革的成果

和不足，对照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提出深化完善区县派驻机构体制改

革的构想，以进一步提升派驻机构的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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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本人在派驻机构工作期间，经常翻看学界相关派驻机构体制的研究性文章。

中国的反腐败问题引起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于政治体制的根本不同，再加上

我国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时间比较短，国外学者对我国的这种派驻机构改革很

少有直接的论述。国外已经普遍执行的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对我国的纪检监察派驻

机构改革有着间接的借鉴作用。 

国外最早通过法律明确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的国家是瑞典。1809 年，瑞典议会

通过的《政府组织法》规定：设立一名行政监察专员，由议会在全体议员中民主

选举产生，监督法官与政府官员遵纪守法情况，授权行政监察专员对法官与政府

官员的违法或失职情况进行追诉。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今的瑞典成立了行政监察

专员公署，该公署由 4 名行政监察专员组成，并设首席行政监察专员一名。行政

监察专员在瑞典的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很高，只有议会对其有罢免权。其监督对象

涵盖除议会议员、政府首脑、内阁部长外一切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和其内部工作

人员。 

目前，全球大约 120 多个国家建立了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国外行政监察专员

制度对我国派驻机构具有三点借鉴意义：（1）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行政监察专员

独立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外，日常运行不受党派力量和社会组织的指派和干

涉。行政监察专员的工作经费、工作人员的薪资由议会支付，得到充分的国家层

面的支持和保障，但行政监察专员不得在政界、商界兼职。行政监察专员的裁量

权自由。有权对受监督的对象（包括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的执法行为作出监督

和裁决，并有权将监督过程、调查结果和裁决意见向新闻界公布等。（2）调查案

件具有权威性。行政监察专员可以进入任何公共机构进行调查并调取一切文档与

材料。（3）注重预防功能。一般采用提醒、教育、建议、要求公开事项等抓早抓

小的方式。也正好是这种方式，较容易被受监督的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接受。① 

                                                             
①刘卉.国外行政监察制度可资借鉴[N].  检察日报，2015－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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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许多学者对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的研究很多，就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

一管理的制度设计、存在不足及改进方向等方面都较为全面的论述，从与驻在部

门关系的理顺，健全各项监督制度、队伍建设、统一管理模式、力度等各个角度

进行论述，并提出思考和对策。 

（1）关于派驻机构的必要性的研究论述。 

    李永忠［4］在 2004 年通过对我国 25 年纪检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认为：25

年来，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不外乎围绕两个方面推进：一方面是纪检领导体制改

革，另一方面是纪委书记规格的提升，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出现就是遵循这两条

线改革推进监督关口移到最佳位置。 

（2）关于派驻机构当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方面。 

樊红敏［5］2011 年通过分析三门峡市大纪检组的突破与困境提出三条改革措

施：一是监督主体要在权力上相对独立，在利益上分离；二是监督职能的充分完

善和发挥；三是反腐败专业化建设，将大纪检组定位为以预防腐败的专业化定位

为主。 

钟稳［6］在 2014 年回顾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制度试行的 10 年的工作得失，认为

当前派驻机构主要面临四个问题：角色转换不够到位、配套制度不够健全、干部

队伍有待加强、派驻管理覆盖面不全，提出了四点建议：营造派驻机构统一管理

的思想、理顺派驻机构、派出机构和驻在部门三方关系、抓好改革衔接和配套制

度建设、加强派驻机构队伍建设。 

常有有［7］在 2014 年通过分析深圳宝安区和三门峡市大纪检组与全国普遍实

行的“点派驻”的对比优势，提出当前纪检监察机关由两大难题：一是力量有限，

二是专业化不足，提出按职能划分派驻机构，解决这两大难题，避免派驻机构工

作人员都是“通才”的弊病。 

这些研究中许多观点从管理体制的完善方面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是结合实

际提出可操作性的的建议和思路少。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对派驻机构如何适

应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方向和路径的研究目前暂时空白。本文的研究旨在从纪检监

察派驻机构设置的理论基础出发，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对当前纪检监察派驻机

构存在的问题做一个全方位深入的剖析，在浙江省监察体制改革的当下，提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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