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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明张志明张志明张志明：：：：实行党务公开是大势所实行党务公开是大势所实行党务公开是大势所实行党务公开是大势所趋趋趋趋 

要想和老百姓一起把党组织建设好，把政权建设好，把国家建设好，就一定要公开透明。

尤其是事关人权财权事权的问题，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都要公开，都要透明。群众

参与进来了，他知情了，就会支持你；他没参与进来不知情，即使你是对的，他也可能要反

对你。现在一些矛盾的产生，就是因为党务政务不公开；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多也是

因为党务政务不公开；而贪污腐败的出现，还是因为党务政务不公开，搞暗箱操作的结果。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

这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党务公开的又一重大举措，预示着党务公开已

经从理念层面、决策层面走向了操作层面，已经从局部试验阶段逐步走向了全面实践阶段，

已经从单项的尝试逐步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

流的高度自觉，其意义是深远的，其前景是值得期待的。 

 

实行党务公开确实是大势所趋。从一般的道理来讲，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变成了一个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已

经从一个在外来势力封锁半封锁状态下领导人民用计划经济的体制办法搞国家建设的党，变

成了一个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用市场经济的体制办法搞国家建设的党。党要适应这种深刻

的转变，就必须实行党务公开。因为我们是执政党了，不是革命党了；革命党是在地下活动，

执政党是在地上活动；革命党要保密，执政党要公开；革命党推翻旧政权，执政党要领导新

政权和巩固新政权。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

利益主体意识在觉醒，政治参与的民主意识将越来越强烈，对知情权的诉求也必然越来越迫

切。这一切早已不是理论的逻辑推演，而是中国社会发展遇到的现实问题。也就是说，民主

政治决不再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奢侈品，而是须臾不可缺失的必需品。 

 

笔者连续多年做地方和基层党委的案例调研，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比如我们 2006年到

四川的南江县调研时，就听到乡镇的书记镇长和村两委的干部感慨地对我们说，基层如果再

不民主，再一个人说了算，再简单拍脑袋决策，真的行不通了，工作没有办法做了，老百姓

不买账了，不答应了。他们举了很多案例，对我触动很大。今年再次到四川巴中调研时，更

是同时听到了各级党委书记这样的话，如果不公开，不协商，不民主，基层党的活动就很难

为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同了。 

 

通过大量的基层调研，笔者体会到：要想和老百姓一起把党组织建设好，把政权建设好，把

国家建设好，就一定要公开透明。尤其是事关人权财权事权的问题，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

问题，都要公开，都要透明。群众参与进来了，他知情了，就会支持你；他没参与进来不知

情，即使你是对的，他也可能要反对你。现在一些矛盾的产生，就是因为党务政务不公开；

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多也是因为党务政务不公开；贪污腐败的出现，也是因为党务政

务不公开，搞暗箱操作的结果。 

 

如果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心目中就是在搞暗箱操作，就是几个人在那里凭想

象、拍脑袋决定事情，甚至认为就是书记个人说了算，搞“一言堂”、“家天下”，那么，人民

群众遇到事情就不会总和你一条心。如果公开、透明、开放，让其参与进来，就不会出现这

种现象。所以，一定要公开党务政务，让广大党员和老百姓知道我们在研究什么，在干什么，

只有坚定不移地做好党务政务公开，才能赢得老百姓的信任、支持，才能赢得人心。只有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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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选举权和监督权，才能不断增强地方和基层党

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应该说，中央政治局这次审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也是在认

真总结地方党委和基层党组织探索党务公开的实践经验基础上，集中全党智慧所达成的全党

共识。这是我们党积极推进党内民主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沿着这样一个发展脉络，我们期待

着在基层党组织党务公开取得经验之后，能及时地将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的范围向地方党委

和政府延伸，从而更切实地推进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步伐，更有效地保证党

的执政权力越来越在阳光和透明的条件下运行。 

 

也许有人会认为，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实行党务公开比较好操作，遇到问题也容易得到及时解

决，不会产生大的不利影响。如果把党务公开扩展到地方党委，会不会出现预料不到的问题，

比如：会不会影响地方党委和书记的领导权威？都公开了，都参与进来了，会不会搞得七嘴

八舌影响执政效率？会不会影响到党和政府的保密工作？ 

党务公开、透明和开放后会不会影响到书记和党委的权威呢？这个问题可以换一个角度

来提，即党务不公开、不透明、不开放，就有助于提高地方党委和书记的权威吗？即便是这

样树立了书记和党委的权威，这样的权威又是为了什么？如果说在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社

会，甚或在外来势力封锁下的计划经济时代，这样考虑问题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在全面改

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今天，这样的论调就实

在有悖时代发展了。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等级森严，老百姓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让老百姓了解太多，所以

老百姓根本无从知道统治者在想什么在做什么，这种封建愚民政策与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是格

格不入的。但这样一些思想在我们一些干部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他们认为凡事搞得神秘一

点才能体现自己的权威。实践证明，靠封闭，靠神秘主义，靠暗箱操作来维系的所谓权威是

不能持久的，最终也是会失去权威的。特别是在网络民主高速发展的新媒体时代，神秘主义

必然造成谣言四起，造成各种“段子”泛滥，而长时间的误解、隔膜和冷漠最后很可能被诱发

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流言止于公开，诽谤源于猜疑”，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党务公开，因为开放后这些东西自然就

没有空间了。所以，真正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不会影响地方党

委和书记的领导权威，只会更好地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赖。 

 

关于影响决策效率的担心，也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传统体制权力过分集

中的弊端，造成了至今依然严重存在的书记“一把手”说了算的习惯，并且往往一个书记一个

思路，“张书记挖沟李书记填，张书记栽树李书记砍”。“一言堂”、“家天下”，书记提出的议

题都获得通过，谁都不敢提出不同意见，这样的决策实际上往往容易造成重大失误。这种带

有人治色彩的执政方式和决策方式，表面上看效率很高，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衡量，往往

效果最差，后果严重，而且无人买单，书记调离之前大多还无法纠正。 

 

而党务公开以后，特别是党的重要决策会议公开以后，势必参加会议的人会多起来，发言的

人会多起来，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也会多起来，从而使讨论的时间会长一些，决策的速度会慢

一些。表面上看，决策的效率似乎降低了，但实践证明，这样的决策往往更符合实际，也更

科学。话说回来，透明、公开、开放的集体决策，即使出现一些失误大家也会理解和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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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一旦发现有决策失误，大家会全力以赴及时加以纠正，而不会非要等到这个书

记调离以后大家才敢说出不同意见。 

 

关于对保密的影响。保守国家秘密，严守党的纪律，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任何政党都有自

己的秘密，都必须保守秘密。但地方党委和党的基层组织都是执行层面。基层的任务就是把

中央和省里的决策执行好、贯彻好、落实好。地方和基层党委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都是关于

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的事情，不会涉及更多保密的东西。事实上，

在地方和基层想要保密也保不了。而从根本上说，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没有什么可以跟自己的党员和人民保密的，除了涉及国

家安全的机密外，各级党委特别是基层党组织日常的党务活动和政府的政务活动，都是可以

而且必须要对党员和人民群众公开的。这是党员的基本权利，也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从我们在地方调研的实际情况看，地方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党务公开的实践效果是令人振奋

的。比如四川巴中这几年大力推行党务公开以后，不仅有效地整合优化了执政资源，调动了

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保证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效促进了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而且大

大提升了市、县、乡镇各级党委及其它党的基层组织的公信力，大大改善和密切了党群干群

关系，切实巩固和扩大了党在当地的执政基础。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党的基层组织

党务公开的全面展开和积极推进，将会为全党的党务公开带来新的局面和新的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