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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原载《中国纪检监察报》

认 真 学 习 贯 彻《中 国 共 产 党 纪 律 处 分 条 例》

提高问责工作规范化精准化水平
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刘一霖

浙江省建德市纪委监委严格问责标准，对问责全过程严格把关，针对问责不到位、不规范、不精准以及向下推卸责任等问题，及时督促纠
正，进一步提高问责实效。图为该市纪检监察干部对一起问责案件进行取证，为精准问责提供依据。 邵明敏摄

张萱：推动规范精准问责从实践操作层
面来说，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有的党员领导干
部政治站位不高，没能认识到失职失责行为
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和对人民群众利益
的损害，生怕问责给当地“抹黑”，放弃主体
责任和监督责任，把问责停留在口号上，导
致问责制度的执行力打了折扣。针对这些
错误思想和行为，要坚持始终从政治上办、
政治上查。问责问的首先是管党治党的政
治责任，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压实
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强化组织领导，层层
落实责任，严格执行“一岗双责”，确保问责不

“失焦”、不“跑偏”。
二是突出问责实效。要坚持一是一，二

是二。失职失责行为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按
什么性质对待，该怎样处分处理就怎么处分
处理，不能搞主观归责。要坚持权责一致，根
据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职责，科学认定失职
失责问题，区分不同情形，当严则严，该宽则
宽，防止搞“一刀切”。要严格落实问责影响
期有关规定，防止出现影响期内被违规使用、
提拔重用等问题。要做好问责的“后半篇文
章”，落实以案促改要求，围绕责任落实这条

主线，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时发出纪
检监察建议书，找准责任点，精准发力纠正偏
差，打通将问责压力转化为尽职动力的通道，
实现标本兼治。

三是坚持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准确运用
问责方式，不要提到问责就要给纪律处分。
要坚持纪法情理贯通融合，既要体现纪法的
严肃性和力度，也要充分彰显组织的关心爱
护和温度，让问责对象心服口服，确保问责取
得良好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
针对不同类型问题，要从政治、纪法、社会等
多方面考虑，真正起到问责一个、警示一片的
效果。建立健全问责后的保障机制，积极探
索建立问责执行、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被问
责人员追踪回访等制度，鼓励问责对象卸下
包袱。

四是规范问责程序。严格按照党章和有
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执行。加强对
问责的启动、调查、报告、审批、实施等全过程
的管理和监督，坚持集体讨论，切实保障当事
人的知情权、申辩权、申诉权等权利。

五是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严管和厚爱
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是党中央的一贯要
求，体现了党组织对干部的关心和爱护，两者

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一方面，要坚持严的基
调，在问责工作中，释放越往后越严的信号，
提醒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严格依照职责履职，
把管党治党责任严起来；另一方面，要增强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的信心，着力解决影响党员
干部干事创业的症结所在，对症下药、有的放
矢，有针对性采取措施，增强党员干部的认同
感和干事创业的信心。

六是要加强对问责工作的监督。正确
认 识 问 责 制 度 设 计 的 初 衷 ，克 服 问 责 范 围
越大、问责层级越高、处分处理越重就等于
工作越有力等错误思想，避免搞“陪同式”

“轮流式”问责，切实保障问责对象的相关
权利。由相关部门建立对问责工作的动态
监 督 机 制 ，切 实 保 障 当 事 人 的 相 关 权 利 。
开展问责案件“回头看”，核实证据是否到
位、定性是否准确、划分责任是否科学、处
理是否恰当，及时发现问题、推动整改，提
升 问 责 工 作 的 规 范 化 精 准 化 水 平 ，对 滥 用
问 责 权 和 严 重 不 负 责 任 的 ，建 立 责 任 追 究
机 制 ，督 促 相 关 党 组 织 更 加 自 觉 地 照 章 办
事、精准问责。

张 萱 湖南省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

王瑞琼 江苏省南京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

温佳宁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监委委员、市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主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中 强 调 ，“ 落 实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政
治 责 任 ，用 好 问 责 利 器 。”二 十 届 中 央 纪 委 三 次 全 会 对 用 好 问 责 利 器
作 出 部 署 ，要 求“ 完 善 问 责 制 度 及 程 序 ，健 全 重 点 领 域 重 点 问 题 问 责
提 级 审 核 、问 责 案 件 评 查 等 制 度 ，防 止 和 纠 正 问 责 不 力 、问 责 泛 化 、

‘ 求 快 不 求 准 ’等 问 题 。”新 修 订 的《中 国 共 产 党 纪 律 处 分 条 例》（以 下
简 称《条 例》）增 写 对 滥 用 问 责 或 者 在 问 责 工 作 中 严 重 不 负 责 任 违 纪
行 为 的 处 分 规 定 ，有 何 意 义 ？ 该 违 纪 行 为 构 成 要 件 有 哪 些 ？ 监 督 执
纪中怎样把握取证重点？我们特邀纪检监察干部进行交流。

张萱：严肃有效问责有利于促进各级党组织、党
的领导干部知责明责、守责尽责、担当作为。但在工
作中，有的单位和地方存在问责不力以及简单化、泛
化等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问下不问上。如有的上级单位将监管权、
监督权、执法权等权力，以人手不足、事多繁杂等为
由，交由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履行。这种情况
下，基层政府执行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实际上是受
上级委托而为之，决策权仍在上级。但出了问题之
后，一些问责只对基层政府和具体执行任务的人员
问责，却不问上级单位和相关领导干部的责任，问下
不问上，导致权责不对等。

二是边界不清晰。关于问责的对象，问责条例中
有明确规定，有的地方却把追究直接责任的案件当成
问责案件，把不适用问责条例的情形也用问责处理，
存在对象边界不清晰、性质认定不精准的问题。如有
的把单位负责人个人参与公款旅游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也作为问责案件处理，导致边界模糊。

三是把握不准确。问责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
的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精准实施。
而实践中，有的错误理解和执行“快查快处”要求，调
查不深不实，出现简单粗暴、生拉硬拽、刻意拔高等
情况。

四是程序不规范。问责条例关于问责程序如何
启动、如何办理都有严格规定。然而，有的党组织和
领导干部却搞主观臆断，一问责就要追究纪律责任，
一追究纪律责任就马上要结果，不按程序规定和要
求，导致问责失去了程序保障。

五是整改不落实。问责与整改，是手段与目的
的关系，问责的目的就是鞭策、激发党员干部担当作
为，推动解决问题，取得工作实效。然而，有的却本
末倒置，问责后没有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一问

了之，甚至用问责代替整改。如有的在上级部门检
查工作后，把问责几个人作为应付检查的方式，至于
问题如何解决、由谁整改，却无人问津。

王瑞琼：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动员千百
遍，不如问责一次”“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
追究”。高悬问责利剑，剑指党员干部担当“塌肩膀”、
干事“软无力”的弊病，通过有效问责能促进各级党组
织、党的领导干部负责、守责、尽责，践行忠诚干净担
当。但若是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
任，不但不能发挥问责激励担当的作用，还会挫伤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新修订的《条例》在第十章

“对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的处分”中增写第一百三十七
条，专门对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
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一是实现党内法规的贯通衔接。问责条例第二
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滥用问
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造成不良影响
的，应当严肃追究责任。《条例》第一百三十七条在党
纪层面对如何追究责任、追究何种责任进一步予以
明确。

二是体现对精准规范问责的要求。实践中除问
责不力、该问的不问外，还存在问责泛化和严重不负
责任的现象。比如，有的“凑数式”问责，把问责泛
化、扩大化；有的“选择式”问责，问下不问上、问小不
问大；有的不区分具体责任，在问责中搞“一刀切”，
等等。对问责工作中的违纪行为进行规制，有利于
提升问责工作的规范化、精准化水平，督促每一起问
责案件都严格依规依纪依法，经得起检验。

三是体现对问责权的监督制约。《条例》对该违
纪行为表述既包括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
不负责任造成的结果，又包括不当问责的过程，体现
了对问责权从程序到实体的监督制约。

王瑞琼：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
责任违纪行为的构成要件如下：

违纪主体。该违纪行为的主体应是有权进行问
责的单位的相关人员。根据问责条例，党内问责的
主体包括党委（党组）、纪委及其派驻（派出）机构、党
的工作机关。从程序看，问责包括问责启动、问责调
查、作出问责决定、执行问责决定等环节，参与这些
环节的相关人员都可能是该违纪行为的主体。相关
人员包括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值得注意的
是，新修订的《条例》第三十九条对“主要领导责任”
范围划分标准由“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修改为“对主
管的工作”，删除了“直接”两个字，不是简单按照职
务区分责任，而以实际权责来区分。

违纪客体。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
负责任违纪行为侵犯的客体是问责工作的严肃性、
公平性，干部群众对问责工作的信赖等。

主观方面。滥用问责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包括
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的
主观方面可以是间接故意，即明知道自己严重不负
责任的行为可能导致问责不精准、不规范，造成不良
影响，仍放任该结果发生；也可以是过失，即由于疏
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导致问责不精准、不规范。

客观方面。客观方面表现为在问责工作中超越
职权，违规决定以及处理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
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造成不良影响。比如有
问责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问责事实认定不
清楚、证据不确凿、依据不充分、责任不清晰、程序不合
规、处理不恰当，或者存在其他不应当问责、不精准问
责情况”等事实的，以处理不恰当为例，问责条例中规
定的问责方式包括对党组织的 3 种问责方式、对党的
领导干部的 4 种问责方式，处理不恰当不仅包括滥用
纪律处分方式问责，还应当包括滥用通报、诫勉、组织
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等非纪律处分的问责方式。

温佳宁：围绕该条款的违纪行为构成，确定取证

重点，进一步规范对该类案件的证据收集审查认定，
实践中须重点收集审查以下证据：

一是被审查人的主体身份，应当查明被审查人
是否系具有问责权的党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及其职权
职责范围。如证明被审查人主体身份的书证，一般
包括党组织的工作职责、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的职务任免文件、干部任免审批表、职务职责划分证
明等；直接责任者、领导责任者、该党组织中组织部
门人员等人的言词证据，证明被审查人的主体身份
及其职权职责范围、是否具有问责的职权职责等，证
明其是否按照管理权限开展问责。

二是证明违纪客观行为的证据。应当查明党组
织、直接责任者、领导责任者超越职权、未按职权处
理或严重不负责任，对问责工作失职的行为及具体
经过，造成何种不良影响等。如作出问责决定的党
组织中的直接责任者、领导责任者等人员的陈述和
辩解，问责对象、被问责单位相关人员的证言等言词
证据，证明被审查人在问责工作中的违纪行为表现；
被审查人在问责工作中所作的书面材料，包括笔录、
勘验检查相关书证、处理建议和意见、所依据的法律
法规或行业规范等书证，佐证被审查人超越职权以
及超越何种职权、程序违规还是实体问题等，以评价
被审查人是否滥用问责或失职。

三是被审查人的主观方面。应当通过被审查人
的陈述和辩解，证明其在问责工作中究竟是明知故
犯的故意还是过失心态。同时，通过其他证据佐证，
比如调取会议记录等能够反映讨论过程的书证，侧
面证明被审查人的主观方面；调取参与问责工作的
其他人员以及问责对象的证言，印证被审查人的主
观心态，比如，问责对象在问责过程中提出合理抗辩
事由，而被审查人不予查证就草率问责的，能侧面证
明被审查人主观上具有明知的故意。

此外，还可视情收集相关鉴定意见、视听资料，
以及反映问责过程的电子数据等证据。

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有哪些
主要表现，新修订的《条例》增写对该违纪行为的
处分规定，有何意义？

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的违纪
行为构成要件有哪些？监督执纪中怎样把握取证
重点？

温佳宁：问责工作的原则是对开展问责
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总体要求的贯彻和具体
化，问责条例规定了党的问责工作应当坚持
的六项原则，六项原则间关联紧密、相互贯
通，实践中应准确把握。

一是依规依纪、实事求是。这是开展问
责工作的基本前提，问责主体必须严格规范
自身权力运行，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章、
其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依规
依纪依法开展问责工作。

二是失责必问、问责必严。问责是管党
治党的利器，必须坚持严的基调，对于失职
失责的，要坚持动真碰硬，敢于问责、善于问
责，把制度的刚性立起来。

三是权责一致、错责相当。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强调，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
究。 实 践 中 问 责 必 须 把 握 权 与 责 的 一 致
性，根据问责事实，合理确定问责范围、层
级，查明各责任人职责、失职失责情节以及
与 问 责 事 实 间 的 因 果 关 系，以 确 定 所 承 担
责 任 的 大 小 ，综 合 考 虑 动 机 原 因 、客 观 条
件、性质危害、认错态度以及一贯表现、挽
回损失等因素，区分不同情况，精准作出问
责决定。

四 是 严 管 和 厚 爱 结 合 、激 励 和 约 束 并
重。问责的目的是通过问责督促党组织和
党 的 领 导 干 部 强 化 责 任 意 识，激 励 担 当 作
为，实践中要做到宽严相济，落实“三个区分
开来”，防止因不当问责挫伤干部干事热情。

五 是 惩 前 毖 后 、治 病 救 人 。 通 过 强 化
问责，使领导干部真正扛起责任，今后不犯
或 者 少 犯 错 误，这 才 是 党 组 织 对 领 导 干 部

最大的关心和爱护。在问责工作中应做好
思想政治工作，注重教育引导，不仅要让问
责对象受警醒、受教育，也要给其他党组织
和 党 的 领 导 干 部 敲 响 警 钟，达 到 问 责 效 果
的最大化。

六是集体决定、分清责任。开展问责工
作，应当 按 程 序 经 集 体 讨 论 决 定 ，防 止 个
人 决 定 、草 率 问 责 。 分 清 责 任 ，一 是 区 分
追 责 和 问 责 ，追 责 是 追 究 直 接 责 任 ，问 责
是 追 究 主 体 责 任 、监 督 责 任 和 领 导 责 任 ，
不 能 混 为 一 谈 ；二 是 搞 清 责 任 划 分 ，既 要
分 清 领 导 班 子 成 员 之间的责任，又要明确
党组织责任与领导干部个人责任，还要注意
上下级党组织及其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责
任，防止向下推责。

张萱：问责工作中准确分清责任，一是
要准确区分追责对象和问责对象。《条例》将
违纪行为有关人员责任区分为直接责任、主
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问责条例规
定，问责问的是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
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实
践中，需要厘清追责和问责的关系，注意区
分追责对象与问责对象，避免将追究直接责
任等同于问责，保证问责工作的准确性和严
肃性。

二 是 要 准 确 区 分 集 体 责 任 和 个 人 责
任。对于集体决策不当等事项的问责，领导
班子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
人、直 接 主 管 的 班 子 成 员 承 担 主 要 领 导 责
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其他班子成员承担重
要领导责任。对党组织问责的，还应当同时
对 该 党 组 织 负 有 责 任 的 领 导 班 子 成 员 问

责。实践中，要注意区分集体责任和个人责
任，防止以集体责任代替个人责任，避免只
问集体责任，不问个人责任。

三是要准确区分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
领导责任。主要领导责任是指领导干部在
职责范围内，对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
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有直
接领导责任，其中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
接主管的班子成员在职责范围内承担主要
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是指领导干部在职
责范围内，在参与决策和参与工作过程中不
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
者后果负有次要领导责任，其中“参与决策
和参与工作”是指按照职责分工，不属于直
接分管工作范围，但参与集体讨论，或者参
与有关工作实施。实践中，对“一把手”的问
责，要防止以重要领导责任代替主要领导责
任，避免出现问责不平衡问题。

四是要准确区分上级主管部门责任和
属地管理责任。正确处理上级主管部门“谁
主管、谁负责”和地方“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的关系，厘清两者职责权限，区分责任轻重，
坚持实事求是，杜绝以“属地管理”代替“上
级主管责任”，坚决纠正只问基层的责任，不
问上级主管部门责任的错误倾向。

五是要准确区分失职失责和先行先试
出现的工作失误。问责条例要求严格落实

“三个区分开来”要求，规定了不予问责或者
免予问责的情形，为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的
干部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实践中，落
实“三个区分开来”，要避免把先行先试中出
现的工作失误直接等同于失职失责。

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怎样更好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在问责工作中把准基本原则，准确分清责任？

怎样严格依规依纪依法，进一步推动规范精准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