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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性决定着党的生死存亡。加强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之一。进入新时

代的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一改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对党性内涵理解不深刻、将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

抽象化、模糊化、简单化等现象，切实提高党性修养的质量。为此，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紧紧围绕如何提高管党治党科学化水平，通过建立科学的党员干部党性评价体系，结合年终党员民

主评议工作，对党员干部的党性进行科学评价，根除党内存在的两面人、两面派现象，让每一位党员干部的党

性锻炼和党性修养得以做实做牢，不断提高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纯洁性，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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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Party Cadres’Party Spirit

WEI Lei
( Center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World Political Parties，Party School of the
Shan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Jinan，Shandong 250103，China)

Abstract: The Party spirit determines the survival of the CPC．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to
strengthen and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political parties． To strictly govern the party comprehensively in
the new era，we must change some phenomena existed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Party for a long
time，such as 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arty spirit，abstracting，blurring and
simplifying the accomplishment and exercise of the Party spirit，etc．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arty spirit culture． Therefore，we must be guided by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XI Jinping’s new era，centre on how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of
the Party，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Party cadres’Party spirit，combining the
democratic review work of Party members at the end of the year，evaluate their Party spirit scientifi-
cally，eradicate the two － sided，double － faced phenomenon in the Party，let each Party cadre’s ac-
complishment and exercise of the Party spirit be indeed strengthened，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Par-
ty’s advanced nature，enhance the purity of the Party，and build the Party into a Marxist ruling party
walking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times，supported by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with the courage to self
－ revolution，withstanding all kinds of waves test and being vib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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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 ”，［1］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力量源泉。习
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
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2］( p69) 可见，中国共产
党的党性如何，决定着党的生死存亡。但是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着党性修养质量不高，党性提高幅度不
大的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对党性内涵理解不深刻、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抽象
化、简单化、模糊化等现象。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必须紧紧围绕如何提高管党治党科学化水平，科
学地评价党员干部的党性，将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由抽象变具体。这是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以致用，活学活用，以实际行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持
续走向深入、永远在路上的最好体现。

一、正确理解党性的内涵是党性评价的基本前提

党员干部的党性是党的性质、目标、宗旨、作风、纪律、制度、道德等各方面的综合反映，是党员干部
应该共有的属性和特征，是党员干部对党无限忠诚的情感凝结和已内化为实际行动的价值取向。早在
1946 年 6 月，刘少奇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就深刻地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
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3］( p224) 这表明，党性是共产党人阶级性、先进性的集中体
现和升华，而这种升华高度凝结在以人民为中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习近平曾深刻地指出，“党
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4］( p154) 因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5］( p44)“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除开无产阶级解
放的利益以外，共产党没有它自己特殊的利益”。［6］( p130) 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把
“人民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
民的一切。无论在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流血牺牲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国家建设、改革开放
的和平年代，我们党视群众为亲人，人民也衷心拥护党，形成了水乳交融、牢不可破的党群干群关系。在
熔铸这一关系的进程中，千百万党员干部不断理解、认同、实践着党的宗旨，由此形成了对党忠诚、对人
民热爱的坚强党性。可以说，历史时期不同，党员的党性有不同的内涵特征和表现。在革命战争年代，

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为甘愿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实现而抛头颅洒热血;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共产
党员的党性表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自觉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但对党无限忠诚、对
人民无限热爱是永恒不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党性是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行为自觉和精神品格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党性理应体现出与之相适应的鲜明的新时代特征。
这不但在客观上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纯洁性提出了要有新气象新作为的时
代要求，而且在主观上一定要增强“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
目标奋勇前进”［2］( p1) 的党性自觉。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具有坚强的政治定力。“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4］( p154) 党性
的强弱与政治定力的高低紧密相关。党性强，政治定力必然高; 党性弱，政治定力必然低。从理论上讲，

共产党人永远具有强大的自我警醒、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品格。但在和平环境里治国理政，我们
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是长期和复杂的，面临的精神懈怠危
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也将是尖锐和严峻的。因此，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下
正确地保持政治站位，增强政治定力，立场鲜明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就显得十分重要而迫切。“党性说到
底就是立场问题。”［4］( p395) 对党性的新时代要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坚定地站
稳政治立场，精准把握政治方向。“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2］( p62)

“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
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7］只有讲政治，才能使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加
卓有成效地坚持全党服从中央，维护中央权威，坚决捍卫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
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们强调的党性，包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我们党是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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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民利益的党，她没有独立于人民利益的自身利益。”［8］( p63) 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以某个集团、某个社会
阶层为中心，是衡量一个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坚强的党性的试金石。纯洁坚强的党性不是标榜在嘴
上，写在纸上，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必须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无论执政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

都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时时处处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人民的获得感实
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特别是当前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的关键阶段，党员干部一定要以坚强的党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紧跟党
中央，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全面发展教育事业，持续抓好就业再就业，不断增加城乡居
民收入，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幅提高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
设现代化等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并在这种贡献中锤炼党性，升华人生。

三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否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是衡量党员干部党性高
低、强弱的重大问题。“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2］( p66)

我们党要实现长期执政，根本的保证在于始终保持、维护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取得广大人民的坚
决拥护和支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需要过硬的作风、清廉的举动、良好的修行、严格的纪律、
科学管用的制度等要素来维系。具备了这些要素，即使有大风大浪，也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特
别是当前在全党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不懈奋斗的过程中，各级党员干部要以坚强的党性，昂扬的工作斗志，以上率下，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四是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清醒的自律意识。我们党在领导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各种考验是激烈严峻的，如果党性不强，头脑
不清醒，缺乏自律意识，就很容易走向歧途。实践证明，那些被打掉的“老虎”“苍蝇”，就是由于头脑不
清醒、自律意识不强，没有做到时时处处地检讨自己的言行而亵渎、抛弃了党性。“干部的党性修养、思
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积累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生努
力。”［4］( p417) 面对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大环境，每一位党员干部必须就加强党性修养，过好保
持自律意识这个大关。

二、明确和细化党性评价的总体标准是党性评价的基础性工作

共产党人的党性归根到底就是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实践中的反映。诚如刘少奇所指
出:“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 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
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6］( p99)“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
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6］( p103) 可见，党性修养十
分重要。而对党员干部的党性进行恰当评价，是衡量党员干部是否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促
使其永葆革命本色的重要手段。“成为好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
冶。”［4］( p417) 因此，对党员干部的党性进行科学评价，必须明确和细化党性评价标准。

( 一) 政治意识方面

共产党人的政治意识集中表现在“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2］( p62) 方面，如果做不
到这些，就谈不上什么党性。这就是说，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评价其党性强弱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衡量
其政治担当。一个党员干部“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
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 p68) 敢于带头讲政治做表率，政治敏锐性和
鉴别力强，在各种风浪和诱惑面前经得住考验，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就具有坚强的党性，就是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反之，在大是大非面前缺乏精准的政治鉴别力，不
能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摇摆不定，做了政治上的两面人、两面派，甚至彻底打破党的政治纪律
和要求，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这显然不符合党性标准。

( 二) 理想信念方面
衡量一个党员干部是否具有坚强党性的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干部是否具有革命的理想信念，“革

命理想高于天”。［9］( p259)“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相信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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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不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不合格，经不起风浪，这样的干部能耐再大也不是我们党需要
的好干部。”［10］( p44)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
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
病’。”［10］( p47) 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坚定，党性就强，就能牢记党的宗旨，坚定地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

铸牢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
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思想认识上。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不移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自己，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
魂，从内心深处自觉自愿地向党中央看齐，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
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反之，就是理想信念缺失，就是党性不强。二是在实际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矢志不渝地做改革发展稳定的先行军，敢于试错、敢于纠错，坚定不
移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地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反之，奉行个人主义、分
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搞宗派主义、好人主义，对党不忠诚，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就是党
性不强。

( 三) 作风品行方面

习近平指出:“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1］“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11］( p144) 作
风优良，责任意识强就是要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弘扬清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时时处处以
“八项规定”对照约束自己。具体包括:

1． 学风方面。符合党性标准要求的表现是学深弄透做实，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不符合党性标准要
求的表现是学不懂、悟不透，学不深、做不实，降低自我要求，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下降，只是简单完成
支部安排的学习任务，读读原文、抄抄笔记，只及皮毛，未入脑入心，使学习走了形式，没有达到指导行动
的目的，造成学做“两张皮”现象。

2． 工作作风方面。符合党性标准要求的表现是进取创新意识强，敢于担当，真抓实干求实效，真正
撸起袖子加油干而不是撸起袖子加油喊。不符合党性标准要求的表现是缺少责任和担当，为官不为; 重
表面、轻实效。特别是在开展党员活动时，热衷于组织一些能吸引眼球、营造声势的活动，但疏于教育党
员通过活动提高党性意识，水过地皮湿。

3． 生活作风方面。符合党性标准要求的表现是自觉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吃苦耐劳、艰苦奋
斗、勤俭持家，甘于清贫，生活情趣健康。不符合党性标准要求的表现是抛弃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生活
奢靡浪费，甚至违背社会主义道德; 初心意识淡薄，自律意识差，“8 小时以内”与“8 小时以外”的表现不
一样，成为两面人、两面派。

( 四) 守纪遵规方面
守纪遵规是党性强的重要标志。如果各级党员干部都能真正做到守纪遵规，我们党这支 8900 万党

员的大队伍就具有坚强的党性，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就会大大增强。事实证明，许多党员干部之所以堕
落成为腐败分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丧失党性，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正因为如此，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党员干部守纪遵规问题，

并正确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纪大于法、
纪严于法，着力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党性觉悟。因此，在开展党性评价工作中，把守纪遵规问题作为衡
量党员干部的党性是否符合标准要求非常有必要。显然，凡是认真遵守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同时严格
遵守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
工作学习生活，这样的党员干部就是守纪遵规的。反之，就不能视为守纪遵规，就是党性不强 。

( 五) 清正廉洁方面
党员干部丧失党性必然会走向腐败，而“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

胁”。［2］( p66 － 67) 尽管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推动反腐败斗争，尽管民众“对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效
也是满意的”，［12］但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达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境界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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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2］( p67) 可见，把保持清正廉洁
作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既是反腐败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开展党员干部党性评价的现实需
要。清正廉洁，就意味着不以权谋私，不贪赃枉法，秉公办事，两袖清风，这样的党员干部，其党性就符合
标准要求。反之，就达不到标准要求。

三、建立科学的“党性指数”评价体系是党性评价的关键环节

明确和细化党性评价标准，这只是对党员干部的党性评价走出的第一步，尚停留在“定性”评价阶
段，如何客观地衡量一个党员干部党性的高低、强弱，还必须在实践中解决党性评价“定量”的问题，为
此要按照上述党员干部的评价标准建立“党性指数”评价体系。

首先，将党员干部党性评价标准中的政治意识、理想信念、作风品行、守纪遵规和清正廉洁等五个方
面，作为党性评价的五大指标( 见表格) ，每个指标的分值各占一定比例，总分为 100 分。

其次，设定科学合理的评价程序，其中党性评价的频次为一年一次，可与每年底进行的党员民主评
议工作同步进行，也可以单独进行。按党员自评( 权重占 15% ) 、党员互评( 权重占 30% ) 、群众评价( 权

重占 30% ) 、党支部评价( 权重占 25% ) 四个步骤具体组织实施。
一是党员干部自我评价。要紧密结合各自工作岗位，不讲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取得的成绩，只剖析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深刻分析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二是党员互评。以党支部为单位，召
开支部党员大会，党员个人汇报本人工作、履职情况和党性分析材料，支部书记负责点评，党员通过打分
互评，综合计算个人得分。三是群众评价。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时邀请部分群众代表、本单位非党各级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非党退休干部参加会议，填写《群众满意度测评表》，对党员进行满意度测评，测
评结果按统一标准计算个人测评成绩。四是党支部评价。支部成员按照评价标准对党员进行打分。

评议结束后按比例折算党性综合成绩，形成鉴定意见并予以公示。党员党性指数的计算比例为: 党
员自评得分占总分的 15%、党员互评占权重的 30%、群众满意度占权重的 30%、党支部评价占权重的
25%。综合成绩以 10 分为一个分数段，将党性指数分为高 ( 90 分及以上) 、较高 ( 80—89 分) 、一般
( 70—79 分) 、较低( 60—69 分) 、低( 59 分及以下) 五个档次。对年度党员党性指数“高”的党员干部在
年度评先树优、提拔使用方面优先予以考虑，对连续三年取得党员党性指数“高”的党员干部，可根据干
部管理权限和身份，在职级晋升、绩效考核时予以重点体现; 对首次年度党性评价指数在低、较低档次
的，党组织要及时跟进，弄清原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用谈心谈话、诫勉约谈、敲警钟等方式，尽快提高
其党性指数; 对第二年度党性评价指数仍处于低、较低档次的，党组织除警示谈话外，要采取帮扶等得力
措施，促其尽快转化提高。对党性指数连续三年处于低这个档次的，党组织要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在具体实践中，可以设计如下表格来进行党性评价的实际操作。当然，不同工作性质的党组织可根
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指标分值，以充分发挥党性评价的有效作用。

党性评价指数表

姓名 评价内容

支部 政治意识
( 25 分)

理想信念
( 25 分)

作风品行
( 20 分)

守纪遵规
( 15 分)

清正廉洁
( 15 分)

得分 比例
分值

党员自评 ( 15% )
党员互评 ( 30% )
群众评价 ( 30% )

党支部评价 ( 25% )

党性评价指数

党性评价指数等次 共分五个等次: 90 分以上为“高”; 80 － 89 分为“较高”; 70 － 79 分为“一般”;
60 － 69 分为“较低”; 59 分以下为“低”

奖励或警示措施

四、党性评价的可行性分析

党性能否评价? 对这一命题，恐怕不少人深表疑问。笔者认为，对党员进行党性评价，不仅可以做
到，而且是有效管理党员队伍、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有效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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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只要立足实际，坚持分类指导，党性评价的针对性是能够保证的
进行党员干部党性评价需要立足实际，坚持分类指导。按照上述党员干部党性评价总体标准中的

五大要素，可将党员所在的党组织划分为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类别，

分类进行党性评价。例如，对机关党员可以确定“理想信念坚定、宗旨意识牢固、工作作风务实、工作业
绩出色、道德情趣高尚、廉洁自律自觉、服务意识明显”等党性标准，对农村党员可以确定“遵纪守法好、
联系群众好、带头致富好、带动技能好、维护稳定好”的党性评价标准，对社区党员确定“宗旨意识强、社
区服务好、工作学习优、遵纪守法严、联系居民实”等党性评价标准。通过类别化管理为各类党员确定
更为具体科学的党性评价标准，细化评价内容，使对党员干部的评价与自身实际、业务工作紧密联系，切
实增强党性评价的可操作性、针对性、真实性。

( 二) 只要有健全的制度机制作保障，党员干部党性评价的严肃性是能够维持的
进行党员干部党性评价需要健全制度机制，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党性评价的严肃性。为此，要建立

健全沟通联系机制，通过开设邮箱、微信群、热线电话、短信平台、论坛等形式，广泛而便捷地征求党内外
群众的意见建议，及时公开评价标准、环节、过程、结果，接受群众评议和监督，增强评价的透明度。通过
建立评价结果通报机制，对党员的评价结果，党组织以书面形式通知党员本人，同时还要将党性评价情
况通过一定形式向群众通报，接受监督。要对无视评价标准、程序和规定，无故不参加党性评价活动的
党员，第一次实行诫勉谈话，第二次作书面检讨，三次以上的按不合格党员处置。

( 三) 只要突出评价特色，党员干部党性评价的科学性是能够体现的
进行党员干部党性评价需要突出评价特色，增强党性评价的科学性，为此，要注重结果运用，增强党

性评价的公信度和影响力，激发党员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意识、服务意识。
党组织要把推进中心工作、重点项目与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作为党员干部党性评价重要内容，实现党性
评价与具体工作的紧密结合。评价结束后，综合运用评价结果对全体党员干部统一推优排队。对党性
评价指数高的，除了物质奖励外，要积极向组织建议提拔使用。同时，对评价排名指数在后 20% 的党员
干部，在年终考核中不得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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