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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努力构建打造完善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监督体系，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各次会议

精神和推进新形势下科学严密有效管党治党的必然要求。本课题从“强化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大监督’

理念、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大监督’机制、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大监督’实践”这三个视角

来探索实现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监督体系，通过强化“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协调贯通”，做实全面

监督、专责监督、职能监督、日常监督、民主监督，推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监督体系良好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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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Constructing Modern University Supervis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Qianru Guo, Xu Pan, Kang Chen 

Wuxi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Arts & Technology 

[Abstract] Striving to build a perfect modern university supervis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each meeting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advancing the 

scientific, strict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e Part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is topic explores the 

realization of a modern university supervis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cept of ‘supervision’ in modern univers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supervision’ in modern univers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 promotes the sound 

operation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supervis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strengthening “internal 

Party supervision as the leading factor and coordination and connection of various supervisions” to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supervision, dedicated supervision, functional supervision, daily supervision, and democratic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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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析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监督

体系的时代背景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强化权力运

行制约，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党中央

总揽全局、高瞻远瞩提出坚持和完善党

和国家监督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

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议再次强调健全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大监督”体制机制的题

中之义，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途径，是正当其时、高屋建瓴

的完善发展。以上一系列部署，带领我

们走入本课题研究领域重点关键词“监

督体系”的又一个新境界，对有关监督

体系的研究具有极大意义。 

具体到大学而言，以上两次会议发

布的一系列决策制度，为大学回答怎样

扎根中国大地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如何

培养高素质接班人等问题提供了决策依

据和科学指引。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监督

体系是我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极为关键

的组成部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高校

监督体系是否完善关系到我们站在两个

一百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如何开局起

步，如何实现通过体系的改革创新 终

实现这一新目标。探析中国特色现代大

学监督体系是高校落实十九届四中全

会、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会议精神

的具体举措，我们可以将课题的理论优

势转化为管党治党高效能，推动高等教

育持续改革创新，以点带面带动突飞猛

进发展， 终实现我们的高等教育高质

量发展，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核心竞争力。 

2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监督

体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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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面对现状。当下，席卷全球的突

发公共卫生问题除了极为考验国家治理

能力，也同一时间向我国大学乃至全球

大学集体发出了一份份质疑现代大学体

系是否完善的问卷。疫情的发生告诉我

们要从全社会的角度思考教育问题，我

们不仅要关注高等教育发展本身，正视

在这场考试中暴露出的不足，通过完善

现代大学制度等多措并举，努力构建现

代大学监督体系，实现靠前监督、综合

监督，以科学慎密的监督体系保障执行，

不断提升治理效能，持续促进完善发展，

才足以应对风险和挑战冲击。 

2.2实践路径。高校肩负着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智力支

撑和人才支持的崇高使命。高校应当着

眼于强化监督的协同，把握监督重点、

融合监督资源、凝聚监督合力，建立和

完善上下贯通、协调有序、高效有力的

“大监督”格局和工作机制，全面提高

监督质效，开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监督

之路的新征程。 

2.2.1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遵循，强化中国

特色现代大学“大监督”理念。 

近年来，党中央带领我们巩固和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在正风肃纪反腐领域

取得了极为明显和极其卓越的成效。健

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要把制约监督权

力作为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的根本前提，

把强化党内监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

础工程，促进各类监督上下联动、左右

协同发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充

分发挥其优势。高校对标党中央，增强

各监督相关者之间的连结沟通，强化中

国特色现代大学“大监督”理念，加强

教育引导，达成思想共识，为开展大学

监督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2.2.2以强化“党内监督为主导、各

类监督联动协调”为主线，健全中国特

色现代大学“大监督”机制。党内监督

在所有监督形式中毋庸置疑是排序第一

的，必须挺在前面，它可以与其他监督

结合起来，构建现代大学“大监督”机

制，协作推动高校发挥 大的监督实效。

而其他监督包含主管部门监督、监察机

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人民法院、检

察院）、内部行政监督（层级监督、审计

监督、财会监督）、社会监督（党外人士

监督、舆论监督）等等。 

表1 中国特色大学监督体系构成 

监督类型 监督性质

党内监督 其他监督

党委（党

组）监督
主管部门监督 全面监督

纪律检查

机关监督
监察机关监督 专责监督

党的工作

部门监督

司法机关监督

（人民法院、检察院）
职能监督

党的基层

组织监督

内部行政监督

（层级监督、审计监

督、财会监督）

日常监督

党员监督

社会监督

（党外人士监督、舆

论监督）

民主监督

 

2.2.3以做实全面、专责、职能、日

常、民主监督为抓手，推进中国特色现

代大学“大监督”实践。 

高举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这一旗帜，

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监督体系的路

径，已经历由夯基固本、立柱架桥，到

积极推进、上下求索，实现协同联合、

高效配合的 终目的。新形势下，要以

全新的视角深化对现代大学监督体系的

认识，发挥中国特色优势，突出我党的

人民性、更强统筹性、育人的全面性，

使得全面、专责、职能、日常、民主监

督环环相扣，紧密联系，又相互独立运

转实践，真正建成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大

监督”格局。 

3 结束语 

百年树人,教育为本。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中国要建成文化

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国民素质

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这一崇高目

标。为达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远景目标，高校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

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重大职能，通过

推动具有世界意义、不可替代的现代大

学监督体系建设，完善大学治理体系，

与中国特色相融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在新起点改革创新，为实现党和国家第

二个百年目标崛起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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