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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

重要命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同时首次明确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并将其摆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首要位置，

确定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1] 新修

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部分旗帜鲜明地

写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也将“中

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重要论断写进宪法。这无疑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实践成功经验的深刻

总结，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在中国政治语境下，党的领导专指中国共产

党对中国人民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事务方

面的领导。然而，党的领导并不简单地是一种既

定的“地位”，其一方面是党对人民群众加以引

导和组织的带领性活动，另一方面是党同人民群

众之间形成的某种特定关系，党的领导正是基于

这种活动和关系之上所获得的地位状态。[2] 也就

是说，党的领导概念的核心内容是党为了人民利

益而率领人民奋斗、体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之中。为此，有学者将党的领导的逻辑起点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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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中心论”，即“党和国家力量来源于人

民的‘人民生成论’，党和国家事业依靠人民的‘人

民主体论’，以及党和国家为了人民的‘服务人

民论’”。[3] 既然如此，人民如何看待和认识党

的领导尤其是从“党的领导”到“党的全面领导”

的转变，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逻辑起点

和根本所在。基于此，本研究从“人民中心论”

出发，希望通过大样本问卷调查了解社会各界对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重要论断的认

识和看法，以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党的领导的丰

富内涵和实践状况。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分布

为广泛了解社会各界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有关问题的认识，我们

借助与 H 市党政部门的合作研究，在全市层面展

开了一次大样本问卷调查。H 市作为改革开放的

前沿城市，经济比较发达、思想较为开放，以此

为调查对象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此次调查研究

采用概率抽样方法，以全市所有居民为调查总体、

居民个体为抽样单位，抽样设计上采用分层抽样，

即“在抽样之前将总体分为同质性的不同群（或

层）”，[4] 这样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代表性同时

减少抽样误差。课题组共发放调查问卷 3950 份，

回收问卷 3908 份，回收率为 98.9%，其中有效问

卷 3858 份，有效率为 97.7%。样本涵盖不同政治

面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不

同月收入的人群，具体构成情况如下：调查样本

的政治面貌分布，中共党员为主要政治身份；年龄

分布，40 岁以下青年为主要年龄段人群；职业分布：

企业、社会组织职工和市、区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以

及街道、社区基层干部为主要职业群体。月收入分

布：3000 元 -2 万元为主要月收入段。（见表 1）

二、对党的全面领导概念的认识

社会各界对“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解多样，

从不同问题角度可以窥见全貌。根据调查数据可

知，绝大部分人认为党的全面领导并不意味着党

管一切。然而，在党的全面领导与党的执政、党

的建设关系问题上却存在不同的认识，有 12.67%

的受访者认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执政是一回

事”，17.98% 的受访者认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

的建设实质上是一样的”。此外，虽然“党的全

面领导”是党的十九大重要的表述变化，但是依

然有 6.21% 的受访者认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

领导没有什么区别”。      

      表 1 调查样本的构成情况

指  标 选  项 票 数 比 例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2586 67.03%

共青团员 370 9.59%

民主党派 60 1.56%

无党派 78 2.02%

群众 764 19.80%

年  龄

30 岁以下 1434 37.05%

31-40 岁 1378 35.61%

41-50 岁 700 18.09%

51-60 岁 286 7.39%

60 岁以上 72 1.86%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31 0.81%

高中（含中专） 195 5.08%

大专 836 21.78%

本科 2107 54.88%

硕士及以上 670 17.45%

职  业

市、区机关事业单位干部 1001 26.49%

街道、社区基层干部 827 21.88%

私营企业主或合伙人、企业
高管

221 5.85%

企业、社会组织职工 1214 32.12%

在校大学生 115 3.04%

社区居民（含离退休、待业、
失业人员等）

401 10.61%

月收入

3000 元以下 352 9.20%

3000 元—1 万元 2336 61.06%

1—2 万元 870 22.74%

2—10 万元 239 6.25%

10 万以上 29 0.76%

调查数据显示，从政治面貌来看，受访者中

中共党员对党的全面领导有关说法的不认可度最

高，平均比例逾 90%；其次是共青团员和民主党派，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认识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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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 比 例 逾 85%； 最 低 的 是 无 党 派 和 群 众， 平

均 比 例 逾 75%。 从 年 龄 来 看，60 岁 以 下 年 龄 段

的受访者对党的全面领导有关说法的不认可度趋

同， 比 例 均 逾 85%；60 岁 以 上 年 龄 段 的 受 访 者

不认可度最低，比其他年龄段的受访者平均下降

10%。从文化程度来看，学历层次因素对认识程

度影响显著，文化程度的高低与了解程度呈正相

关趋势，学历越高对党的全面领导有关说法的不

认可度越高。从职业来看，市、区机关事业单位

干部对党的全面领导有关说法的不认可度最高，

平均比例逾 90%；不认可度最低的是社区居民（含

离 退 休、 待 业、 失 业 人 员 等）， 比 市、 区 机 关

事业单位干部低 10%。从月收入来看，对党的全

面领导有关说法的不认可度呈中间高两头低的趋

势，不认可度最高的是 1-2 万元月收入的受访者，

比例逾 90%；最低是的 3000 元以下和 10 万元以

上月收入的受访者，比 1-2 万元月收入的受访者

低 90%。

可以看出，对于党的全面领导有关说法的理

解，受访者中中共党员高于其他群体，60 岁以下

受访者认识趋同，文化程度与不认可度呈正相关，

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不认可度高于其他职业，月收

入与不认可度呈正态分布。换言之，在党的全面

领导的认识问题上，中共党员和事关事业单位干

部比其他职业群体要准确，不同年龄段以 60 岁为

界认识有所差异，文化程度高低对认识程度具有

显著影响，中间收入阶层比高低收入群体的认识

更为理性。

三、对党的全面领导中“全面”的认识

对“全面”二字的理解，是认识“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问题的关键。根据调查数据可知，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体现为领域、内容、机

制、方式等层面的全面性，即领域上的“全覆盖”、

内容上的“全方位”、机制上的“全过程”、方

式上的“全贯穿”。其中，30.55% 的受访者认为

“全面”主要指内容上的“全方位”，25.62% 的

受访者认为“全面”主要指机制上的“全过程”，

22.36% 的受访者认为“全面”主要指方式上的“全

贯穿”，21.47% 的受访者认为“全面”主要指领

域上的“全覆盖”。（见表 2）

表 2  对党的全面领导中“全面”的理解

选项 全面含义 票数 比例

全方位
涵盖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建
设等

3398 30.55%

全过程
涵盖价值引导、制度规范、干部
任免、联系群众等整个过程

2849 25.62%

全贯穿
贯穿各级党组织，一插到底，每
个党组织都肩负责任

2487 22.36%

全覆盖 涵盖党政军民学所有领域 2388 21.47%

调查数据显示，从政治面貌来看，受访者对

“全面”主要涵盖范围的认知一致，最高的是“全

方位”，其次是“全过程”；认可度最低的是“全

覆盖”。从年龄来看，受访者对于“全面”主要

涵盖范围的认知相同，最高的是“全方位”，其

次是“全过程”；认可度最低的有所不同，40 岁

以下年龄段受访者认为是“全覆盖”，41 岁以上

年龄段受访者认为是“全贯穿”。从文化程度来看，

受访者对于“全面”主要涵盖范围的认知一样，

最高的是“全方位”，其次是“全过程”；认可

度较低的有所分别，“初中及以下”和“硕士及

以上”学历受访者认为是“全贯穿”，“高中（含

中专）”“大专”和“本科”学历的受访者认为

是“全覆盖”。从职业来看，受访者对于“全面”

主要涵盖范围的认知一样，最高的是“全方位”，

其次是“全过程”；认可度较低的有所差异，“市、

区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受访者认为是“全贯穿”，“高

中（含中专）”、其他群体受访者认为是“全覆盖”。

从月收入来看，受访者对于“全面”主要涵盖范围

的认知相似，最高的是“全方位”；认可度较低的

有所区别，“3000 元以下”和“3000 元 -1 万元”

月收入的受访者认为是“全覆盖”，“1-2 万元”

和“2-10 万元”月收入的受访者认为是“全贯穿”，

“10 万元以上”月收入的受访者认为是“全过程”。

可以看出，对于党的全面领导中“全面”的

理解，受访者对主要涵盖范围的认识比较一致，认

可最高的是“全方位”，其次是“全过程”，而对

于“全贯穿”和“全覆盖”的认识则有所不同。换

言之，在党的全面领导中“全面”的认识问题上，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认识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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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受访者从静态的内容层面和动态的机制层面基

本形成统一认识，认为在内容上要将党的领导全方

位地展现，在机制上要把党的领导贯通于工作全过

程，此外，对“全贯穿”和“全覆盖”的认识虽然

存在一定差异，但也可认为是“全面”的重要范畴。

四、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存在的薄弱领域

认清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存在的薄弱领

域，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切入点。根据调查数

据可知，党的全面领导总体上涵盖的领域齐全、

起到的作用突出、发挥的效力明显，基本做到了

全方位、全过程、全贯穿、全覆盖。但是，当前

党的全面领导依然存在一些薄弱领域，受访者认

为最突出的是“物业公司”，占比 13.90%；其次

是“基层治理”，占比 10.59%。相反，受访者认

为“党政机关”“科研院所”“高校”等是党的

全面领导较为完善的领域，占比不到 4%。

调查数据显示，从政治面貌来看，受访者对

党的全面领导薄弱环节的认识基本一致，都认为

突出领域是“物业公司”，其次是“基层治理”“两

新组织”“业委会”等；民主党派的认识则有所

差异，认为薄弱领域是“社区”“国有企业”“医

院”和“业委会”。从年龄来看，40 岁以下年龄

段的受访者认为全面领导存在的薄弱领域集中在

“物业公司”“基层治理”和“两新组织”；41

岁以上年龄段的受访者认为全面领导存在的薄弱

领域集中在“物业公司”“业委会”“基层治理”。

从文化程度来看，本科及以上学历受访者的看法

虽 然 略 有 不 同， 但 都 认 为 薄 弱 领 域 有“ 物 业 公

司”“基层治理”和“两新组织”。从职业来看，

各群体受访者都认为“物业公司”是党的全面领

导存在的薄弱领域；除此之外，不同职业群体认

为的薄弱领域还有“业委会”“两新组织”和“基

层治理”。从月收入来看，与职业群体看法相同，

也都认为“物业公司”是薄弱领域；此外，“3000

元以上”“2-10 万元”和“10 万元以上”月收入

的受访者认为还有“基层治理”，“3000 元 -1 万元”

月收入的受访者认为还有“两新组织”，“1-2 万元”

月收入的受访者认为还有“业委会”。

可以看出，对于当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存在的薄弱领域，受访者的看法大致相同，有

23 个群体认为最突出的是“物业公司”、16 个群

体认为是“基层治理”，此外还有“两新组织”和“业

委会”。其中，物业公司作为基于房产所形成的

服务组织，是居民日常生活最直接的服务提供者，

却是党的领导最为薄弱的领域。在基层社会治理

中，加强对物业公司、业委会和两新组织等领域

的党建工作，提高党组织覆盖率、提升党建工作

水平，将是基层党建的工作重点。

五、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存在的突出问题

明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存在的突出问

题，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突破口。根据调查数

据可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下，党的建

设存在的矛盾问题和短板弱项等各方面总体上得

到提升。受访者认为，当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存在的最突出问题表现在“少数基层党组织

领导地位弱化、虚化、边缘化”，占比 19.58%；

其 次 是“ 在 一 些 领 域 缺 乏 法 律 支 撑 ”， 占 比

17.82%。除此之外，一些领域缺乏制度性安排和

体制机制不顺、部分党组织无职无权和执政能力

不高等也都是问题所在。（见表 3）

表 3 当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存在的突出问题

选  项 突出问题 票数 比例

地位弱化
少数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弱
化、虚化、边缘化

2033 19.58%

缺乏法治 在一些领域缺乏法律支撑 1850 17.82%

缺乏制度 在一些领域缺乏制度性安排 1614 15.55%

无职无权
在一些领域党组织无职无权
无资源

1584 15.26%

能力不高 部分党组织执政能力不高 1565 15.07%

机制不顺
在一些重大工作中的体制机
制不顺

1564 15.06%

调查数据显示，从政治面貌来看，受访者对

当前坚持和坚强党的全面领导存在的最突出问题

的看法有所不同，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认为是领

导地位弱化；民主党派、无党派和群众则认为是

缺乏法律支撑，其中民主党派认为这个问题最为

突出，较平均值高出 18.81%。从年龄来看，不同

年龄段的认识比较一致，都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认识及展望



43

特
区
实
践
与
理
论    

二
〇
二
二
年   

第
四
期    P

R
A

C
TIC

E
   A

N
D

   TH
E

O
R

Y
   O

F   S
E

ZS

领导地位弱化；在此基础上，50 岁以下年龄段的

受访者认为缺乏法律支撑、51-60 岁年龄段的受

访者认为执政能力不高、60 岁以上年龄段的受访

者认为缺乏制度性安排也是突出问题。从文化程

度来看，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受访者与其他群体的

看法有所差异，认为最突出问题是缺乏制度性安排

和领导地位弱化；其他群体则认为领导地位弱化和

缺乏法律支撑是最突出问题。从职业来看，“在校

大学生”和“社区居民（含离退休、待业、失业人

员）”的看法和其他群体略有不同，其中“在校大

学生”认为最突出问题是缺乏法律支撑和缺乏制度

性安排，“社区居民（含离退休、待业、失业人

员）”则认为是缺乏法律支撑和党组织无权无责；

相比之下，其他群体认为最突出问题是领导地位弱

化和缺乏法律支撑。从月收入来看，受访者的认识

以 2 万元月收入为界存在差异，2 万元以下月收入

的受访者认为最突出问题是领导地位弱化和缺乏法

律支撑；相对而言，“2-10 万元”群体认为是缺

乏法律支撑和执政能力不高，“10 万元以上”群

体则认为是缺乏法律支撑和体制机制不顺。

可以看出，对于当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存在的突出问题，受访者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分

歧，有 13 个群体认为最突出问题是“少数基层党

组织领导地位弱化、虚化、边缘化”、10 个群体

认为是“在一些领域缺乏法律支撑”。除此之外，

“在一些领域缺乏制度性安排”“在一些重大工

作中的体制机制不顺”“部分党组织执政能力不高”

等都有选择。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些问题也都是

当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所面临的问题所在，

尤其以基层党组织存在的“三化”问题最为突出。

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需要避免的情况

厘清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需要避免的情

况，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切入点。根据调查数

据可知，实践中需要在工作机制、态度、方法等

方面避免出现只讲领导、异化领导、大包大揽等

情况。受访者认为，在实践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重点要避免的情况是“只讲党的全面领导，

不注重调动各方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将

党的全面领导异化为‘一把手’个人的领导”，

分别占比 32.51% 和 31.43%。此外，工作方法上

的大包大揽情况，也是受访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调查数据显示，从政治面貌来看，受访者对

于实践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重点要避免的

情况看法不一，共产党员和群众认为要避免只讲

领导，共青团员认为要避免异化为个人领导，而

民主党派则认为要避免其他情况。从年龄来看，

“40-50 岁”和“60 岁以上”年龄段受访者的认

知与其他群体略有不同，“40-50 岁”和“60 岁

以上”年龄段受访者认为在实践中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重点要避免异化为个人领导；其他年

龄段受访者则都认为要重点避免只讲领导。从文

化程度来看，不同群体对实践中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重点要避免的情况看法大致相同，大部

分都认为重点要避免只讲个人领导，只有高中（含

中专）学历的受访者认为重点要避免异化为个人

领导；此外，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受访者还认为重

点要避免其他情况，占比 25%。从职业来看，“街道、

社区基层干部”和“企业、社会组织职工”受访

者的认知与其他群体略有不同，认为重点要避免

只讲领导；其他群体则认为，实践中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重点要避免异化为个人领导。从月

收入来看，“3000 元以下”和“1-2 万元”月收

入受访者的认知与其他群体略有不同，认为重点

要避免异化为个人领导；其他群体则认为，实践

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重点要避免只讲领导。

可以看出，对于实践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重点要避免的情况，受访者的看法基本相同，

有 14 个群体认为重点要“避免只讲党的全面领导，

不注重调动各方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0

个群体认为重点要“避免将党的全面领导异化为

‘一把手’个人的领导”。从性质上讲，这两点

都属于工作机制问题，逾 60% 的受访者希望健全

完善党建工作的长效机制，消除因工作机制问题

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受访者认为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还需要避免工作态度和方法

上出现的问题。

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需要强化的措施

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需要强化的措

施，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落脚点。根据调查数

据可知，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需要从多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认识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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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入手，受访者的回答涵盖了十个方面的具体举

措。其中，排在前三位的是改进领导和执政方式、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分

别占比 11.73%、11.43% 和 11.38%。得票率相对

较低的两个方面是建立监督机制和强化同级组织

作用，也占近 80%。这就反映出，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需要形成合力，从全面的角度完善强

化措施。（见表 4）

表 4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需要强化的具体措施

选项 具体措施 票数 比例

执政方式
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切
实增强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
促改革的能力

2711 11.73%

深化改革
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2642 11.43%

队伍建设
建设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高素质
专业化干部队伍，更好地落实党对
一切工作的领导

2630 11.38%

突出政治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
明讲政治

2485 10.75%

正风肃纪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2412 10.44%

基层建设
全面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建强基层
战斗堡垒

2310 10.00%

领导机制
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
机制

2298 9.94%

职能部门 更好发挥党的职能部门作用 1991 8.62%

组织作用
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地位
和作用

1786 7.73%

监督机制 建立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监督机制 1684 7.29%

其    他 其他 161 0.70%

调查数据显示，从政治面貌来看，受访者中

除了共青团员和民主党派之外其他群体认识基本一

致，都将改进领导和执政方式、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列为最需要强化的三项具

体措施；共青团员则希望持续正风肃纪，民主党派

则把加强政治建设摆在需要强化的首项措施。从年

龄来看，以 40 岁为界出现分歧，40 岁以下年龄段

的受访者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改进党的领导

和执政方式、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列为需要强化的前

三项具体措施；41 岁以上年龄段的受访者则较为

看重加强政治建设。从文化程度来看，初中及以下

学历的受访者意见与其他群体略有不同，认为加强

政治建设、发挥职能部门作用、继续正风肃纪是最

需要强化的三项举措；相比之下，其他群体则将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改进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列为需要强化的前三项具体措

施。从职业来看 ,“市、区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街

道、社区基层干部”“私营企业主或合伙人、企业

高管”和“企业、社会组织职工”“在校大学生”“社

区居民（含离退休、待业、失业人员等）”的意

见略有分歧，前者较为看重加强政治建设，后者

则较为看重加强队伍建设。从月收入来看 , 月收入

分布的两端受访者意见略有不同，3000 元以下月

收入受访者强调继续正风肃纪，2 万元以上月收入

的受访者则希望强化政治建设。

可以看出，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需

要强化的具体措施，受访者认为需要从执政方式、

深化改革、队伍建设、突出政治等多方面共同推进，

有 19 个群体认为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

式，切实增强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

革的能力”、18 个群体认为要“以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为统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14 个群

体认为要“建设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高素质专

业化干部队伍，更好地落实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另外，还有 9 个群体认为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

八、结论及展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确定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新时代

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赋予了党的领导新的时代

内涵。为了全面认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

丰富内涵和实践状况，研究以“人民中心论”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大样本问卷调查得出以下

发现：

第一，对于党的全面领导概念的认识，受访

者虽然认为党的全面领导并不意味着党管一切，

但是依然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对党的全面领导与

党的执政、党的建设以及党的全面领导与党的领

导的概念认识不清。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认识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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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于党的全面领导中“全面”的认识，

受访者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体现为领域、

内容、机制、方式等层面的全面性，主要是静态

层面内容上的“全方位”和动态层面机制上的“全

过程”，此外还有方式上的“全贯穿”和领域上的“全

覆盖”。

第三，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存在的

薄弱领域，受访者认为突出领域有“物业公司”“基

层治理”以及“两新组织”“业委会”等，其中

物业公司作为基于房产所形成的服务组织，是当

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为薄弱的领域。

第四，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存在的

突出问题，受访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

存在的矛盾问题和短板弱项等各方面总体上得到

改善，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在领导地位弱化

和缺乏法律支撑两个方面，尤其以基层党组织存

在的“三化”问题最为突出。

第五，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需要避

免的情况，受访者认为实践中需要在工作机制、

态度、方法等方面避免出现只讲领导、异化领导、

大包大揽等情况，其中重点要避免工作机制上出

现的只讲领导和异化为个人领导这两大问题。

第六，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需要强

化的措施，受访者认为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需要从执政方式、深化改革、队伍建设、突

出政治、正风肃纪、基层建设等多方面协同推进，

尤其是改进领导和执政方式、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了解社会各界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相

关问题的认识，是进一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的前提和基础。基于调查研究结果，我们认为

当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需要从以下方面推

进：一是厘清党的全面领导与党的执政、党的建

设的关系，党的全面领导不仅是党对自身建设的

领导而且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二是明晰党的

全面领导中“全面”的概念，全面意味着内容上

的“全方位”、机制上的“全过程”、方式上的

“全贯穿”和领域上的“全覆盖”；三是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需要加强物业公司、基层治理

等薄弱领域的党建工作，尤其是提升物业公司的

党建工作水平；四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需

要重点解决少数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弱化、虚化、

边缘化问题；五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需要

健全完善党建工作的长效机制，特别是消除因工

作机制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六是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需要围绕执政方式、深化改革、队伍

建设等形成合力，从全面的角度完善强化措施。

从本质上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目

的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的领导必须实现全面

化，即“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全覆盖”。

“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

什么意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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