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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机制
—— 基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报告（2013—2022）的话语分析

于 琴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新时代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是反映中国纪检监察实践、总结纪检监察经验、彰显纪检监察中国智慧和中国

特色的系统知识体系。新时代纪检监察学话语的生产主要包含“意识形态话语”“体制机制话语”和“行动话语”等言

说对象，话语实践特征为“全面从严治党”引领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实践，权力“监督”是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实践的

关键，“三不一体推进”是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实践的三个重点方面。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发展和创新机制

主要体现在话语生产环节宏大叙事语境下的国家话语更新和话语实践环节日常行动语境下的体制机制话语创新两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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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话语体系，是2016年 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

务，关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长远发展。在我

们党全面总结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历史语境

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

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将纪检监察学列

为一级学科。纪检监察学科的成立已经“箭在弦上”，

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纪检监

察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也成为我们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者研究和思考的应有之义。话语体系是学

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

的纽结［1］，在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中具有独特的

价值内涵和实践意义。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

要讲话中强调的“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

加强话语体系建设”。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深化以

及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对纪检监察的

相关研究也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机构致力于

推动纪检监察学向纵深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具备比

较完备的纪检监察学总体框架和知识体系，也已创造

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纪检监察学学术研究范式和学术研

究成果。但是，当前我国的纪检监察学科建设仍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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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起步较晚”，理论水平与我国持续深化的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不相匹配，还浮于表面［2］

等问题，尤其在构建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上还相对滞

后，这一现状使得纪检监察学的实践价值、学科分量、

社会影响以及国际话语权等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体

现。作为纪检监察学的研究者，我们应当充分理解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

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

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

果不多”①的基本判断，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

二、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

深层内涵

（一）新时代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逻辑要义

纪检监察学是研究纪检监察制度和相关活动的学

说［3］。纪检监察学视阈下的“话语体系”高度概括党的

纪检监察制度及其发展规律，呈现党的纪律检查和国

家监察行动的动态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叙事

的再生产。它不单纯等同于表达纪检监察实践的表层

语言符号，它有深层次的思想指向和价值内涵，与纪检

监察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相互支撑，互为表里。

新时代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是反映中国纪检监察

实践、总结纪检监察经验、彰显纪检监察中国智慧和中

国特色的系统知识体系。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是纪检

监察学区分于其他学科的边界，是纪检监察工作的显

在表达，彰显着纪检监察学科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

同时它也是纪检监察学科体系的标识，直接反映着新

时代纪检监察学的存在价值和发展状态。一个相对成

熟的学科体系背后必然是靠一套完备的话语体系来提

供动力支持的，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科学性与系统

性直接影响着纪检监察学科体系实践中的解释力与预

测力。因此，构建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理应成为纪检

监察学科体系的核心任务。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对学

术体系而言，它是纪检监察学术体系的外化，呈现并型

塑学术体系的合法性、科学性和创新性。学术体系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理念、原理、观点、理论、学

说、知识、学术等；二是研究方法、材料和工具等［1］。纪

检监察学术体系的具体实践是通过学科话语的推演、

组织以及创新等再生产实现的。我们应当立足纪检监

察学话语体系的有效性、学术性和特色性，通过努力推

动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来实现纪检监察学学

术水平的提升和学科的发展。

（二）话语与新时代纪检监察学话语

“话语转向”是近些年来发生在我们社会知识中的

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4］（P6）。随着语言学的话语转

向兴起，20世纪7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诸多学科都

开始关注“话语”研究。从80年代开始，“话语”已经成

为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哲学等诸多学科的

重要研究对象［5］（P3-4）。“话语”在西方语境中一般用

“discourse”来表述，不同学科对其定义各有不同，也因

立场不同而各有侧重，它通常指涉我们运用语言和其

他相关的语义资源来表达意义的社会活动［6］。结构主

义的奠基人索绪尔最早区分了“语言”（language）和“言

语”（parole），在现代语言学兴起之初，“话语”作为人们

生活中实际使用的“言语”并没有纳入语言科学的研究

范畴内。索绪尔认为，语言科学研究的对象是高度结

构化和规则化的具有系统性的“语言”，而不是个体运

用结构化的语言规则在交际中实时生成的“言语”。在

此之后的几十年，句法学等结构语言学派除了一些散

见的对语言材料组织和生成的规则描述外，并没有找

到自然语言的底层模式和规则。因此越来越多的语言

学家开始关注实际使用中的真实“话语”来分析语

言［7］。20世纪 60年代，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兴起，“话

语”研究逐渐纳入语言科学研究的范畴，社会语言学认

为个体在具体社会语境中使用的语言虽然具有“异质”

性，但是其变异规则是“有序”的，“话语”与社会结构之

间的共变关系具有“异质有序”性，因此“言语”或“话

语”也是禁得起科学研究的［8］（P59）。

在社会科学领域，通常运用的话语分析路径是把

社会事实客体化为话语生产过程，即话语通过知识生

产来实现权力关系的再生产。话语的建构体系取决于

能否在对象、陈述方式、概念和主题选择之间形成某种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EB/OL］.（2016-05-18）.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

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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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性［9］（P41）。前二者侧重“话语的生产”分析视角，后

二者侧重“话语的社会实践”分析视角［10］。

（三）话语分析视角下的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

目前，学界围绕纪检监察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

发展现状、知识脉络、面临的问题和对策建议的研究相

对丰富，而对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研究却相对滞后。

本文将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话语要素进一步结

构化为“话语生产—话语实践”的分析框架，选取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2013—2022年的工作报告作为研究语

料，把新时代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操作化为“话

语生产”与“话语实践”的动态生成过程。选取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的“工作报告”为分析文本的主要原因是：

首先，中央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等相关行动的主体，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工

作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中央及各级纪律检查机关

推进纪检监察活动的实践探索、重要成效、工作样态，

为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提供了框架性和权威性的内

容；其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工作报告”其起草过程

缜密，整个文本经过反复推敲，字斟句酌，用语考究且

极富深意，每一处遣词的变化都反映出纪检监察实践

思路的转变与升级。

本文运用语料库语言学、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使

用文本挖掘工具（ROST CM6）的相关技术对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2013—2022年的工作报告进行分词处理以

及与中文停用词表比对剔除无意义词语，将其建成“纪

检监察学话语语料库”。在此基础上，笔者从“纪检监

察学话语语料库”提取前30位高频出现的主题词，将

其编列成组，分析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文本生产路

径；再通过文本挖掘工具（ROST CM6）对“纪检监察学

话语语料库”进行高频词提取、过滤无意义词、提取行

特征和构建矩阵处理，生成“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语义

网络”，通过分析语义网络的关系，探讨纪检监察学话

语体系的生成机制，以此剖析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

特征，揭示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深层内涵。

三、话语对象：纪检监察学

话语体系的生产

词汇重复和模式化是生产话语模式的一种系统性

方式，“纪检监察学话语语料库”的高频词集中反映了

构建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言说对象和关注焦点。纪

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生产实践也是纪检监察学科内涵

和外延明确界定的过程，其中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

言说对象蕴含了纪检监察学科的研究范畴。通过对

“纪检监察学话语语料库”高频词的分析，本文发现新

时代纪检监察学话语的言说对象主要包含“意识形态

话语”“体制机制话语”和“行动话语”。

（一）意识形态话语

在表1中高频出现的“政治（614次）”“中央（560

次）”“党中央（266次）”“国家（233次）”“中国（225次）”

“思想（178次）”“习近平（163次）”等极具“国家话语”

和“领袖话语”词汇特色，体现了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

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首先，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展

现了我国纪检监察行动必须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来开

展，“政治”性是它的首要属性。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

是纪检监察学话语的生产基石，围绕“中央（560次）”

“党中央（266次）”“国家（233次）”“中国（225次）”等高

频词展开的言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确保国家公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其次，“思

想（178次）”“习近平（163次）”等领袖话语高频词在纪

检监察学话语文本语境中的多次出现，是纪检监察学

话语体系构建全过程以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的具体体现。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向全党提出的一系列

重要要求之一，对纪检监察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构建新时代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必须

站稳意识形态阵地，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不断生产新时代社会各界所易于理解

和接受的新话语、新论断、新表述。

（二）体制机制话语

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强调，实现新时代纪检

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

革，加强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表1中“监督

（847次）”“监察（533次）”“纪律（474次）”“纪检（457

次）”“反腐败（268次）”“制度（262次）”“腐败（256次）”

“改革（203次）”“执纪（194次）”“机制（176次）”等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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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聚合，体现出新时代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中的体

制机制内核。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纪检监察

体制机制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旨在构建高效、权

威、有力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改革（203次）”是新时

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持续深化纪检监察改革，开启了一系列创

新实践，纪检监察体制机制的知识体系也随之不断丰

富和完善。以党的“纪律（474次）”“监察（533次）”体

制改革统领牵引、出招破局，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创新

突破、提升效能，以“纪检（457次）”监察机构改革配套

保障、协同推动，实现“三项改革”一体推进、相互贯通，

成为此次改革的重要成果。自此，党统一领导、全面覆

盖、权威高效的反腐败工作机构国家监察委员会全面

破局，把“反腐败（268 次）”资源集中起来，把“执纪

（194次）”和执法贯通起来，攥指成拳，以雷霆之势，打

出强劲反腐组合拳。纪检监察学科的体制机制话语高

频词背后的文本语境既包含了构建体制机制的主体，

又体现了体制机制运行的规律。

表 1 新时代纪检监察学话语高频词统计

（三）行动话语

新时代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高度凝练了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活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监察活动的一系列创新性探索实践，体现了强烈的

现实关怀。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紧扣现实“问题（619

次）”这一关键词，展现了纪检监察机关在纪检监察行

动中的职能任务、行为态度以及价值取向。全国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专责机关，是

纪检监察的行动主体，其职能主要涉及监督执纪问责

和监督调查处置等。表1中“监督（847次）”“纪检（457

次）”“建设（489次）”“巡视（457次）”“审查（139次）”

“派驻（137次）”等高频词的高频共现，映射出纪检监

察机关行动所指涉的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巡视巡察等

重要职能行动内容。“全面（377次）”“坚持（318次）”

“贯彻（232次）”“坚决（229次）”等高频词，则展现出纪

检监察机关实践行动中驰而不息、锲而不舍的坚韧情

感属性。表1中“群众（250次）”等高频词体现了纪检

监察机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

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

纪检监察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话语体

系也展现出“人民群众至上”的行动观。纪检监察“行

动话语”彰显了纪检监察行动密切关注群众呼声、积极

回应群众关切的工作宗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在指

导思想上牢牢树立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在行动内

容中力求体现群众愿望、满足群众需求，在行动作风上

密切联系群众感情、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让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成为纪检监察行动的“风向标”和“助推

器”，保证纪检监察工作各个环节获得牢固而广泛的群

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四、主题选择：纪检监察学

话语体系的社会实践

话语体系的语义网络是把主题词的属性以及主题

词之间的各种语义联系用有向联系的弧关联，并显在

地表现出来，它是话语体系社会实践的一种结构化的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高频词

监督847

问题619

政治614

中央560

监察533

干部505

建设489

纪律474

纪检457

巡视457

排名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高频词

纪委437

领导414

全面377

坚持318

反腐败268

党中央266

制度262

腐败256

群众250

国家233

排名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高频词

贯彻232

坚决229

中国225

改革203

执纪194

思想178

机制176

习近平163

审查139

派驻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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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表达法。新时代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社会实践

即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纪检监察丰富实践的再生

产过程，意味着把行动理念凝练为概念，把经验知识上

升为范式。本文运用ROST CM6对“纪检监察学话语

语料库”进行高频词提取、过滤无意义词、提取行特征

和构建矩阵处理，最终生成“纪检监察学话语语义网

络”，通过分析新时代纪检监察社会实践中核心概念的

语义网络关系，探讨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社会实践

特征。

（一）“全面从严治党”引领纪检监察学话语实践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纪检监

察机关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纪检监

察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始终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下

开展其社会实践。从图1中可以看出，“全面”“从严”

“治党”的主题聚合由有向联系的弧与“贯彻”“落实”

“建设”“问题”等主题词关联起来，共同构建出纪检监

察学话语体系社会实践的政治意识形态场域和概念体

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

自我革命”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重要经验

之一。一百年来，我们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

监督，党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探索出破

解治乱兴衰，走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路径。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

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

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

界。”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的重要政治机关，在其开展

工作的各个环节必须始终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坚持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增强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使自身在革命

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始终站稳政治立场。纪检监察学

话语体系通过“贯彻”“落实”“建设”等行动话语的联

结，把“全面从严治党”这一党的根本建设纳入“监督”、

各类“问题”“党风”“廉政”“建设”等社会实践的语义网

络中，也将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放置于更加宏观的政

治体系和政治发展战略之中，不断阐释纪检监察实践

中的新问题和新理念。

图 1 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语义网络

（二）权力“监督”是纪检监察学话语实践的关键

权力的监督是党健康发展的关键议题，也是纪检

监察的主要职责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和国

家监督体系的不断完善，纪检监察工作也不断创新监

督实践方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新时代以来的

纪检监察实践表明，只有将“监督”实践不断推向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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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保证纪检监察工作始终站在全党全局的高度，确

保自我革命走深走实，取得更大的成效。如图1所示，

在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语义网络中，“监督”已经成

为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社会实践，尤其是强

化“政治监督”在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语义网络中最为

显著。围绕“监督”的有向联系的弧线多且密集，其中

“政治”“纪律”“纪检”“监察”“机关”“纪委”“执纪”“党

员”“领导”“干部”等关键主题词的有向联系弧都与“监

督”交织在一起，凸显出政治监督在监督实践中的关键

性与重要性。纪检监察机关是党重要的政治机关，以

坚守政治方向、提高政治能力、防范政治风险为核心，

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的重要内

容。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社会实践紧扣新时代下的

政治监督重点，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断勾勒出

纪检监察监督实践的新概念和新主题的话语体系边

界，实现权力监督在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中的“在场”。

（三）“三不一体推进”是纪检监察学话语实践的

重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

盖、零容忍，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

深发展，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在

新时代语境中，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

著成效，党中央探索出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一体推进的有效体制机制，“三不一体推进”的话语实

践已经成为贯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方

略和基本方针。如图1所示，在语义网络中“党风”“廉

政”“建设”“反腐败”“斗争”聚合形成的网络成为新时

代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三不一体

推进”体制机制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也

是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社会实践的重要治理机制和治

理场域，体现了新时代纪检监察不断法治化、规范化的

过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体制机

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理念突破和实践创新。随着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不敢腐”的惩

戒机制，“不能腐”的制度机制，“不想腐”的思想信念机

制之间的有机性、系统性、整体性也不断增强，纪检监

察学话语体系也呈现出更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的体制机制性成果和更大的治理成效。

五、结论与讨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启动

和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科实践也不断更新。

可以说，新时代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学术发展的过程也

即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创新过程，纪检监

察学话语体系的解释力、判断力、影响力正在逐步显

现。十年磨一剑，中国纪检监察实践在新时代不断向

纵深发展，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发展和创新特

色主要体现在话语生产环节宏大叙事语境下的国家话

语更新和话语实践环节日常行动语境下的体制机制话

语创新两个方面。

（一）国家话语的更新

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是国家话语的重要组成部

分，集中体现党和国家权威，在价值取向、建构功能方

面具有内在一致性。国家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传统

理论中被定位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后，尤

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家地位已经随着综合

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发生了明显变化。“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和深化，丰富

了国家话语的内涵，它不仅蕴含了国家作为参与治理

的多元主体之一的地位，同时又强调了国家整合和调

控等自身能力，使国家和其他治理主体之间更具亲和

性和合作性。纪检监察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其话语体系也凸显出更强的亲和

性和合作性。“群众（250次）”在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

中的高频出现，不仅体现出纪检监察行动的人民立场，

更是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实践的治理多元主体观的呈

现。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

下，纪检监察实践需要处理好“权力内部制约的角度下

进行的权力反腐”与“相应的民众权利中展开的反腐”

的关系［11］。也就是说纪检监察的行动逻辑要充分吸

纳和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让纪检监察行动成为贯穿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让人民民主成为纪检监

察学话语体系的根基和发展底蕴。纪检监察学话语体

系不再仅作为单向度的向人民群众传递反腐倡廉等信

息的输出体系，而是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把群众当作话

语建构主体的“输出—吸纳”双向互动的有机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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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制机制话语的创新

新时代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高频词中的“改革

（203次）”“制度（262次）”“机制（176次）”等高频词凸

显出体制机制话语的重要性，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以

“问题”为导向，对党的纪检监察创新实践进行了深入

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不

断深化，纪检监察研究也与时俱进积极回应和阐释纪

检监察工作的创新实践，在体制机制话语方面不断开

拓创新，主要体现在其能动性和有机性的高效释放。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纪检监察实践存在“上级监督太

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困境，没有获得充

分授权、纪法重叠等问题使得纪检监察工作运行处于

“克制”的状态。新时代下，随着纪检监察“两个责任”

（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两个为主”（查

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

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两

个全覆盖”（巡视机构全覆盖，派驻机构全覆盖）的推

进，纪检监察组织和制度机制不断创新，捋顺了监督的

定位以及监督主体和各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充分释

放出纪检监察的能动性，创造性地激发出监督的活力

和动力。另外，如图1所示，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以

“问题”为导向，“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以及“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话语在新时代蓬勃生发，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体制机制的深入推进是

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

重大理论创新与生动实践。“不敢腐”的高压震慑，“不

能腐”的制度机制，“不想腐”的思想信念三者环环相

扣，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体，偏废任何一方面，都会影

响反腐败斗争的整体进度和综合效果，必须坚持一体

推进，充分发挥标本兼治的综合效应。

毋庸置疑，我国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已初

具规模，但依然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和极大的提升空间，

具体来说，首先，纪检监察学学术话语碎片化的状态持

续存在，仍然没有形成涵盖标识性概念、学科原理的系

统性话语体系；其次，纪检监察学话语与纪检监察实践

话语之间时常存在转化不畅的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经

常出现将纪检监察具体实践的经验话语与学术研究话

语混为一谈的情况，对纪检监察实践加以简单的阐释

和平移而没有形成学术化、科学性的研究；最后，纪检

监察学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仍有较大提升

空间，远没有占据国际话语制高点，亟待将其转化为具

有国际影响力、传播力的强势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

最有发言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

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党的十

八大以来，纪检监察创新实践已经走进第十年，纪检监

察学人应该谨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功力不足”“总

体水平不高”的现实，积极继续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

与纪检监察实践接轨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让纪

检监察学话语体系进入“中国话语、世界表达”的新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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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Disciplinary Discourse System of Discipline Inspec⁃
tion and Supervision in the New Era

— discourse analysis based on the work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
pline Inspection and the State Supervision Commission（2013—2022）

YU Qin
（Institute of Soci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The discourse system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in the new era is a systematic knowl⁃
edge system that reflects the practice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in China，summarizes the experi⁃
ence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and highlights the Chinese wisdo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sci⁃
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The production of disciplinary discourse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
sion in the new era mainly includes“ideological discourse”“system and mechanism discourse”and“action dis⁃
course”. The discourse practice is characterized by“full and rigorous self-governance”leading the practice of
disciplinary discourse system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Power“supervision”is the key to the
practice of disciplinary discourse system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and“three in one promotion”
is the key three aspects of the practice of disciplinary discourse system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The construction，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renewal of national discourse in the grand narrative context of discourse
production and the innovation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discourse in the daily action context of discourse prac⁃
tice.
Key words：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discourse system；discour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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