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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党察看处分期满后恢复党员权利有关问题探析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

二条第二款规定，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的，期满后恢复其党员权利；坚持不改或者又发现其他应当受

到党纪处分的违纪行为的，应当开除党籍。对于留党察看处分

期满后恢复党员权利的具体条件、程序等，要注意把握以下几

个方面。 

一、准确把握留党察看处分期满后恢复党员权利的条件。

依据《条例》规定，受处分的党员（以下简称受处分人）在留

党察看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是恢复党员权利的要件，具体而

言，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主观上具有强烈的悔改

意愿，如向组织表达悔改的诚意、具体悔改打算等；二是客观

上表现出积极的悔改行为，如通过较好业绩、突出表现证明自

己知耻后勇、立行立改；三是悔改符合实际情况，没有虚假、

伪装等成分，如受处分人在留党察看期间又存在违纪行为，说

明其毫无警醒、不知悔改，不具备恢复党员权利的条件。 

二、恢复党员权利的基本程序。恢复受处分人的党员权利

的具体程序，应当充分体现留党察看处分“留在党内、以观后

效”的程序设置目的，兼顾受处分人合法权益，笔者建议可参

照以下程序进行。 

做好启动恢复党员权利程序，及时进行考察、公示。一般

情况下，受处分人应提出恢复党员权利的申请，党支部应结合

受处分人日常表现，对其在留党察看期间的表现进行全面考

察，形成考察材料，如考察认为符合恢复党员权利条件，应当

起草形成《关于拟恢复××同志党员权利的公示》，在所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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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支部公示。同时，受处分人所在党组织也可以依职权启动

恢复党员权利程序。 

基层党组织讨论、审议。一是召开支部党员大会讨论。依

据《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第十一条规定，所在

支部召开党员大会通报受处分人留党察看期间表现，讨论通过

后形成《关于恢复××同志党员权利的决议》。依据《中国共

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有半数以

上有表决权的党员到会方可进行，赞成恢复党员权利的人数超

过应到会有表决权的党员的半数即通过。依据《中国共产党党

员权利保障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受处分人无正当理由应当参

加讨论并申辩，由于其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在表决时

应回避。需要说明的是，具有案情敏感、支部负责人同违纪问

题有关联、党员大会经讨论无法及时形成决议等特殊情形，可

不再召开支部会，可直接提交机关党委会议研究。二是召开基

层党委会议审议。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

作条例》第十条等规定，基层党委应当审议党支部作出的恢复

党员权利的决议。 

党委（党组）会议审议。基层党委审议通过受处分人恢复

党员权利后，应当及时层报原作出处分决定的党组织的下一级

党委（党组）审议。依据《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第十八

条第（五）项规定，有关党委（党组）在征求有关纪检机关意

见并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后，以党委（党组）名义作出恢复党员

权利决定。恢复党员权利决定应当抄告原作出处分决定的党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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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恢复党员权利后发现漏错或新错的处理。第一，恢复

党员权利后发现漏错或新错。党员在恢复党员权利后，发现其

在留党察看期间存在应受党纪处分的行为，或者在受到留党察

看处分前没有交代的应受党纪处分的漏错，上述情形均说明受

处分人不符合恢复党员权利“确有悔改表现”的条件，应本着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精神，由有关纪检机关按程序进行初

核、立案及审理等程序后，撤销恢复党员权利的决定，自行或

建议党委（党组）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抄告原作出处分决定

的党组织。实践中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如在留党察看期限即将

期满时，发现或收到相关问题线索，能否及时恢复其党员权

利。笔者认为，需结合问题线索的可查性、具体性质及情节等

综合判断。如问题线索较为单一、情节轻微，不需要给予党纪

处分的，可在按规定处置问题线索后，按期恢复受处分人的党

员权利；如问题线索具有可查性，反映的问题较为严重，但一

时难以查清的，有关纪检机关与党委（党组）沟通后，可暂缓

恢复受处分人的党员权利，并在尽快查清相关事实后，区分情

况处理。 

第二，开除党籍后是否需要再给予政务处分。留党察看期

间，因漏错或新错开除受处分人的党籍，并非一律同时给予其

政务处分。应根据漏错、新错的性质、情节，结合党纪政务处

分“党纪轻处分匹配政务轻处分，党纪重处分匹配政务重处

分”匹配原则个案把握。对新错而言，如性质严重，可给予政

务撤职甚至开除公职处分。对漏错来说，之前的政务撤职处分

已相应降低了受处分人的职级，但如漏错在前错查处中被发

现，会导致受处分人被降低更多层级的职级，即便漏错本身不

必给予政务撤职及以上处分，但为体现过罚相当，仍可给予其

政务撤职处分，可再次降低其职级甚至开除公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