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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98_E9_9A_BE_EF_c25_20265.htm 从明年开始，四川将

全面展开县级领导干部统筹公选工作，计划公开选拔100名县

级干部。参与公开选拔竞争者不论身份、不分区域，选拔上

后直接进入县级领导干部管理序列。 今年以来，江苏、福建

、新疆、浙江、陕西、山西等地都进行了大规模干部公开选

拔。而称为“中国第一考”的公务员考试也达到了空前的热

度。从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官员选拔条件的变化户

籍、资历等因素逐步放宽，而学历、经验等条件则趋向从严

。 辽宁省今年6月份的一次干部选拔堪称规模最大，达到119

人。从干部选拔年龄看，大都控制在50岁以下，体现干部选

拔的年轻化。从学历要求看，最低是大学本科，高等院校领

导要求硕士以上，而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要求则体现

了干部选择的专业化。 过去人们对部分机关工作的形容是“

一支烟、一杯茶，一张报纸到下班”，人员长期不流动使得

政府部门失去了应有的活力。但经过数次政府机构改革和精

兵简政后，现在的政府部门在转变职能和作风的同时，开始

成为人们职业新宠。相应地，开门纳贤也成了一种新潮流。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研究室主任竹立家教授认为，大力开

发公共岗位、扩大“政府就业”将是未来政府部门进行管理

的一个趋势。他指出，我国对官员的选拔制度日趋合理，对

官员的素质、公共政策制定能力等要求越来越高。 事实上，

仔细观察一下不难发现，尽管取消户籍、地域等限制，但官

员选拔任用的“门槛”不是变低了，反而是变高了。中国社



科院社会学所的一位专家认为，未来官员的选拔和任命至少

会对三种人员说“不”： 无“德”者难入。这里的“德”指

的是品德。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官员的监督力度不断加大。

财务状况公示、配偶子女从业公示、身边人员升迁公示⋯⋯

没有一颗为民服务的“红心”、仅仅想以“当官”来为自己

捞取资本的人，恐怕会仕途坎坷。 无“能”者难入。无论是

选拔普通公务员还是选拔决策者，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是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近年来的公务员考试看，八股文的题目

少了，要求解决社会公共难题的多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

书呆子”，恐怕难以胜任一位合格官员的角色。 无“定力”

者难入。现代社会的官员一旦决策失误，需要有担起错误后

果的魄力和勇气。引咎辞职以及事故问责等制度的形成，使

今天的官员远非过去“上面一动嘴，下面跑断腿”那样简单

。因此，凡事不经过缜密思考和论证便随意决策的官员将被

淘汰。 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及各地配套措施的相继出台，如

同在官员们头上加了一道“紧箍咒”。对越来越多的官员来

说，当上官难，当上官以后的路更难。 竹立家教授提醒说，

官员选拔制度建设必须建立起百姓的民主参与机制和强有力

的监督机制，进一步加强透明度，将各项监督措施执行到位

。唯此，才能将真正一心为民、为公的现代人才选拔到领导

岗位上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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