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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买官卖官”的话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党员、干部、

群众要求对干部的选拔和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

监督权的实现，其再上位的概念则可归结到我国干部人事制

度的不完善上。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就开始推行干部

人事制度改革。这些年来，我们虽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突破

性的进展，但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 1、干部“下”和“出”的渠道不畅，对不称职尤其是不

胜任现职的干部认定比较困难，除非是出现严重违反党纪国

法，很少因为工作政绩不突出而被免职； 2、选拔任用干部

存在任人唯亲、权钱交易等不正之风； 3、考核中的形式主

义和走过场，年终考核一次定性； 4、腐败现象仍未得到有

效遏制，重大案件时有发生，中小的案件又层出不穷。 原因

1、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阻力，即一些主要领导干部、“下”

（该下、应下、需下）的干部、社会各界三个方面，对干部

“下”都存在着种种偏见和错误认识，导致不愿下、不肯下

、不让下、下不去。 2、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机制还有缺陷，

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

权和监督权还没有充分实现； 3、科学的考评机制尚未建立

，干部考核的标准还不够具体，考核的方法、程序还不尽科

学，考核的效果也不尽理想，考核结果的运用还不够到位；

4、干部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有些干部监督制度操作性不强

，对领导干部尤其是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措施不力，在监



督主体上还仅限于上级组织的监督和执纪执法部门的监督，

人民群众在干部监督中的主体地位还没有提升到一定的高度

。 对策 1、建立干部“下”的硬性机制。要进一步完善试用

期制度和聘用期制度，认真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

行规定》，细化不胜任和不称职领导干部的具体标准。对因

任同一职务时间长、年龄偏大、不胜任现职或有问题的干部

，可视情况采取轮换岗位、保级待岗、降级使用、免去现职

等措施，年龄大的除改任非领导职务外，还可适当安排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于新提拔的试用期干部，在试用期间

经考核不胜任的取消任职资格，按照岗位需要作适当安排。

同时，要加大领导干部交流力度。重点抓各部门主要负责人

的交流和年轻干部的交流，对有发展潜力的优秀年轻干部，

有计划地交流到基层任职锻炼。对在同一部门工作时间满5年

的领导干部，要有计划地进行交流；对在同一部门工作时间

满10年的领导干部，必须进行调整交流。对年龄偏大的领导

干部，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做好思想工作，改任非领导

职务。 2、切实落实“四权”。 (1)落实好群众的知情权，建

立健全考察预告制，全面实行"任前公示制"； (2)扩大群众的

参与权，正确引导群众，创造条件鼓励群众积极参与，拓宽

视野和渠道选准人、用好人，拓宽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工作民

主参与渠道； (3)扩大群众的选择权，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

坚持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测评制度； (4)扩大群众的监

督权，认真抓好任前公示制，加强群众监督；完善民主评议

制度，切实发挥好民主评议制度的监督作用。 3、完善干部

考核，在健全择优汰劣机制上有新的突破。 (1)细化考核内容

，量化考核标准。在干部考核工作中要根据党政领导干部的



选任标准，按照德、能、勤、绩、廉五方面进一步细化，分

解为若干具体项目，对能够量化的考核指标要尽可能量化，

切实减少考核中的人为因素，增强考核的准确性。结合干部

实绩考核，要推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同时要

建立统一、规范的实绩考核程序办法，有针对性地扩大听取

意见的范围和层面，既要看实绩，也要看作风，既要了解在

本单位的表现，也要了解在社会生活方面的情况，力争全面

、准确地认定干部实绩。 (2)提高考核质量，坚持完善干部年

度考核工作。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要同岗位责任制结合起

来，要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有关要求进行考核，

克服在一些单位和部门领导干部不参加年度考核的现象或简

化、走过场的做法。领导干部年度考核要以民主测评方式结

合年终工作总结进行，切实加强群众的参与度，把干部考核

标准交给干部群众，搞好民主测评。对在年度考核认定为不

称职的领导干部，要视情况及时调整或就地免职。 (3)强化考

用结合，充分运用干部考核成果。要把干部考核结果同干部

的升降、奖惩、教育培训挂钩，真正形成奖勤罚懒、优胜劣

汰的竞争鼓励机制。要逐步制定这方面的规定或意见，以便

操作，既使升降奖惩有章可循，同时又在干部中起到良好的

导向作用。 4、加强干部监督，在完善制约制度和措施上有

新的突破。 (1)整章建制，严格执行，推进干部管理监督的规

范化。一要细化制度制定的程序，避免制度出台的随意性，

增强制定规定的前瞻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尤其是要扭转

制度多等同于机制完善的思想，克服制定制度只求数量，不

求质量的形式主义倾向。二要加大制度梳理的力度，优化干

部管理监督的制度体系。分类分层次适当调整和归并一些制



度，剔除部分相互重复和矛盾的内容，使各个制度既相互独

立，又相互协调。加强制度规定中的处罚内容，既明确管理

监督的对象可以怎么做、应当或不应当怎么做，又明确其违

反制度规定必须承担的责任，以维护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

。三要严格制度的执行。在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日常检查的

同时，积极开展干部管理监督制度执行的专项检查，完善干

部管理监督的检查保障机制，确保有关制度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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