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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B_AE_E6_A0_87_E7_c39_277681.htm 近年来，武汉市委、

市政府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和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的要求出发在全市 97 个市直单位和 13 个区实行

全方位的绩效管理，探索建立决策的目标化、目标责任的刚

性化、目标监控考核的制度化、目标考核结果的效用化的管

理体系，切实强化全市各级党委政府的执行力，全面推进党

委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经过两年的探索和实践，

目标管理已成为全市各级党委政府推进工作、抓好落实的重

要抓手，成为全市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有效“

推进器”，为稳步提升城市竞争力、加快武汉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一、推进决策的目标化，进一步提高决策的可操作

度、公众认同度和参与度，增强决策的执行力 推进目标管理

，实行决策的目标化，可有效提高决策的可操作程度、公众

认同度和参与度，使决策推进更有力，落实更有保障。 一是

将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细化、量化为各目标责任单位付

诸实施的具体目标，提高决策的可操作程度。近年来，武汉

市委、市政府大力倡导求真务实之风，切实避免大而化之的

工作方式方法。 2004 年，按照省委、省政府希望武汉“改革

要走在全国前列，经济发展要走在中西部前列，赶超沿海某

些先进城市的要求，市委、市政府确定了实现“赶超”的总

体工作目标，根据武汉发展实际，适度调高了 GDP 、财政收

入、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国企改革、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等工作力度更大



、领域更宽；根据省委、省政府“武汉一二三产业要全面地

抓，重点要主攻工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在确定目标时，突

出了“主抓工业”这一重点；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着

力强化了农村贫困村帮扶和农民增收、实行免征农业税、耕

地和环境保护、人口和计划生育等工作目标内容。通过具体

目标，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得到细化，便于组织实施，抓好

落实。 二是市委、市政府年初同各目标单位逐一磋商目标，

相互达成共识，提高决策的公众认同度。近年来，武汉市委

、市政府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大力推进决策的科学

化、民主化。每年年初，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陈训秋

，市长李宪生与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专门利用半个月时间

，与全市各目标责任单位班子成员一家家面对面地磋商年度

工作目标，将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细化为相关目标责任

单位的一项项具体的工作目标。如 2004 年初，市委、市政府

按照“主攻工业”的要求，经与 13 个区及市直有关部门磋商

在 13 个区年度工作目标中确定了重点引进或扶持制造业项目

指标，在市直有关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中确定了为制造业发展

服务的项目指标。这种上下协商确定目标的方式，既确定了

一年的工作重点，又保证了市委、市政府决策的落实。 二、

推进目标责任的刚性化，增强各级党委政府的执行力，加大

实现决策部署的推动力和落实力 目标管理就是通过细化、量

化、硬化目标，使目标责任刚性化，增强各部门和单位的责

任感，实现“九牛爬坡，人人出力”，达到“跳起来摘桃子

”的目的。 一是实现目标体系的刚性化。 2003 年以来，武汉

市委、市政府在创新目标管理指标体系，推进目标体系的刚

性化上狠下功夫。对各项工作目标要求更高，完成目标的工



作难度更大。如按照推进武汉加快发展和目标管理体现“跳

起来摘桃子”的新要求，下气力大幅削减了一些单位“自娱

自乐”的项目，增加了一些“压头流汗”的“硬骨头”。同

时，在指标体系中设置了“争取目标”，注重瞄准兄弟城市

的先进水平，立足于“赶超”，增强了目标责任单位的危机

感、紧迫感和责任感。 二是建立强有力的目标执行和落实体

系。 2003 年，市委、市政府调整充实了目标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任组长，市委、市政府分管

领导任副组长。目标管理已从过去的由市目标管理领导小组

授权目标管理部门具体抓的“部门工程”，提升为由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的“一把手工程”。同时，各目标责

任单位对市委、市政府下达的工作目标及时进行分解细化，

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对每项目标都明确了责任领导和责任

部门，落实到每个人，形成上至主要领导、下至一般干部抓

目标落实的责任链，自上而下地构筑起“一级抓一级，一级

对一级负责，层层抓落实”的目标责任体系，形成“千斤重

担人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的工作合力。 三是硬化履行目

标责任的保障措施。 2003 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将目标管理

由原来的以奖励为主变为奖惩并重，敢于在“惩”上动真格

，引入了末位淘汰机制，从制度规范上加大对各级领导抓目

标落实的约束力度，敦促其自觉履行目标管理第一责任人的

职责。 一是将目标考核结果在全市通报，表彰先进，惩戒落

后。年终考核时，市目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严格按照各专项

目标考核部门考核、投票测评、年终检查、基层评议四个方

面的情况进行综合考核评比，从达标单位中按 25% 的比例评

选先进单位，从未达标单位中产生 1  3 个末位单位。考核结



果形成后，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目标管理工作会议，对评

选出的先进单位及其党政主要负责人，授予“武汉市年度目

标管理先进单位”和“武汉市年度目标管理先进个人”称号

，发文予以通报表彰，并给予一次性物质奖励；对未达标单

位和末位单位则提出公开批评。 二是将目标考核结果与干部

的物质利益挂钩。适当拉大奖惩幅度。对先进单位在足额发

放年度目标责任奖的基础上，在编人员每人再奖励一个月工

资；对未达标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全额扣发年度目标责任奖

，其他工作人员扣发 40% 的年度目标责任奖。 三是将目标考

核结果与干部政绩、干部使用相挂钩，积极探索政德政绩目

标管理的新路子。从 2003 年开始，在目标管理中引入了末位

淘汰机制，对当年被评为末位单位的主要领导，市委坚决进

行了调整。同时对各目标责任单位领导干部目标考核结果实

行备案管理，即对被评为先进单位和未达标单位的领导班子

成员由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目标办负责组织填写《领导干部

目标考核结果备案表》，送市委组织部归入干部档案作为干

部使用的重要依据，真正实现目标考核与干部考察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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