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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解决创造政绩的价值目标问题。创造政绩的目标取向

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

为民所谋”是正确政绩观的集中体现。坚持以实践、群众和

历史为标准衡量政绩，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科学态度，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群众观和历史观的具体

运用，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的具体体现，

是客观的、科学的检验标准。 正确的政绩观本质上是求真务

实的政绩观，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

度看待政绩，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

指导政绩，用兢兢业业、真抓实干的良好作风创造政绩。 胡

锦涛同志指出“要把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深化干部

制度改革予以切实保证。”政绩观直接反映领导干部从政的

价值取向，反映对待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的态度，是领导干

部创造政绩的思想基础。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是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要求，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创造政绩的目标取向是促进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首先要解决创造政绩的价

值目标问题。为谁创造政绩是为个人谋私利，还是为党和国

家、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是每一个领导干部首先需要回答

的问题，是衡量领导干部政绩观正确与否的分水岭。 我国封

建王朝的一些统治者早就知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的道理。而西方资产阶级，正如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所讲

的，则要求官吏们“满足一些关键选民对他们政绩的期望”

，以维护“统治者的合法性”。有的总统竞选人喊的竞选口

号就是“你们比四年前生活得更好吗?”这些富于民本色彩的

宣示，对于封建帝王成就霸业，对于资产阶级维护统治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剥削阶级的任何政党，

其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结果，各级领导干部手中的

权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人民赋予的。以“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对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观

的要求归结为一句话，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就是胡

锦涛同志在西柏坡所作重要讲话中所提出的“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正确政绩观的集中体现。

遵循这一基本要求，才能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

将树政绩的根本目的确立在“为人民谋利益”之上。 政绩观

与所有的思想意识一样，既是特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又给予

社会发展以特有的能动作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对

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政绩观提出了历史性的新要求。共产党人

创造政绩，在新世纪新阶段其价值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 源出《诗经》的“小康”，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对衣食

无忧、稳定安乐生活的向往。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将它同“

中国式的现代化”联系起来，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重要内容的直观表述。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

，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了小康水平。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

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即在本世纪头20年，集

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党确立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要阶段性目标，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长远目标与现实实践的有

机统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人民和民族的根

本利益之所在。只有以此作为创造政绩的价值目标取向，才

能保证我们的政绩观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促进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客观规律

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的过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

键在于党，在于各级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干部的关键又在其

思想观念，尤其是其政绩观。政绩观是领导干部世界观的重

要组成部分。政绩观决定着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工作思路和

工作方法。领导干部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追求什么样的

政绩。哪个地方、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观

正确，哪里的发展就有活力，就能够做到全面、协调、可持

续，老百姓就受惠.反之，就会大起大落，就片面、畸形、代

价沉重，老百姓就受苦。不但如此，政绩观还直接决定着每

一个领导班子、每一位领导干部的成长，政绩观正确，其成

长就健康.反之，就会出问题。 这些年来，绝大多数领导干部

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科学发展观的

要求，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不平凡

的业绩，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然而，也有一些领导

干部的政绩观比较模糊、片面，甚至错误，不适应新时期新

阶段的要求，不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影响和阻碍

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些模糊、片面乃至错误的政绩观

，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 一是偏。即片面理解“政绩”，将

政绩只视为经济增长、等同于城市发展，尤其是等同于GDP

增长.忽略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忽略了

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忽略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尤其是忽略了人本身的发展。结果，加重了经济与社会、城

市与农村、区域之间、人与自然等方面的失衡。 二是散。即

只求局部、不求全局的政绩，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自

为政、以邻为壑，盲目攀比、一哄而上，导致重复建设、恶

性竞争，经济结构不协调。 三是急。即急功近利、好大喜功

，只求眼前政绩，不管身后“洪水滔天”。有的急，还是急

于改变落后面貌.有的急，却是急于个人升迁。但只要一急，

就容易只重当前、不顾长远，只重速度、忽视质量，只重发

展、不计污染，吃祖宗饭、砸子孙碗。有的甚至板凳还没坐

热，就“新官上任三把火”，今天一个大规划，明天一个大

思路，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四是虚。即华而不

实，虚报浮夸，用“水分”制造“政绩”。这是急功近利的

政绩观恶性膨胀的必然归宿。一些领导干部重名利、轻政德

，“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心浮气躁、做表

面文章，重“显绩”、轻“潜绩”，善于包装、精于造势，

甚至欺上瞒下，编造“GDP神话”，制造虚假“政绩”，为

个人树碑立传。 五是混。即当官做老爷，不思进取，认定“

无过便是功”，不冒风险、抱残守缺、得过且过，敷衍了事

、庸碌无为、怨天尤人。这也是个人主义支配政绩观的一种

结果。 错误的政绩观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后果是一样的。

一是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造成发展

的片面与畸形，造成人力、财力、物力和宝贵时间的浪费，

严重阻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二是滋生、蔓延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损

害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三是腐蚀干部队伍，败坏党风和社会

风气，诱发领导干部的懒惰思想和投机心理，助长党内和社



会上的弄虚作假行为和浮夸之风，挫伤真抓实干者的积极性

。 消除错误的政绩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才能切实树立和

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顺利实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二、衡量政绩的根本尺度是

实践、群众和历史 胡锦涛同志指出“一切工作都要经得起实

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是人民拥护不

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坚持以实

践、群众和历史衡量政绩，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科学态度，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群众观和历史观的

具体运用，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的具体体

现，是客观的、科学的检验标准。 百考试题 用实践标准衡量

政绩，就是要看政绩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实践是

主体为满足一定的需要而能动地认识和改造客体的活动。在

实践过程中，人的主体性的发挥以客观实际为前提，以认识

和利用客观规律为基础。我们各项工作的成果是否正确，必

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才能得到

证明。实践既是创造政绩的大学校，也是检验政绩的试金石

。坚持用实践标准衡量政绩，要求我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掌握客观规律，扎扎实实地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本地

区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把各项政策和工作落到实处。那

些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急功近利的花架子、哗众取宠的空口

号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只有符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

客观实际的业绩，满足大多数人民意愿的业绩，促进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的业绩，才是符合实践标准的真政绩。正如胡锦

涛同志所指出的“真正的政绩应当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的实绩，是为党和人民踏实工作的实绩。”这样的实绩，不



是虚张声势喊出来的，也不是“做秀”做出来的，而是扎扎

实实地干出来的。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事物发展

的客观规律，说实话、重实干、鼓实劲、办实事、求实效，

着力解决实际问题。 用群众的标准衡量政绩，就是以民为本

，以老百姓是否受益作为评价标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归根结底是由人民群

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变革社会制度、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我们党在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始终坚持唯物史观关于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与人民群

众同呼吸共命运，自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人民群众的拥护

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人民群众既是历史

的创造者，也是领导干部政绩的直接受益者和最终评判者。

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

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政绩

的根本标准，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

一致性，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

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为人民办实事的一致性。

坚持用群众的标准衡量政绩，就不应仅仅看GDP多少、基础

设施投资多少等等，而要看是否真正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

要看那个地方人民群众的生存状况、物质文化状况得到了多

大的改变，要看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问题解决了没有

，要看是否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最终要看广

大群众是否认可。古人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



草野。”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政绩感受最直接、最真切，也最

有发言权。只有为老百姓所公认、为广大人民群众真心拥护

的政绩才是真正的政绩。 用历史的标准衡量政绩，就是既要

看政绩给眼前带来的变化，又要看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

影响，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后人的评判，其实质是用可持

续发展的标准评价政绩，对社会和历史负责。有些东西，今

天看来是合理的、可行的，是成就，是功劳，但到明天可能

就不合理了，就成了包袱，成了后遗症，有些东西甚至本来

就是寅吃卯粮、杀鸡取卵。这种“前任政绩后任债，一任政

绩几任包袱”的现象，不仅不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而

会阻碍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

人民财产的巨大损失。坚持用历史的标准衡量政绩，要求我

们做决策、搞建设，必须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既要看当前

的发展，又要看发展的可持续性，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瞻

前顾后，深谋远虑，既让今人满意，又让后人受惠，从有利

于长远发展的角度建树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政绩。这样才能真

正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

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

道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坚持以实践、群众和历

史衡量政绩，我们就能避免在创造政绩上的主观性、片面性

，就能端正党风，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就

能团结带领人民群众积极进取、勇于实践，正确处理好当前

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创造出人民

满意、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 三、创造政绩的根本途径是

求真务实 求真务实，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是党的优

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也是正确政绩观的



思想根基。正确的政绩观，本质上就是求真务实的政绩观，

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看待政绩，

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指导政绩，用

兢兢业业、真抓实干的良好作风创造政绩。 求真务实创造政

绩，要坚持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领导干部

在创造政绩的过程中，要始终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自己的职位意味着为人民创造政绩的责任，个人的“名”

应该是清廉之名、勤政之名、青史之名，“利”应该是党的

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人民创造政绩是实现人

生理想的惟一正道。只有这样，才能把精力和心思用在工作

上，自觉地追求符合人民利益的美名，才能在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 求真务实创造政绩，要坚持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与客观实际百

考试题收集的结合。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基本经验，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基本规律的反映，是整

体利益的体现，是我们创造政绩的指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国情，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特殊情况，是我们创造

政绩的出发点。将二者结合起来的方法论，是以求真务实为

核心内容的党的思想路线。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纲领、基本经验与客观实际的结合中，去创造政绩。要体

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提高科学性，减少盲

目性，克服片面性，不断研究新情况，破解新难题，创造新

业绩。 求真务实创造政绩，要坚持真抓实干、艰苦奋斗，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真抓实干，是正确政绩

观的特点.投机取巧，则是错误政绩观的反映。要深入基层，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

要务，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

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紧迫问题上，放到

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上，真正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既要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要关注人民群众的眼

前利益，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抓起，一桩

一桩地落实，日积月累，创造出人民满意的政绩。 求真务实

创造政绩，要深化改革，抓紧建立和完善政绩评价标准、考

核制度和奖惩制度，形成科学的政绩导向，为树立正确政绩

观提供制度保障。最重要的是要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让党组织和党员群众、人民群众共同来选拔、监督领导干部

，对那些勤政为民、求真务实、政绩突出的干部，给以褒奖

和重用.对那些无所作为、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坚决

予以批评和惩戒.对那些不把心思用在工作上，而是热衷于跑

门子、投机钻营，甚至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干部，要坚决

予以查处，从而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甘于奉献、争创实绩的浓

厚风气。"#F2F7F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