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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人。只有选好人，用好人，建设

一支高素质的、能够与中央保持一致、善于驾驭复杂局面的

党员干部队伍，我们才可能从容应对考验，完成人民所赋予

的历史重任。近一段时期以来，各地按照中央精神的要求，

坚定扩大民主的基本方向，不断加快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的步伐，为党的执政能力的增强奠定了人才基础。 亮点一：

“公推公选”、民推竞选”等选人模式在实践中不断突破。 

公推公选是公开推荐、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一种干部任

用制度，它采取个人自荐、群众推荐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

法，通过考核、考试、面试、演讲、答辩等程序，公开选拔

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候选人预备人选，再依法举行选举或任命

。公推公选把坚持党的领导和体现群众公认原则结合起来，

变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为“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选人

”，变“暗箱操作”为“阳光操作”，变“伯乐相马”为“

赛场选马”。实践证明，这种选人模式对于杜绝干部任用中

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激励优秀人才迅速脱颖而出，具有

十分明显的效果。记者注意到，公推公选模式在基层的推进

正呈现出四个明显趋势： 一是从乡镇级向县处级乃至厅局级

推进。 2003年，江苏迈开了公推公选的强劲步伐：宿豫县的

“公推公选”乡镇长人选试点，得到了中组部和江考试，大

网站收集苏省委的肯定；徐州市沛县实行公推公选县长，首

次将公推公选扩大到县处级领导层面；南京市通过公推公选



产生了白下和雨花台两区区长，首次把公推公选上升到副厅

级。 二是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推进。 当年首创于四川农村

的公推公选已经不局限于乡镇，而开始应用于一些大城市重

要领导干部的选拔。2004年6月，江苏省常州市首次对钟鼓区

西新桥街道办事处主任人选采用了公推公选的方式。南京、

襄樊等大中城市，也对部分市辖县区或市直部门的主要领导

职位实行了公推公选。 三是从个别职位向整个班子所有职位

推进。 2004年3月，常州市武进区寨桥镇在全国率先拓展公推

公选范围，把公推公选范围由个别职位拓展到整个党委领导

班子所有职位。山西华图供稿 四是出现由零星试点向大面积

推广的趋势。 截至2003年底，四川省有86%的市、70%的县（

市、区)、45%的乡镇开展了公选乡镇领导干部工作，公选产

生的乡镇领导干部占全省乡镇领导干部总数的约18%。2003年

下半年以来，江苏共有7名县（市、区）长及近百名部门和乡

镇行政一把手通过公推公选走上领导岗位。 亮点二：差额选

举的范围和比例不断扩大，选拔中的竞争得到加强 差额选举

是广泛发扬民主的重要形式，著名宪法学家吴家麟教授认为

：“不搞差额的选举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选举。”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地方在考察和选拔领导干部时，依然沿

用的是等额选举模式，这使得一些党政一把手的选举实际成

了变相的任命制。 2002年以来，黑龙江省绥化市探索实施了

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票决的“四差”选任

制度，有效地制约了领导干部的封官许愿权，堵住了个别干

部跑官要官路，形成了以德才取人、靠公论选人、凭实绩用

人的用人导向。该市的基本做法是，对空缺干部人选按1∶3

比例推荐、考察、酝酿，最后由常委们进行差额票决，当场



公布结果。 亮点三：强化集体决策，全面推行票决制 今年4

月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任免全面实行全委

会票决制。实行票决制，把重要干考，试大网站收集部任用

的决策权收归常委会和全委会，充分发挥党委集体领导的作

用，有利于克服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说了算的现象。专家指出

，将干部决定的主体由党的常委会扩大到全委会，是中央科

学分解与制衡一把手权力的重要步骤，将有利于提高党的执

政水平。 自2001年中组部在海南等省市开展试点以来，票决

制在不少地方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广东、海南、福

建、北京、浙江、四川等地都实行了常委会或全委会票决制

。广东省已在该省全面推行票决制。该省21个地级以上市中

，已有19个市实行了全委会票决制，12个地级市实行了常委

会票决制，此外，县（市、区）也普遍实行了常委会票决制

，通过票决共任命了３万多名干部。2004年4月，四川省决定

，今后对厅级党政一把手一律由省委全委会通过票决方式产

生。 亮点四：改进政绩考核，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长期

以来，“考核难”一直影响着公务员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成

为制约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瓶颈。改进政绩考核

体制，不仅要使考核本身更加科学、准确、合理，更重要的

是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引导、规范干部的施政行为

。当前，各地改进政绩考核体制的探索主要有： 一是增加有

关人文、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指标。 2004年，国家相

继把对农民工的培训、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完成情况列入干部

考核。2004年3月，无锡市调整政绩考核体系，将城乡统筹、

农村人均收入和就业、社会保障等纳入考核体系。 二是探索

实行“绿色GDP”。 目前已在海南和重庆展开了“绿色GDP



”部分指标的试点核算。北京、浙江、安徽、广东、福建、

江苏等多个省市也已明确要求，将环境和资源等方面损失的

“绿色GDP”纳入其经济统计体系。2004年8月山西省宣布，

将选定试点实施“绿色GDP”核算。 三是建立全新的评估体

系。 2004年开始，浙江省湖州市取消GDP考核，代之以四项

新指标：地方经济的综合实力、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情

况、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改善情况和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

效能的进步状况。 亮点五：“民评官”成为官员评价活动中

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 人民群众满意与否，是检验一个地方

施政水平的重要标准。“民评官”打破了“官评官”的传统

干部政绩考核方式，代表了今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

要方向。 “万人评议”政府也是群众反响比较大的一个创举

。近年来，先后有辽宁沈阳、江苏南京、湖南益阳、四川内

江等地开展了全市性评价政府部门作风的活动，不少部门负

责人因此被免职或受到警告，民意的作用日益凸显。 借助民

意压力，改进政府施政效能，在不少地方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些地方的组织部门已经通过问卷等较为科学的手段把民

意纳入干部考核。四川省宜宾市在对领导干部量化考核评价

中，民主测评分和工作实绩分各占一半。民主测评采取“下

评上，民评官，企业评机关”的办法进行打分，进一步落实

了群众对干部的评价权力。成都市新都区在区委、区政府领

导干部的民主测评工作中，不仅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企业和群众代表参加投票，还通过当地报纸和电视台向

社会公开民主测评结果，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亮点六

：不断探索监督一把手的有效办法，并初见成效 加强对各级

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对于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和



战斗力，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

，各地在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监督方面进行一些新的探索。 加

强对一把手生活圈、社交圈这“两圈”的监督已经引起了不

少地方的高度重视。2004年2月，广东省明确提出，要把一把

手生活圈、社交圈列入监督范围。7月底，浙江省永康市聘请

了15个党政一把手的妻子担任“两圈”监督信息员，以掌握

这些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的活动情况，强化来自家庭的辅助

性约束。 苏州“廉政期权”的探索，虽然还未进入具体操作

阶段，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苏

州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旨在源头防腐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

，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实行“廉政公积金”。与传统的“

号召式”廉政建设不同，“廉政公积金”更注重从利益机制

出发倡廉、助廉，帮助干部远离腐败陷阱。 经济审计被称为

是“一把手的审计”，随着中央“审计风暴”的掀起，一直

默默无闻的经济审计又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2004年7月，

江西省宣布，将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任中经济责任审计制，审

计结果将进入干部档案，作为评价、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四川省则首次向社会公布审计报告，15个违规违纪的省直部

门纷纷表示要尽快整改，反响良好。 亮点七：“问责风暴”

推动引咎辞职，为“下”找到新思路 2003年，包括原卫生部

长、北京市长在内，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工作不

力”被罢官去职；进入2004年，对失职官员的追究力度不断

加大。今年4月以来，又有包括省部级干部在内的200多名官

员，在重大安全事故和责任事件中“负有责任”受到追究。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严肃追究失职官员责任的两大果断动作

，在政坛引起极大震动！ 同时，责任追究的范围也在不断拓



宽。责任追究从生产事故多发部门考试，大网站收集向其他

领域和部门（尤其是权力部门）推进，党政机关、公检法司

、企事业单位等皆可“问责”。另外，一些无所作为的“太

平官”也会被罢官去职。据报道，从5月11日起截至6月初，

成都市先后共有16名干部因“不在状态”被免职。 亮点八：

学习国内外最新优秀成果，建设“学习型政党” 十六大以来

，中央对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日益重视，学习和培训力度进

一步加强，关键是提高党的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 首先，中央政治局把集体学习作为一项制度，通过学习寻

求治国之道。 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把学习作为一项政治

任务来抓，在21个月的时间内就进行了十五次集体学习，平

均不到一个半月就一次。每次学习，中央政治局都从实际出

发，结合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热点与难点，请专家讲解分析，

紧跟形势发展。学习的内容，都经过缜密安排，有的放矢。 

其次，继续加强干部培训。 近年来，中央一直注意干部的培

训教育问题。根据目前计划，五年内中央将通过各级党校、

行政学院以及不同类型的学习方式对全国所有县处级干部轮

训一遍。县处级干部5年内必须参加累计3个月以上的脱产学

习。正在筹建中的浦东、延安、井冈山三所干部学院将于明

年正式招生。 另外，领导干部的学习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

走出国门，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做法。据悉，北京、

甘肃、福建、山东、湖北、新疆等地都已选派领导干部出国

（境）参加学习培训。学员分别被派往美、英、德等国，学

习内容包括工商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法律、金融、公共卫生及其他专门知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

学院教授张国庆评价说：“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掌握经济



全球化时代的领导艺术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F2F7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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