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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BA_E7_83_AD_E7_c26_645009.htm 什么是“正确的政绩

观”： 俗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官不为民做主，不

如回家卖红薯。这些俗话说出了这样的为官为政之道：做官

就要做出政绩来。当今社会，在各条战线，我们党有一大批

领导干部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出了实实在在的政绩，涌现出

了像郑培民、牛玉儒、任长霞、宋鱼水这样的优秀典型。他

们无私奉献，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反

响。 正确的政绩观是我们党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指导

下所形成的对政绩的根本看法和系统观点，是党的领导理念

和执政理念的实践体现。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是落实科学发展

观，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为谁谋求政绩，依靠谁创造政绩，由谁评价政绩，是政绩观

的基本问题。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就要坚持为人民谋求政绩

、靠人民创造政绩、由人民评价政绩。为民，是正确的政绩

观的本质和灵魂。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面临的问题： 在理

解正确的政绩观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干部，在如何对

待政绩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甚至是极端错误的

看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近轻远。注重多出

政绩、快出政绩，对长远发展缺少统筹谋划。 二、重表轻里

。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对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够重视。 三、

重虚轻实。不靠艰苦奋斗、真抓实干，而靠欺上瞒下、弄虚

作假。 四、重显轻潜。热衷于干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忽

视短时间内无法显现成效的工作。 五、重硬轻软。喜欢追求



硬指标，轻视不易量化的工作。 六、重物轻人。一味追求经

济增长速度，较少顾及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 七、重

局部轻全局。只从局部利益出发，不从全局考虑问题，甚至

为了追求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 八、重投入轻收益。

只看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多少，招商引资了多少，不看施政

成本，不考虑投入与产出比。 由于错误的政绩观，造成了许

多问题和矛盾，概括起来主要是： 一是虚名招致实祸，误党

又误国。虚假的政绩妨碍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同时导致信息失真，决策失误，造成人、财、物和宝贵时间

的大量浪费。 二是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

的形象。一些干部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做表面文章、搞

花架子上，不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增加群众负担，必然

引起群众反感，伤害群众感情，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

的威信。 三是腐蚀干部队伍，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虚假政

绩，必然会诱发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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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把“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政绩观的灵魂和指南；要把实现人民

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要把实现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作为创造政绩的重要内容；要把重实干、求实效

作为实现政绩的重要途径；要把党和人民的需求作为评价政

绩的重要尺度，以下从干部自身角度和制度保证角度两个方

面来阐述：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干部自身应提高认识，深入

理解科学发展观内涵，正确行使手中权力，具体来说有以下

几个方面： 一、应解决好“政绩为谁创”的问题，做到执政

为民创佳绩。俗话讲，“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为官一任



，想干出一番可知可感、可圈可点的政绩，这本无可厚非。

但如果离开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味地想着自己出风头、

争彩头，风光体面，就不是创造政绩而是“做秀”了。因此

，要始终把群众的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

一选择，切实解决农民增收、企业改制、劳动就业、征地拆

迁以及教育、医疗等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用解决关系

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实际成效创政绩。 二、应解决好“创什

么样政绩”的问题，做到科学发展求真绩。始终坚持以人为

本，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来创造政绩。摒弃单纯追

求经济增长的观念，树立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观念；摒弃单

纯追求局部利益的观念，树立全局协调发展的观念；摒弃单

纯追求眼前发展的观念，树立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

的观念，探索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

明发展道路。 三、应解决好“靠什么创政绩”的问题，做到

转变作风务实绩。事实表明，贪图安逸、养尊处优创不了佳

绩，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出不了实绩，弄虚作假、投机取巧

成不了真绩。唯有求真务实、埋头苦干，才能创造出实实在

在的政绩。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必

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科学把握本地区本单位发

展基础、优势条件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形成切实可行的发

展思路，并在具体工作中加以贯彻。少一些浮夸攀比，少一

些迎来送往，多深入些实际，多体察些民情，真正思考和研

究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问题，深入到问题多、困

难大的地方，同群众一道分析矛盾、解决问题。 同样，树立

正确的政绩观，应该科学完善相关制度和配套政策： 一、健

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首先，要树立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



原则。把群众意见作为考评干部的重要尺度。其次，要完善

考评内容。要从单纯地追求速度，变为综合考核增长速度、

就业水平、教育投入、环境质量等方面。最后，还要探索采

用科学的考评方法与手段。 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对

为人民创造突出政绩的干部予以表彰奖励，对创造突出政绩

又有能力的优秀干部及时选拔到更加重要的工作岗位；对无

所作为、政绩不足的干部，要予以戒勉，不能提拔重用；对

投机取巧、欺上瞒下，热衷“政绩工程”的干部，要严肃处

理，决不姑息迁就。。 三、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树立正

确的政绩观，必须要首先保证决策的科学性。而事实上，屡

屡出现的重大决策失误，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我们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成为重复建设、银行坏账、生态退化等一系

列问题的重要致因。 四、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一些地方

领导之所以敢于而且能够不顾百姓死活，大搞各种贻害无穷

的政绩工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

手的监督。而我们目前的政绩评价和干部选拔体制，往往是

由少数领导说了算，“在少数人中选拔少数人”。因此，落

实科学的发展观，必须要与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结合起来，强化

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和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 五

、加大力度，转变政府职能。现在的政绩考核体系是全能政

府下的一种设计。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干预过多，越位、

缺位和不到位现象同时并存，反映到政绩考核方面，考核指

标就非常庞杂。事实上，如果政府把职能真正转变到公共服

务上来，使民间资本真正成为社会投资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主

体，那么，我们的政府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将会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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