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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任用机制改革进入新阶段 十八大以来——

干部任用 中央出10项严规
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强调，生态环境保

护要明确各级领导干部责任追究情形。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
任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责。

《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也明确，对“政
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
“作风上不实在”的四类领导干部，要坚决进行组织调整。

记者梳理发现，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至少 10项与领导干部任
用选拔相关的规定和要求。

专家分析，这些规定要求的变化表明，我国的干部选拔体制机制
改革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直面解决我国干部选拔任用中难以
解决的一个悖论：即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有机平衡难题。

■干部任用 条例时隔13年后再次修订
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党的
建设新常态，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党规党
纪。

2013年 12月 10日，中央先行发布了
《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通知对地方党政
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挥棒”做了清晰指
示，明确不能简单以 GDP 和增长率论英
雄，把政府债务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
标，防止盲目举债搞政绩工程。

一个月后，新版的《党政领导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条例》正式出炉。“信念坚定、
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
洁”——修订后的《干部任用条例》，鲜明
地将这二十字标准写进总则第一条。

与2002年《干部任用条例》相比，此次
《条例》在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原则上
有所变化，强调“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原
则”。同时，在德才兼备这一原则后，强调

“以德为先”，而“民主、公开、竞争、择优
原则”也是新增内容。条例还明确，群众

公认度不高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从而起
到挡住民意较差干部的“门槛”作用。

同时，条例针对近年社会上广为关注
的“裸官”和官员“复出”问题也进行了明
确细致严格的规定。修订后的《干部任用
条例》列出6种不得列为考察对象的情形，
其中，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
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官”明确
列入其中。

■案例 十八大以来至少4名省级官员被降级
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规定

中，重点要解决能下问题，特别是对一些
违反规定的领导干部就必须严肃处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人民群众从全面从
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进程中，的确看
到不少高官被“下课降职”的案例。

2013年底，黑龙江副省级干部付晓光
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

“一死一伤”。被留党察看一年，免去职
务，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这是十八大以
来，公开资料显示第一名被降级的省部级

官员。
此后，又有3名省级干部被降级，一名

是云南省委原常委张田欣，处理决定为
“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
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另外两名都来自江
西，分别是江西省委原常委赵智勇、江西
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赵智勇被开除党
籍处分，取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科员，许
爱民被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副省级待
遇，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从以上几位副省级干部的处理结果

来看，除了付晓光外，其他几人都是连降
数级，当然，并非只有对省级干部加大了
处理力度，还有一些厅级官员也被“断崖
式”降级，比如，2014年 8月 11日晚，中纪
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新疆阿克苏地委
委员蒙志鹏因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籍和
行政撤职处分，职级由副厅级降为主任科
员，这是2014年又一个因违纪遭到职级大
幅降低的官员。

■监督意见 与干部条例紧密相连
2014年 1月 25日，与《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配套的《关于加强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颁布实施，
高度强调了要认真贯彻《干部任用条例》，
严格按制度规定选人用人。

该意见高度强调了要认真贯彻《干部
任用条例》，严格按制度规定选人用人；严
格把好人选廉政关，坚决防止“带病提
拔”；严厉查处违规用人行为，坚决整治用
人上的不正之风；建立倒查机制，强化干
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组工干
部要坚持公道正派，严格执行组织人事纪
律等。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是关乎党的事

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加强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监督，是贯彻落实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的必然选择。”中央党校教授张希
贤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

2015年 1月，中组部印发《领导干部
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试行)》，
并印制了《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表》，明确了抽查核实报告工作的原则、项
目、对象范围、方法、结果处理和纪律要求
等。这个办法也被人形象地称为：“个人
事项报告一小步，廉洁自律一大步。”

据中纪委网站数据显示，2014年，中
组部直接抽查核实中管干部、省部级后备
干部等 1550名。全国共有北京、上海、天
津、陕西、山西、四川、湖北、湖南、广西、河

北、吉林等11个省市自治区都对领导干部
个人事项进行了抽查核实，全国各地被抽
查核实的干部有 6万多名，其中有 5名拟
提拔的中管干部、数十名拟提拔的厅局级
和县处级考察对象，因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材料存在问题被取消提拔资格。

张希贤认为，对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内
容进行核查，才能防止“带病提拔”，保持
干部队伍纯洁性。近些年来，一些领导干
部“带病提拔”的现象并不鲜见，有的甚至
上任仅仅个把月就因腐败落马，究其原
因，除了用人上存在不正之风外，一个重
要的原因在于不掌握干部的问题。

■老病“新治” 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
由于传统观念、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

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虽然出台了党内很
多规定和制度，但现实生活中干部往往能
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成为违背公平的

“惯例”，严重损害了干部队伍的活力和干
部良性循环机制，客观上放纵了领导干部
的为官不为行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向记者表
示，干部“能上能下”是个老问题，特别是

“能下”问题，此前中央也多次提出要解决
干部“能下”问题。

记者梳理发现，早在 2010 年出台的
《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

划纲要》，就已将建立起能上能下、能进能
出、有效激励、严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
活力的用人机制作为改革目标之一。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
“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
能进能出。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
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

时隔一年之后，2014年底中央办公厅
印发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
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干部能上能
下制度的建设，并要求“大力推进”。

今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
通过《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

规定（试行）》。会议指出，推进干部能上
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要健全调整
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制度，对“政治上不
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
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四
类领导干部，要坚决进行组织调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专门
出台规范官员“升降进出”的细致规定，一
方面是与现有的人事制度配套，提高干部
队伍活力，另一方面，让官场“能下”成为
制度常态，可以有效震慑和整肃官场用人
歪风。

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
涉及干部管理的规定

●2015年6月
《关于推进领导干部
能上能下的若干规
定（试行）》

要坚持推进制
度改革，通过激励、
奖惩、问责等一整套

制度安排，保证能者
上、庸者下、劣者汰，
形成良好的用人导

向和制度环境。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
管理暂行规定》

要选优配强各
级领导班子，加强党
政正职培养选拔，保
持领导班子合理年

龄结构，优化领导班
子知识专业经历结
构。

●2014年12月
《2014 — 2018 年
全国党政领导班子
建设规划纲要》

坚持以严的标
准要求干部、以严的
措施管理干部、以严
的纪律约束干部，加

强对主要领导干部
行使权力的制约和
监督。

●2014年8月
《深化党的建设制度
改革实施方案》

干部人事制度
改革，要在完善科学
有效的选人用人机
制上下功夫，通过制
度改革和严格执行
制度，解决长期存在
的老大难问题，使各
方面优秀干部充分
涌现。

●2014年2月
《配偶已移居国(境)
外的国家工作人员
任职岗位管理办法》

明确了“裸官”
的限入性岗位,包括
党政机关的领导成
员岗位,国有企事业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岗位。

●2014年1月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条例》

在选拔任用党
政领导干部的基本

条件和资格方面，突
出了理想信念要求，
政治立场、政治态
度、政治纪律要求，

坚持原则，敢于担当
要求，加强道德、作
风修养的要求，树立
正确政绩观，做出经
得起实践、人民、历

史检验实绩的要求。

《关于加强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监督的意
见》

强调把严格监

督贯穿选人用人全
过程，做到有规必

依、执规必严、违规
必究，营造风清气正

的用人环境，保证干
部选拔任用制度不
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
事项报告抽查核实
办法(试行)》

明确了领导干
部个人有关事项报
告抽查核实工作的
原则、项目、对象范
围、方法、结果处理
和纪律要求等。

●2013年12月
《关于进一步做好领
导干部报告个人有
关事项工作的通知》

领导干部如不
如实填报收入、房产
和配偶子女移居国
外等情况，一律不得
提拔任用、不列入后
备干部名单。

《关于改进地方党政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政绩考核工作的
通知》

对地方党政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的各类考核考察，不
能仅仅把地区生产

总值及增长率作为
政绩评价的主要指
标，不能搞地区生产
总值及增长率排名。

武汉：领导决策失误将被终身追责
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

人，“三拍”干部广受诟病。为了确保重大

决策的程序法治化，武汉市政府常务会议
近日原则通过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
定》，明确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对
重大行政决策，行政首长、其他领导人员
和直接责任人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即使退
休、辞职、调职、离职也一追到底。

根据该规定，重大行政决策要提高公
众参与度，决策起草单位应当邀请提出重

大行政决策事项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与起草重大行

政决策草案，强化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
性审查，同时明确市政府办公厅负责组织
和监督决策后评估。

规定还对“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进
行了概括界定，国民经济和社会重要规划
的编制和修订、全面深化改革方面的重大
政策和措施的制定、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的制定、重要公用事业服务价格制定和调

整、重大投资和建设项目的确定等涉及公
众切身利益或者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事

项被纳入其中。
据介绍，这一程序规定是武汉重大行

政决策“1＋4”制度框架体系中的“1”，下
一步武汉市还将制定出台《事项清单》《年
度决策事项目录》《风险评估办法》《责任
追究办法》等4个配套文件，以增强可操作
性。

●相关新闻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