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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找准提升领导干部执行力的突破口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叶发坤 安 康]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科学发展观”对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思想和观念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要适应这一要求，必须着力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是确保科学发展观落到
实处的关键。农发行各级领导干部在本行、本部门中处于领导地位，在制定办法、明确目标、落实任
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具体行动中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执行力作为各级行领导干部治行理政能力
的基本要素之一，不仅是实现经营管理目标，达成治行理政使命的重要保证，而且是领导干部自身政
治品格和能力水平的具体体现。一个行、一个部门执行力的强弱关键取决于各级行领导干部，各级行
领导干部作为本单位的重要成员，在提升整体执行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在农发行改革发
展的关键时期，如何提升各级行领导干部执行力尤为重要。 
一、提升领导干部执行力的基本要求 
首先，领导干部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了解自己，洞察对方，审时度势，深刻认识自身
状况在全局中的位置和作用，既要在条件可能时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更要注意自觉的角色定位，认清
自己的角色。领导干部与下属在执行中的角色是不同的，领导干部扮演的角色成败决定着领导行为的
成败，进而决定着组织的兴衰。领导干部如果对自身的角色不明，不仅会使自己的执行力下降，而且
会影响其他成员积极性的发挥。领导干部在组织中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以下三类角色：一是
领导干部是知识、经验和智慧的传播者，这种角色被称为“教师”或“教练”等。领导干部侧重在价
值观念、心理状态以及精神信仰等方面引导下属，并帮助下属确定执行目标，通过下属的成功来提升
自己的价值。二是领导干部是联合群众，计设组织，执行政策的控制者。这类角色通常被称为“设计
师”、“建筑师”和“组织缔造者”等。在组织的设计和创新中，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为既要符合国
家大局的需要，又要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既要形成与下属的共同愿景，又要符合社会公众的需
要，做到为人民服务。三是领导干部是领导技能的传播者和未来潜在领导的培养者，这类角色被称为
“领导缔造者”、“栽培者”和“超级领导者”等。领导干部不仅要培养新的领导者，还要培养下属
自我领导的能力，有这样一批有能力的下属分布在组织的各个层面，领导干部就能从容面对改革，追
求卓越。 
第二，领导干部要摆正自己在组织中的位置，认清自己的职能。无论是高层领导，还是中层、基层领
导，不同层次的领导干部在执行中的作用是不同的。高层领导在执行中的职能主要是“把握方向、勾
画愿景、策划战略”，也就是要“做正确的事”。基层领导在执行中的职能主要是严格按照上级决策
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也就是要“正确做事”。中层领导处于组织结构的中间位置，对上是被
领导者，对下是领导者，他们既要上情下达，又要下情上达；既要协助高层传达指令，又要指挥基层
完成运作，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中层领导的职能具有双重性，相对于高层领导要做“正确的
做事”来说，中层领导就要“正确地做事”；相对于基层领导要“正确地做事”来说，中层领导又应
该是“做正确的事”。中层领导干部作为组织的中坚和脊梁，其地位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领导干部要摆正自己在执行体系中的位置，认清自己的地位。领导干部是执行力体系中最重要
的主体。执行力包括组织执行力和个人执行力，个人执行力是组织执行力的基础，组织执行力的提升
离不开个人执行力的提升，只有个人执行力提高了，组织执行力才能提高。个人执行力又分为领导干
部执行力和下属执行力，而领导干部执行力又构成了个人执行力的基础。如果领导干部个人素质不
高，执行力不强，势必影响和制约团队的执行力，进而影响组织执行力。俗话说：“兵熊一个，将熊
一窝”，“强将手下无弱兵”，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领导干部在执行中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
置，正确认识自己，发挥领导的作用，这样的领导干部才称得上是一位执行力强的领导，才能为所在
组织创造最大的政绩。 
二、以提高能力为切入点，提升领导干部的执行力 
领导干部的才能是执行所必需的内在条件，它决定着领导干部能否胜任和能否获得成功。一般来说，
无论是领导干部，无论是高层领导还是基层领导，无论是从组织的角度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至少
应该提升以下五种能力： 
一是党性修养能力。党性修养就是按照党性的要求，改进、锻炼、磨砺自己的品格和意志，以保持政
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良好的党性修养，既是一种品质，又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行
为，是一个内化于心的不倒的横标。加强党性修养，是执行的前提。它解决了领导干部要不要、想不
想、敢不敢执行的问题，只有领导干部要执行、想执行、敢执行，工作才能开展，局面才能打开。因
此领导干部要提升执行力，必须首先提升党性修养能力。领导干部只有在政治上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
织保持高度一致，提升政治品质，才能立场坚定，避免执行中的主观性；领导干部只有时刻想到自己
是一名共产党员，想到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才能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在思想和行动上
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增强自身的履职能力。 
二是领悟能力。在解决了要不要执行、想不想执行、敢不敢执行问题的基础上，还要解决能不能执
行、会不会执行的问题。要提升执行力，首先，对要执行的政策或决策必须正确理解，深刻领会。只
有充分理解政策或决策的精神实质，才能完整、准确地去执行，达到预期效果。否则，就可能南辕北
辙，形似而神不似。其次，还要对本地区发展的实际，本部门的具体情况有足够的了解。因为执行总
是在一定空间中进行的，如果对所处环境缺乏准确判断，那么执行起来就可能事与愿违。再次，还要
对自己的执行角色，执行职能和执行地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明确执行的方向，避免
盲目性。那么，领导干部如何提升领悟能力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断学习，提升学习能力。因为当
今社会，终身学习已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观念，一种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通过学习拓宽知识
面增强理性思维能力，提高执行质量。 
三是结合能力。结合能力是执行力的核心，结合能力强不强，结合点找得准不准，直接影响执行力的
强弱。过去，由于有的领导干部在贯彻上级精神时总是有些务虚过剩、务实不足，说得多、做得少，
把时间和精力大多放在会上、纸上、嘴上，而忽略了实际行动，出现了“说的时候很激动，听的时候
很感动、写的时候很主动、做的时候很被动”的不良现象。因此，提升结合能力，就是要求领导干部
具有实干精神，不能光说不干；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在执行中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把原则性与灵活
性结合起来，拿出具体的、可行的、有实效的措施，把上级决策落到实处。就是要实现“四化”，即
普遍精神具体化、抽象理论实践化、一般贯彻典型化、美好愿景现实化，做到措施具体、执行到位，



避免执行的表面性。 
四是授权能力。领导干部不可能事必躬亲，这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科学授权，进一步深化执行
力。授权的一方面是要解放领导干部，使领导干部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和时间思考重
要问题，提升领导干部执行力；另一方面要合理安排下属，为下属成长创造机会，提升下属的执行
力。有了授权能力的提升，领导干部就能够在执行中做到用工准确、得当，避免随意性。因此，在授
权过程中，领导干部既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又要按照组织程序，执行正常的权力运行机
制，更要处理好责、权、利的关系。尽管授权也是授责，实现责、权、利的统一，但领导干部身为组
织或部门的主体，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柯林斯所说的那样：失败了，用镜子
多照照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和缺点，多主观；成功了，多向窗户外看看，把它多给别人，多客观。 
五是团队建设能力。执行不仅需要领导干部，更需要团队，只有拥有共同价值观、使命感、荣誉感的
团队，才能使执行得以顺利进行。打造一个执行力强的团队，是执行的保证。在团队建设过程中，领
导就是榜样，就是标杆。领导干部只有关心下属，与下属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使大家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样的团队才会有战斗力。因此，领导干部不但要勾画团队愿
景，树立合作理念，保持团队的稳定性，而且要整合资源，使团队拥有共同发展意识。因为决定团队
执行力强弱的不是那个能力最强，表现最好的人，而恰恰是那个能力最弱，表现最差的落后者。如果
领导干部只取长不补短，只重视能力强的下属，就会出现“短板”现象，很难提高组织的整体执行
力。同时，领导干部还要具有沟通协调能力，能够通过协调化解矛盾、调节气氛、调动下属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使整个团体不仅能产生1+1＞2的效果，而且能够做好人才储备，避免执行因人才缺乏而中
断，从而提高执行效率。 
总之，提升各级行领导干部的执行力，从理论层面说，应该提升党性修养能力、领悟能力，结合能
力，授权能力和团队建设能力。从实践层面说，实现了五种能力的提升，就能够做到立场坚定、方向
明确、措施具体、人员得力、储备雄厚。从效果层面来说，就能避免执行的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
和间断性，体现客观性、科学性、主动性和完整性，从而达到提升领导干部执行力的基本要求：既要
正确地做事，又要做正确的事。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曲靖市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大理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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