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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心鉴包心鉴包心鉴包心鉴 毛寿龙毛寿龙毛寿龙毛寿龙：：：：考核政绩要有多元标考核政绩要有多元标考核政绩要有多元标考核政绩要有多元标准准准准 

 一些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及其行为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一些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及其行为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一些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及其行为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一些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及其行为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很不相适应还很不相适应还很不相适应还很不相适应 

 

  包心鉴：当前，一些领导干部政绩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科学发展

观的贯彻落实，主要表现在： 

 

  一是游离根本，沉湎于个人得失。坚持以人为本，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当前，

在能否坚持以人为本、如何坚持以人为本这一根本问题上，甚至还有很大差距。有的把坚持

以人为本仅仅停留在会议中、文件里和口头上，缺乏具体细化的落实措施；有的把坚持以人

为本仅仅理解成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没有把以人为本真正贯彻到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

模式、拓展发展道路中去；有的把坚持以人为本仅仅理解成帮助群众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

而忽视人民群众在政治参与和精神文化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缺乏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切实关

注；更有甚者，置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为了个人荣辱得失而不惜制造虚假政绩。

凡此种种，都严重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真谛，严重影响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 

 

  二是好大喜功，热衷于政绩工程。一个领导者，为政一方，总要有所作为，做出些政绩。

但做些政绩不等于搞政绩工程。凡是热衷于搞政绩工程的，无不隐藏着明显的个人利益动机，

无不表现出浓重的个人功利色彩；凡是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必然顾此失彼，企图毕其功于一

役，很难做到统筹兼顾、全面发展，甚至为了很快出政绩、见成效而不惜劳民伤财。领导干

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自觉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决杜绝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

行为。 

 

  毛寿龙：由于我国对官员的考核长期以地方经济 GDP增长为主的标准，也使得一些地

方出现唯 GDP增速论干部上下的简单做法。这样造成的不利后果，即是使部分地方领导单

纯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不顾长远协调发展，对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甚至为了

“政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致使一些地方 GDP增速虽快，但群众却无法分享发展成果，有

的地方还因追求畸形发展背上沉重债务。但目前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改变了，比如说百姓民

生、维护稳定、环保等其他一些考核标准也提上了日程。但是从地方来讲，经济发展的问题

非常迫切，所以尽管现在“唯政绩观”相比以前是有一定的改观，但是对官员来说，发展的压

力还是很大。 

 

  包心鉴：当前政绩观中还有一个问题是以官为本。凡是“官本位”观念严重的人，必然在

行动上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格格不入、在行为结果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愿望根本相

悖。“官本位”观念严重的人，不是对人民群众负责而是对上级领导、对少数人负责；不是从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谋求发展，而是从谋求个人官职出发来从事工作；不是以是否给

人民群众带来实际利益作为搞建设谋发展的根本标准，而是以是否得到上级满意、是否有利

于个人升迁作为所做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而是醉心于某些

“潜规则”。“官本位”观念及其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远离宗旨、麻木不仁，置人民群

众的安危冷暖于不顾，甚至走入腐败和犯罪的泥淖。因此说，切实肃清“官本位”观念和体制

的影响，是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素质建设、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自觉性需要着力解决的一

个最关键问题。 

 

  上述现象虽然发生在少数领导干部身上，但其危害甚大，直接影响到科学发展和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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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因此，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必须深入地解决这些突出问题，切实抓好领

导干部世界观的改造和政绩观的校正。 

 

  要解决要解决要解决要解决“为谁创造政绩为谁创造政绩为谁创造政绩为谁创造政绩、、、、靠谁创造政绩靠谁创造政绩靠谁创造政绩靠谁创造政绩、、、、如何创造政绩如何创造政绩如何创造政绩如何创造政绩”这个实质问题这个实质问题这个实质问题这个实质问题 

 

  包心鉴：政绩观是指领导干部从事某项工作所特有的动机、目的、方法及其所支配的行

为。凡是领导干部都有政绩动机，都需要在任职的区域和时期内创造一定的政绩。不追求政

绩的领导干部，那就是执政不作为或行政不作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创造什么样

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一定的政绩观是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突出体现，有什么样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就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及其行为。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创造政绩、造福于人民，

还是为个人的利益创造政绩、营造个人资本，是区分正确的政绩观还是错误的政绩观的根本

标准。是给人民带来利益、受到人民赞誉，还是给个人带来好处、受到人民批评，是衡量一

个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及其行为是否有价值的根本尺度。因此说，端正领导干部的政绩观，要

解决的实质问题是“为谁创造政绩、靠谁创造政绩、如何创造政绩”的问题。一个领导干部能

否确立正确的政绩观，直接决定着他在实际工作中能否自觉地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能否将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 

 考核政绩要有多元化标准考核政绩要有多元化标准考核政绩要有多元化标准考核政绩要有多元化标准 

 

  毛寿龙：政绩好不好到底怎么去判断？应该有一个多元化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

过去太偏重行政绩效考核，不太偏重其它的考核，包括民意的考核、专业的考核，还有工作

本身的考核、长远的考核。一个社会的发展规模往往是多元化的，每个人的生活标准都是多

元化的，如果用行政指标一刀切，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那么长期积累的结果就越来越偏颇。

一定从行政考核走向全方面，即使行政做得好，政绩很好，老百姓还是会骂你，为什么？因

为你做的很多事情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或者老百姓认为你是花架子，只是为了讨好上级或

者外界，这时候我们需要引入老百姓自身满意的标准。老百姓满意不满意，和政府满意不满

意、行政考核满意不满意，是两个标准。 

 

  另外，还要有一个专业标准，没有专业标准也搞不好。假如我是地方政府而你是老百姓，

我修了一条路，我很满意，老百姓很满意，上级很满意，但是这里面也可能存在无底洞，这

条路修好了，是不是整个地区经济发展需要这样？是不是路修完了挤占了其它资金？这个过

程做得专业不专业？最后发现我欠了农民工的工资，欠了包工头的工资，欠了工程公司的工

资，迫使他们必须做，否则把资质都取消掉。需要专业标准来确定是不是满意。行政标准已

经成功的情况下，老百姓也很满意的情况下，这个事情未必做得满意。有时候行政标准满意

了，老百姓不满意，有时候可能是老百姓满意了，但是专业标准不满意。 

 

  在地方城市建设中，地方发展思路更多是以官员个人的意愿为主，而不是集体智慧结果。

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甚至还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如果当地在任的官员，个人比较喜欢桥，

那么城市里就会看见兴建大量的桥;如果官员比较喜欢西式建筑，那么城市里在官员在任的

时期就会到处都能看见新建的欧式建筑。官员的主观意志占很大的成分，这样就会产生一些

在项目规划建设上的遗留问题；也可能因为要争取时间，从而在城市拆迁、土地使用以及民

工工资等方面不同程度地产生一些问题。这些都可能会加大城市的财政负担。 

 

  由于我们现在的地方官员任命主要还是以上级的意愿为主，所以新上任的官员就会倾向

于做很多领导更容易看得见的政绩，可能就会忽略细节。其次是由于现在官员的任期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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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5年，任期比较短。任期越短，城市建设的周期也就越短，所以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还

有就是因为地方官员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程度不够充分，所以往往在城市建设决策等方

面的“长官意志”就会比较明显。这样一来，也使得地方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效率比较

低。这就对地方领导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 

 

  科学政绩观需要科学的决策体制科学政绩观需要科学的决策体制科学政绩观需要科学的决策体制科学政绩观需要科学的决策体制、、、、执行体制和监督体制执行体制和监督体制执行体制和监督体制执行体制和监督体制 

 

  包心鉴：端正领导干部的政绩观，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

新上下工夫，着力建构有利于促进和制约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有利于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

的制度安排与体制保障。 

 

  一是要着力建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决策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一个地区、一个部

门、一个单位，能否真正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走上科学发展轨道，首要因素在于决策体制

和机制是否完善。这就需要彻底改革“靠权力决策”、“靠经验决策”、“为政绩决策”甚至“靠

拍脑袋决策”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决策行为所依托的决策体制，真正把坚持以人为本的

核心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体现在决策体制中，从制度上确保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依

法性。 

 

  二是要着力建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执行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科学决策能否得到

顺利执行并卓有成效，关键在于执行机制是否科学、完善和畅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嘴上一套、行动一套，凡此种种，都属于执行体制方面的问题，都是决

策执行机制不科学、不完善、不畅顺造成的。因此，决策必须科学，执行必须有力，凡是体

现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的事情，一旦决策，必须果断执行。求真务实、务求实效，是建立与

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执行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最基本要求。 

 

  三要着力建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监督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一切公权及公务行为

都离不开监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决策是否科学、执行是否有力，能否将科学发展观真

正落到实处、收到实效，还决定于能否建立健全完善的监督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对于确保经

济社会科学发展来说，监督体制的功能不仅在于预防和惩治少数人腐败，更重要的在于促进

和保证各个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人民办事、为国家尽力、为社

会尽责；监督体制的任务不仅在于事后监督、结果监督，更重要的在于事前监督、过程监督，

从制度体制上促进和确保各个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地坚持以人为本，主动地按照科学发

展观的要求履行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督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是否科学和完善，事关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大局。 

 

  (作者分别为山东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