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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明张志明张志明张志明：：：：用人民主并非所有干部都要票决用人民主并非所有干部都要票决用人民主并非所有干部都要票决用人民主并非所有干部都要票决 

是不是所有干部的考核、选拔和任用都要票决才是选人用人的民主？这不仅是一个学术

探讨的理论问题，也是目前大家普遍关注的实际问题。 

 

  用人民主是党管干部原则追求的目标，也是干部制度改革的方向，更是体现党的领导、

人们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重要内容。但究竟什么是用人民主？通过什么样的制度

安排才能实现用人民主？目前有一些观念和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其中急需澄清的一个问题就

是，不能把用人民主与选举制度中的票决简单等同起来。在所有干部的考核、选拔和任用中

都采用票决的方式，既是对用人民主的误解，也忽视了干部管理制度运行的客观规律。 

 

  的确，选举制度在民主政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选举制度再重要，也只能用

于选任制类型的干部，对于非选任制干部就不能简单套用选举制度的办法。否则，不仅会造

成干部管理制度的紊乱，而且也有悖于民主精神。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要求把所有

干部都通过竞争和票决的办法产生，这是对民主制度的误解。就像选举制度是民主制度下的

重要干部制度一样，任命制度、考任制度、委任制度、聘任制度等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目前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尽快建立科学的干部分类管理制度。 

 

  干部的类型有很多，其中在我国最需要澄清的是选任制干部和非选任制干部，而最需要

解决的问题是选任制干部一定要严格按照选举规则的要求选举好，而非选任制干部决不能滥

用票决的办法，该是任命制的干部其授权方式就遵循任命制的规则，该委任制的干部就遵循

委任制的规则，该聘任制的干部就遵循聘任制的规则，如此等等，不能混淆。很难想象军队

用选举制度选举部队首长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也很难想象简单套用选举的办法去管理高校、

企业、科研院所等单位的干部又会是什么结果。特别是一些地方在公务员的考核和提拔中引

入竞争机制的做法是值得反思和商榷的，这些所谓的改革包括： 

 

  一是把公务员队伍的很多岗位拿到全社会去考试去竞争并企图以此增加选人用人的公

信力，这势必影响到公务员队伍建设的稳定性； 

 二是在公务员内部考核中，把对考核对象的“群众公认”考察重点放在对其部下征求意

见和是否胜任的评议票决上，这很可能造成错误的激励机制导向，即为“选票”宁可去当老好

人而不敢再大胆批评大胆负责而得罪人，这种“对下负责”的局面将直接影响执行力。 

 

  目前干部制度改革中一些地方出现的所谓“不该‘民主’的地方乱‘民主’、应该民主的地方

不民主”的现象，从深层原因分析，可能与我们制度设计的理念有关。干部制度设计和改革

的最大忌讳是追求完美，即企图通过一项制度得到所有的组织目标。这样的结果往往事与愿

违。相反，制度设计和改革应该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应该是有所取有所不取，即明白哪些价

值是制度追求的最大目标，哪些是制度可以舍弃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干部制度改革中意志

坚定而不迷失方向。 

 

  现实中有些探索之所以交了“学费”，比如对选举类的干部，天真地认为多数人选举的干

部一定是最优秀的干部，而当实际的效果不是这样的时候，立刻又去否定选举的意义，觉得

还是过去任命或变相任命的办法好。这就忽视了选举制度的根本价值取向。别忘了选举干部

不是“选美”，不是选举“完人”偶像，选举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最有价值的是通过选举得到

制度性的政治认同。在西方国家，尽管选举是政客们精心设计的一套政治游戏规则，但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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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此说它没有意义，它对于保证西方国家权力通过相对文明的非暴力办法实现其可持续性

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 

 

  我们党领导选举工作的最大价值在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求我们要把主要精力花

在政治认同上，而政治认同的制度安排只能是党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制度，而不

能是“干部推荐干部、干部选举干部”的“官主”，更不能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繁琐越来越让组

织部门感到不堪重负的所谓量化考核。具体说，应该使每一次真正的党内选举都能不断强化

全党的党内认同，使每一次真正的人大选举都能不断增进人民群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通过

党内选举和人大选举的互动，能够越来越增强党和国家的公信力。再比如国家公务员管理制

度所追求的最大价值应该是国家权力运行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应该是“铁打的营盘”，不管

“流水的兵”（选举类干部）如何变换，只要公务员队伍是稳定的，国家政治生活就能够基本

保持稳定性。这是一个国家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 

 

  总之，党的十七大以来，以党内民主发展促进干部制度改革尽管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步，

但以科学化的取向考量，还需要在尽快建立干部分类管理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党管干部

的能力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