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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茜婷 北京報道）隨 中共十
七屆六中全會臨近，國務院部級官員的調整已緊鑼密
鼓，涉及範圍由8月底的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國家民
委到9月中下旬的國務院參事室、國務院研究室等部
門。一個月內的人事調整涉及範圍廣、涉及人員多，且
大多數履新官員均為「60後」，有 豐富的從政經驗。

從基層幹起 多為研究生學歷
據中國政府網發佈消息顯示，此番國務院任免國家工

作人員，任命王衛民為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任命韓文
秀為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任命庹震為新華通訊社副社
長；任命陳文輝為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任
命陳方磊為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任命于革
勝、沈小南（女）為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副理事
長；任命李萬疆為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副局長；任命張
濤為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執行董事。

免去于再清的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職務；免去陳鶴良
的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職務；免去魏迎寧的中國保險監
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職務；免去魏禮江的國有重點金融
機構監事會主席職務；免去何建雄的駐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中國執行董事職務。
資料顯示，此番履新官員中除庹震和于革勝為「50後」

外，其他官員均為「60後」。像王衛民、韓文秀、陳文輝
等人的年齡多集中在45歲左右，庹震和于革勝雖為「50
後」，但亦屬50年代末期。巧合的是，王衛民與韓文秀不
僅同出生於60年代，且二人均出身名校，為北京大學的
高材生。
另外，這些官員大多於70年代末、80年代初參加工

作，多數官員為研究生學歷，他們中有的當過工人，有
的出身記者，有的留學國外，學成歸國。這些部級官員
從基層幹起，熟悉國情民意，在為中央謀劃、落實未來
發展戰略的過程中將發揮積極作用。

隨 中共「十八大」周期的臨近，內地四級黨
委集中換屆，上至省部級封疆大吏，下至一縣父
母官，一大批領導幹部將面臨「進退留轉」，幹
部如何選拔任用，頗受關注。此間專家接受本報
採訪時指出，內地近期選任官員過程中，對官員
道德品質的考量佔分甚多。此外，對違規違紀用
人行為嚴肅查處，杜絕買官賣官，堅決整治不正
之風，已成為地方換屆過程中加大吏治的重要方
面。
近期，中組部在《人民日報》以「仲祖文」名

義多次發表評論文章指出，幹部選拔要落實「德
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基本原則，對幹部進行
「廉政體檢」；要把考核德貫穿在選拔全過程，
發現德有問題的，堅決不予任用；此外，考察幹
部要重實績，選出實幹之人，營造實幹之風，不
讓投機取巧之人得利。要以實績論高低、辨優
劣。加大實績評價權重。要綜合運用民主測評、
個別談話、實地考察、延伸考察等多種形式，全
面掌握幹部實績，深入分析幹部在崗位上取得的
成績。
事實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

記、中組部部長李源潮近期明確強調，要堅持和
完善民主推薦、公開選拔和競爭上崗辦法，堅持
重德才、重實績、重公論用人，防止唯票取人、
唯考取人、唯年輕取人。這些均被視為中央選拔
幹部、順利換屆、佈局「十八大」的重要標尺。

多地出台「德行」考核體系
近日，廣東省委組織部發出《關於在市縣領導

班子換屆中開展幹部德的專項考評工作的通
知》，要求從政治信念、工作作風、個人品行等
六個方面，對換屆中擬提拔任職的幹部進行考
評。浙江省委組織部也出台了幹部德行考察評價
辦法，對幹部德行開展正反雙向測評。而湖南省
邵陽縣和江蘇省沭陽縣新出台的幹部考核標準
中，對鄉科級幹部年中考核加入了家庭情況。一
些地區甚至將「是否孝敬父母」的道德指標，納
入了幹部考核體系。
就此，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對本報記者表

示，在未來社會發展中，幹部的道德水平將影響
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幹部的行為方式將左右社
會的行為方式和風氣，「幹部選拔以德為先不能
變，這是最基礎、最根本的標準」。
針對有的地方選拔任用幹部不規範問題，竹立

家認為，首先，幹部選拔要公平公正公開，杜絕
內幕操作；其次，幹部選拔要嚴格執行任期制，
必須任期滿一屆之後才能升職；第三，應防止出
現重要崗位官員過度年輕化的現象，「有的地方
28歲就當選縣長，實在駭人聽聞」。

官員道德品質
任用重要標準

70餘市委書記調整 年輕官員脫穎而出
地方黨委9月進入集中換屆期，一個月內

全國共有70餘市委書記密集調整，其中有不

少「70後」、「80後」年輕幹部脫穎而出，

走向前台。分析認為，此輪人事安排，是中

央在明年「十八大」召開前，為全方位的人

事佈局奠定好組織基礎，也是幹部儲備整體

戰略的重要一步。「70後」官員成為內地未

來政壇新力軍是大勢所趨，他們出任市、廳

局級官員必然漸成常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凡、劉坤領 北京報道

今年以來，多
位「70後」

年輕官員進入公眾
視野，他們或在
市、地、州、縣級
領導班子任正職，
或在地方領導班子
人選中嶄露頭角。
劉劍今年5月出任
新疆阿勒泰地委書
記，成為第一位
「70後」地（市）
委書記。41歲的周
紅波於8月任南寧
市代市長，成為全
國第一位省會城市
的「70後」市長。
江蘇省委組織部9
月宣佈，生於1974
年的萬聞華擬任共
青團江蘇省委書
記。她具有博士學
位，有望成為江蘇
省最年輕的正廳級
幹部。

構建更合理人事梯隊格局
專家指出，今年是中國的「人事工程年」，從中央到

地方正在形成更合理的幹部建設梯隊格局，構建
「5678」年齡梯次，以順利完成權力的交替和過渡。從
中央的要求看，本次換屆要 眼於增強領導班子整體
功能和合力，進一步優化領導班子結構，充足完備薪
火相傳、代際繼替的人才條件。既要考慮專業、能力
結構上的合理性，又要考慮個性特點與工作閱歷、工
作經驗上的互補性；既要大力選拔優秀年輕幹部，又
要科學使用好其他年齡段的幹部。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向本報表示，較合理的官
員年齡梯次結構目前已基本形成，並在不斷完善，即
省部級普遍由「50後」、「60後」組成；地廳級由「60
後」、「70後」組成，其中「60後」為主，「70後」為
輔；縣處級以「70後」為主，「80後」為輔。中國行

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

向本報指出，長江後浪推前浪，「70後」走上政治前
台的現象很正常，是歷史的必然。

不會「為年輕而年輕」
汪玉凱表示，推

動「年輕化、專業
化、知識化、革命
化」，一直是中央選
拔領導幹部的戰略
舉措。「年輕化」
是選拔的重要條件
之一，但不會「為
年輕而年輕」。中央
在選人、用人上仍
秉持德才兼備、以
德為先的原則，綜
合考量官員的道德
和能力；而在班底
結構方面，會堅持
「老中青結合」的梯
次配備，由年富力
強、經驗豐富的中
年人掌舵，對年輕
人委以重任，提供
更多的鍛煉機會。
而此輪人事變動，
將為中央「十八大」
全方位的人事佈局
奠定好組織基礎，
也是幹部儲備整體
戰略的重要一步。

內地政壇「70後」成新力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

中國政情專家向本報指出，由於成長的時

代背景、成長環境等方面存在差異，「70

後」、「80後」的年輕官員在執政思路、視

野、行動力方面各有優勢，但在宗旨意識、基層經驗

等方面都存在客觀劣勢，仍需要基層一線的鍛煉和艱

苦複雜環境的磨礪。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

授汪玉凱向本報指出，普遍而言，「70後」、「80後」

的年輕官員具有學歷較高、視野開放、創新的共同

點，但「70後」群體更富有集體意識，「80」後群體

較善於個性發揮。

尤需基層鍛煉
汪玉凱表示，「70後」、「80後」的年輕官員學歷較

高，專業知識較好，頭腦靈活、視野開闊，有衝力、

有幹勁。與上一代相比，「70後」官員的學習與工作

過程未受「文革」歷史事件的影響，接受過良好完整

的正規教育，成長時期又經歷中國打開改革開放大門

的過程，具有廣闊的視野與較成熟的思辨能力。

汪玉凱指出，善於與國際接軌、不因循守舊、知識

儲備豐富等，也是「70後」官員的強項。走向政治前

台後，他們都將為黨和國家的事業注入新的生機和活

力。不過，目前從基層農村走上來的「70後」官員數

量依然較少，因此大部分「70後」官員仍需到艱苦地

區、複雜環境、關鍵崗位「補課」，更多體察社會中下

層的實際困難，進一步砥礪品質、錘煉作風、增長才

幹、完善自我。

而由於「80後」官員的成長過程更是在改革開放的

熏陶下，他們的思想意識更加現代化，處事更具創新

意識，善於接受、借鑒國際先進經驗。不過，他們所

處的家庭背景較優厚，社會環境更穩定，又未經歷過

戰爭年代的磨難與計劃經濟的體驗，尤其需要在艱苦

複雜環境中鍛煉，強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此外，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表示，官員晉陞

要制度化、規範化，堅持循序漸進。他說，有個別

地方確實存在用人不規範的狀況。《公務員法》規

定的一些基本標準必須要剛性化，不能模糊執行，

比如任期制須嚴格執行，任滿一屆之後才能提拔任

用。

「7080後」兼容集體意識和個性發揮

國務院部級調整「60後」唱主角

部分已任職「70後」廳級官員
姓名 出生年月 職務 上一任職務

張恩亮 1970年1月 黑河市市長 黑河市委副書記、代市長

劉捷 1970年1月 湖南省商務廳廳長 湘潭鋼鐵集團總經理

劉劍 1970年2月 新疆阿勒泰地委書記 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

汪鴻雁 1970年4月 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 十堰市委副書記、代市長

廖飛 1972年10月 黔西南布依族自治州黨 共青團貴州省委書記

委副書記、興仁縣委書記

部分擬上任「70後」廳級官員
姓名 出生年月 擬上任職位 現任職位

萬聞華 1974年7月 共青團江蘇省委書記、 共青團江蘇省委副書記、

黨組書記 黨組成員

梁一波 1970年9月 吳江市市長 張家港市委副書記

陳必昌 1977年7月 共青團山東省委副書記 團中央城市青年

工作部事業處處長

李興鈺 1971年10月 山東省歸國華僑 山東省煙台市

聯合會副主席 發改委副主任

魏華祥 1972年1月 山東省商務廳副廳長 商務部市場秩序司

屠宰管理處長

吳向東 1973年9月 山東省計生委副主任 山東省紀委執法

監察副主任

孫黎海 1970年12月 山東省委黨校副校長 山東省濟南市社科聯

副主席

■ 周 紅 波 成
為 全 國 第 一
位 省 會 城 市
的 「 7 0 後 」
市長。

■劉劍成為第一位「70後」地
（市）委書記。

■萬聞華有望成為江蘇省最年
輕的正廳級幹部。

■ 黑 河 市
市 長 張 恩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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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 南 省
商 務 廳 廳
長劉捷。

■共青團
中央書記
處書記汪
鴻雁。

■ 黔 西 南
布 依 族 自
治 州 黨 委
副 書 記 、
興 仁 縣 委
書 記 廖
飛。

■分析認為，此輪人事安排，是中央在明年
「十八大」召開前，為全方位的人事佈局奠定
基礎。圖為2008年舉行的中共十七屆三中全
會。

■竹立家

■汪玉凱

■「70後」官員成為內地未來政
壇新力軍是大勢所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