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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4月2日，福建省召开常委扩
大会议，宣布苏树林接替黄小
晶，任中共福建省委委员、常委、
副书记。

随着十八大临近，频密的人
事调整引人关注。3月底，中组部
部长李源潮在中央党校《学习时
报》发表文章称，从今年开始，省
市县乡四级领导班子将自下而
上集中进行换届，这是党和国家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而作为十八大布局中至关
重要的一环，各省党政一把手的
换届工作早已展开。

2009年的十七届四中全会
之后，中央曾集中进行部分省部
级官员调整。依照近年来的惯
例，一届党代会的中期(即四中
全会)之后开始为下届做准备，
2009 年这次调整的官员任职年
限均可跨越十八大，因此被视为
十八大人事调整的铺垫。

对于这一变动，国家行政学
院教授王伟当时曾告诉记者：
“这是按照正常的需要换届，换
届工作已步入正规化时期。”

如王伟所言，各省党政一把
手的调整随后步入常规。全国31
个省市自治区中(港澳台除外)的
62位党政一把手中，有20多位在
过去的一年多里变动了职务。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
告诉记者：这一轮干部变动，不
仅是为了贯彻执行国家“十二
五”规划，形成新一届党的领导
集体而进行的通盘谋划，也是为
培养产生今后几十年里，执政党
高层领导力量而做的战略性人
事准备。

这些变动有何特点？中国的
高官选拔有怎样的标准？

任用“知青”

背后的深意

知青经历让这批干部比较
了解基层和老百姓，他们是经过
锻炼一步步上来的，又拥有比较
高的学历。

今年年初，地方两会集中产
生4位新任省长：甘肃省省长刘
伟平、陕西省省长赵正永、江苏
省省长李学勇、湖北省省长王国
生。

以上4人均为“50后”。新加
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薄智跃在总结现任省级领导人
的特点时，首先提到的便是年富
力强。相比十七大时上世纪 40
年代一把手超过六成，如今“ 50
后”正全面“接班”。
“四舍五入”现象，是自然的

新陈代谢。相比年轻化这个自从
改革开放后中央便提出的干部
选拔方针，最近的干部调整有更
为引人注目之处。这其中，尤为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4人，除李学
勇外，其他 3 人都曾有过“上山
下乡”的经历。

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
长甄小英告诉记者：“知青经历

让这批干部比较了解基层和老
百姓，他们是经过锻炼一步步上
来的，又拥有比较高的学历，是
这一人群中的佼佼者。”

2009年末至今调整的20多
名各省党政一把手中，类似经历
的有8人，比例可观。这一方面是
“50后”常见的人生路径之一，另
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央近年来在
用人导向上对领导干部基层经
验的重视和倾斜。

在这方面，辽宁省委书记王
珉的经历颇具代表性。

1950年出生的王珉，18岁时
到安徽舒城县石岗公社插队，直
到22岁才回家乡安徽淮南，成为
淮南化工机械厂的工人。当了3
年工人后，王珉重回学校深造。
直到44岁时，在教职岗位一路升
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常务副校
长的他才正式步入政界，担任江
苏省省长助理。

2009年中央组织部下发《关
于注重从基层和生产一线选拔
党政领导机关干部的意见》，提
出注重从基层和生产一线选拔
党政领导机关干部，“是从干部
结构上保证党政领导机关与人
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战略举措。”

对于干部选拔向基层倾斜
这一现象，蔡霞评价，“注重干部
的群众工作经历，是这轮调整中
选用干部的一个突出现象。政党

来自于社会，政党的根基在社
会，政党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在
社会，所以政党和群众的关系，
决定着政党的命运。”

多省任职经历

为未来储备

从未来看，有了多地域、多
部门工作经历积累，才能更加深
刻地认识和把握国情。

舆论关注度颇高的湖南省
委书记周强亦有知青经历。

这位“60后”省部级官员在
16岁时坐上了下乡“末班车”，成
为湖北省黄梅县独山公社周边
大队的一名插队知青。此后从司
法部到团中央再到湖南省。

与这一年多来调整的20多
名各省要员相比，周强的不同之
处在于，他在地方的任职经历相
对简单。自从2006年从团中央到
任湖南省以来，他从湖南省委副
书记、湖南省副省长、代理省长，
到2010年成为湖南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至今未有变
动。

而综观其他20余人，绝大多
数都有至少两个省区的工作经
历。

其中，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

拥有河北、陕西、黑龙江、贵州4
省任职经历；河南省委书记卢展
工的任职经历跨越浙江、河北、
福建、河南4省，而且到福建任职
前，他还曾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告诉记者，目前各级各地干部
选拔任用的改革和实践，其思
想源头都在《2010-2020年深
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
要》。

干部交流也是我国长期形
成的一项人事组织规则，《纲要》
将其特别提出，作为下一阶段干
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
容。

薄智跃对比了目前和十七
大时各省党政一把手的任职经
历，发现经过几年调整，这一变
化十分明显：省委书记方面，有
一省领导经历的从2007年的9
位减少到7位，有两省领导经历
的由11位升到12位，三省经历
者由10位减少到8位，四省经历
由1位升到4位；省长方面，有一
省领导经历的由21位减少到16
位，两省经历者由9位升为1 0
位，三省经历者由1位升为4位，
王三运则成为第一位先后在贵
州、四川、福建、安徽4个省份担
任过领导职务的现任省长。

蔡霞指出，跨区域调动和上

下交流，从眼前看，有利于地区
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从未来
看，有了多地域、多部门工作经
历积累，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和
把握国情，承担起走上中央领
导、肩负领导整个国家发展的执
政重任。

“国企高管经历”

群体

苏树林的政治轨迹代表了
当下高官选拔的重要途径之一。

早在2007年中石化换帅之
时，“60后”苏树林便引发了媒体
广泛关注。

尽管官方尚未证实他接任
省长一事，但消息并非空穴来
风。在4月2日召开的福建省常委
扩大会议上，省委书记孙春兰
称，中央决定免去黄小晶职务是
因“到任职年龄界限”。

相比此前的“60后”高官，苏
树林的政治轨迹完全不同，并且
也代表了当下高官选拔的重要
途径之一。

中国目前仅有数位“60后”
正部级官员。其中有四位主政一
方，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
记胡春华、湖南省委书记周强、
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和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
另一位是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
记陆昊，胡春华与周强也曾担任
这一职务，其中胡春华还曾长期
任职西藏。

而如苏树林这般由国企入
仕，在近两年也颇为多见。

苏树林赴闽任职的消息一
经发出，媒体便为其寻找了众
多“模板”：2008年6月，李小鹏
告别华能集团，赴山西任省委
常委、副省长；2008年1月，太
原钢铁(集团)董事长陈川平当
选为山西省副省长；2007年底，
中国一汽集团总经理竺延风调
任吉林省副省长，长城电脑掌
舵人陈肇雄担任湖南省副省
长，2005年，东风汽车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苗圩改任湖北
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

目前的各省党政一把手
中，亦有两人曾经出自国有企
业：现任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
原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
理，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
贤曾任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总
公司总经理。他们的“跨界”经
历均发生在 2006 年之前。

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是
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他
曾于1996-1998年任中国石油天
然气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这一现象亦有规定可循：
2006年8月出台的《党政领导干
部交流工作规定》明确规定：实
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
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
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
关任职。

据《瞭望东方周刊》

高官选拔向基层经验倾斜
国企入仕现象增多

苏树林曾任中石化总经理。 竺延风曾任一汽集团总经理。 苗圩曾任东风汽车总经理。

■中国目前仅有数位“60 后”正部级官员。其中有四位主政一方，分

别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吉林省委书记

孙政才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另一位是团中央书记处

第一书记陆昊，胡春华与周强也曾担任这一职务，其中胡春华还曾长期

任职西藏。

■目前，中国部分地方政府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公司化，因此，

国企领导人转任政府官员必须调整心态，从企业家转变为政治家。

由“国企CEO”步入政坛的高官

为何这么多国企高管步
入政坛？中央党校教授王贵
秀称，越来越多的央企高管
出任地方高官，体现出中央
对国企高管的培养选拔更加
重视。

观察人士分析指出，国企
高管从政具有多项优势。懂市
场的管理者从政，与单一的政
工、理工出身的政府组成人员
形成互补，可优化领导班子结

构。
“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型，在这个转型的
过程中，政府官员懂不懂经
济、懂不懂企业是大不一样
的。”中央党校哲学与战略学
教授段培君表示。

但从商与从政毕竟是两
码事，如何顺利实现角色转
换，是苏树林们必须解答的问
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所副所长陈光金表示，国企领
导转任政府官员，必须从企业
家转型为政治家，而不是政治
企业家。他们必须把政府看做
是民众委托的提供公共产品
的权力机构，而不能把政府当
做企业去经营，更不能仅仅为
政府自身的利益而使其公司
化。因为政府行为企业化是一
种巨大的风险，这也意味着以

提供公共产品为己任的政府
更深度地滑入单纯追求效率
的泥淖。
“目前，中国部分地方政

府的严重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公
司化，因此，国企领导人转任
政府官员必须调整心态，从企
业家转变为政治家。诚能如
此，则是国之大幸、民之大
幸。”陈光金表示。

据《南方日报》

“官员懂不懂经济

大不一样”

格时局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