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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60后”省部级超百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各省、直
辖市、自治区中的“60后”省部级领
导干部，已突破百人，“60后”渐成
省部级高官的中坚力量。

随着“60后高官”悄然增多，中
国政坛的“代际变动”也已开始进
行。

目前各省的“60后”省部级官
员大都在 3人以下，其中北京、天
津、重庆、山东均为4人，而上海、西
藏、新疆更是多达7人，湖南省也有
6人，而且大多位居常委或政府中
的要职。

但他们实际上也已经历了长
时间历练。2008年9月，43岁的秦宜
智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拉萨
市委书记，实际上这位清华大学的
毕业生，从车间技术员做起，已经
历了20年的磨砺。

具体分析各省“60后”省部级
官员的年龄，不难发现其中的分布
规律：绝大多数生于1965年之前。
在他们当中，生于1965年之后的实
际不足10人。其中最年轻的是江西
省副省长谢茹，她生于1968年，其
次是生于1967年的西藏自治区政
府副主席邓小刚。
“‘60后’省部级官员能够脱颖

而出，主要得益于党的干部年轻化
战略。”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
系主任毛寿龙在接受《环球人物》
记者的采访时曾说，“干部年轻化”
作为一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的战略任务，早在上世纪 7 0年代
末、80年代初就已提了出来，并由
此揭开了我国干部年轻化的序幕。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各省、直
辖市、自治区中的“60后”省部级领
导干部，已突破百人，“60后”渐成
省部级高官的中坚力量。国家行政
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60后”官员这两年集中履
新，说明中央为干部储备所做的工
作在不断加强。

多数是高学历文科生

他们既对儿时经历的“文革”
留有记忆，又对中学时代启动的改
革开放有着切身体验，更为重要的
是，他们接受了“文革”后的正规高
等教育。

由于出生年代的特殊，“60后”
省部级高官有着他们这代人所特
有的教育经历。他们既对儿时经历

的“文革”留有记忆，又对中学时代
启动的改革开放有着切身体验，更
为重要的是，他们接受了“文革”后
的正规高等教育。

这种教育经历，无疑对“60后”
省部级高官的成长有着直接的影
响。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
任谢春涛对本报记者表示，由于受
“文革”的影响，“60后”未能接受到
正规的中小学教育，其间不乏“学
工”、“学农”的经历。但这也让这代
人对改革开放之前的生活，有着深
入的了解和亲身的个人体验。

而“60后”又无疑是幸运的，他
们在中学前后迎来了改革开放。谢
春涛认为，“60后”省部级高官在改
革开放之后接受了正规的高等教
育，有的还到国外进行学习，这无
疑对他们有着正面而积极的作用，
“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
对他们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
初，正是“60后”考大学的时期，而
这个时候的大学仍是精英教育，有
机会上大学的人并不多。正因如
此，如今的“60后”省部级高官在大
学时代，就已是同龄人中的佼佼
者。
“如果当初没有发奋学习的

话，他们也不会有机会接受高等教
育。”谢春涛说，因而在“60后”省部
级高官中，大多有着较高的学历，
有的还在相关领域有较高的研究
水平。与经历了“上山下乡”的“50
后”相比，他们在最佳年龄段接受
了高等教育，在知识结构和思路培
养上都有所改进。

从“60后”省部级高官的专业
背景上看，学习经济、法律等文科
专业的占了绝对多数，而且具有硕
士以上学历的人所占比例较大。毛
寿龙认为，高学历文科生从政并非
巧合，因为改革开放后，国家恢复
了大部分高等院校文科专业，培养
出一批经济学、法学、行政管理学
等方面的人才。
“如今高学历文科生受到提

拔，只能说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
必然趋势。”毛寿龙说，“60后”省部
级高官的学历与专业背景，都是他
们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年纪轻轻经历丰富

从“60后”省部级高官的成长
路径来看，通过机关道路成长起来
的比例占1/3强，其次是高等院校
成长道路，接下来是国有企业路
径。此外，还有共青团路径、研究机
构道路等路径。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研究
所所长刘俊生在《“60后”省部级
干部成长路径分析》中指出，“60
后”省部级高官从大学毕业开始
工作，到晋升到副部的平均年限
为 21 . 3年，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
部的最短年限是 14年，晋升到正
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 2 2
年。

从“60后”省部级高官的成长
路径来看，通过机关道路成长起来
的比例占1/3强，其次是高等院校
成长道路，接下来是国有企业路
径。此外，还有共青团路径、研究机
构道路等路径。“60后”省部级高官
的成长路径，也说明了这个群体的
与众不同。
“虽然年纪较轻，却经历丰富，

经过了多个岗位的历练。”谢春涛
说，正因如此他们才有着丰富的阅
历，并锻炼出了优秀的领导能力，
“否则，他们很难在这个年龄就到
达这么高的位置”。

这从“60后”省部级高官的履
历中不难得到证实。目前最为年轻
的省部级正职，应该是团中央第一
书记陆昊，生于1967年的他在41岁
时官至正部级，掌管团中央。从陆
昊的履历表不难看出，尽管他为官
一路坦途，但他所历练过的岗位非
常完备，从工厂企业到基层党政领
导，再到北京市副市长，一直到团
中央。

刘俊生认为，“60后”省部级领
导干部的多途径成长道路或者说
是多途径选拔培养渠道，十分有利
于保持中央和省两级政府高层领
导的活力，同时有利于优化高层领
导班子结构，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政
务官多途径选拔渠道基本上是一
致的。

目前的三个“60后”地方“一把
手”的经历，也恰恰印证了“60后”
省部级干部成长路径的多样性。

周强25岁研究生毕业后，便进
入了司法部工作，之后进入团中
央，直至2006年到湖南任省长；胡
春华23岁大学毕业便到西藏工作，
14年后调到团中央，4年后又回西
藏工作5年，直到2006年任团中央
第一书记；孙政才本是科研出身，
毕业后一直在农林科研机构，直到
34岁到北京市顺义县挂职任副县
长，从此走上从政之路。

此外，在当年已经完成党委换
届的14个省份中，50岁以下的有56
人，其中45岁左右的有21人。“由此
我们能够看出，大批‘60后’年轻干
部开始涌入各级领导层，甚至跨入
省部级决策层。”毛寿龙说。

“60后”高官成长路径扫描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李文鹏

胡春华：1963年出生，大学
毕业到西藏工作，14年后调到
团中央，4年后又回西藏工作5
年，2006年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近期，随着走进省部级干部行列的“60后”增多，外界对他们关注的程度也越来越高。“60后”省

部级高官作为中国政坛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他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特质，又有着什么样的成

长路径，这无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陆昊：毕业于北京大学，27
岁成为大型国企一把手，32岁
当选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35
岁担任北京市副市长，2008年
成为中国最年轻正部级官员。

周强：1960年出生，毕业于
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现任中共
湖南省委书记、省长，曾在团中
央工作11年。2006年，时年46岁
的周强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长。

被期待的“60后”

随着“60后”省部级
高官的接连出现，公众
对这些“政坛新星”充满
了期待，并逐渐认为“60
后”官员们的领导风格
可能与之前的领导人有
所区别。

由于自身的生活经
历，跨越了“文革”与改
革开放两个时代，“ 6 0
后”省部级高官对两个
时期的对比应该有着切
身体验。“他们对改革开
放有着坚定的认同感，
这点不必怀疑。而且这
些人总体上思想解放，
不保守不僵化，观念新
颖。”中央党校党史教研
室副主任谢春涛说，因
而他们的上位对推动改
革开放颇具积极意义。

谢春涛还认为，“60
后”省部级高官有着早
年吃苦的经历，特别是
大多来自基层，对国情
有着比较清楚的了解，
他们身上的社会责任感
比较强烈。“另外，他们
总体上有着较强的组织
领导能力，而且不乏专
家型领导。”

从成长经历上来
看，如今的“60后”省部
级高官在政界确实是承
上启下的一个群体。“他
们没有‘50后’的经历那
么坎坷，可与‘ 7 0后’、
‘80后’相比，他们对改
革开放的认识应该更深
更透。”谢春涛说，而且
由于对“文革”的记忆，
他们对制度的作用和稳
定的价值有着独特的理
解，也就格外重视。

毛寿龙认为，由于普
遍还比较年轻，“60后”省
部级官员在行政工作中
往往会以一个较低的姿
态来做事，也会更加踏
实、低调和务实。另外，
“60后”官员们在工作中
会更加重视法制和制度
建设，会更多地依靠制度
而非个人魅力来保证国
家的发展，他们同样也会
更加亲民和清廉。“而这
些特点都非常适合我们
的‘渐进式’改革，有助于
推进政治发展。”

格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