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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改进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

选选人人用用人人不不单单以以GGDDPP论论英英雄雄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日

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
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规定今后对地
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各
类考核考察，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
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
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

长率排名。
《通知》要求加强对政府债务

状况的考核，把政府负债作为政绩
考核的重要指标，强化任期内举债
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防
止急于求成，以盲目举债搞“政绩
工程”。

《通知》明确规定，选人用人不
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

论英雄，不能简单地把经济增长速
度与干部的德能勤绩廉画等号。要
对违背科学发展的行为实行责任
追究，对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
盲目举债留下一摊子烂账的，要记
录在案，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
理或党纪政纪处分，已经离任的也
要追究责任。

这次改进地方政绩考核工作

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突出了政绩
考核的科学发展导向，强调考核

“要看全面工作，看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
设的实际成效，看解决自身发展中
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成效”。这既是
对唯GDP倾向的纠偏，也是对“五
位一体”总布局的有力落实。从“对
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地区生产

总值”、“加强对政府债务状况的考
核”，到“加强对政绩的综合分析”，
再到“制定违背科学发展行为责任
追究办法”，《通知》从指导思想、具
体标准、实施办法和责任追究等方
面，全面构建起一整套符合科学发
展思路的政绩考核制度，为提高各
级党政机关执政水平和治理能力，
提供了鲜明制度导向和有效激励。

新规要点

1 .中央不能单纯以GDP衡量各省发展

政绩考核要突出科学发展导向。
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年度
考核、目标责任考核、绩效考核、任职
考察、换届考察以及其他考核考察，要
看全面工作，看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实际
成效，看解决自身发展中突出矛盾和
问题的成效，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

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
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
排名。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单纯以地区
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来衡量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发展成效。地方各级党委
政府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
率排名评定下一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的政绩和考核等次。

2 .加大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考核权重

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指标。根据不
同地区、不同层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的职责要求，设置各有侧重、各有特
色的考核指标，把有质量、有效益、可
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社会和
谐进步、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

的建设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强化约束性指标考核，加大资源消耗、
环境保护、消化产能过剩、安全生产等
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科技创新、教育
文化、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
障、人民健康状况的考核。

3 .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GDP

对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地区生
产总值。对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
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别实行农业优
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评价，不考
核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等指标。对禁止

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全面评价自
然文化资源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情
况。对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重点
考核扶贫开发成效。

5 .防止、纠正高污染换取增长速度

加强对政绩的综合分析。辩证地
看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前任基础与
现任业绩、个人贡献与集体作用，既看
发展成果，又看发展成本与代价；既注
重考核显绩，更注重考核打基础、利长
远的潜绩；既考核尽力而为，又考核量

力而行，全面历史辩证地评价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注意识别和制
止“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防止和纠
正以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换取经济
增长速度，防止和纠正不作为、乱作为
等问题。

6 .不将GDP增速作为末位淘汰的依据

选人用人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
值及增长率论英雄。要按照好干部的标
准，根据干部的德才素质、工作需要、群
众公认等情况综合评价干部，注重选拔
自觉坚持和领导科学发展、成绩突出、

群众公认的干部。不能简单地把经济增
长速度与干部的德能勤绩廉画等号，将
其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依据，作为高配
干部或者提高干部职级待遇的依据，作
为末位淘汰的依据。

7 .盲目举债留下一摊子烂账要追责

实行责任追究。制定违背科学发
展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强化离任责任
审计，对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给
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损害群众
利益造成恶劣影响的，造成资源严重

浪费的，造成生态严重破坏的，盲目
举债留下一摊子烂账的，要记录在
案，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或党
纪政纪处分，已经离任的也要追究责
任。

4 .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

加强对政府债务状况的考核。把
政府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
责任追究，防止急于求成，以盲目举债
搞“政绩工程”。注重考核发展思路、
发展规划的连续性，考核坚持和完善

前任正确发展思路、一张好蓝图抓到
底的情况，考核积极化解历史遗留问
题的情况，把是否存在“新官不理旧
账”“吃子孙饭”等问题作为考核评价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重要
内容。

8 .解决多头考核，防止“一票否决”泛化

规范和简化各类工作考核。加强
对考核的统筹整合，切实解决多头考
核、重复考核、繁琐考核等问题，简化
考核程序，提高考核效率。精简各类专
项业务工作考核，取消名目繁多、导向
不正确的考核，防止考核过多过滥、

“一票否决”泛化和基层迎考迎评负担
沉重的现象。中央管理的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当年开展专项学习教育活动
或换届考察、巡视的，可不再重复进行
年度考核，根据年度工作情况，综合运
用专项活动督导以及换届考察、巡视

等成果形成年度考核意见。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本通知精

神，完善考核评价制度，抓紧清理和调
整考核评价指标，废止不符合中央要
求的制度规定，树立正确的考核导向，
使考核由单纯比经济总量、比发展速
度，转变为比发展质量、发展方式、发
展后劲，引导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牢固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发展观
念，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的政绩。

据新华社

中中纪纪委委：：责责任任追追究究应应终终身身追追究究
不受岗位职务变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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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教育文化、劳动就
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

“ 新 官 不
理旧账”、“吃

子孙饭”、“形象工
程”、“政绩工程”、GDP排

名、“一票否决”、高投入高排
放高污染换取经济增长速度、盲目

举债留下一摊子烂账

据人民网北京12月9日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9日刊发《三
中全会<决定>解读：进一步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文章，文
章指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
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制
度，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
制度，要适时对责任追究方面的
典型案例进行通报，增强责任制
的威慑力。实施责任追究应该终

身追究，无论领导干部工作岗位
或者职务有什么样的变动，该追
究责任的都要追究。实施责任追
究，要分清责任，对于出现的违纪
问题，要弄清楚是领导干部主动
发现并坚决查处的或积极支持配
合有关部门查处的，还是有失职
渎职情节甚至故意掩盖、袒护违
纪问题的，前者不承担领导责任，
后者必须承担领导责任。

文章指出，要深入开展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的专题调研，制
定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比
如，在责任追究案件的启动程序
方面，责任追究由谁来启动、在什
么情况下启动需要进行明确等。
要铁面执纪，严肃责任追究，在这
方面要抓住典型。对职责范围内
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
问题也不报告、不反映，敷衍塞

责、不抓不管，造成不良后果和恶
劣影响的，要依照《关于实行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该组织
处理就组织处理，该纪律处分就
纪律处分，不能下面问题成串还
熟视无睹。要突出责任追究的重
点，对不认真履行反腐倡廉职责，
导致本地区、本单位屡屡出现重
大腐败问题的。要适时对责任追
究方面的典型案例进行通报，增

强责任制的威慑力。
文章称，对具体的责任行为

进行“签字背书”，是强化责任主
体认真履职、敢于担当、落实责任
的有效举措。由领导责任人和监
管责任人在具体责任行为报告上
签名后上报，以利监督和责任的
担当。出了问题，还有倒查机制，
还要被追究。这就意味着承诺和
责任，既是压力，更是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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