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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官员考核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演变的时间维度看，我国官员考核制度经历了持续创新、不断累

积、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长期发展历程。

自秦汉以来，我国就奠定了以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和地方郡县制为主要特

征的国家治理格局，而官员考核制度对于维系这一治理格局发挥着极为重要

的作用。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以遴选、考核和监察为主要手段的官员

考核制度日趋成熟和完备，并具有全面性、开放性和激励性等特点。比如，

秦朝时期所实行的“上计制度”，就是依据各级地方年度工作计划，由上级

逐级对地方官员进行全面细致的考核，其考核内容、考核主体、考核程序以

及考核结果运用就相当完备。汉代时期所盛行的察举、荐举、征辟等选员制

度，注重“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逐级从民间选拔人才，从而保障了官

员队伍的开放性。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开创了官员分类制

度的先河。隋唐时期兴起科举制度，标志着官员竞争性选拔机制的日渐成

熟，极大激发了民间人才入仕的积极性。唐朝时期，“三省六部制”下的御

史台成为专门纠察官员的监察部门，成为与官员考核相配套的制度模式。宋

代的官员考核制度在继承以往朝代考核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从任职和晋升

两个层面，开始注重官员处理公务数量与失误率的定量评价，同时还有品行

考核与业务专项考核。明朝则建立了巡按御史制度，兼具监察考核权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进程中尽管也吸纳

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做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还借鉴了许多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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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考核是我国

干部制度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我国国家治

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我国的

官员考核制度极具特

色，其背后蕴含着深

刻的历史逻辑、理论

逻辑和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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