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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公务员考核的经验，但基本的理念和做法仍显

露出中国传统官员考核的历史痕迹，仍根植于我国传

统历史的丰厚文化土壤。例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的考核理念，德、能、勤、绩、廉的全面考核内容，

全方位考察作为干部使用前置条件的做法，定性评价

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

考核主体，平时考察和定期考核结合的考核周期安

排，等等，都能够从我国传统官员考核的长期演进中

寻找到历史渊源。

我国官员考核的理论逻辑

纵观我国国家治理的发展进程，始终具有兼容

并蓄、博采众长的精神，既注重对自身历史经验的传

承，也重视对外来经验和先进理念技术的学习和借

鉴，并最终融入中国的治理实践中，形成基于中国国

情、扎根中国大地的治理方式。对于官员考核制度而

言，亦是如此。当代中国干部考核制度的理论构建，

离不开中国传统考核思想的历史传承、中国共产党的

执政理念和用人经验、西方国家绩效评价工具的借

鉴、各地各部门的实践探索以及现代科技手段的引

入，呈现出高度融合和多元荟萃的特征。

优秀传统文化中官员考核思想的传承。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

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的丰富思想，包括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

等。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个场合引用中国古代的用人

思想，如“政无大小，以得人为重”“木有所养，则

根本固而枝叶茂，栋梁之材成”“不厚其栋，不能任

重”等。中国传统的用人思想和官员考核的做法，为

进一步完善我国干部考核制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渊源。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用人经验。中国共产党

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健

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体现在干部

考核制度的具体环节中，就是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

干部考核的基本遵循，要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作为评判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标准，要把

听取民意、了解民情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信息来源，

要把体察民情、关注民生作为干部考核的主要内容，

要把人民群众纳入干部考核主体中来。党的执政理

念，为我们干部考核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根本的政治方

向和价值导向。

西方国家绩效评价工具的借鉴。从长期的历史

发展看，中国文化既具有扎根于本土的定力，同时也

具有兼容并蓄的胸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也充分学习借

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理论和技术手段，博采众长。在干

部考核方面，一些地方和部门积极引入西方国家的现

代绩效评价理论和人才评价方法，对完善干部考核制

度、提升干部考核工作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

在评价技术方面学习借鉴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和做法。

各地各部门的实践探索。基于我国基本国情、经

济社会发展阶段、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等方面特点，

我国的干部考核既不可能完全沿袭传统的经验做法，

更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模式，甚至也不可能一步到位，

形成全国统一的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

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许多改革措施，采取了先行试点

积极探索、再逐步推广的方式，这种做法在近年来的

干部考核制度、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改革中也得以充分

体现。实践表明，这些地方和部门的实践探索，对于

完善我国干部考核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进一步

深入开展我国干部考核理论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现代科技手段的引入。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

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将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革新。进

入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