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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科技手段开始逐步引入到国家治理领域的方方

面面，“智治”“技治”在当前各国的国家治理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内部分地方和部门

已开始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引入干部考核领域，无疑

将干部考核工作推向更高更新的层面。

我国官员考核的实践逻辑

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中国人民历经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实践历程看，我国干部考核制度被赋予了更崭

新、更丰富的时代内涵，也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

一是我国干部考核制度为贯彻党管干部原则提供

了有效制度举措和工作推手。党管干部原则是我们党

从革命时期到新时期一以贯之的干部管理方式，是我

国干部人事制度的一个突出特色。只有坚持党管干部

原则，才能从组织上保证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才能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才能保证“全国一盘棋”，推动党中央的路线方

针和重大决策部署得到有效贯彻落实，才能将执政党

的主张与人民群众的需求有机结合在一起。而党管干

部这一基本遵循，必须要有与之匹配的干部考核制度

加以支撑和推动。因此，在干部考核制度中，除了坚

持各级党委的考核主体地位外，必须坚持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将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表现和

政治能力作为首要的考核内容。

二是我国干部考核制度在提升干部整体素质能

力、优化干部队伍素质结构等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

一方面，通过建立全面的、严格的干部考核标准，促

进干部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掌握干事创新

的工作本领、提升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的积极性；另

一方面，干部考核制度也适应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干部考核标准，优化干部

队伍的能力结构，增强考核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充分

发挥干部考核的指挥棒和指南针作用。比如，2009年

11月，基于当时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中共中央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2020年11月，根

据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要求，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在当前，我国又结合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的特点，实行灵活化的干部政绩考核方

式，将考核工作动态化、一线化，对工作成效显著的

干部给予褒奖，对失职、渎职干部加大惩处力度，及

时高效地回应了干部政绩考核的时代要求。

三是干部考核结果运用为干部选拔任用提供了

科学依据。“考”是基础，“用”是关键，考核结果

只有真正用起来，才能体现价值、发挥作用。西方国

家通常运用绩效管理和评价工具，突出“考事”为

主，通过对政策和任务的执行情况进行诊断和评价，

并在此基础上改进工作和提升绩效；而我国传统上突

出以“考官”为主，通过考核选拔任用优秀的干部来

推动各项工作的完成。两者都有自己的优势，但也都

存在各自的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组织工

作会议上强调，要建立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

考核的知事识人体系。这是改进完善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考核评价工作的基本遵循。“知事识人”，就是

将“考事”与“考人”有机结合，将干部考核结果作

为干部提拔晋升与合理使用的科学依据，提高干部考

核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这是当前我国干部考核制度的

又一特色。实践表明，这一做法对于完善干部考核制

度、调动广大干部积极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近一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

中所积累的干部考核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

性实施的一系列干部考核实践，为我国干部考核制度

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