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 

   

  本来今天是来听会的，但是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 
个问题太大了，还是讲几句。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 
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 
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 
题，要来一次灾难。对我们这次六中全会，外国人反映 
说，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交接班问题，解决中央人事的大 
问题，称赞我们很稳定、很顺利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但是，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还不 
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老的不在了，或者根本 
不能工作了，新的又上不来，每一个新的上来，就有这 
个意见、那个意见。好像我们党里有一种风气，就是在 
老干部里头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谁拥护自己谁就是好干 
部。不客气地讲，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个问题并没 
有解决好。我不是说所有的人，但是有相当一部分老同 
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今天讲到一个刘澜波同志，我建 
议大家向他学习。他亲自出来讲话，推荐一位比较年轻 
的同志当部长。为什么全会之后又专门把在座的诸位留 
下来开两天会，讨论陈云同志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 
和老干部离休退休这两条建议？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 
迫切，十分重要。我们军队的同志可以回想得起来，一 
九六四年开政治工作会议，我就提出军队干部年轻化 
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相隔了十七八年。当时年轻 
化问题并不算很迫切，但是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我在 
那次会议上讲，年龄大一岁，开明增一分。那是六十年 
代初期。现在的情况同那个时候完全不同了。总之，这 
个问题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十分迫切就是了。所以，在前 
一段时间，中央曾经设想，将来除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以 
外，再设两个委员会，一个是顾问委员会，一个是纪律 
检查委员会，容纳一批老同志。中央委员会成员比较年 
轻一点，这是为后事着想。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 
问题，我们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不这样，解决不了 
问题。如果不是老同志带头，选人也不会积极，你就是 
勉强下命令选了，也不一定选得那么准，其中有一些同 
志还是考虑，看哪一些人是拥护自己的。我们可要谨慎， 
“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他们的能耐之一 
就是吹呀，捧呀，实用主义呀，有利的事情就干哪，可 
相当灵活哩！老同志很容易上当。所以，问题的关键是 
老同志带头，真正要开明，真正要从大局着眼。 

  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 
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原来我们还是 
手脚小了一点，陈云同志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 
十、几百，是成千上万。成千是个形容词，上万是实质 
，实际上是一万、两万、几万。现在我们选择的人中间 
，有些看得不准的，经过考验之后，还会淘汰下去的。 
比如说现在先定他五万。这五万，是准备三五年之后， 
七八年之后，到领导机构的，就是到省、市、部这一级 
（大的工矿企业也相当这一级）准备将来接替的，其中 
突出表现好的要到中央来。现在四十岁左右的，七八年 
之后四十七八岁了，也并不年轻了。如果现在五十岁左 
右，七八年之后就接近六十岁了。现在我们在座的，恐 
怕只有极少数人比较年轻，一般都是六十岁左右了，六 



十岁以上的占大多数。七八年之后，大家都接近七十岁 
或者七十多了，还行哪？所以这件事要认真地严肃地来 
议一下。 

  有没有人？我看找十万、二十万都有。问题是我们 
下不下这个决心，大家是不是好好地去做工作，去了解 
，去发现。有什么标准呢？就是六十年代的（主要是六 
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文化大革命”以前，从一九 
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一年十万，就是六十万人。如果 
加上中专，近二百万。这些人是比较有专业知识的。很 
多材料反映，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以前几年大学 
毕业的，绝大多数是表现比较好的。这些人大体上年龄 
四十岁左右。我到第二汽车制造厂发现的那个副厂长， 
是“文化大革命”前一两年毕业的，今年三十九岁。这 
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表现不好的有，但大量 
是“逍遥派”。比如我刚才讲的那个同志，他是不赞成 
“文化大革命”的，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是受 
打击的。“文化大革命”时受打击，这是一个政治标准 
。像这样的人，是不是人才呢？他现在已到大厂副厂长 
这样的岗位，再加以培养，进进党校，或者放到另外的 
工作岗位再锻炼一下，为什么不可以？像这样的人，只 
要我们注意，就很容易发现。一般都觉得这样的人太嫩 
了，或者还有一个说法叫“骄傲”。“骄傲”两个字我 
有点怀疑。凡是有点干劲的，有点能力的，他总是相信 
自己，是有点主见的人。越有主见的人，越有自信。这 
个并不坏。真是有点骄傲，如果放到适当岗位，他自己 
就会谦虚起来的，要不然他就混不下去。我说有人才， 
不只是五万，甚至是十五万。有专业知识的，我刚才只 
说了大学、中专毕业生，还有自学的，也是大量的。对 
象是有，问题是我们去不去选。陈云同志讲的有一条， 
组织部要专门设一个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这是很重 
要的。 

  最重要的问题是，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任务以后 
，要着手去做。做，要有个目标。我建议，请同志们议 
一下，我们提出五年计划好不好？最好是四年，到一九 
八五年为期。干部问题，我建议订两个计划：一个五年 
计划，一个十年计划。头五年要选到比如五万人，把他 
们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锻炼。这五年，我们部的领导 
成员，司局一级的成员，省、市、自治区一级的成员， 
五十岁左右的，四十岁左右的，逐步做到各占多大的比 
重，提出一个要求。到第二个五年，我们又要做到哪一 
级领导成员（比如省、市、自治区级，部长级），除特 
殊情况以外，不超过多少年龄。大家研究一下，可不可 
能？这是讲具体化。军队曾经有这样的规定，现在也正 
在向这方面走，就是团级三十岁左右，师级四十岁左右 
，军级五十岁左右。现在有些单位执行得比较好，有些 
单位执行得差一些。将来地方的干部制度，比如退休制 
度，也应该有个年龄规定。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退休制 
度。比如军官，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是到六十岁退休。不 
过他们退休后可以在民间就业。文官，比如日本的外交 
官员，就是六十五岁退休，有的年龄更小。看来，我们 
也需要有个年龄的限制。这个事情，在前五年我们可能 
办不到，是不是可以当作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不仅 
年龄有限制，干部的名额也有限制。比如一个部，三五 
个部长够不够？其他尽是业务机构，为什么要一桌两桌 
的领导干部呀？这是一大改革。我们的官僚主义与此有 
关，好多事情行不通与此有关。一个部，顶多四个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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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就够了嘛，更不要说司局了。司局为什么还要那么多 
副司长、副局长呀？顶多两个够了嘛。我们严重的官僚 
主义与现在机构的臃肿是分不开的。当然，前五年有个 
交替问题，有五年到十年的过渡时间。中心就是头五年 
真正能够选到五万左右五十岁以下的、四十岁左右的、 
四十岁以下的干部。这几种年龄的干部也应该有个比例 
。然后设想干部制度、机构怎样才比较合理，在后五年 
通盘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是这个前五年。前五年，那 
就要在座的各位负责了，到后五年在座的有几个在呀？ 
有几个还能顶着上班？很难讲。现在六十五岁的人，过 
五年就七十岁了。时间过得很快。所以，陈云同志这个 
建议我是双手拥护。现在就是要大家来讨论怎样具体化 
。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 
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 
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 
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在座的同志，凡是超过六十岁 
的同志，都把这个问题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这个 
事情太大了。我就讲这些。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 
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