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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政绩观是领导干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  

作者/来源：董立人  

深入学习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坚持正确的政绩观、践行与科

学发展观相一致的政绩观。2009年1月1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再次

强调领导干部要“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的重要性时指出“着力树立正确政绩观，切实

按照客观规律谋划发展。要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察实情、讲实话,鼓实劲、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努力做出

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当前和今后领导干部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政

绩观念，为谁创造政绩，如何争创人民满意的、符合科学发展的政绩，留什么样的政绩，以及由谁来评价政

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望。 

  一、树立正确的工作价值观念 

       领导干部政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树立正确的工作价值观，即“我是谁和为了谁”的问题，它的出发点是

价值认同。价值认同就是对自己是“谁”的定位。工作的价值认同首先是对党的价值的认同，包括对党的性

质、党的纲领、党的理论、党的路线等方面的认同；其次是对自己岗位职责的价值认同。领导岗位的本质意味

着一种责任，而权力则是履行职责的条件。如果曲解或违背了这种正确的价值判断，将岗位职务视为个人的地

位、荣耀和权力，必然导致整个工作价值观的扭曲。工作价值取向是指“为了谁”，即为谁履行职务和行使权

力。正确的工作价值取向应当是一种为党、国家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价值取向。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要求的：

“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否则，工作价值取向就会出问

题。 

  二、树立“心性”的领导价值理念 

       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是一切政绩的根本保证。真创政绩、争创优良政绩是每个领

导干部应尽的义务，是上级组织和社会公众评价干部的重要标准，是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全面体现。科学发展

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领导干部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键就是要先从“问心”、“真心”、“诚

心”做起，也就是要牢固树立“心性”领导精神。所谓“心性”的领导精神，不仅指能够焕发出来的微观创新

活力，更是指领导干部具有优良的健康心智状态。一个有能力的领导应该是一个很有修养，很善于心静，很善

于静中思过的领导。每位领导干部都要有“五忌”、“五重”领导理念：即忌心躁，重心静；忌心浮，重心

稳；忌心满，重心诫；忌心利，重心平；忌心匮，重心责。要加强“心静”的修养，通过“养心静神”减少心

中的贪婪和欲念，从而做到静中无邪，静而无贪，能够止浮躁明事理。心浮者难成大事，难创大业。领导者要

克服心浮，主要是要在心理上克服浮躁，思想上克服浮浅，工作上克服浮事，成绩上克服浮面。要克服心浮，

就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不断修心养性。有知识才能稳己，有能力才能胜任，有智慧

才能胜人。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对名利淡然视之，泰然处之，把心态摆正，把心胸放宽，把

工作干好。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加强思想修养，正确对待名利得失，才能做到心地纯正，心胸宽广，心神集中地

干事业，才能不负众托，不辱使命，忠实履职尽责，才能真正体现出“心性”领导价值。 

  三、树立工作责任意识 

       领导干部对自己本职工作的忠诚度反映了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的主观意愿和客观行动，是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

最基础的内容，反映了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公仆意识。责任心就是对事业的忠诚度的外在表现，

一个领导干部没有责任心，就没有忠诚度，没有忠诚度就做不好本职工作。有了责任心而没有能力，同样也做

不好本职工作。责任心是领导干部干事业的首要条件。责任心不强了，忠诚度就迷失了，对本职工作有心、用

心、尽心，才能具备抓好责任落实的原动力。对本职工作的忠诚就是对事业的责任心，高度的责任感能产生勇

气，产生智慧，产生力量，形成高效的执行力，最终一定能够创造出符合科学发展观、使人民满意的政绩。 

  四、秉持新的公共精神 

       领导干部要以为公众服务为出发点，强调以社会民主、公平、公正、参与和责任为内容的一种公共精神。领

导的政绩要体现出公共精神的思想。公共精神是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基本精神，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关注社会共同体中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公共精神得以孕育

的前提，这既是公共精神的内在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本质使然。领导干部政绩涵盖的公共精神主要包括社会

公德意识、公仆意识、奉献意识、民本意识、公平正义、共享共建、自制自律的行为规范等社会价值理念。一

是由单纯重视货币资本的意识向重视人力资本的意识升华，从以物为中轴中心回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轴中



心。二是由贪婪的物欲冲动的牟利动机的诱惑向公益心和社会责任感升华，使政绩建立在一种更高的道德层面

之上。三是由片面追求对大自然的索取和征服向争取给予大自然报答和回归升华，坚持科学技术与人文伦理精

神有机统一。四是由集权政治向科学民主升华，从权力官治至上的管制思想，向法制与德治有机结合的科学善

治的思维模式转变，以达到物理、事理、人理、善理的和谐统一。 

  五、政绩要经得起考验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自古皆然。领导干部的政绩是领导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有的领导干部在发展观念上

存在重“显绩”轻“潜绩”、重当前轻长远、见物不见人、甚至制造虚假政绩等问题。从表面上看，显性绩效

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和赞扬，而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隐性绩效往往比显性绩效更有生命力，更能经得起历史

和实践的考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2008年秋季开学典礼的讲话中

强调：“当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二要敬畏百姓，让

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这一阐述，语言

简朴，却体现了我们党对干部的基本要求，阐释了一种新的政绩观、权力观、执政观；既是珍贵的从政经验之

谈，又饱含着对各级干部的关爱提醒和中肯告诫。以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领导干部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

以科学的、发展的、多维的眼光来审视和对待自己的政绩。 

  六、提升新的政绩文化自觉 

       领导干部的政绩文化自觉可以说是领导干部素质的最基本要求。“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

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充分认识、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领导干部要

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样的政绩才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人民群众满意的真正的政绩，以什么标尺检验政绩等的

自觉意识。领导干部的政绩文化自觉，就是要领导干部像计算机一样有自我纠错、整理碎片、自我修复系统的

自主完善功能和修正作用。领导干部的执政文化自觉具体表现为执政选择和执行过程中人们的一种价值取向，

指领导者思维的自觉，理性的自觉，行为和责任的自觉。领导干部要敢于面对错误，针对现实，从中找出根

源，总结经验，为积极创造正确的政绩，在思想上提供前馈性控制。我们提倡领导干部要有执政文化和政绩文

化自觉意识，其目的就是要使领导干部善于进行执政文化反思，通过文化反思达到文化自觉，由自觉意识到自

觉行动，由不自觉到自觉、再由自觉达到更高自觉，减少执政活动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认清自己的重要使命，

充分觉悟所肩负的社会责任，自觉地为执政行为提供前馈性智力导向，以确保其政绩活动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

的要求。 

 

       （作者：河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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