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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干部中的“辩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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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瑞芳（广州市地质调查院，广东广州    510440）  

   

       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
要，在干部的任用问题上，管理观念正在发生着根本的转变，本文从干部任用的内涵
出发，阐述了在善用干部重要性，总结了在干部的任用问题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其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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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人才已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资
源，也是企业制胜的法宝，在企业中人才的作用越来越大，近年来，企业为了生存和
发展的需要，在用人问题上，尤其是在干部的任用问题上，管理观念正在发生着根本
的转变，通过竞争上岗、绩效考核、薪酬激励发现人才、吸引人才、合理使用人才，
为人才发展营造空间。随着用人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如何做到人尽其才，适才适岗，
除了制度保障外，很关键的一点是要“识人才”、“辩人才”。谁是优秀人才，如何
识别人才，这成为使用人才的前提。对此，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潘丰【1】提出站在哲学的角度考虑企业人才识别、吸引和使用问题等；吕守权【2】
针对地勘单位选拔及用人过程中存在桑任人唯亲的不正之风，提出整改意见；郭力华
【3】提出了优秀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及它们之间的辨证关系。  

   

众人皆知伯乐相马的故事，“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伯乐如
何识得千里马？而识人问题就是选用人才的关键环节。欲“知人善任”，首先就要
“识人” ,而“识人”要识准、识透，除了要全面地认识人，更要做到客观地辨别人。
本文提出辨别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应该重资历不唯资历、重文凭不唯文凭、重能力不
唯能力，这就需要具体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辨别人才。  

   

       二、辨别“老人”和“能人”  

   

长期以来，“论资排辈”是干部选用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在人们的观念中似乎年龄代
表着资历，资历代表着水平。资格越老越有能力，因此，“按着资格往下排，一茬一
茬顺着来”，成为了一种被默认的用人规则。尤其在一些单位的中层管理层，这种情
况更为突出。尽管有的单位选了一个好的带头人，但众多的中层干部却稳坐钓鱼台，
资历越深坐得越稳，出现了一些“任你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的 “三朝元老”。
这样的“老人”多了，再好的“带头人”也带不动职工，带不动企业，不容置否，资
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干部经验积累和能力提高的过程，是干部成长的历史记录。但
是，资历并不等于能力，我们要选拔的是“能人”而不是“老人”。当然，能人中是
包括那些真正有能力的老人，但是对于那些资历浅、经验少的优秀年青干部，我们不
通视而不见。正如古人云：“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这必须打破
那种唯资历的绝对化观点，对德才兼备、政绩突出、能够担当重任的优秀年青干部，
要及时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对特别优秀的，还应大胆破格提拔使用。  

   

去年我单位不断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规范竞争上岗流程，以笔试、答辩、和综合
素质测评等内容按一定加权综合评价人才，树立了重素质、重业绩、重公论的用人导
向，形成岗位靠竞争的良好氛围，使许多能力强的人被安排到适当的岗位，充分调动
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  

   

       三、辨别文凭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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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干部选拔提倡“四化”以来，学历、文凭就成了衡量干部知识化与专业化的一个
重要指标。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干部知识化的要求更高，文凭成为晋升的
一个门槛，这就使许多人在文凭与水平的认识上出现误区，似乎文凭越高，水平也越
高，提拔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结果造成某些干部利用权力获取学历或者干脆用假文凭
蒙混过关，出现了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等文凭腐败现象，从而引发人们对现行教
育制度的信任危机，而且败坏了党风、学风。  

   

近年来，各级部门竞争上岗中对学历的要求有所偏重，造成部分职工认识的偏差，盲
目的追求学历，抱着只要能拿到文凭，不管专业对不对口都无所谓的心态学习，结果
学无所用，有时为了应付考试还影响了工作。因此，随着整个干部队伍有学历、文凭
的人越来越多，选拔干部应特别注意文凭的含金量，也就是不关要看文凭有多高，更
要看他们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在选拔时，还应看其所学专业与申报
岗位是否对口。有些高学历的专家或学者进入领导班子，其中有些人适用能力比较
强，经过几年的锻炼，很快胜任了所担任的领导职务。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虽然有专
长，但由于缺乏组织领导经验和能力，大量事务性工作缠身，结果弃其所长，用其所
短，不仅本人感到苦闷，而且工作受到损失。由此看来，没有文凭是不行的，有文凭
没有水平同样也是不行的。  

   

       四、要辨别能人的“才”与“德”  

   

在我们单位的发展史上曾涌现出许多勇于改革、敢于创新的人，他们往往有着超凡的
个人能力和突出的工作实绩，并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反响。因此，他们又被
称为“能人”。也曾有人提出要大胆起用“有缺点的能人”，也就是宁可用那些曾经
犯过错误或工作中有失误但确有本事、有作为的能人，也不用那些圆滑世故、无所作
为的庸人和听话省心的“老实人”。应该说，这一提法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选人、
用人观念的进步，远的不说，就说我们单位吧，有个别曾犯过错的职工，他们具有较
高的技术业务水平和管理水平，由于历史原因，工作思想包袱重，不敢放开手脚大胆
干，通过单位领导积极引导，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不断进步，且大胆使用他们，焕发
了工作热情和主人翁责任感，他们积极创新管理、服务、技术，成为了先进生产力的
带头人，带动和鼓舞一大片的员工，推动了单位的发展。  

   

对于这种“两头冒尖”的能人还应作具体有辨别，如果不作具体的分析，在选拔干部
时就容易导致重才轻德，甚至只看才，不看德。如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能人经济，
只要能人懂经营，德不德并不重要，有缺点也可以原谅；还有人把能人理解为能说会
道，八面玲珑，善于逢迎交际，领导眼前是红人，这样的能人尽管神通广大，但思想
政治素质差，甚至思想作风有严重问题。他们中有的钻政策的空子，你上有政策，我
下有对策，这样的能人给企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五、总结  

   

用人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许多政策尚不健全，公平合理的竞争
机制也在逐步建立，如果重才轻德的意识左右干部政策，使一些有才无德或有才少德
的人进入干部队伍，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能人”可以不是“完人”，首先应该是
个“好人”，他可以有缺点，但不能有原则和本质上的问题。对有缺点的能人要客观
公正地辨别和衡量，既不因某个方面的缺点而否定其才干，也不能只看才，不看德。
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干部工作的正确导向，防止和避免选拔任用干部中可能出现的偏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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