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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国党政机关干部选拔任用的方式之一,竞争性选拔干部制度自实施以来,不拘

一格选人才,取得了一定成效,拓宽了党政机关选人用人的视野,优化了党政领导干部的班子结

构。 但在竞争性选拔干部过程中,尚存在选任权力滥用、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等情形,“萝卜冶选

拔、带病提拔、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怪相时有发生。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

程中,有必要坚持严字当头、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将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竞争性选拔干部全过程,
严守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纪律,规范竞争性选拔工作程序,及时发现并排除廉政风险,加强竞争

性选拔干部廉政风险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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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

将“全面从严治党冶作为新时期“四个全面冶战略布

局的重要内容,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

的集体智慧,体现了党和国家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 全面从严

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与国家政权建设全过程,为竞

争性选拔干部权力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实践要求。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指

出,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的组织保证;必须自觉防范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

风和种种偏向。 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下,要认真

排查廉政风险点,加强竞争性选拔干部廉政风险防

控,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一、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从严治吏

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新时期党建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

化的必然要求。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思想的集

中体现,可分解为“全面冶 “从严冶和“治党冶三方面

内容:“全面冶强调党建领域;“从严冶凸显党建决心;
“治党冶体现党建目标。[1]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
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

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 习近

平同志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强

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一贯要求和

根本方针,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
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 《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党要管党必

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

生活严起。冶
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是从严治吏,要严格选拔、

管理、监督干部,健全干部人事管理规章制度,严肃

党政机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律。 毛泽东曾强调: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冶 [2] 邓

小平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冶 [3] 江

泽民在 2001 年的“七一冶讲话中强调,各级党组织

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
格监督,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 2013
年 6 月 28 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

中去。冶“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
键是从严治吏。 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



队伍建设全过程,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

督。冶 [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指出,要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完善

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

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将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

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新时期管党治党和党

内监督的重点对象。
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吏的基本精神包括:一是明

确新时期“好干部冶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
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二是明确“好干部冶
成长的基本路径,即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
三是致力于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 四是从

严管理干部,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5]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机关事

业单位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统计,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 716郾 7 万人,[6] 中国共

产党党员总数为 8875郾 8 万名,其中党政机关工作人

员 748郾 5 万名。[7] 在深化党政机关干部人事制度改

革中,要落实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冶,加强从严

治吏。
二、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对竞争性选拔干部工

作的实践要求

当制度供给不能满足制度需求时,就会发生制

度变迁;制度变迁有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8]

竞争性选拔是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

照公开的标准、规则和程序,组织人选自愿报名或推

荐报名,并由人选在选拔过程中直接进行竞争,差额

产生拟任人选和候选人选的选拔方式。[9] 2002 年,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提出了公

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 2003
年,中组部下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检查

试行办法》。 2004 年 4 月 8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

发《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

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 《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

拔和竞争上岗考试大纲》。 《公务员法》明确了公务

员职务实行选任制和委任制,指出了竞争上岗、公开

选拔等情形。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公开

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冶。 2009 年 9 月,十
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完善

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突出岗

位特点,注重能力实绩。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
“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冶。 习近平

同志在 2013 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不能把竞

争性选拔作为主要方式甚至唯一方式,公开选拔和

竞争上岗的范围和规模要合理。 2014 年修订的《党
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指出,公开选拔、竞
争上岗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方式之一。

毋庸置疑,党政机关竞争性选拔干部制度的

推行,激发了机关干部人事制度的活力,拓宽了党

政机关选人用人的视野,为优秀人才在党政机关

中的职业生涯发展提供了宽阔的舞台。 然而,在
竞争性选拔实践中,因竞争性选拔制度设计缺陷、
官本位思维和官场潜规则等原因,竞争性选拔中

的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导致竞争性选

拔制度失灵,与“民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冶的

原则相背离。
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政治新常态下党建工作

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期党政机关干部人事制度

改革的基本要求,对竞争性选拔干部具有重要的

指导价值。 2016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强调:“治国必先

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冶“管党治党,必须严字当头,
把严的要求贯彻全过程,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

严、长管长严。冶要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线,以干部

选拔工作标准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为目标,
以党政机关选人用人权的准确、规范、公开、公正

行使为基础,深入推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制度改革,
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真正实现“党要管党、从严

治党冶,强化“党管干部冶,做到干部选拔标准严格、
程序严密、信息公开、方式方法科学、竞争有序、规
则公平、结果公正。

三、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腐败的表现形式及风

险点

(一)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腐败的表现形式

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竞争性选拔干部是

钳制党政机关干部工作腐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

度的有效方式。 如《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

规定》强调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坚持考试与考

察相结合,规定了制定方案、报名与资格审查、笔
试与面试、民主测评与组织考察、任职等程序,所
规定的竞争性选拔原则和规范化程序有助于预防

和钳制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权力寻租,提高党

政机关选人用人的科学化、制度化水平;《公开选

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也强调要面向社

会采取公开报名、考试与考察相结合的办法,同时

规定了公告、报名和资格审查、考试、组织考察、决
定任用等程序。 公开、公平、公正、民主等价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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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贯穿于公开选拔干部工作全过程,有助于钳制

干部选任腐败。 在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公开选拔

等竞争性选拔工作实践中产生的形形色色的腐败

现象腐蚀了党政机关政治生态,污染了选人用人

工作环境,降低了公共职位的公信度。
党政机关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腐败的主要表现

形式为:一是“萝卜冶选拔。 “萝卜冶选拔,是指竞争

性选拔工作主管部门或组织者为特定竞争者“量体

裁衣冶,专设竞争性选拔的工作岗位,特意规定参选

者的范围及其报名资格条件,避开竞争对手或缩小

竞争范围,通过暗箱操作、权钱交易等途径为特定竞

职者扫清晋职障碍。 二是带病选拔。 竞争性选拔中

的带病选拔是“带病提拔冶的变异形式,是指因资格

审查不严、干部考察失真或权钱交易等原因,竞争性

选拔工作主管部门或组织者通过“竞争性选拔冶方

式提拔重用此前有违法乱纪情节但未经组织发现或

查实、处理、问责的干部,使之成功竞职。 三是跑官

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 通过暗箱操作、权钱交

易、拉票贿选等,以竞争性选拔为幌子,以金钱或人

情关系、裙带关系为手段,为“跑官要官冶者打开绿

色通道,使某些竞争实力不强、群众基础不好、工作

实绩差的干部,在竞争性选拔中脱颖而出、如愿

以偿。
(二)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腐败的主要风险点

1. 竞争性选拔动议环节

动议是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的初始环节,意在

确定开展竞争性选拔的岗位范围、选拔方式,并提出

竞争性选拔工作方案。 当党政领导岗位职位出现空

缺时,党组(党委)、组织人事部门等可根据领导班

子建设的实际需要,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

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工作性质与工作特点、
干部队伍结构与规模等,提出开展竞争性选拔干部

工作的建议,确定竞争性选拔的岗位范围、人数以及

具体的竞争性选拔方式。 在竞争性选拔干部动议过

程中,一些干部未遵守法定程序和未落实民主集中

制原则,违背党政机关选人用人法规、纪律和人才管

理规律,通过暗箱操作、徇私舞弊、违法乱纪、权钱交

易的腐败行为,因人设岗,为特定利益相关者圈定拟

开展竞争性选拔的岗位范围及选拔方式,甚至随意

更改竞争性选拔工作方案、程序,导致竞争性选拔部

门化、利益化。
2. 报名资格条件设定与审查环节

报名资格条件设定与审查是竞争性选拔干部工

作的前提和基础。 报名资格条件不仅要考虑到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符合党政机关工作需要,也要考

虑到机关单位现有的人才队伍建设规模、班子结构。
报名资格条件具体涉及年龄、工龄、基层工作经历及

任职履历、学历、性别、政治背景等因素。 在竞争性

选拔实际工作中,因受长官意志、错误政绩观、权力

寻租等影响,一些竞争性选拔工作主管部门未按需

设定资格条件,而是通过“量体裁衣冶、因人设槛,随
意降低或拔高资格条件标准。 与此同时,在利益相

关者的五花八门的“公关冶攻势下,一些单位在审查

报名者的资格条件时走马观花、流于形式,把关不

严、审查不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冶,导致原本不

符合资格条件者、弄虚作假者蒙混过关。
3. 笔试与面试环节

在竞争性选拔考试过程中,因考试程序不规范、
考试组织与监督不严密、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不力

等原因,容易诱发徇私舞弊、跑风漏气、弄虚作假等

严重扰乱正常考试秩序的违规违纪行为。 尤其是在

面试环节,该回避的不回避以及递条子、打招呼、还
人情等现象时有发生。 上述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

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的公信度。
4. 干部考察环节

因受人情因素干扰、权钱交易等原因,干部考察

常成为诱发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腐败的环节之一。
一些单位未充分认识到干部考察的重要性,考察组

组成的临时性、随意性、随机性等问题凸显,考察过

程松散,考察内容简易。 此外,考评主体不够宽泛,
考评方式单一固化,考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10],不
注重平时考察、重显绩轻潜绩,民主测评不准确、以
票取人,岗位评价不科学,考核材料质量不高[11],等
等,很容易导致考察信息失真,考察工作流于形式。
这些问题都增加了考察环节的廉政风险。

四、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下竞争性选拔干部廉

政风险防控对策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指出,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深化干部人事

制度改革,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

制,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冶。 要基于全面从

严治党的战略思维,推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制度变革,
从严选拔、从严管理、从严监督,提高竞争性选拔干

部工作公信度。
(一)严标准:落实“好干部冶标准,注重现代公

共治理能力测评

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的首要环节是确定拟开

展竞争性选拔的岗位范围及其报名资格条件,这
就要求设定科学、合理的“好干部冶选拔标准。 “好
干部冶标准是一个动态、发展、辩证的概念,适应于

·84·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7 年 8 月



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环境,具有特

定的时代价值和社会需求。 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

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好干部冶选

拔标准不仅要体现党管干部的基本要求,也要反

映广大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期望和要求。 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要坚持“党管干部、五湖四海、任人

唯贤、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冶
的原则。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三次会议

上强调:“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

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冶 [12] 要将“党管干部、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冶等原则融入竞争性选拔干部

工作全过程,紧扣《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条例》所规定的选拔任用条件,将“信念

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冶
的“好干部冶标准与公共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

求相结合,根据不同地区、部门、岗位的特点及人

才需求,将“好干部冶标准细化到年龄、工龄、履历、
学历等方面,构建优秀干部胜任力素质模型,真正

选好、配好、用好干部,适应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二)严程序:推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公开化、民

主化与法制化

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程序是依照《公务员法》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及其他相关法

规而制定的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步骤。 《党政领

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

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

定》等法规规定了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具体程

序。 在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中,要按照全面从严

治党的基本要求,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确保竞争性

选拔过程中的民主、公正、公开、公平、法治,有效

预防、规避和钳制因竞争性选拔程序不当所引发

的腐败行为。 在竞争性选拔工作实践中,首先,要
明确并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做到不违法、不逾规。
其次,要根据工作需要,在一定范围内依法公开竞

争性选拔干部工作的相关信息,让党政机关选人

用人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再次,要推进竞争性选

拔工作民主化,以协商民主提升竞争性选拔工作

的质量和成效,满足社会大众和专家、学者的知情

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扩大竞争

性选拔工作民主的同时,在民主推荐、干部考察、
酝酿等环节,要注意防止因利益因素、心理因素、
人性因素、误导因素、贿选因素等触发的“民主暴

力冶,坚决制止简单地以票取人。[13]

(三) 严纪律、严监督:严明竞争性选拔干部纪

律,增强选人用人监督合力

1. 严明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纪律

严明的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纪律,是防控选

人用人腐败风险、提高竞争性选拔公信度的重要

保障。 在竞争性选拔实践中,要把党政机关干部

人事管理工作纪律挺在前面,不仅要认真、准确、
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党
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所规定的“十不

准冶工作纪律,还要严格执行《公务员法》 《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等法规中的

纪律条款,做到法纪严明,令行禁止。 组织人事部

门的工作人员,其他竞争性选拔工作组织者、实施

者与参与者,以及党政机关单位领导等,要严守政

治底线和干部人事工作纪律,强化纪律意识,遵纪

守法,按规矩办事。
2. 加强竞争性选拔监督,增强选人用人监督

合力

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严管理的方针,
加强对党政机关竞争性选拔工作全过程的监督,构
筑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监督体系,全面防止和纠正

竞争性选拔中的不正之风。
第一,要加强对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的组织监

督与群众监督。 下级机关和党员、干部、群众对竞争

性选拔中的违纪违规行为,有权向上级党委(党组)
及其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举报、申诉,受
理部门和机关应依法依规查核处理。 党委(党组)
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对竞争性选拔工作情况进行

定期监督检查,及时受理举报、申诉,制止、纠正违规

行为,并对相关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或者处理建议。
第二,要加强对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的舆论监

督。 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以及网络新媒体在竞争性选

拔干部监督中的作用,提高媒体监督的针对性、时
效性。

第三,要加强竞争性选拔监督过程中的信息沟

通与交流。 建立组织(人事)部门与纪检监察机关

等有关单位联席会议制度,就竞争性选拔工作监督

定期沟通信息、交流情况、互通有无,提出针对性、建
设性意见和建议。 联席会议由组织 (人事) 部门

召集。
第四,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与网络平台,推进竞

争性选拔干部监督信息化。 要以对接“大组工网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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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契机,加强整体规划,务实推进干部监督工作信息

化建设;完善体制机制,以信息化促进干部监督工作

常态化;规范管理运用,充分发挥干部监督信息化

作用。[14]

(四) 严问责:健全竞争性选拔责任机制,提高

选人用人腐败成本

1. 干部动议责任制

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动议,党委(党组)承担主

体责任,要对竞争性选拔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可
行性与必要性负责。 动议过程中,要落实民主集中

制原则,坚决避免和防范党政一把手以及上级领导、
老领导以个人权力徇私舞弊,搞一言堂、拍脑袋

决策。
2. 干部考察责任制

要把好干部考察关,防止因权力滥用、徇私舞弊

引发的考察失实,及时发现相关问题。 明确竞争性

选拔干部考察工作的行政责任、党纪责任及法律责

任,让考察工作组对被考察对象的考察结果的真实

性、可靠性和准确性真正负起责来,将考察工作落到

实处,而非走过场。 认真执行考察工作回避制度,做
好档案审查;注重检查、核实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情

况。 考察工作组的工作人员要增强责任意识与担当

精神,依法依规考察,杜绝徇私舞弊与权力寻租。
3. 及时查处竞争性选拔腐败案件,提高选人用

人腐败成本

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与党委组织部门、公务员

局、审计机关、检察院以及竞争性选拔干部的用人单

位及干部所在原单位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运用好监

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及时查处竞争性选拔过程中的

选人用人腐败案件。 深究选人用人腐败案件线索,
及时启动追责程序,依法依规进行行政处分、党纪处

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对选人用人腐败行为严惩

不贷。
(五) 严评价:加强竞争性选拔廉政风险评价,

构建廉政风险预警机制

廉政风险评价,是运用科学的风险评估手段、方
法和技术,对竞争性选拔过程中的廉政风险进行研

判、分析、分类分级,以确定廉政风险的表现形式、性
质、所处阶段,预测竞争性选拔干部腐败行为的概率

及其发展趋势、危害等。 在廉政风险评价之前,首先

要审慎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身份、角色、利益诉

求、行为动机,分析其拒腐防变能力;注重分析竞争

性选拔工作主管干部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徇私舞弊

的可能性;科学分析竞争性选拔规章制度的完备性

与科学性,及时排查可能引发选人用人腐败的制度

风险。 竞争性选拔廉政风险评价过程中,要坚持定

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静态制度评价与动态过

程评价相结合,合理设计竞争性选人用人权力运行

廉政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增强廉政风险评价的有效

性、可靠性与针对性。 运用现代信息化手段,构建廉

政风险预警系统,做好廉政风险监测、排查、控制,将
竞争性选拔的选人用人腐败问题遏制在萌芽状态。

(六) 严管理:做好竞争性选拔干部教育、引导

和管理

首先,要将传统优秀廉政文化与现代廉政价值

相结合,通过正面的廉洁干部典范引领,以及反面的

腐败案例警示教育,激发竞争性选拔参与者的廉洁

动机、廉洁意识,固化其廉洁价值观。 其次,充分运

用多样化廉洁教育手段,整合传统媒介和网络新媒

体,做好竞争性选拔干部廉政宣传和舆论引导,提升

选人用人廉政舆情引导力、影响力、传播力。 再次,
通过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管理政策法规与激励措

施,为年轻干部营造宽松、良好的成长成才环境,督
促其真正做到“三严三实冶,勇做廉洁表率、勤政标

兵与时代楷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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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uption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adres Competitive Sele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ly Administer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LIU Biqiang1, SUN Xuepi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China;
2. Nan謖an County Party School,Nan謖an, Fujian 362300,China)

Abstract: As a way of selecting and appointing cadres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in China, competitive cadres selection
system, which selects cadres in many patterns, has achieved some effects. It has broadened horizons of cadres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and optimized the composition of leadership groups. However, conducts like abusing authority, committing irregularities,
transacting power to money,and abnormal phenomenon like radish selection,sick promotion,jockeying for official positions, official
positions sale often happen during cadres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strictness is the first requirement. Moreover, it is necessary to administer thoroughly and insist on
punishing and preventing corruption together. There is a pressing demand to integrate strictly administering the party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competitive cadres selection, to comply with the discipline and procedure, and then to strengthen corruption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 words:comprehensively administer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competitive selection of cadres; corruption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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