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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干部正向激励机制研究 

——以安徽省滁州市为例
1
 

严 盼 

(中共滁州市委党校，安徽 滁州 239000) 

【摘要】：新时期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需要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而这样的干部队伍建设则需要正向激励机制

做支撑，以营造积极向上的干事创业氛围。滁州市干部正向激励机制建设已有所成，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包括精

神激励、政治激励、经济激励问题等，仍需结合政策和实际不断对其进行修正和完善。 

【关键词】：正向激励；干部机制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8.32.00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在新时期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党的干部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因此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力求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党的十九大报告

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要强化干部正向激励，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

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因此，在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同时，如何强化干部正向激励，以应对干部队伍中出现的“为官不为”、“庸

政懒政”等现象，是新时期干部工作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安徽省滁州市为例，探索地方完善干部正向激励机制的现实

路径。 

1 滁州市干部正向激励机制建设现状 

关于干部正向激励的问题之前虽未明确提及却由来已久。2006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就有对公务员

的考核、奖励等方面的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可以说是干部正向激励机制的雏形。之后随着党和政府对干部队伍建设工作的加强，

各个地方政府开始结合具体情况对干部激励问题进行探索，形成了可行性较强的意见、办法等。2018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对建立干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提出明确要求，目的就在

于充分调动和激发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年 6 月，安徽省结合本省实际，以中央相关政策精神为指导，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为下辖各市加强干部正向激励问题提供了具体的参考。目前，

滁州市针对以上两个文件还未出台相应的实施意见。但是近几年滁州市在干部正向激励机制建设方面也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

比如，2016年 4月出台的《中共滁州市委滁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激励党员干部改革创新、干事创业、敢于担当的若干意见》。

该文件明确指出要建立了“三看三不看”的选人用人机制、“三个保护”的容错纠错免责机制、“三不保护”的追责问责机制和

“三重保护”澄清防范机制，以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保护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干部。同时还由市纪委出台了相应的容错

纠错实施办法以保障现行干部正向激励机制的有效运行。在笔者的相关走访中，绝大部分党员干部对此项政策和措施持肯定态

度，并明确表示对减少“后顾之忧”和激发干事热情起到较大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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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近几年的相关政策措施，可以看出滁州市强化干部正向激励不外乎以下几个重点:一是精神激励，主要表现在教育保护，

目的是强化干部主动办事、勇于担当和自我奉献的意识，在干部思想方面给予正面引导;二是政治激励，主要在于职务晋升，通

过加强干部选拔力度和完善干部选拔机制，特别是对年轻干部选拔的重视，不断激发干部实现自我价值的意识;三是物质激励，

主要是指薪酬待遇，通过适时的合理的提高资金补贴，给予干部在物质层面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如今滁州市“为官不为”、懒政

怠政现象得到有效改善，遏制了干部中“做得多错的多”和“不干不错”等危险思想的蔓延。但在取得成效的同时，我们也要

看到滁州市当前的干部正向激励机制建设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必须予以重视才能对症下药。 

2 滁州市干部正向激励机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2.1精神鼓励效果不明显 

精神激励主要是指通过对干部作出肯定的正面评价和适时的关爱保护，激发干部的情感认同，从而提升干部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如今随着干部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干部对于自我价值的实现问题也愈发重视。这就决定了人文关怀激励形式

的重要性。但是鉴于现实中精神激励的存在形式，使得这种人文关怀很容易流于形式，实际效果并不显著。一是在考核表彰方

面，如今绝大部分单位的荣誉表彰都集中在年终考核评优这一环节，这就决定了干部创先争优的机会并不多。同时考核评优的

具体操作上，也存在“轮流坐庄”、“领导照顾”等评选方式，无视了考核评优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严重挫伤干部积极性和主动

性的同时，也让考核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二是在情感关怀方面。由于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和干部监管的规范化，单位部门对干

部职工的人情关怀和同事之间的人情交流大大减少，集体情感弱化。 

2.2政治激励机制不健全 

政治激励主要作用的是干部的选拔任用和职务晋升。从笔者的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政治激励是干部明确表示最需要的

激励形式。如今干部政治激励机制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职务晋升渠道狭窄。由于岗位和职数限制，“僧多粥少”的

矛盾比较突出。同时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传统上习惯采用按资排辈的做法，大大减少了干部之间的竞争意识和干事热情。二

是能上能下的渠道缺乏。由于当前体制下没 

有相应的领导干部退出机制，因此干部一旦踏上领导岗位，基本就不存在“失位”之忧，导致干部缺乏明显的危机意识。

三是干部交流的渠道僵化。由于缺乏灵活的干部交流机制，组织上只能安排少数干部进行挂职、轮岗等工作安排，大部分干部

都是经年累月的在一个岗位上任职，时间长了就很容易出现职业倦态，丧失工作激情。 

2.3物质激励力度不够 

作为领导干部，合理的物质激励主要是指薪酬待遇的提高给予个体的物质满足感，体现方式为工资、津贴、奖励以及其他

福利保障等。结合调查问卷的结果可以看出，当前滁州市干部物质激励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工资待遇有待提高。多数干部表

示工资待遇增长的幅度与当前国家经济发展和物价上升的速度不匹配，特别是基层干部更是任务重，付出多，回报少。同时由

于当前体制下，大多数领导干部的工资都是根据行政级别和工龄来决定，与工作成绩关系不大，因此工作缺乏动力。二是福利

发放有待规范。福利发放体现了单位对干部的爱护和关怀，然而当前许多单位对职工福利发放片面的采取“一刀切”的做法。

部分干部在问卷调查中表示所在单位无论合理与否，极端的将所有福利保障统统取消，大大影响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集体归

属感，因此如何规范福利发放是各地亟待解决的问题。 

3 完善正向激励机制的对策建议 

3.1加强精神激励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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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想意识形态对于干部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具有强大的推动和导向作用。要狠抓理想信念教育

不放松，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巩固干部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境界。同时也要注重对干部的人文关怀，让干部在情感上得到满

足，提升归属感。要加强思想交流，定期谈心谈话，了解干部思想情况。同时加强对干部的实际关爱，避免假大空和“光说不

做”，在工作生活中及时帮困解难，建立干部对集体的情感认同，从而调动干部工作的积极性。 

完善考核评优机制。一方面强化考核种类的多样性和阶段性，给予干部更多创先争优的机会，激发干事热情;另一方面加强

考核的公正性和民主性，以工作成绩和群众口碑为评选标准，形成相互尊重、和谐融洽的良性竞争氛围。 

3.2健全政治激励机制 

通过健全政治激励机制，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是强化干部正向激励的根本途径。加大日

常考核力度，注重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让优秀干部及时得到发现及时上位。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滁州市委除了加强对优秀

干部的提拔晋升，也加大了对问题干部的问责力度。2016 年 6 月，滁州市出台了《党员干部问责实施办法（试行）》，明确指出

了 14种党员干部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的问责情形，规定了具体的问责方式，并将问责结果作为问责对象年度考核内容和评

先评优、提拔、调整的重要依据。2018 年 6 月，针对全市脱贫攻坚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滁州市委、市政府

作出关于全市 2017 年度脱贫攻坚工作问责情况的通报，市、县两级共问责 12 个地区、部门，81 名相关责任人。根据干部工作

实绩做到奖惩分明，把正向激励和反向问责相结合，才能从双向上保证干部工作的积极热情和责任担当。 

大力推进干部交流。灵活干部轮岗制度，积极推进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干部交流，让干部在不同岗位上“活”起来，

加大对年轻干部的培养力度。近几年，滁州市不断强化对年轻干部的培养，仅 2017 年下半年就集中选拔了 104 名 35 周岁以下

的年轻干部到急难险重岗位、基层一线锻炼。此外，在干部交流上，滁州市还打破了人员身份限制，大力拓宽干部培养渠道，

推动校地干部交流，积极从高校引高层次干部人才，优化党政干部的人才储备。 

3.3发挥经济激励作用 

经济激励是激发干部积极性、提升干部获得感的有效手段。工资待遇是干部经济激励的入手点，因此合理的薪酬设计应该

综合考虑干部工作职责、实绩、资历等个体因素，和国家工资水平、物价水平等社会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相对科学、规范

的干部薪酬制度。同时要建立动态的干部薪酬增长机制，在合理增长的基础上，引入绩效工资。结合岗位实际制定科学的、公

平的、可量化的绩效考核办法，通过考核等级形成有差异的奖金分配方案，从而逐步实现付出与回报的对等。对于任务艰巨的

基层干部，也应在政策上有所倾斜，经济上给予适当照顾，激发他们的干事热情。同时，要正确处理干部绩效奖励与违规派发

福利的关系，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和遵守相关制度法规为前提，进一步加大对干部奖励力度。此外，虽然提高干部收入水平是

经济激励的主要形式，但是经济激励的手段并不仅限于此，比如在笔者的走访中，大部分干部表示高水平的学习深造、高层次

的外出交流机会等也是他们需要的奖励形式。推动经济激励形式的多样化，一方面可以满足干部不同程度的需求，另一方面又

避免了“一切向钱看”的错误激励方向，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同时也保证了干部队伍的风清气正。 

3.4完善干部容错纠错保护机制 

要激励干部大胆干事，就要破除他们怕犯错、怕处罚的顾虑，建立健全相应的干部容错纠错机制。针对近些年一些机关干

部因为怕出错导致的“为官不为”、“懒政庸政”等严重现象，今年 5 月中央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

作为的意见》对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专门提出要求，明确提出“三个区分”，力求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

干部，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这是党中央首次从制度层面对干部容错纠错机制作出规定。2016 年 4 月，滁州市出台了《中共滁

州市委滁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激励党员干部改革创新、干事创业、敢于担当的若干意见》，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干部干事

创业容错机制。同时由市纪委出台了配套的容错纠错免责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了干部可以申请容错纠错免责处理的七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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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接下来，就是要根据相关政策实现情况，不断完善和健全干部容错纠错保护机制，如细化实施意

见和办法，建立干部申述制度等，使其真正行之有效，做到给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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