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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认识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

胡宗仁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

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何谓“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指的是适应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要求

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包含领导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一般能力，更体现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突出能力。这种能力既不

直接类同于我们党治国理政所具备的“八项本领”，也不简单等同于领导干部解决实际问题所具备的“七种能力”。理解领导

现代化建设的能力，需要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之下，从领导能力提升的角度对其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意涵加以准确解

读。

民族复兴的领导使命。领导现代化建设首先需要领导者具备强烈的使命意识。领导使命是领导活动得以存在的根本理由，

它要回答的是“领导者为什么要推动领导活动”“推动领导活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等事关领导价值层面的元问题。一般而言，

领导使命主要体现为相互关联的三种领导责任：描绘领导活动的理想图景，为组织的发展指明方向；将理想具体化为可实现的

目标，并为目标的达成提供方法路径；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共同奋斗。

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领导者肩负历史使命、承担时代责任的过程。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领导者首

先应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航程指明方向。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推动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领导

使命，是中国式现代化航程的基本方向和光荣梦想。领导者应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提供方法路径。毛泽东同志指出：“不解

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方法路径可以使形而上的使命愿景落地生根。

领导者应善于将民族复兴的使命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奋斗目标，积极唤起心理认同和情感认同，进而团结带领下属为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勠力同心、团结奋斗。

人民至上的领导价值。领导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领导者具有正确的价值观。领导价值观是领导者对客观事物及行为结果的

意义、效果和重要性的总体评价，是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应该的”等问题的总看法，是推动并指引领导者作出决定与采

取行动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标准。价值观对领导行为的好坏、对错、善恶、优劣具有强大的评判和引导作用，为了更好地达成使

命、实现愿景，卓越领导者总是能够与时俱进地为组织确立特定的价值系统，以之作为规定和推进领导活动的行动标准和行为

准绳。

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条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就是一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

旨，将人民至上作为根本价值追求的领导过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要求领导者

应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将民心视为最大的政治，牢固树立正确的人民观；将造福于民视为最大的政绩，牢固树立

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求领导者应始终践行人民中心的价值观，将人民至上的理念转化为现实的领导行动，做到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真正实现人民中心价值观的知信行的高度统一。

统筹科学的领导战略。领导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统筹科学的领导战略。领导战略是对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领导问题的整体谋划

和系统思考，其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层次性和稳定性等特点，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性质的谋划和策略，领导战略中的谋划

和策略更加强调全局高度、时间长度、层次跨度和稳定程度。因此，卓越领导者应能够以制定统筹科学的领导战略为己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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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高度推进领导活动。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过程就是现代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其包含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分

两步走的战略步骤、五个坚持的战略原则和十二个方面的实践策略，所有这些都给领导者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要求领导者

从战略全局角度思考领导活动，从全局和整体高度对现代化建设进行统筹规划、谋篇布局，不较一时之长短、不争一城之得失；

要求领导者成为战略型领导者，切实以战略使命为基础、以战略意图为指南、以战略思想为重点、以战略目标为抓手，系统推

进现代化建设；要求领导者增强战略领导能力，不断提升战略思维能力、战略规划能力、战略决策能力和战略实施能力，着力

培养战略眼光、战略自觉、战略主动和战略定力，进而以系统强大的战略领导能力组织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

通权达变的领导方法。领导现代化建设需要领导者能够做到通权达变。通权达变意指通晓权宜、懂得变通，而不封闭僵化、

墨守成规。领导情境理论认为，领导活动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有效的领导方式，任何领导方式的有效性都是随着环境

的变化而变化的。《庄子·秋水》告诫我们：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也就是说，通达事

理的领导者必定明白应变，明白应变的领导者定然不会因为外物而伤害自己。

当今世界已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的发展也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将面临风高浪急甚至惊涛

骇浪的重大考验。在新的挑战面前，领导者应善于因时而变。目前，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危机也不再是小

概率的例外事件，其势必要求领导活动能够做到“因天之时”。领导者应善于因势而变。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世纪疫情影响深远，全球治理格局面临重大调整，治理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其必然要求领导者能够做到“就地之势”。领导者

应善于因事而变。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既没有成熟经验可鉴，也没有现成答案可循，其势必要求领导者不断

创新领导方法，努力探求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方案。

激发群众的领导动员。现代化建设需要领导者进行广泛的组织动员。所谓的领导动员，是指领导者为了实现领导活动的目

标而在组织成员中进行的统一思想、整合资源和协调行动的种种努力。其中，发动和联合群众是领导动员的关键。实际上，任

何领导活动的目标都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化方式来动员和联合群众，并通过群众的团结奋斗才得以实现的。因此，领导活动的成

功首先并主要表现为发动群众的成功和组织群众的成功。

现代领导学认为，领导力的核心在于动员群众解决问题。因此，领导者的动员能力便成为推动领导活动的核心能力。在新

的历史征程上，广泛激发和动员群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要求领导者应牢固树立群众观念。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伟

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要想取得民族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战争时代是如此，领导现代化建设

同样如此。对领导者而言，树立群众观念不仅是领导方法问题，更是领导立场问题。领导者应切实关心群众诉求，紧紧抓住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领导者应建立有效的制度机制，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通过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切实解决好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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