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免“常规化”

早在2010年元旦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国务院即发布任免公告，对部委官员进行

集中调整，拉开了2010年官员调整的序

幕：

外交部方面，由崔天凯、傅莹、翟隽3

人出任副部长；

上海海关关长孙毅彪接替孙松璞，担

任海关总署副署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罗黎明接替杨健强，出任国家民族事务委

员会副主任；

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仲伟、国新办

七局局长董云虎同时出任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副主任；

中央统战部办公厅主任常荣军升任

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副秘

书长赵涛升任秘书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

室科研部主任张树军晋升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室务委员、秘书长。

公开资料显示，被免去职务的官员

中，许多已超过60岁。而在新任者中，如

新任海关总署副署长的孙毅彪，其学位是

博士，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新任

国新办副主任的董云虎则曾是中央党校

教授。

评论界普遍认为，从一定程度上来

讲，此轮调整体现了10年来官员人事制度

改革内容的常规化：一是严格干部离退休

制度，二是干部的知识化与年轻化。

继中央部委官员调整之后，地方干部

任用调整密集展开。在两天时间内，4地

官员纷纷履新：

2010年5月31日，袁纯清出任山西省

委书记，原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调任安徽

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甘肃省省长徐守盛

调任湖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名为

省长人选；陕西省副省长赵正永任陕西省

代省长。

对此次地方省部级官员的调整，学界

各有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莫

纪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官员的任职都

是有期限的，这是进行频繁调动的一个原

因。另外，对于中高级干部来说，必须要

有几个地方的工作经验才能掌握大局，这

也是此轮干部调整的一个原因。

2010年 8月中旬到8月底，被社会称

为第三轮官员调整的任免工作展开。

8月16日，国务院任命高虎城为商务

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正部长级)，钟山兼

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崇泉为商

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副部长级)；

8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栗战书任中

共贵州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江苏省原常

务副省长赵克志任中共贵州省委委员、常

委、副书记；

8月24日，李荣融被宣布卸任国资委

主任，由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王勇接任国资

委主任、党委书记一职；

同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原

副局长、党组副书记支树平接替王勇担任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一职；

8月27日，王宪魁任黑龙江省人民政

府代理省长。

短短十天左右的时间，中央进行大幅

人事调整，涉及贵州、黑龙江、江苏、江西、

河北、辽宁、甘肃、陕西8省以及国土资源

部和工信部等多个部委的10多名干部。

与第二轮官员调整相同的是，此轮任

命的省部级干部皆为“50后”。对此，中

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这也是2010年省

部级官员调动的一个新特点，显示出

“50”后干部将成为未来时期中国政坛的

中坚力量。

“50后”成政坛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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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干部任用路线图:
官员任免制度化

2011年1月20日，全国行政机关公务员管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为今年行政机关公务员管理“定调”。记者注意到，从基层

多选人，向基层多发力，成为2011年公务员管理的重头戏。

中组部副部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国家公务员局局长尹蔚民强调，要继续加大从基层一线选拔公务员的力度，

进一步优化公务员队伍的结构。

有业内人士指出，整个2010年，在干部任用方面的各种新举频出，其中不乏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变革性“举措”。

“从上到下”

2010年 10月 15日，被称为“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工作正

式开始。

不过，不少原本“信心满满”的报名者

被一个门槛拦住。

而这个门槛就是在2010年官场选拔

过程中屡次出现的——基层工作经验。

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国家公务员局要求，中央机关及其省

级直属机构用于招录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

作经历人员的比例应达到70%以上；对招

考人数较多和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各种

项目计划的部门，拿出一定职位招考适当

数量的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

扶”、大学生“村官”等项目的人员；对招考

职位所需要的基层工作经历进行重新界

定。

对此，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措施将

确保高素质的基层工作经历人员录用到

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

有业内人士指出，2010年，基层经验

被提到了历史新高度。

与此同时，地方公务员的任用、选拔

等也搭上了“基层经验”这趟车：

重庆市在2010年年初提出，要求机关

处级以上党员干部每年到基层调研和工

作时间不得少于80天；机关处级以上干部

每人对口联系1户企业，与1个企业班组结

对。机关干部在为企业服务的过程中，必

须每人每年帮助企业解决一个以上的具

体问题。如果干部“服务”基层工作不到

位，可能被取消年度评优资格；

江苏省在2010年年初的公务员招考

中首次明确，省级机关招考职位除部分专

业性较强或难以从基层选调的人员外，主

要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

中考录。南京市市级机关考录具有2年以

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计划职位达50%

以上。

中央66名司局级干部到地方交流任

职更是被认为是中央注重基层经验的标

志性事件。

基层经验受到空前重视

制度“护航”

国家在2010年如此大密度地调整干

部任职，被舆论普遍认为是在为下一届干

部任用布局、培养后备人才。

“国家加大对官员的调整还有着另一

层特殊的含义，就是中共‘十八大’马上

要召开，因此国家才会加大对官员的调

整。‘十七大’会议召开之前也是这种情

况。这种情况是与中央布局有关系的，

中央也是从全局的角度来进行调整的。”

林喆说道。

有业内人士指出，在这一轮的布局调

整中，有关部门更加注重公平公正、常态

机制的建立。林喆说，健全完善干部选

拔任用监督机制，是落实党的十七大、十

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提高选人用人公信

度的必然要求，也是强化对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全过程监督，匡正选人用人风气

的重要保障。 据《法制日报》

布局更重机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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