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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德，即从政人员的道德，通常是指在党政部

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

一、政德失范表现在政治、工作、生活等诸多场

域

（一）一些领导干部不讲政治品德，不明大德

理想信念坚定是政治品德的核心内容，是统摄

领导干部全部政治实践活动的主导因素。但有的

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时常动摇，“四个自信”和“四个

意识”还没牢固树立；有的对党的创新理论不愿学、

不真学，不真懂、不会用，以至于在大是大非面前头

脑不清醒；有的政治上与党离心，缺乏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对党和人民不忠诚、伪忠诚；

有的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自己的能力，把其

作为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为个人、家庭和亲朋好

友攫取非法利益；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

力观、事业观严重扭曲，颐指气使，高高在上，追求

个人生活上的阔绰排场；有的缺乏历史思维、辩证

思维，把党的探索性决策失误无限放大，妖魔化政

府，抹黑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有的对党的理论、路

线、方针、政策学习不透，似懂非懂，执行起来不结

合实际，机械传达，死板执行；有的甚至采取阳奉阴

违的态度，口头上坚决贯彻执行，实际上则是搁置

一边，不去落实。

（二）一些领导干部不遵守职业道德，不守公德

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勤政务实、勇

于开拓、恪尽职守、敢于担当、精诚履职是为政之德

的根本和核心，是对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基本要

求。但有的领导干部懒政怠政、为官不为，只求不

出事、不求有作为，信奉“不做不干，难找缺陷；组织

考核，没有缺点”的为官之道，做所谓的“太平官”；

有的工作消极被动，疲于应付，提不起精神，照葫芦

画瓢，机械行事，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问题往后

退，推脱责任，怨天尤人，致使所在地方或单位的发

展受阻；有的工作不踏实，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

和官僚主义，贻误发展良机，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拉

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情感距离；有的面对突发事件

反应迟钝，或束手无策，或应对不力，致使引发不该

发生的事件；有的花公家钱大手大脚，铺张浪费，花

掉了许多本不该花的钱；有的在社会公共场合不注

意自身形象，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排队加塞，不遵

守公共秩序。

（三）一些领导干部不顾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不

严私德

领导干部的政德表现，不仅表现在理想信念

上、表现在工作中，也表现在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

中。有的领导干部在家里不关心父母生活及情感

需要，不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不尊重配偶，对家庭

不负责任；有的领导干部不讲诚信，愚弄欺骗群众；

有的恃权自重，对群众耍横、搞特权，藐视群众；有

的领导干部痴迷赌博，甚至携公款去境外豪赌，把

党的事业抛于九霄云外；有的领导干部生活作风不

良，吃喝玩乐，骄奢淫逸；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发送

内容庸俗、品味低下的垃圾短信、图片和视频。

二、多因素交互叠加是政德失范的内在机理

（一）一些领导干部对政德认知不够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不仅要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还要遵守相关职业道德、社会公德，这是领导

干部基本的道德素质。但新时代我们党对领导干

部有哪些具体的政德要求，未必每个领导干部都

非常清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

文件中，都有关于公职人员政德方面的要求，但这

些要求往往是从整体上、宏观上设定的政德规范，

领导干部政德失范的内在机理与治理方略
◇刘军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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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每个行业、每个岗位，则没有具体而细致的

表述。干部政德规范的缺失，势必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领导干部政德认知的模糊、扭曲甚至错误。

（二）转型期社会道德环境负面因素的影响

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旧的道德规范发挥

的作用越来越小，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这就

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个道德真空，给人们的道德

滑坡留下了空间。领导干部生活在整体道德水平

滑坡的社会，思想道德受到影响也就在所难免。

我国目前出现的包括领导干部政德失范在内的道

德滑坡现象，我们应理性看待，同时也需要积极应

对。领导干部作为社会的一员，不仅是一个“道德

人”，同时还是一个“经济人”。作为社会中的“经

济人”，领导干部会最大限度地获取自身利益。领

导干部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权力的执行

者，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但其收入相

对较低，常态化的“5+2”“白加黑”的付出与收入不

成正比，加之社会上炫富现象时常出现，使一些政

治定力不足的领导干部心理出现失衡，久而久之，

其道德防线便会随之坍塌。

（三）政德管理体制机制的不甚完善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干部政德管理机构。另

外，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出台专门的干部职业道

德法规，已出台的《公务员法》中，涉及公务员职业

道德的内容较少，且多是宏观性的要求，难以形成

有效约束。另外，《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

中也没有明确对干部德的评价方案，没有明确的监

督主体和完整的监督体系。

（四）权力制约体制机制的不甚健全

权力的诱惑性、腐蚀性、贪婪性、扩张性使缺乏

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权力极易蜕变为少数权力行使

者损害公益和谋取私利的工具。近年，我国的行政

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权力过分集

中而又缺乏有效监管的现象还没有根本改变，一些

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权力仍然过于集中，直接掌握

大量诸如工程发包、土地批租、项目审批、资金调拨

等资源配置权力，这些过于集中的权力在缺乏有效

监督下，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现象

就极易发生。正因权力制约监管的体制机制不甚

健全，一些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主要靠个

人的道德自制力去约束自己的行为，但道德自制的

约束力是有限的。在金钱、权力、美色等诱惑下，一

些领导干部的政德失范就从可能变成了现实。

（五）用人导向的偏差

用人导向的正确与否，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是否

把干部的德放在了首位，是否体现出德才兼备、以

德为先。现在群众仍然对部分领导干部有意见，主

要是对领导干部的德不满意，认为有些领导干部德

不配位，德落后于才，有才无德。目前，在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中，重才轻德、以才掩德、以绩蔽德的现象

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由于对领导干部的政德评

价机制不健全，致使在一些地方或单位，那些勤奋

工作、踏实肯干，但性情耿直、敢于直言而不会拍马

奉承的干部，不但得不到提拔重用，反而受到排挤

和冷落。这种不健康的干部评价状况的存在，不仅

影响政德评价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还会促使不道

德行为扩散和蔓延。

三、综合协同是政德失范的治理方略

（一）切实加强政德教育，有效提升政德认知

教育是提升领导干部政德素质的重要途径，也

是政德水平提升的基础和前提。目前，要教育领导

干部按照习近平在政德方面的要求提升政德认知，

掌握全面的政德知识。领导干部守公德，就是守公

众之德、公权之德和工作之德。守公众之德，就是

要求领导干部在言行上严格要求自己，为社会大众

做表率、立标杆；守公权之德和工作之德，就是要求

领导干部在工作上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意识，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执政理念。领导干部严私

德，就是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

公私分明，谨言慎行，戒贪、戒色、止欲、克己奉公，

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服务人民；把慎独、慎

微、慎初、慎交、慎终作为自己修身的必修课，廉洁

修身，廉洁齐家，打造良好家风，防止“枕边风”成为

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

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防止“铁哥们”把

自己送进“铁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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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政德管理体制机制，提升政德失范治

理效能

政德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个突破口是成立

专门的领导干部政德治理机构。目前，对领导干部

队伍的监管主要由纪委和监察委负责，而纪委和监

察委的主要职能是对违纪和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进

行监督、检查和查处，对违反道德行为的监督和制

裁明显乏力。根据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设立领导

干部政德治理机构应是加强政德建设的一个方

向。领导干部道德治理机构可以命名为道德治理

办公室或道德治理委员会，与纪委和监察委相互衔

接、相互补充、相互贯通，共同构成领导干部管理

“纪”“法”“德”相配合的完整系统。领导干部道德

治理办公室或道德治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能，一是为

不同行业和不同岗位制定道德行为规范，并将其作

为领导干部入职的“必读教材”；二是负责对领导干

部道德行为的日常监督、检查、考核和政德违规处

置；三是对领导干部进行专门的道德教育培训；四

是为立法部门搜集、整理和提供道德立法素材，为

道德立法做准备。

（三）建立科学的政德考评机制，发挥考评的双

向激励功能

政德考评是进行政德治理和政德建设的重要

手段。考评是指挥棒、风向标，一定程度上决定着

政德治理实效的好坏。首先，明确政德考评的内

容。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干

部德的论述，是政德考评的根本遵循。另外，可根

据行业性质、岗位特点、工作内容的不同，制定各具

特点的政德考评内容，不可千篇一律，要提升考核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其次，建立科学的政德考评办

法。包括考评的主体、考评的途径方法、考评的时

段、考评结果的运用等。比如，实行由“组织人事部

门+管理服务对象+社会公众+家庭成员”相结合的

多考评主体考评办法，对德、能、勤、绩、廉五项指标

的考评要更符合实际、更客观准确。因此，根据行

业性质、岗位特点、工作内容、干部级别等建立一套

科学合理的领导干部政德考评机制和考评体系显

得格外重要。科学完善的政德考评机制和考评体

系，既有利于发挥“良德”的定向、示范、激励、引导

作用，也有利于发挥“恶德”的惩治、约束、警示、鞭

策功能。

（四）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发挥正面激励效应

用人导向是影响干部政德走向的重要因素。

正确的用人导向有利于提升干部的政德水平，使政

德素质高的人脱颖而出，也激励其他人向政德素质

高的人看齐；错误的用人导向会大大打击干部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污染所在地方或单位的政治生态。

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强调以

德为先，绝不是以牺牲工作能力为代价的以德为

先，而是在能力差不多相等条件下的以德为先，即

才能相当时选任德行好的人。以德为先，还有另外

一层意思，能力和德行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形下，优

先选择德行好而能力欠佳的人，而不选择能力强而

德行差的人。当然，选任干部最优的结果是有才有

德、德高才高，把群众公认、政德突出、实绩突出的

干部选拔到更高的领导岗位上，在干部队伍中形成

重德、敬德、爱德、用德的良好导向。

（五）进行道德立法，发挥法治牵引作用

对领导干部的约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心

的道德约束，二是外在的法治约束。改革开放40

多年来的社会治理实践证明，仅靠道德说教和道德

自律，治理效果甚微，必须采取法治化手段，依靠他

律促使人们在道德实践中知行统一。在当前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还不充分的条件下，

主要还是要在法治的治理框架下，适时把成熟的道

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进行道德立法，在法治和德治

相结合的基础上，走道德法治化道路。西方国家走

出职业道德低谷，最主要的举措是进行道德立法，

即把条件成熟的道德规范法律化，用法治权威匡正

道德失范。因此，要借鉴国外成熟经验，适时进行

道德立法，为领导干部的政德提升提供法治保障。

作者简介：刘军汉，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

部副教授。

（摘自《领导科学》2019·7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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