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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最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为基础，从管理学、

领导学等多角度切入，结合笔者实际的工作状况，以及分析对象的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现状，研究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人岗相适度问题。海关系统为国家垂

直管理机构，在人事架构和队伍管理上与地方政府机关相比，既有共性，也有

其独特性，特别是其在提高干部选拔任用人岗相适上，推出的一系列科技化、

信息化干部测评手段，合理的岗位分析流程，丰富的动态调整手段等，可以为

新时期下更有效的提高干部选拔任用人岗相适度提供思路。 

本文首先阐述干部选任中人岗相适度研究的一些理论基础，对相关概念进

行阐释，并介绍一些人岗相适研究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着重提出干部选拔

任用中人岗相适的分析框架和评价标准。继而，根据实例，对 X 海关现行的干

部选拔任用中的岗位分析和干部素质测评工作进行介绍，并着重根据第一部分

所确定的标准，进行评价分析，指出其积极意义和不足之处。随后结合第一部

分的评价标准，对 X 海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人岗相适度做出整体评价，对

其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人岗相适度管理措施的现状和不足之处进行分析。最后，

从完善干部分析、开展岗位分析、实现知人善任、健全配套制度这四个方面入

手，运用人岗相适的相关原理和原则，来探索提高 X 海关系统干部选任中人岗

相适度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选拔任用；人岗相适；党政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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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latest revision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ing cadres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work regulations" as the basic follow,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work of the author, as well as the selection of cadres in the selection of 

appointment work in the situation of the situation, to management, leadership and 

other perspectives Multi-angle to study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cadres work. 

The analysis of the object for the national vertical management agencies in the 

personnel structure and team manage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agencies, both 

common, but also its unique, especially in the selection of cadres to improve the 

appointment of staff appropriate, launched a series of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cadres, a reasonable job analysis process, a wealth of 

dynamic adjustment means, etc., for the new era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cadres to provide appropriate thinking. 

First, elaborates some theoretical bases of the moderate research of the cadres in 

the selection of cadres, explains the relevant concepts, and introduces the ideological 

basis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some people's work. It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selection of cadres in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cadres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job 

analysis and cadre quality evaluation of X cadres' existing cadr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and focuses on th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defined in the first part, and points out its positive significance and shortcomings. 

Then,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the first part, the author makes an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work of the cadres in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X 

customs officers, and analyzes the statu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appropriate 

management measures in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cadres. Finally, from the 

perfect analysis of cadres, to carry out job analysis, to achieve Zhirenshanren, 

improve the supporting system of these four aspects, the use of appropriate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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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 and principles, to explore the improvement of X customs system cadres 

selected moderate Viable path. 

 

Key Words: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Person-job fit; Party and Government 

cad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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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 

绪论 

（一）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1. 选题背景 

为政之要，首在用人。人才工作与党和国家的事业兴衰成败息息相关。自

建国以来，人才工作便是我党的重点工作之一，随着一系列干部人事制度重大

改革措施的发布，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获得了重大进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

后，对于世界各国日益加剧的人才竞争局面，中央组织部又陆续颁布或修订了

许多干部人事制度，特别是于 2014 年初重新修订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以下称《干部任用条例》）,从建立规范、合理、科学的选拔任用

机制的角度，进一步完善了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原则、程序和方法。但是，当

前对于干部选拔任用这一工作的研究还较为局限，主要集中在政策性研究、描

述性研究方面，对于实践性的操作研究还显不足，在当前的党政机关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中，提拔的干部能力高效率低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机关在选拔任用

中，对干部的个人能力和所要任命岗位的具体需求是否相适应，不够重视，对

此类情况的处理办法也不多。有的忽视了干部的个体特性，死板按照“德才兼

备”等共性条件选拔，导致部分工作能力突出的干部，在提拔为领导后，明显

表现出与岗位不相适，以至于影响其所领导的整个机构；有的忽视了具体岗位

的特殊性，常存在提拔完再“因人择岗”的情形。这种干部与岗位人岗不相适

的情况，消磨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影响了正常工作开展，也同样影响到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的科学、合理开展。 

随着党政机关单位工作量逐年增大，人才资源严重不足日益成为制约进一

步发展的突出问题。当前，在中央对机关单位人员编制刚性限制的大背景下，

机关干部队伍总量肯定无法大规模增加，优化干部的选拔和任用成为机关部门

的当务之急。鉴于此，笔者认为当前形势下，应当从现存的实际情况出发，加

强对干部选拔任用中人岗相适度的研究，探寻提升党政系统干部选拔任用中人

岗相适度的可行路径，从而形成人尽其才、人职相宜、充满活力的干部选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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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制，以期进一步发挥党政系统干部潜能，缓解党政系统人才紧缺现状。 

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哪个国家拥有人才上的优势，哪个

国家最后就会拥有实力上的优势。”在党政机关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是建立在科学管理规划体系上的一项关乎我国未来发展的系统工程，

而提高人岗相适度则是系统中的关键因素。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

计逐渐清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求更加明确，改革倒逼政府在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上必须更加科学合理。随着近年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推

进，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的视野更加宽阔，渠道更加宽畅，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但是目前关于如何将人岗相适理论应用到干部选拔任用中

的权威研究并不多，因而，本文从干部和岗位这两个干部选拔任用的核心要素

出发，尝试将人岗相适理论导入到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在这一理

论基础下，探索提升干部选拔任用人岗相适度的路径，丰富国内在这一方面的

研究，并拓展党政机关干部管理研究的思路。 

（2） 现实意义 

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是我国党政系统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设活力干部队

伍，提高干部素质，培养优秀干部人才的重要工作。要最大程度发挥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的作用，关键在于用人，而用人的关键则在于干部和其岗位的相适度。

本文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作为切入点，研究人岗相适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首先，有利于充分开发人力资源，合理的干部和岗位的匹配，可以挖掘干部的

潜力，做到人尽其才；其次，有利于提高党政机关行政效率，提高干部选拔任

用的人岗相适度，能形成一支健康、有力的干部队伍，人适其岗，促进党政机

关整体功能的发挥，不断提高行政效率；最后，通过干部选拔任用的人岗相适

研究，提高干部和岗位的和谐，能有效促进单位的整体和谐，从而形成一个人

人想干事、能干事、干好事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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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关概念内涵阐释 

1. 党政系统干部 

根据中共中央《干部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是指除党和国家领导

人之外，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乡镇和科级以上在领导岗位上的干部。具

体包括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的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领导成员（不含正职）和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人大

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

设机构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的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乡镇级党委、人大

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

设机构的副科级以上的领导成员，也被称为党政领导干部。 

2. 党政干部选拔任用 

    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是指关于干部的选拔、选举、任职和使用的一系列合理

有效的工作安排，它包含着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的根本原则、体制机制以及各种

具体的规定和要求等的统一。①选拔，就是按条件进行挑选。任用，意指委任、

起用，但也有学者将其解读为信任重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其实就是指选人

用人工作，他是干部管理工作的核心内容，也是一切活动顺利开展的基础工作。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就是指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发现和挑选优秀人才，

择优任用到领导岗位。②目前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主要依据为《干部任用工

作条例》。 

3. 人岗相适 

人岗相适，是指人与岗位配置结果的一种最佳状态的描述或形容。近年来，

人岗相适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课题，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取得较好的

研究成果，在机关单位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共中央、

国务院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发〔2010〕6 号）

指出“要科学合理使用人才，促进人岗相适、用当其时，形成有利于各类人才

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能的选人用人机制。” 
                                                        
① 徐育苗.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96-102 
② 李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释义[M]，中国市场出版社，2005: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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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岗位是构成这个定义的两个基本要素，分析这两个基本要素的特性以

及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理解这个定义。 

    一是人员的差异性。个体与个体之间均有区别，每个人的能力、学识、个

性等都有着各自特点。因此，在实行人岗匹配过程中，就必须尊重个体的差异

性，并根据其动机和需求的不同，采取有针对性的管理方式和制度，将不同的

人员安排在不同岗位，最终使人员的需求与组织的任务、目标一致。 

    二是岗位的多样性。由于岗位的工作内容不同，每个岗位对任职者的要求

也存在不同，任职者必须具备相对应的自身素质，同时要匹配岗位需求的能力

水平，才能出色胜任岗位，工作绩效实现最大化，从而整个组织的产出实现最

大化。 

三是人岗的匹配性。人岗相适的关键是人与岗位的匹配达到最适合的情形，

即一方面要求人能在岗位上得到最大发挥，实现岗位的任务；另一方面要求此

岗位能满足人的需求。为此，在进行选拔、配置等决策时，就要按照个人的具

体特征来配置相应的岗位种类，这种匹配要求把个性特征和岗位特点有机地结

合起来，以人和岗位的共性为结合点，从而达到理想的人力资源管理效果，即

人岗相适。因此人岗相适实为双向的，最佳状态应该是“岗得其人”、“人适

其岗”。 

（三） 文献综述 

1. 党政系统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干部选拔的重要性从我国古代统治者开始就十分重视，正如毛泽东的名言：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单位有不

同的人才观，就会有不同的用人标准。党政机关的人才观必须是以国家和共产

党的利益为出发点，因为党政机关的用人标准必须是为社会和广大人民谋取利

益。综合我党主要领导人和国内学者的理论，党政机关的干部选拔的标准主要

有“德才兼备、生产力标准、四化方针”三点。 

但是，从学界的研究来看，干部选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没有正确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和导向。张礼在《选人用人公信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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