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省份的政协主席已经全部产生，其中
有 "!人为首次当选。

新当选的政协主席不同于以往的一个醒目
特征，是年龄普遍更年轻。"#$% 年出生的北京
市委副书记吉林当选北京市政协主席，成为两
名“$&后”省级政协主席中的一位，另一位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不都满
金。类似的还有恰当处理乌坎事件的广东新任
政协主席朱明国出生于 "#'(年。一批年轻干部
和资深干部履新政协，能为地方政协管理带来
新思维、新气象，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有更广阔
的从政前景。

与政协有关的另一新动向是，政协干部的
对外交流有所加强，地方政协机关干部调任党

政要职现象增多。这改变了一般认为政协是干
部的“终点站”、很少有干部交流到党政机关的
传统看法。这方面的典型引例是，北京市政协
原主席王安顺、吉林省政协原主席巴音朝鲁在
此次地方两会中分别当选为北京市市长、吉林
省省长。

可以说，政协干部升迁渠道的拓宽，与近
些年党对政协工作的逐渐完善有关。%&&) 年中
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指出，要“逐步加
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干部交流”。
接着，%&&$年 %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政
协工作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
人民政协的领导。“空降”、“调任”政协主

席，便是“加强和改善”的路径之一。十八大
报告则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充
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对
于从政协主席到政府首长这一打破传统和惯例
的干部官员任职方式，说明了中央在选拔省一
级政府的行政首长时，更希望这些干部官员能
多一些执政经验，而以“政治协商”为要务的
政协在这方面具有潜力和优势。

另外，此次地方两会选举产生 "%位新的省
级人大常委会主任。除了政治局委员兼任省
（市） 委书记的省份，以及西藏、新疆自治区
外，其余省份均由党委一把手兼任。

焦点关注

!位省级正职引人瞩目

党委副书记和政府常务副职是主要

“候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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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 !" 个省级人大、政府、政协依

照法律程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

上，他们无疑是执政骨干和中坚力量。

新的省级三套领导班子的新任“一把手”，

尤其政府正职新面孔格外引人注目。盘点此次地

方两会，出现的“新人”“新语”“新风向”，

无疑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地方治理。

此次省级人代会共产生#位新任
政府一把手。此次地方两会的一个
醒目特征是，有*位代省长 （市长）
在人代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并转正。
这*位转正的新任省长 （市长） 是：
北京市长王安顺、浙江省长李强、
吉林省长巴音朝鲁、陕西省长娄勤
俭、山西省长李小鹏、贵州省长陈
敏尔、四川省长魏宏、上海市长杨
雄。

统计发现，这 *位新任省长
（市长） 升任前的任职均是省级党
委专职副书记或省级政府常务副
职。具体来说，省委专职副书记和
常务副省长各占一半：王安顺、李
强、巴音朝鲁和陈敏尔，履新前均
任所在省 （市） 的党委专职副书
记；娄勤俭、李小鹏、魏宏和杨
雄，履新前均任常务副省 （市）
长。"月%#日西藏自治区产生的新
主席洛桑江村，履任新职前是政府

常务副主席。
统计其他%%个省级政府首脑的

履历发现，晋升模式属于上述两种
模式之一的共有")位（#位由专职副
书记任上晋升，'位由政府常务副职
任上擢升）；剩下*位的履职模式大
致有中央部委“空降”、央企负责人
转任、地方重要城市市委书记升任、
异地平调等)种模式。

也就是说，!"个省级政府一把
手履任新职前，"!位是党委专职副
书记，"&位是省级政府常务副职，
其他模式*位。换言之，在省级党委
专职副书记和省级政府常务副职共
同构成省级政府首脑最主要的“候
补”基础上，省级党委专职副书记
最终升任者超过了省级政府常务副
职，成为省级政府首长的第一“候
补”。这凸显出，党在人事组织任命
上逐渐规范化，地方领导人的更新
渐趋制度化。

新任省长（市长）的一大特点，
即多省任职经历大大加强，富地方
经验。这也是中国政治精英选拔
录用不同于西方的一大优势：在升
任更高岗位前，必须经历实际工作
锻炼，积累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

进一步统计发现，#位新任省
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中，吉林新
省长巴音朝鲁具有三省任职经历，
北京新市长王安顺、贵州新省长陈
敏尔均具有两省（市）任职经历。
其余 $ 位则具有本省优势或交叉
经历，例如浙江新任省长李强在家
乡浙江工作 !& 余年从未离开，四
川新省长魏宏从 "#*%年到四川工
作以后，!& 年来他从一个县人事
局干事一步步做到省长。而交叉
任职的代表山西新任省长李小鹏，
之前一直在大型能源型央企工作，
%&&*年转到能源大省山西省任副
省长，成为“商而优则仕”的典范。
十八大上，李小鹏当选中央委员会
候补委员。

统计还发现，相对于 %&&(

年十七大时，约 %+!的省政府
“一把手”（%"位）只有一省领
导经历，#位具两省领导经历，

"位具三省领导经历，此轮换届后
的 !"位省级政府“一把手”多省任
职经历大大提高，地方经验更加丰
富。具体来说，只有一省任职经历
人数下降到 "'位，具有两省任职
经历人数增加到 ""位，而具有三
省任职经历的人数则达到 '位，他
们分别是吉林的巴音朝鲁、黑龙江
的王宪魁、湖北的王国生、湖南的
徐守盛、甘肃的刘伟平。

基层稳则社会稳，当前中国社
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
基层。因此，拥有和熟悉基层管理经
验已成中共干部选用的重要环节和
标准。可以说，只有在基层中得到了
历练，积累了丰富的实际
经验，才可能胜任在更
高层次上面临的治理挑
战。

盘点新任省级政府一把手的“述职演说”,发
现法制、清正廉洁是他们最为强调的内容。四川新
任省长魏宏在三分钟的述职讲话中表示：“始终把
法制放在心中，把廉政放心中。自觉把权力规范在
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不讲特殊，不搞特权，建清
廉政府，做清正干部。”浙江新任省长李强履职后
首次表态：“率先垂范，清正廉洁，以身作则，干
净办事。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自觉把权力的运
行规范在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

随着社会进步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某些
地方领导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行事风格，
“人治大于法治”陈旧治理模式，已经失效，而且
民怨很深。纵观成功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不论是
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无不崇尚法律治国的理
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
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

中的重要作用,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后十八大的中国有一个醒目现象，就是反腐
败越来越“动真格”。十八大上刚刚当选中央委
员会候补委员的省部级官员李春城的落马，就表
明了党反腐败的坚定决心，堪称“习李新政”的
第一击。可以说，无论是高层领导人还是地方主
政者，都深知腐败是党执政权威的最大侵蚀者，
是党执政地位的最大威胁。所以，十八大报告明
确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人民关注
的重点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
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新任省长、市
长、自治区主席的廉政言论，正是深刻洞悟十八
大精神的体现。

中国的法治愿景、清明政治能否实现，地方政
府领导人的作用不言而喻。

新任省长的“新语”里，无不透
露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的执政
理念，给外人展现出务实、不空谈的
印象。上海新任市长杨雄就在新班子
见面会上说，要“善听”“智行”，
解决市民“揪心”的问题。他在“就
职演说”中坦言，现实生活中有很多
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政府工作中还有
不少欠缺，包括环境问题、就业压
力、看病难、教育资源不平衡、交通
拥堵、城市安全等等方面的问题。
“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也很揪心。我
们有责任把这些问题逐步解决好。这
是人民群众的期盼，也是我们这届政
府的职责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
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

响。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
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
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真
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中国共产
党自执政以来，最大的政治优势便
是密切联系群众。但近些年的一些案
例显示，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的坏作
风，引起了很大的民怨，与人民群众
脱离的危险越来越大。任其发展下
去，不仅政府的公信力会趋于式微，
甚至会威胁到党的执政根基。另外，
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选人用人公
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
钻营者得利。所以，能否务实不务
虚，改进工作作风，打牢与人民群
众的紧密联系，不仅关系到政府公
信力问题，也关系到对一名优秀党
员高级干部的检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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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省任职经历更加丰富

升任更高岗位前，有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

法治意识 廉政意识强

廉政言论深刻洞悟十八大精神

$

作风务实 不空谈

作风关系政府公信力以及党员品质

%

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建设”、“人均收入
翻番”“美丽中国”等执政课题，新任省长除了
是地方政府一把手之外，大多数还是中央委员会
成员（四川新省长魏宏、上海新市长杨雄除外）。
他们的施政思路、治理风格对中国的未来将产生
重大影响。

他们是“'&后”“$&后”的一代人，年轻，
高学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网络等新媒
体的适应力更强。可以说，中国政治生态正在发

生着变化。传统执政思路和陈旧思维开始行不
通，现代政治在中国逐渐开启。这就要求作为地
方治理的中坚———省级政府一把手要逐渐适应现
代公共行政。迹象显示，新任省长们更倾向于，
决策时纳入更多的民主程序；执行时强调更多的
监督；处理社会矛盾时，更愿意妥协让步，而不
是一味打压“扣帽子”。换句话说，相对于刚性
治理风格，他们更偏向于柔性治理、弹性治理等
现代治理风格。

更具现代治理风格

更偏向于柔性治理、弹性治理等现代治理风格

&

政协主席任职呈现新特点

干部履新政协不是仕途“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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