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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请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领导艺术，他的回答是：“让
合适的人做合适的工作。
”在答复“什么是高层管理者的重要职责”时，他说：“把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招揽到自己身边。
”善于聚才、育才、用才，这可能是企业的成功之道、获胜之要。
一个企业如此，一个政党、国家、民族的强盛，大抵也概莫能外。
我们党是具有远大理想、肩负重大使命的党，更应当有“天下人才、为我所用”的气魄和胸怀，更应
当有“不拘一格、释放人才”的境界和眼光，更应当有“造就人才、辨识人才”的睿智和能力。
　　人才是事业发展最宝贵的财富，人才资源是成功制胜根本性的资源。
我们党提出“党管人才”原则、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旨在更好地发现人才、凝聚人才、造就人才
、用好人才，形成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为实现科学发展、构
建和谐社会提供人才支撑。
党管人才就是党爱人才、党兴人才、党聚人才、党用人才，把更多优秀人才吸引到党内、团聚在党的
周围、起用到各行各业。
党管人才就是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通过提出目标、完善政策、优化机制、改善环境，
让各类人才健康成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党管人才就是要抓战略思想的研究、总体规划的制定、重要政策的统筹、创新工程的谋划、重点人才
的培养、典型案例的宣传。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方>>

内容概要

黄爱华的新作，是我国第一本关于党管人才研究的学术专著。
该书是党管人才问题“研究探索的成果”，“该书以科学发展观和科学人才观为指导，对党管人才原
则形成的历史轨迹、现实依据、重大意义作了认真分析，对党管人才原则的科学内涵、工作重点、路
径选择作了深入阐述。
全书立论清晰、资料翔实、论述全面，对于学习和贯彻党管人才原则具有指导作用，对推动和深化党
管人才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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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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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党的干部标准与党员标准基本一致，选拔使用干部强调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重点是对党忠诚、
积极勇敢、善于做群众工作、与群众关系密切等等。
由于党处在幼年时期，还没有形成真正的领导核心，机会主义路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
干部工作在艰难探索中付出了沉重代价。
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错误地分析了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
党的指导机关中工人成分太少，知识分子太多，因而形成了唯成分论的干部路线，片面强调党的指导
机关干部的工人化，歧视、限制和排斥知识分子干部。
发展党员和使用干部存在重阶级出身、轻现实表现和实际能力的倾向，大量没有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和
实际工作考验、缺乏领导工作能力的工人被吸收到党内，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而许多非工人阶级出
身的、有能力、有经验的干部得不到重用，因而极大地影响了党的战斗力。
　　遵义会议之后，党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党的干部路线及相应的工作原则和
具体政策逐步形成，干部制度建设也逐步得到加强。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
倾错误，明确指出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是完成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前提。
会议制定了建党路线，就干部培养、使用等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使党在组织路线上摆脱了“左”倾
错误的影响，标志着党的干部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干部
问题。
他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
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
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
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
部，但是还不够。
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
”“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
”’①这次会议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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