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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政治三力”的科学内涵与价值实现

齐　 子　 萍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南 250100)

　 　 摘　 要:政治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元能力,具有根本性、统领性特征。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作为党的政治能力的具象化表达和实践样态,是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第一位的能力,直接反映

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质量与水平。 在由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构成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能

力体系中,政治判断力是首要前提,政治领悟力是关键环节,政治执行力是最终落脚点。 新时代新征程党的

历史使命决定了党必须牢牢抓住政治建设这一根本性建设,紧紧围绕政治能力这一关键性能力,以党员领导

干部正确的政治判断力、透彻的政治领悟力、坚定的政治执行力,赢得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政治自觉和实践

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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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关
键是要提高各级各类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

力。” [1]《意见》强调,广大干部要提升把握方向、
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要提升辨别政治是

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

的能力。 2020 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

活会。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政治建设发

表重要讲话,提出广大党员干部要不断增强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2]。 新时代“政
治三力”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重要理论成

果,是政治能力的具象化表现,是广大党员干部必

须长期坚持和涵养的能力体系。 新时代,加强

“政治三力”建设,要在充分把握其核心要义的基

础上,形成系统完善的实践进路,进而将广大党员

的思想行为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一、“政治三力”提出的重要意义

“政治三力”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理论创

新成果。 从本体来看,“政治三力”是政治能力建

设的深化,是能力建设的内容载体、目标指向;从
整体来看,“政治三力”是巩固旗帜鲜明讲政治这

一主题的总抓手。
(一)“政治三力”是党员干部政治能力建设

的最新成果

“政治三力”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

干部政治能力建设的最新成果。 在党的一大上,
代表们便提出了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 一大纲领

明确提出,非共产主义信仰的人不能加入党的队

伍。 1929 年,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组织问题决议

案》提出,要重点选拔政治意识强、密切联系群

众、大公无私、勇于牺牲的党员干部。 毛泽东同志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

路线和“才德兼备”的干部选拔根本标准。 德才

兼备也成为了干部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向。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热

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活动,毛泽东同志在党的

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干部能力要

求。 1979 年 7 月,邓小平同志提出选拔干部有众

多标准,但要抓住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拥护中央决

定、贯彻中央政治路线,不搞宗派主义、讲党性。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党的十六大制定的新《党章》
提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讲学习、讲政

治、讲正气”这一基本条件。 2009 年出台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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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

价机制的意见》中,“政治标准”被放在考核首位。
2011 年,中组部在《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

见》中首次使用“政治品质”这一表述,并将其列

为“四德”之首。 党的十九大提出:广大党员干部

要增强执政本领。 同时,新时代以来,围绕着广大

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多次强调,
对广大党员干部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二)“政治三力”具化了党员干部政治能力

的内容指向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提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关键是要提高各级各

类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 [1] 能力是指完

成一项目标或者任务所体现出来的综合素质。
“政治三力”的提出,进一步回归到能力素养本

身,回归到政治本身、回归到党员主体本身。 第

一,回归到能力素养本身。 《意见》强调,广大干

部要提升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
要提升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

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 无论是把握方向、把握

大势、把握大局,都要依靠正确的分析、判断和领

悟。 这种对能力的重新定义和定性,更合乎能力

本身。 第二,回归到政治本身。 三种能力以“政
治”一词统领,将政治属性贯穿全程,强调政治能

力的统领性。 同时,不同能力蕴含着不同的政治

目的,从整体形成坚定的政治立场、坚定的政治信

仰、强烈的政治责任,进而达成政治建设的效果。
第三,回归到党员个体本身。 政治能力的要求应

是普遍性的,但以往《党章》中的一些要求与党员

干部自身实际情况难以产生客观联系。 而判断、
领悟、执行能力则是超脱于职务、地域、工作范围

的局限,更具有全党意义上的普遍性、实用性。 因

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是政治能力中的元能力,是提升政治能

力的主要载体和建设内容。
(三)“政治三力”成为党员干部旗帜鲜明讲

政治的重要抓手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

性和政治建设的核心要义。 关于旗帜鲜明讲政治

这一问题,当前学界对其内涵有着深刻的分析与

阐释。 有的学者认为旗帜鲜明讲政治就是要坚定

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

生活、要坚决进行自我革命、要坚决做到严格自

律、坚决担负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3]。 这些都

是对政党的整体要求,但是对党员个人如何旗帜

鲜明讲政治没有提及。 论者认为,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拓宽了党员讲政治的实践

途径,成为推动全体党员讲政治的抓手。 从文本

上来看,“旗帜鲜明讲政治”中,“旗帜鲜明”阐释

的是程度、首位度的问题;“讲”是关键,指强调将

其作为考虑问题的因素;“政治”是内容,即考虑

问题因素。 同时从旗帜鲜明这一修饰词来看,政
治更多强调的是“最大的政治” [4]。 所谓讲政治,
具体到党员个体身上就是党员在考虑问题、分析

问题、完成工作的时候将政治意识、人民立场作为

考虑问题、推进实践的根本指导。 在实践中具体

化展现的便是党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 从实践来看,只有提升政治判断力,才能

明白为什么要讲政治,才能深刻把握百年大变局

的时与势,在线索纷繁复杂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发

现各种非政治苗头,在复杂治理格局中彰显政治

属性、站稳立场。 只有提升政治领悟力,才能明白

怎么讲政治,将中央要求转化为自身考虑问题、开
展工作的根本指导。 只有提升政治执行力,才能

与中央精神对标对表,承担政治责任,推动党中央

相关部署落实落地。
(四)“政治三力”缀合了党的政治建设框架

体系

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建设工程,包
含着坚定政治信仰、坚持政治领导、提升政治能

力、净化政治生态四大方面。 这四个方面间联系

虽然紧密,但缺乏线索将其串联起来。 而党员干

部作为政治建设的主体,则可以很好地担负起这

个角色。 第一,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可以

坚定政治信仰。 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的

过程便是把握事情发展变化、领会中央政策精神、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

性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可以增强对科学理论的

认识、增强对中央政策的认同,进而夯实政治信仰

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进而站稳政治立场、坚定

政治方向。 第二,提升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可

以强化党的领导。 党员干部的领导意识、领导行

为影响着党的领导的效果。 只有不断提升政治领

悟力,才能不断深化对党的领导的认识,做到理论

上的清醒;才能对一切否定党的领导的言论、行为

进行斗争;才能以自身积极行动贯彻党中央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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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要求,彰显党的领导;才能落实党的建设主体责

任,将党的领导贯彻到各个领域。 第三,提升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可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广

大党员干部在提升政治领悟力的过程中能够进一

步深化政治信仰、坚定政治立场,为党内政治生态

的形成提供条件,在扛起政治责任、增强政治执行

力中以自身作为坚决贯彻党中央相关要求、扛起

党风建设主体责任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总体来

说,三种能力的提升过程便是将政治建设紧密联

系、政治建设整体推进的过程。

　 　 二、“政治三力”的核心要义及框架关系

概念是理论的起点。 推进理论创新,首先要

明确概念的基本内涵。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作为新概念,深刻分析其内涵、核心要

义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夯实政治建设理论基

础、把握政治建设推进进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政治三力”的深刻内涵

“政治三力”作为政治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
有着不同的能力特质、能力素养,承载着不同的能

力目标。 “政治三力”之间相互联系,互为依仗,
呈现出复杂的逻辑关系。

1. 政治判断力是思维性能力。 把握政治判断

力的内涵,首先要明确判断力的基本内涵。 判断

力强调分析判断的能力。 从构成要素来看,它是

以感知为基础,以对事物性质变化分析为关键,以
预判未来发展趋势、避免相应风险为目的的系统

性能力。 其中蕴含着三个要素:第一,感知意识是

基础。 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布局、客观事情的发展变化、端倪的感知

把握是政治判断力形成的基本条件。 第二,分析

是关键。 分辨事情性质、分析事物发展的复杂逻

辑,在复杂逻辑中寻找事物的政治本质是关键,是
政治判断力的核心指向。 第三,预警是目的。 对

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把握、避免相应政治风险是进

行科学判断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此,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增

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

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进而“从
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

中发现政治端倪,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

政治逻辑”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从国际

国内大背景下对表象、现象本质关联、性质、风险

诱因四个方面,从判断力生成的感知、分析分辨、

预测这三个环节,廓清了政治判断力的内涵,明确

了政治判断力提升的三个目标层次。
2. 政治领悟力是转化性能力。 政治领悟力就

是指广大党员对党中央政策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领会、体悟,能够自觉用

党中央政策分析形势、用思想武装头脑,并与自身

工作岗位、自身工作实际相联系,并将其转化为思

想方法指导的能力。 政治领悟力具有三层内涵与

要求:第一,广大党员干部要增强对党中央治国理

政重点的领悟。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广大党

员干部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数,要时刻关注

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

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

立场[5],进而达到行动上一致的目标。 第二,加
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领

悟。 只有加强对新思想的领悟,深刻了解认识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
真理性、人民性、实践性,充分认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各组成部分的核心要

义,才能“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深化认识中

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 [6]540-541。 第三,要对党中央治国理政重点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加以领悟,将原则性要

求转化为具体性规定,将宏大愿景转化为具体实

施途径,将一般性方法明确为可操作性强的实践

路径,推动广大党员能在坚持中央的普遍性要求

的基础上结合地方部门实践工作加以展开。
3. 政治执行力是实践性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干部抓落实、促落实的能力,强调广大干

部干事创业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这些关于抓

落实的论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干部执行力的

高度重视。 同时,政治执行力不同于一般的执行

落实,不仅需要高度重视执行,还具有三个方面的

精神特质:第一,政治执行力具有创造性特征。 广

大党员干部需要在对标对表中创造性地开展工

作,将党中央的精神转化为具体工作。 同时,在庞

大、复杂的治理体系中,更需要广大党员干部以对

党中央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在与党中央精神对

标对表的前提下创造性开展工作。 第二,政治执

行力要坚持问题导向。 正因为是创造性开展工

作,就需要在工作中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
有全局意识。 第三,政治执行力要有底线意识、要
勇于承担政治责任。 一项工作的决策、推进、执行

将会影响着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影响着国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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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各个方面。 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底线意识是

保障执行不走偏、执行者谨慎用权的先决条件。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干部在提升政治

执行力时要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做到知责于心、
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
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 [2]

(二)“政治三力”的核心要义

深入理解新时代“政治三力”,不仅要界定其

内涵层次,还要分析提炼其核心要义。 内涵层次

是“政治三力”的理论形态和基础框架,核心要义

是“政治三力”产生的现实诉求的理论表达、能力

素养的集中体现和价值特质的聚焦指向,更是其

实践抓手和评判标准。 三种能力有不同的核心要

义,分别指向不同的能力范畴。
1. 以把握时与势为核心的政治判断力。 政治

判断力在于充分把握时与势。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整体方位更加明朗,国际形势更加错

综复杂,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艰巨繁重。 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7]。 而要真正做

到这一点,就在于对时局与事物发展态势的精准

把握,坚定政治方向,敏锐把握事物发展态势。 只

有对时局的认识充分清醒,才能做到坚定政治方

向、保持政治定力;只有敏锐捕捉事务发展态势,
才能提升政治敏锐性、防范政治风险的出现。

2. 以做到懂与通为核心的政治领悟力。 政治

领悟力在于对新思想、新政策的领悟能力。 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学习新思想,要“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下苦功夫,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深化

认识中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 [6]540-541。 因此,只有学懂新思想的

深刻内涵、弄通新思想的逻辑体系,才能在解放自

身思想束缚后统一于新思想中,才能在深化自身

理论认识中提高对新思想的认识,才能切实提高

政治领悟力,在党中央的政策精神指导下创造性

开展工作。
3. 以增强行与实为核心的政治执行力。 政治

执行力服务于抓落实,关键在于增强行动能力与

实际效果。 增强行动意志和效率,坚定不移执行

中央部署。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

的体系性、复杂性、长久性更加突出。 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劳模精神,出
实策、鼓实劲、办实事” [8]120。 为此,就要充分弘扬

实干精神、增强实干效果,高质高效地完成中央

部署。
(三)“政治三力”的内在逻辑关系

“政治三力”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依托、
互相促进。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是基础,政治

执行力是关键。 三者之间呈现复杂关联。
1.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互为依托、互相促

进。 政治判断力强调的是对外在事物的把握、分
析与判断。 政治领悟力强调的是对政党政策、政
党理论的领悟。 两者互为依托、相互促进。 第一,
判断力的产生,是以一定知识储备、实践经验为基

础。 政治判断力的产生、提升离不开对党中央政

策精神、对新思想的领悟。 只有通过对党中央政

策精神、新思想的领悟,才能明确国家发展的根本

方向、明确事物发展的根本趋势,才能形成正确的

判断。 第二,政治判断的结果又印证了党中央政

策精神、新思想的正确性,促进了政治领悟力的提

升。 当对事物性质、发展方向做出正确判断预测

后,将会进一步理解党中央相关政策要求的深刻

意义、深刻领会新思想的前瞻性、战略性,从实践

层面深刻领会理论的先验性、科学性,深刻认同理

论的科学性、真理性,进而进一步提升政治领

悟力。
2.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从内外两个方面

为政治执行力的提升提供前提与遵循。 第一,政
治判断力通过对外在事物发展变化的分析,推动

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外在客观事物的理解与把握。
第二,政治领悟力通过对党中央政策精神、新思想

的学习与把握,推动了广大党员干部对社会发展

内在规律以及党中央对社会发展的预测分析和未

来工作着力点的理解。 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领悟力

的提升,强化了党员干部对外在事物的了解,从而

为政治执行力的生成提供了最根本的价值遵循、
思维指导和方法镜鉴。

3. 在提升政治执行力的过程中会不断巩固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强化实践磨炼,把火热的实践作为最好的课堂,让
干部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 [9]32 政治

执行力的提升过程便是实践的过程。 在实践中巩

固提升政治执行力,在提升执政执行力的过程中

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三者统一于实践

之中,以政治执行力的增长协同带动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的提升,实现一体推进、协同共建的提

升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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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时代提升“政治三力”的价值实
现路径

　 　 新时代提升“政治三力”,就要在深化理解其

内涵的基础上,推动制度化提升、普遍化培养、经
常性巩固、科学化考评、实践中增强,进一步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提升内在涵养,从而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一)把握价值内核

核心要义是政治三力生成的现实依托、素养

要求、价值特质和目标追求。 提升政治三力,要将

核心要义作为提升基础、提升内容、提升目标,坚
持以把握时与势为核心提升政治判断力、以贯彻

懂与通为核心提升政治领悟力、以增强实与时为

核心提升政治执行力。
1. 坚持以把握时与势为核心提升政治判断

力。 将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理解时局、把握时势的

大局观和观察判断事物的敏锐性作为提升目标和

提升内容。 将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作为理解大局

的载体,深入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百年未

有”,深刻理解“大变局”之“大”,深刻理解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意义和地位,进而坚定政

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 要引导干部增强观察事

物的敏锐性,把握事物发展态势、判断乃至预测事

物发展趋势的能力,及时干预事物发展进程,防范

政治风险。
2. 坚持以贯彻懂与通为核心提升政治领悟

力。 将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理论水平、逻辑能力、创
造力为提升内容和提升目标,开展培训教育、读书

分享、交流研讨活动,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
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

义发展史、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工程和伟大梦

想联系起来,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之间的关

联,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形成相贯通相协调的价值

体系、认知体系,进而增强广大党员干部贯彻落实

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3. 以增强实与行为核心提升政治执行力。 将

增强行动意志和实干精神、提升实践效果作为提

升原则和目标。 要培育干部敢干事、肯干事的态

度,增强干部抗压能力。 要积极弘扬“为民服务

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

神,增强干事创业热情、无私奉献精神。 加强方法

分享、开阔干部眼界、丰富干部方法储备,提升干

部执行成效,进而提升干部政治执行力。
(二)完善制度体系

制度是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的根本手段,是将

个性化素养推广为普遍性能力的重要手段,是将

个例转变为普遍的重要方式。 要坚持制度化提升

的基本思路,将制度化提升贯穿在能力养成、提
升、考核、巩固等各个方面,进而形成普遍要求和

行为惯性。
1. 构建能力提升领导制度。 第一,落实能力

提升的党委主体责任,党委书记作为单位政治能

力提升第一责任人,坚决落实主体责任。 第二,完
善相关党内法规制度构建。 中央层级出台相关党

内法规、规范性文件作为根本指导,各级党委依据

本单位具体情况出台实施细则、实施办法,形成制

度化、体系化制度体系。
2. 构建能力养成、提升、考核、巩固制度,形成

制度闭环。 第一,完善能力生成制度。 充分利用

党组织生活平台开展理论学习,为能力养成提供

条件。 完善挂职借调干部使用与能力养成相结合

的制度体系,积极按照干部轮岗等相应制度,安排

机关同志去一线、一线同志去机关,不断进行角色

调整、思维转换,进而走出思想舒适区、丰富自身

思想认知、增强实践认识,为能力养成提供条件。
第二,巩固能力提升制度。 充分利用党校教育、集
中教育等途径,形成集中教育与临时教育相结合

的能力提升体系。 不断完善相关规范,形成制度

化提升。 第三,强化能力考核制度。 通过建构科

学合理的考核机制,推动干部政治能力稳步提高。
第四,完善能力巩固制度。 探索年度轮训培训、能
力提升图谱等多种方式,实现可视化可操作化的

能力提升。
(三)推动系统提升

三种能力相互依托、互相促进,形成系统严密

的能力体系。 基于能力的系统特性,在推动能力

提升时应遵循系统原则,打造系统教育体系、构建

系统教育内容、推动教育对象系统衔接、构建系统

能力提升机制。
1. 构建系统化教育培训内容。 继续坚持在各

类专题研讨班中贯彻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教学外,还要建立三种能力的专题教育,
党校、干部学院要围绕三种能力开展相应班次教

学,形成制度化周期性教育教学体制。 第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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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习课程,为能力提升提供最基础的理论滋

养。 专题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形势与政策、单位具体政策方针以及党史、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从而为三种能

力提升提供理论滋养。 第二,完善实践模拟课程,
为能力提升提供最基本的实践平台。 探索使用情

景模拟、学员研讨、实践调研、突发新闻追踪等手

段,还原相关现场,真实分析学员能力状况、能力

短板,进而增强学员能力。
2. 构建系统化培育机制。 第一,将三种能力

作为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进行普遍化提升。 各

级党校、党委理论中心组要将各级领导干部、党员

纳入到培训教育体系中,实现对所属党员的培训

全覆盖。 第二,完善培训内容体系化建设。 构建

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不同岗位的培训体系,构建

普遍化差异化相结合的培训内容,探索完善定制

化培训案例,开展针对性培训,补齐相应短板。
3. 构建系统化能力提升机制。 除了充分利用

党校集中教育这一平台,还要构建单位党委主导

下的系统化能力提升机制。 第一,充分利用支部

三会一课、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办公会等形式,
进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

哲学思维、经济管理、应急管理等一系列社会科学

知识的学习,开展专题研讨、读书分享、经验分享

等活动,为能力养成提供丰富的知识滋养。 第二,
充分利用能力平衡轮、能力四象限等现代能力管

理理论评估党员干部能力水平,分析党员干部能

力长处短板,建立能力档案。 第三,利用 SWOT
分析法、情景实验室等现代能力管理方法,构建学

员能力谱系。 完善学员自测与他测,确定能力层

次,合理确定能力提升目标和针对性提升路径,形
成可视化能力提升图谱。 第四,探索传帮带的能

力共享机制。 利用传帮带的传统优势,探索优势

互补、经验共享、协调互助的能力促进模式,形成

共同提升的良好氛围。
(四)探索科学考评

坚持实践导向、责任导向、联动建设的基本原

则,构建合理科学的干部考评机制,形成系统集

成、联动有效的科学化制度化考评体系。
1. 构建干部考评机制,并嵌入干部考核体系,

形成干部考核合力。 第一,对干部能力进行摸底,
了解干部能力现状、找准干部能力薄弱点。 坚持

一人一台账,建立干部能力档案。 第二,构建干部

能力量化标准,构建多元考核体系。 按照知识掌

握、实践素养、应急处突等方面构建多元考核标

准。 通过笔试、面试、情景模拟等多元考核方式考

察干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

握水平、对党中央政策领悟水平以及具体转化水

平、具体执行水平。 第三,坚持全程式追踪式考

核,将干部在实践中处理问题的效果同考核结果

相联系。 同时,坚持一票否决制,对不能鉴别政治

风险、执行可能会引发政治问题的行为一票否决。
第四,制定干部个人能力成长考核方案,实现熵性

递增。 针对干部能力现状,制定合理的能力增长

方向和增长目标,形成以考促增的考核机制。 第

五,构建合理考核频率,构建系统衔接考核机制。
2. 完善干部考核联动机制,形成以考带学、以

考促行的联动机制。 第一,完善干部考评、干部选

拔任用联动机制。 将干部能力考核结果作为干部

选拔任用的重要标准,做到能者上、优者奖、劣者

下。 第二,完善干部考评、巡视联动机制,将三种

能力执行效果和党委推动干部三种能力提升效果

纳入到巡视内容中,压实各级党委推动广大干部

三种能力提升责任,形成共同进步的体制氛围。
(五)推动实践锻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实践磨炼,把火

热的实践作为最好的课堂,让干部经风雨、见世

面、壮筋骨、长才干” [10]287。 要出台相关政策、形
成具体机制,引导广大干部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

身能力。
1. 完善干部挂职轮岗制度,为提升能力提供

广阔舞台。 第一,完善干部挂职制度。 通过安排

机关同志和一线同志的岗位互换,推动干部在实

践中提升能力。 充分利用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

作组、基层党建工作组等形式,安排机关同志前往

基层一线,了解基层一线情况,分析具体政策落实

效果、观察社会事件处置流程,增强自身政治能

力。 同时充分利用借调、挂职等形式,安排一线同

志前往机关单位,了解国情省情、了解政策制定过

程、把握政策设计初衷,提升自身政治站位、开阔

自身眼界视野,提升自身能力。 第二,完善干部轮

岗制度。 完善单位内轮岗、系统内轮岗,推动领导

同志合理更换分管领域、业务处室科学更换工作

岗位,了解不同岗位、不同部门工作内容、工作状

况,进而构建全局视野、增强自身政治执行力。
2. 探索专班带动干部能力提升的工作机制。

充分利用工作专班应急处突作用,充分发挥专班

在处理热点难点问题上的优势,让专班成为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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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营养补充

站。 在保障工作专班工作效率的同时,抽调各个

系统业务骨干参与工作专班工作,增强干部工作

素养、增强干部对党中央以及省市政策意图的领

会,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在工作专班的工作氛围中

增长能力、增长见识。

新时代“政治三力”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

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政治能力的具象化表现,是广

大党员干部必须长期坚持和涵养的能力体系。 要

充分领会新时代“政治三力”对广大党员的普遍

性要求和迫切性要求,在提升“政治三力”过程

中,将思想进一步统一到党中央部署和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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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of
“Three Forces of Politics” in the New Era

QI Zipi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capacity is the meta-capacity of Marxism political party, which has the fundamental
and ruling features. The capacity for political judgment, thinking, and implementation is the figurative expres-
sion and practical pattern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capacity, and is the first-place capacity that should be pos-
sessed by leading officials, which can directly reflect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capacity con-
struction. In the leading officials’ political capacity system constituted by the capacity for political judgment,
thinking, and implementation, the capacity for political judgment is the chief premise, the capacity for
political thinking is the critical link, and the capacity for political implementation is the final purpose. O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new era, the Party’s historical mission determines that it must firmly take hold of the funda-
mental political construction, closely surround the critical political capability, and win the stronger awareness
in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initiativ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great power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by
leading officials’ right capacity for political judgment, thorough capacity for political thinking, and firm capaci-
ty for political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three forces of politics”; core essence; logical association; practical approach
(责任编辑　 雪　 箫;实习编辑　 穆林泽)

·98·

新时代“政治三力”的科学内涵与价值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