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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行政领导对用人艺术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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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领导用人艺术
，

指行政领导者在行政领导实践中表现出的用人技巧
。

行政领导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两条
，

即决策和用人
。

而决策

方案的实施和决策目标的实现 又依赖于人才
，

因此
，

行政领导者重视用人技巧
，

选好使用人才十分关键
。

关键词
�

行政管理�行政领导�用人艺术

行政领导者在实际工作中讲究用人艺术
，

选好用好有才能 这是领导者使用人才必须注意的原则
。

唐太宗说
� “
但有君疑于

的人
，

对于保证行政领导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十分重要
。

臣
，

则不能上达
，

欲求尽忠虑
，

何以得哉�
”
就是说

，

用人者疑于

� 关于行政领导用人艺术的基本概念 被用者
，

对他办事不放心
，

不放手
，

就不能充分发挥被用的人才

领导用人的环节很多
，

它包括对人才的识别与发掘
、

考察 的作用
。

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
，

在
“
知刀

’

的基础上做到疑人则

与选拔
、

培养与使用
、

吸引与激励
、

举荐与保护等
。

同时
，

领导 不用
，

用人则不疑
，

就能成就大事
。

用人的类型也十分广泛
，

领导活动涉及政治
、

经济
、

军事
、

科 ���必须懂行
·

作为领导者
，

要真正做到慧眼识人才
，

知人

学
、

文化
、

教育
、

卫生等各个领域
。

因此
，

领导者要根据不同领 而善任
，

就必须是内行
。

孙武说
� “
不知三军之权

，

不同三军之

域和不同工作岗位的需要
，

选拔和使用多种多样的人才
。

不论 任
，

则军士疑矣
。

三军既惑且疑
，

则诸候之难至矣
，

是谓乱军引

是在哪个用人环节
，

也不论是选用何不帆才
，

领导者都必须从事 胜
· ”
这段话很有见解

。

把这种观点推而广之
，

就是不熟悉各行

业出发
，

坚持正确的用人原则
，

发挥人才的最佳价值
。

各业的特点和规律
，

就不可能合理地使用各种管理人才和专业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
� “
领导者的责任

，

归结起来
，

主要是 人才
�
如果主观武断

，

乱加指挥
，

就会给事业带来危害
。

出主意
、

用干部两件事
。 ”
在科学社会化

、

生产现代化
、

管理系 � 了解行政领导用人艺术的内容

统化
、

人员知识化的当代社会中
，

领导者的用人职能就显得更 行政领导用人艺术内容十分广泛
，

主要内容有
�

为突出了
。

领导者如果不注重广泛发掘人才
，

把合适的人才选 ���授权艺术
。

授权的方式
。

针刊工作的重要性
、

领导者的水

拔到合适的岗位上
，

建立严格的工作制度
，

从上到下各司其职 平和下属的工作能力等不同情况
，

具有以下特点的人
，

往往是

各尽其责
，

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
，

即使个人才高八斗夜以继日地 受权的理想人选
�

一是大公无私的奉献者
�
二是不拘私情的忠

忘我工作
，

也很难成为一个事业有成的现代领导者
。

直者
�
三是勇于创新的开拓者

�
四是善于团结协作的人

�
五是善

� 行政领导艺术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于独立处理问题的人
。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
，

一个地方
，

一个部门

毛泽东曾指出
�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

的领导者
，

在用人时应遵循这个原则
。

说明用人对于领导事业的成败起着重要作用
。

古今中外无数事 ���激励艺术
·

所谓激励
，

就是领导者遵循人的行为规律
，

实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

领导者科学地选人用人
，

就能保证事业 根据激励理论
，

运用物质和精神相结合的手段
，

采取多种有效

的兴旺发达
�
反之

，

不重视人才或者用错了人
，

必然使事业遭受 的方式方法
，

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工作的积极性
、

主动性和创

损失甚至导致失败
。

我们党几 卜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证明
，

造性
，

以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
。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物质激

领导者能否科学用人
，

关系到事业的兴衰成败
。

励
，

成就激励
，

职务激励
，

情绪激励
。

必须把别中激励方式综合
当前

，

我国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 地运用
，

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
。

时期
，

要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
，

关键是要选用一大批有现 ���扬长避短的艺术
。

善于用人的行政领导者
，

总是用人先

代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能力的人才
。

科学地
、

合理地使用好各 看其长
·

道理很简单
�

人人皆有所长
，

先看其长
，

就能充分利用

不帆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

其长
，

尽量发挥其长
。

扬长避短
，

人尽其才
，

这是当前使用各类

� 学习和借鉴我国历代用人艺术的先进经验 人才的最基本原则
·

要达到人尽其水 才尽其用
，

充分有效地发

我国历代的一些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
，

都很讲究 挥各类具有不同专长的人才的作用
，

就必须扬其长
，

克其短
，

扬

领导艺术
，

注重选拔和使用人才
，

并重视人才在历史上的栋梁 其精
，

舍其粗
·

地位及其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

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科学经验
。

在 ���鼓励人才冒尖的艺术
·

鼓励冒尖是一种重要的用人艺

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
，

行政领导批判地继承中国古 术
·

在具有敢于鼓励冒尖的行政领导者周围
，

总是聚集着一批

代政治家的领导科学经验
，

吸取现代领导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成
“
高势能

”
拔尖人才

，

他们始终乐意为行政领导者效
“
犬马之

果
，

对提高行政领导艺术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

劳，’�

���扬长避短
。

事物有长短
，

人才有高下
，

这是古往今来客 总之
，

行政领导用人艺术要时常体现一个
“
活

’，

字上
。

选用

观存在的事实
。

唐太宗在用人方面总结的一条原因就是
� “
人 人才要活

�
解聘庸才要活

�
考查人才方式要活

�
评议人才要活

�

不可以求备
，

必舍其所短
，

取其所长
。 ”
朱元璋的

“
量才录用

” 、

人才交流要活
，

不能搞程式化
。

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

以群众意
“
用其所长

，

不强其所不能
’，

的观点
，

都是同唐太宗
“
舍其所 见作为检查干部的依据

·

最大限度发挥人才作用
。

因此
，

只有加

短
，

取其所长
”
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

强行政领导对用人艺术的认识
，

打破以往用人时的条条框框
，

���用人不疑
·

古人说
� “
疑则勿任

，

任则勿疑
。 ”
用人不疑

，

才能使人才得到合理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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