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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的用人观

杨 ·子 均
·

内容摘要 邓小平的用人观,是邓小平人才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一

方面要培养人才,另 一方面就是要用好人才。用人的条件和标准不外从政治、业务、身1

体三个方面的素质去考察人才。用人的方法主要有:善于发现人才;抛弃成见,不 拘一

嘻
=廴

扌;破 格提拔任用人才;放 手使用人才;充 分发挥人才的专长 ;充 分调动人才的

乍叹生、主;兰钉 e∶ 迮兰:

关键词 ⅠⅠ1孑  `丁  =`△

在当代,不论是科技竞争、经济竞争,还是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邓小平作

为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向关注和重视人才及人才问题,尤

其是他关于如何用人的思想,广博深邃,丰富深刻,很值得我们深入系统地学习和研究。

邓小平以其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洞察到人才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重

要地位和突出作用。他深刻地认识到,不论是现代化建设还是改革开放,始终离不开人才的培

养、选拔和使用问题。所以,邓小平不仅自己一惯重视人才及人才问题,而 且还时常要求党的各

级领导干部也要高度重视人才和人才问题。

人才和人才问题,主要包括育人和用人两个方面。其中,育人即培养人是前提和基础,用人

即使用人是核心和关键。因为没有培养出人才就根本没有人可用 ;即使培养出了入才,如果不善

于使用,也会造成人才的埋没和浪费。而且,人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在还没

有培养出大量高水平的人才的情况下,低水平的人才也将起到较大的作用。因此,邓小平在谈论

人才和人才问题时,不仅强调人才的培养,而且更强调人才的选拔和使用。

早在 1954年政务院的一次讨论教育工作的会议上,邓小平就曾提出,干部、人才已成为社会

主义建设的决定性因素。针对我国干部和人才的一些状况,他明确指出 :“ 一方面不够用,另一方

面又有浪费。要充分发挥现有干部的作用,同 时要培养大批各方面的建设人才。
”[1]为此,邓小

平特别批评了当时存在于许多部门的领导人中只注意抓生产抓基本建设,而
“
对培养干部重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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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
”
,“ X寸 自己所管的学校注意得很差

”
的错误现象,他强调指出 :“ 殊不知办好学校,培养干'部 ,才

是最基本的建设
”[2)。

1961年末,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冶金工业七年规划的汇报。在会上,邓小平再一次明确指

出当时我们在干部、人才使用上出现的问题。他说 :“ 这几年来,我们对技术干部关心不够
”
,“ 有

许多新生力量,能力未得到很好发挥。好多大学毕业生,工作了几年还当见习技术员,为什么不

能大胆提拔当工程师?留学生回来后,使用得又怎样
·
?”

[3]他还指出 :“ 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浪

费专业技术力量。绝大多数工厂的技术干部都有窝工现象。有些单位让他们去搞与专业技术无

关的行政工作,还有的长期下放劳动或打杂。
”[4]在这里,邓小平十分强调要大批提拔、使用年轻

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注意发挥他们的专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⒛ 年代初,邓小平重新恢复职务,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周恩来病重后,经

毛泽东同意,邓小平从 19乃 年 1月 主持党和国家 日常工作。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正 常的

生产、工作秩序遭到严重破坏。邓小平一方面召开了一个又一个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

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使全国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另 一方面自告奋勇亲自去抓最难抓的科技和

教笥,以培养大批的人才。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的一个重要体会就是认识到干部、人才的巨大作

川以及使用好干部、人才的极端重要性。他曾深有感触回忆道 :“ 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

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九七五年我抓整顿,用 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

成绩,局 面就大不一样。
”[5]

19%年 10月 粉碎了
“
四人帮

”
,十年浩劫宣告结束,我 国再次掀起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热

潮。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什么呢?邓小平精辟地指出 :“ 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

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
”[6]他强调: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

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
“
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

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
”[71。 因此,邓小平还说,我 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要

“
发现专家 ,

培养专家,重用专家
”[:],“要抓紧培养、选拔专业人才,才能搞好四个现代化

”[9)。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 中央及时提

出了
“
二十年规划

”
和

“
三步走

”
发展战略c在邓小平看来,不论是实现

“
二十年规划

”
还是实现

“
三

步走
”
发展战略,最关键的和最重要的仍然是人才。他说 :“ 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

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
‘
文化大革命

’
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

”[1°”人

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
,“ 二十年规划能否实现,关键就在这里

”[11]。

十二属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到

一个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的新阶段。为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体制

改革的成败,“ 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
”[12],“ 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

心的,是人才
”∶13]。 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培养、发现和使用人才才是

“
最重要的

”
和

“
最关心的

”
,

并把是否
“
善于发现人才,团 结人才,使用人才

”
,作 为衡量一个领导者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之

~[⊥ 4]。

总之,在邓小平看来,不论是搞科学技术研究还是进行治理整顿,不论是实现
“
二十年规划

”

还是实现
“
三步走

”
发展战略,不论是搞改革开放还是搞现代化建设,都离不开人才的培养、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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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即育人和用人问题,特别是用人问题。

用人,即选择和使用干部或人才,自 然要有用人的条件和标准。这是邓小平用人观的重要内

容。

在不同的时代,不 同的场合,邓小平根据不同的用人情形,提 出的用人条件和标准是不一样

的.在 1961年 11月 ⒛ 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讲话强调了要提拔和重用年轻的专业技

术人才和干部。关于提拔的条件,他说 :“ 提拔的条件主要是根据专业技术水平,政治条件是不反

时共产党,忠于祖国。共产党员专业技术不合格的也不能提。
”[151这 里,邓小平提出的用人条件

主要是针对专业技术人才和干部来说的。提拔
`使

用专业技术人才和干部的条件主要是看专业

技术水平,政治条件是一个基本前提。

在 1978年 3月 18日 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指出 :“ 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

有一支浩洁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
”[16]这 里,邓小平实际上谈到了用人的

¨
红\¨ 专

”
标准~                  ’

1978年 12月 13日 ,在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

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 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

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
“
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 发展生产

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
”[17]。

19sO年 8月 18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一些

有关问题。在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用干部的条件和标准。他说 :“ 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

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

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
”[1:]这里邓小平不仅指出了用人的

“
德才兼各

”
标准,而且还初步把它具体发展为

“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
的干部

“
四化

”
标

准。

在同年 12月 25日 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更明确提出了干部
“
四化

”
的要求。他说 :“ 要

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

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要革命化,所以说要

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
”[19]

19陇 年 1月 13日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时指出 :“ 选人要选好,要选

贤任能。选贤任能这个话就有德才资的问题。贤就是德,能无非是专业化、知识化,有实际经验 ,

身体能够顶得住。
”[20]又阝小平在这里提出了用人的

“
贤

”
、
“
能

”
标准。

19呢 年初邓小平南巡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在讲话中,邓川

平又一次讲到选拔领导干部和接班人的
“
四化

”
标准和

“
德才

”
标准。他说 :“ 要注意培养人,要拄

只黑
‘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
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各的人进班子。

”[⒉ l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概括出邓小平用人的主要条件和标准,那就是 :不论是用专业技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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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用干部,不论是用一般干部还是用领导干部乃至接班人,都缺少不了政治、业务、身体三个条

件以及相应的标准。

1.政治条件。这是用人的首要条件。邓小 平曾多次指 出,“ 选拔 人,第 一个是政治条

件
”̀

:2j。 即是说,选拔和使用人,首先要看政治条件,要把
“
德

”
放在首位,只 有政治条件合格的人

才能使用,凡政治条件不合格的一律不用。邓小平提出的用人的政治条件和标准是
“
德

”
、
“
贤

”
、

“
红

”
、
“
革命化

”
,具体指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主要的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坚

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坚持改革开放 ;党性强 ;有马列主义的基本修养 ;有

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 ;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纪律 ;大公无私 ;忠于祖国;为人民造福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敢说真话,不务虚名 ;坚持原则,公私分明;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

等等。其中,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用人的最根本的政治条件和标准。

而且,邓小平还指出,在用人的政治标准上,对不同类型的人要有所区别 :对选拔领导干部和

接班人,政治标准要高要严 ;X扌一般干部可以适当降低放宽;对专业技术人才的政治条件不要特

别苛求,只看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就可以了。他说 :“ 对于科学技术人员中出身不好、历史上犯过

错误或家庭、社会关系有些问题的人,我们应当着重看他们自己的基本政治态度,看他们 自己的

现实表现,看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贡献
”
,即使是

“
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

到根本改造,或者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比较深,在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常常摇摆不定
”

的一部分人,“ 对于他们,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也要团结教育,发挥他们的专长,尊重他们

的劳动,关 '心 和热情帮助他们进步
”[23]。 邓小平还指出:“ 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

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

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 应该说是红了c我 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

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 出贡献,这 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

表现。
”[24]

2.业务条件。这是用人的核心条件。业务条件主要是指有专业知识、专业技术和业务能

力,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
“
才

”
、
“
能∵、

“
专

”
、
“
知识化专业化

”
。

“
知识化专业化

”
是用人的主要业务

标准。在邓小平看来,一个人不管是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还是组织管理工作甚至领导工作,如果没

有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又不认真学习,尽管抱了很大的热心建设社会主义,却去瞎指挥,结果不

仅做不出应有的贡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还起相反的作用,损害人民的利益,耽误生产建设

的发展。过去相当一个时期我们可以搬战争年代军队的经验,而现在就不同了。现代化建设需

要的是
“
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

”㈤],是“
一些专家、懂行的人

”[26]。 同时现在我们
“
缺

乏专业知识、专业能力
”
的
“
万金油

”
干部又太多,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

“
懂行

”
的干部太少。

所以,邓小平要求
“
今后的干部选拔,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

”[27〕 ,选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
“
懂行

”
的

干部和人才,没有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的人今后不能提拔使用,占着
“
位子

”
没有专业知识和能力

而又不肯努力学习的人要调整。

3.身体条件。这是用人的一个基本条件。邓小平指出,做 四个现代化的闯将,没有精力是

不行的。他说 :“ 不管你的见解多么高明,如果没有精力,要做好工作是很困难的。
”lzs]所以,邓小

平在谈到选拔
“
接班人

”
的标准时除了充分肯定叶剑英提出的

“
三条标准

”
外,还特别加了一条

“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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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顶着干八小时工作
”
,他说

“
这一点切不要忽略

”[29]。
邓小平一向都十分重视年轻人的使用,并

多次告诫各级领导千部要重视使用年轻人,大胆使用中青年干部和人才。他指出:年轻人有年龄

和精力上的优势,他们脑子活,记忆力强,精力充沛,敢于创新,工作效率高,二三十岁、三四十岁

正是发挥作用、成就事业的黄金时期,“ 世界上的科学家,成名的很多是在三十岁左右
”[30]。

邓小

平还指出,干部年轻化是一个世界性趋势,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领导干部都比较年轻。事实上,解

放初期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也是年轻的。他曾回忆道 :“ 我们刚进城的时候是年轻的,我是

四十五岁,好多同志比我还年轻一些。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二十二岁。
”[31]而

现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中央高级干部,由 于没有很好地建立起退休制度,再加上
“
文化大革命

”
的

十年浩劫,所以干部老化十分严重,中央领导班子
“
六十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

”
,在我们工作中

真正的骨干大都是四十岁左右,≡ 十岁左右的骨干还很少。所以邓小平强调要建立退休制度,并

要高级干部以身作则,把位子让出来,以 利于提拔年轻人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还满怀期望地

说 :“ 女口果有一天在座听报告的同志中,四 十岁左右的占了主导地位,那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

标志。
”∶32卜 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

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

家。
”[33]他要求有关部门要

“
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

”
,鼓励年轻人,大胆选拔、

使用中青年干部。

政治条件、业务条件和身体条件是用人中不可缺少的三个条件和标准。其中,政治条件是灵

魂,业务条件是核心,身体条件是基础。在用人的这三个条件中,相对而言,政治条件和业务条件

更重要一些,身体条件只是做好工作的基础。因此,邓小平在阐述用人的条件和标准时,强调主

要应注意德才兼各、又红又专,用有德有才、既红又专的千部和人才:也就是说,在用人上主要应

注意坚持
“
德与才

”(或“
贤与能

”
、
“
红与专

”
)的双重标准,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一个人,光有专

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如果政治条件不
“
红

”
也不能提拔使用;光政治上

“
红

”
,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

不合格的也不能用。为此,邓 小平指出 :“ 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
”[34]“

专
”
并不等于

“
红

”
,也不会自然而然地

“
红

”
,所以

“
专

”
必须以

“
红

”
为前提,才能保证

“
专

”
的服务方向;而

“
专

”
又

是
“
红

”
的基础,“ 红

”-定要
“
专

”
,缺少了

“
专

”
为基础的

“
红

”
就谈不上

“
红

”
。所以用人必须坚持德

才兼各、又红又专。

在邓小平的用人观中,不仅提出了用人的条件和标准,而且还充分阐述了用人的方法。邓小

平提出的用人方法主要有以下六点。

1.“ 不要漏掉了人才
”
。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相对于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而言,我们现在

人才很缺,不够用,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人才。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并不是没有人

才。好多人才没有被发现,他们的工作条件太差,待遇太低,他们的作用不能充分地发挥出

来
”[35]。 “

人才是有的,问 题是我们平常同下边接触太少,还有些习惯的想法,所 以不容易发

现
”[36]。 如 :现在有些人的成就外国人都公认,我们反而不了解,这说明

“
我们的一些制度有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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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不能发现人才
”∶371c昕 以,邓小平说,“ 不要漏掉了人才

”[3:],埋 没了人才。漏掉和埋没人才

是人才的巨大浪费 :

怎样去发现人才呢?邓小平提出了一些思路和方法。例如,“ 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

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
”[39];建立考核制度,通过两年一次的考核发现选拔

人才;经常接触基层,从普通群众中发现人才;解放思想,打破老框框,不拘一格用人才 ;“ 把那些

比较好的、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记下来,建立科技人员档案
”[40];等

等。

2,“ 要抛弃一切成见
”
。邓小平曾多次说道 :“ 我们起用人,要抛弃一切成见

”
,“ 要抛弃个人恩

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
”

,“ 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
”[41〕 。

也就是说,在用人时,要克服个人的主观偏见,抛弃个人恩怨和社会成见,唯 贤唯能,只要是贤能

之才,那怕是反对过自己的,或曾经犯过错误的,也要使用。

邓小平还要求,在用人时要克服和排除
“
论资排辈

”
的习惯势力。他说 :“ 论资排辈是一种习

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
”

,“ 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

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

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
”[42]。 因此,邓小平要求克服论资排辈的落后观念,大

胆选拔、使用一切优秀人才。比如,“提拔工人当中的优秀分子
”
当工程师,对有创造、有贡献的人

就
“
评给相应的学术职称

”
,“ 选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比较高的人当厂长

”
,而不管他们年龄大小、

辈数高低,总之,就是不搞论资排辈[431。

同时,邓小平还要求我们在用人时要打破
“
金要足赤、人要完人

”
的形而上学思想,不要求全

责各,不要因为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弱点缺点,“ 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

家埋没了
”[44]。

3.“ 选拔人才可以破格
”
。邓小平指出:“ 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

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
”[45卜 打破常规

”
,这是邓小平用人观的一大特点。他说,“ 一定要

真正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上来,快点提拔上来。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误现代

化建设的大事。现在就已经误了不少啊!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

级上来
”
,要

“
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的观念,创 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

”[46],这 样才

能大胆破格提拔人才。比如,特别优秀的技术人员,可 以破格提成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不一定都

要经过见习技术员、技术员再提为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特别优秀的教师,可 以破格提成讲师、教

授,不一定都要经过助教、讲师再提为教授。总之,特别优秀的人才,要大胆破格越级提拔。

4.“ 要放手地用人
”
。在邓小平看来,人才不仅可贵,而 且十分难得,培养和发掘一个人才相

当不易,他曾感慨
“
的确是人才难得啊

”[47]。 因此,他要求各级领导部门、领导人要珍视人才,放

手使用人才。

针对林彪、
“
四人帮

”
的破坏和十年浩劫,我们的科技队伍、干部队伍出现了断层和青黄不接,

四个现代化建设缺少一大批人才这一现状,邓小平指出: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大胆使用、放

手使用。他说 :“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
”[4:1,只要

“
觉得是人才的,即

使有某些弱点缺点,也要放手用
”[49],总 之,就是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要放手地用人

”
。但我

们现在的情况是 :一方面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另 一方面发现了的人才没有果断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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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些地方对选进领导班子的年轻人,总是担心他们干不了、干不好,不敢大胆使用;有些单
位对有缺点的人才或曾经犯过错误的人才总是顾虑重重,不敢放手使用。所以,邓小平要求各级
领导要

“
解放思想,打破框框

”
,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人才。而且他还深刻地指出,“ 人才,只 有大

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
”[50]。

5.要充分发挥人才的专长,“ 用非所学不好
”
。人才的可贵与难得,还 要求我们充分利用现

有的人才资源,避免人才的巨大浪费。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人才浪费严重,使用极不充分。

早在 C,t,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对科技干部关`b不 够,对他们的使用有问题,有 许多新生力

量,能力未得到很好发挥。他说 :“ 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浪费专业技术力量。绝大多数工厂的

技术干部都有窝工现象。有些单位让他们去搞与专业技术无关的行政工作,还 有的长期下放劳

动或打杂。
”[51]比 如,有位老科学家,是学部委员、全国知名的半导体专家,某大学叫他改行教别

的。这种用非昕学的人是大量的。邓小平痛心地指出:这种人才
“
窝工浪费

”
、
“
用非所学、用非所

长
”
只寸国家是最大的浪费,我们的人才本来就少,我们经不起这个浪费。他要求各级领导部门要

“
知人善任

”[52],要“
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

”
,要注意

“
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

”
,充分发挥人

才的作用,避免人才的浪费。

6.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重视人才不能仅停留在口头

上,必须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这也是邓小平的一惯思想和主张。他指出 :“ 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

者的积极性,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53]在

1985年 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更明确地提了两点意见 :第一,每 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

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真见效 ;第二,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要使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邓小平提出了营造良好环境的五点思

路。一是要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一种空气 :“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

误思想。
”[54]二是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如学位制度、学术和技术职称制度、奖励制度、收人分

配制度等 :“ 使那些有专业知识的、年富力强的人,被选拔到能够发挥他们才干的工作岗位上

来。
”[55]三是

“
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

”
,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

研究[56]。 四是
“
经常帮助专业技术人员进修,给他们提供自学条件

”[57],不
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和业务能力。五是
“
要切切实实、要真见效

”
解决人才昕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如 :要解决知识

分子的政治地位问题,为知识分子恢复名誉,“ 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
”[5:],承

认
“
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

”[59];要提高高级专家们的工资待遇,“ 真正有本领的教授、副教

授,高级工程师,高级医生,以 及其他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工资待遇,应该提高
”[60];要 解决人

才的实际困难,对生活有困难的要给津贴补助[61];等
等。

总之,在 当代,人才、干部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因素,不论是搞现代化建设还是搞改

革开放,培养、选拔和使用人才是关键。所以,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 ,

一方面要培育好大批的人才,另 一方面要使用好人才,特别是要用好人才◇要用好人才,就要理

清用人的条件和标准。邓小平指出,用人的条件和标准不外政治、业务和身体三个方面。其中,

政治条件是灵魂,是用人的首要基本前提。对专业技术人才和干部,政治条件主要看其基本的政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总第 117期

治立场和态度,即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对领导干部和接班人,政治条件和标准要

高要严。业务条件是核心,是用入的主要条件,不仅专业技术人才和干部要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

力,而且领导干部也要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身体条件是基础,是用人时要考虑的基本条件之

-,用人时要尽量多用精力旺盛、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人才和干部。要用好人,还必须掌握用人的

方法。邓小平提出的用人的方法主要有 :健全制度,有利于发现和选拔人才;抛弃成见,打破老框

框,不拘一格用人才;克服论资排辈的习惯势力,破格越级提拔优秀人才;用其所长,用其所学,知

人善任,量才授职,充分使用人才;果断起用,大胆使用,放手地使用人才;解决人才遇到的实际问

题,创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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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本刊被评为
“
首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

”

为迎接建国 sO周年,展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全国
,高

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进行了首届全国高等学校社科学报评优活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被

评为
“
首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

”
。

此次评选,遵循新闯出版署制定的《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标笮
及评估办法》: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学报研究拿初

评,后经全国文科学报研究会聘请的学报界有影响的专家学者组成的总评委会最后评定。评优结果已于近期正

式公布。(大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