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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过去的五年多时间里，我有幸从事了两件在自己一生中十分有意义的开创性工作。
一件是作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简称“中浦院”，英文缩写“CELAP”)的首任常务副院长，直接参与
了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这所国家级干部学院的创建工作。
另一件是与一些领导同志和学者一起，共同创建了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并任首任会长。
这是两件都与面向未来的领导创新有关的事情。
创建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三所干部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面向21世纪为培养一大批适应新的历史使
命的高素质领导人才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干部教育培训模式、体制和格局的重大创新，在
当代中国领导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应该强调，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以及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在创建过程中的思考、指示、要求，本身
就是一种领导创新。
同时，本人作为一名普通的领导干部，在参与学院创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和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必须
实行全方位的创新。
其次，作为一名在领导学学科园地耕耘的学者，在当前所肩负的重大学术责任也就是要不断地学习、
研究和创新，为推进中国领导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因此，我把围绕着这两件事所做的演讲的集子，定名为“面向21世纪的领导创新”讲演录。
集子分上下两篇，上篇取名“创业思想踪影”，收录的是我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创建实践中比较有代
表性的部分讲话稿。
为反映其历史的真实性，它们基本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只对个别篇目作了微调。
同时，为了更好地体现创业发展的逻辑阶段，目录中加了三个小标题，并对部分篇名作了相应的调整
。
此外，在篇幅上作了删减。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管理的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日常工作由上海市委负责。
因此，学院的筹建工作是在党中央、中央组织部和上海市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本人曾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身份参与了学院前期的部分筹建工作。
2003年6月23日在学院新校址建设奠基之日，我被中组部正式任命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首任常务副院
长，主持学院的日常管理工作，直至2008年7月卸任。
经过五年多时间，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基本完成了它的创建任务，或者说学院经历了它成长发展的第一
个逻辑阶段。
学院的创业工作是一个实践探索的过程，有它自身的客观逻辑。
“创业思想踪影”作为这个客观逻辑的能动反映，比较简洁，但又较完整而真实地记录了学院成长的
思想逻辑，是学院创建发展的文化见证。
本人之所以愿意，或者说有责任把学院创建过程中我的这些讲话稿正式结集出版，与读者共享，不仅
是因为它从一个特定的层面上描绘和记录了这所负有特殊使命的新型干部学院的艰辛创建历程，而且
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中央领导同志对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高度重视和
战略部署，反映了新时期新阶段干部教育培训的一些新思路、新实践、新特点。
此外，它也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首批创业者在浦东这块改革开放的希望热土上创业的心路
历程。
所以，我把这些讲话稿看成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它虽然凝聚着我的辛劳和智慧，但并不属于我个人，许多文稿本身就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应该属于参
与学院创建的领导和全体创业者。
因此，理应把它奉献给社会，奉献给那些始终关心学院建设的各级领导、校友和国内外的朋友们。
下篇取名为“领导论坛留声”，收录的是我近几年在各种领导和领导学论坛上的演讲，或者在领导干
部教育培训机构为学员上课的讲稿，其主题都是有关领导学方面的内容。
我原本是学哲学的，长期以来，在完成担负的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党
的建设方面的研究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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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承担了参加创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光荣任务，强烈的使命感促使我更加关心领导人才的培
养问题，并实行了专业研究方向的拓展和转型，涉足领导学的研究和教学。
由于同志们的信任，从2004年开始，我先后担任了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和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
会长等领导学学术团体的一些职务。
这里收录的演讲稿，大体上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理念创新和领导经验的理
论阐述，主要是在一些国际性场合的讲演；二是关于21世纪中国领导人才培养和领导力建设方面的一
些思考和研究的成果，大部分是面向国内领导干部的讲演；三是关于中国领导学学术使命和学科建设
的一些构想和实践建议，是在领导学研究团体中向同行学者所做的讲演。
其中有几篇已经分别在《解放日报》的“思想者”、“新论”和《文汇报》的“每周讲演”、“论苑
”等理论栏目中发表。
演讲中提出的一些概念和观点具有原创性或前沿性，比如，领导教育学概念的提出；对战略领导力概
念的理解和诠释；对中国领导学新的学术使命的论证等等。
这些新的观点和想法只是一家之言，自然需要同仁的批评和切磋，需要自己在后续的研究中不断地充
实和完善。
与本书的上下篇相联系，附录也包括两部分，一是媒体关于中浦院的特写、报道和根据记者要求本人
对此撰写的短评。
之所以将这些特写和报道收入集子，固然因为其中有对我的采访内容，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中浦院的创业实践及其成果的社会反响，是另一种形式的“创业思想踪影”。
二是《现代领导》杂志的记者对我在领导学理论研究方面的采访，聊作为“领导论坛留声”的补充。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支持学院建设，特别是参与创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中央、中组部、上
海市委市政府和学院理事单位的领导以及学院的全体教职工、校友和各界朋友，因唯恐挂一漏万，恕
不逐一致谢，敬请谅解！
感谢刘靖北、王友明以及吴涛、黄颖等学院研究室和其他有关部门同志在文稿的起草、收集、录音整
理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
感谢学院信息技术部汪源和新闻文化处的同志拍摄和提供了宝贵的照片资料。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王焰、吴海红的支持和帮助。
奚洁人2009年4月于中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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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向21世纪的领导创新：奚洁人讲演录》分上下两篇。
上篇“创业思想踪影”，收录的是作者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有代表性的讲话稿，以创业、创新为主题
，历史而逻辑地展现了中浦院创建中的战略思路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历程，真实记录了一所新型干部学
院及其培训模式的诞生与成长的思想轨迹，是中浦院创建发展的文化见证。
下篇“领导论坛留声”，收录了作者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国国立行政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以及若干有影响的国际、国内领导与领导学论坛上的演讲，包含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理念创新与
领导经验的理论阐述、21世纪中国领导人才的培养与领导力开发、公共危机与领导学研究，以及关于
中国领导学的新使命与对学科建设的构想和实践建议等内容，是作者在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面向21世纪的领导创新：奚洁人讲演录》附录还收入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对中浦院的特
写和报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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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奚洁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兼职教授，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史党建、领导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与教学；科研成果曾荣获中共中央宣
传部“五个一工程”论文奖等多项奖励。
现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党的先进性建设问题研究”的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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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创业思想踪影序幕：构想与试点创新是我们全部工作的灵魂和核心理念创新是学院创建的逻辑
起点发展战略谋划是梦想成真的第一步正确处理学院筹建中的三对关系试点的经验和问题都是财富启
程：信心、责任与执行力我们的事业前程锦绣学院执行力的文化特征坚持“高、新、特、实”的总要
求城市领袖的职责及其领导力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学院的教学创新向世界说明中国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品
牌是建设创新型学院的聚焦点积极探索领导干部理论武装的新途径必须善于把中央的办学要求具体化
小结：反思与前瞻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有所贡献深化品牌战略，凝炼创新特色现场教学的特点与经
验理念、模式和队伍中浦院实践创新的理论思考对当前我国干部教育培训创新的几点认识下篇：领导
论坛留声城市发展新理念引领下的东方奇迹——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演讲中国的改革发
展与领导教育创新——在法国国立行政学院的演讲中国成功的领导智慧——在俄罗斯西北公共管理学
院的演讲中国领导理念创新的文化诠释——在南非“领导成功的秘诀”国际领导学论坛上的演讲会通
融合，共创领导研究的新时代——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领导与领导学”国际领导论坛上的演讲引领变
革，转型时代的领导创新——在“领导、转型、创新”国际领导论坛上的演讲战略、战略领导与战略
领导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演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念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上
海市政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演讲公共危机研究的领导学使命——在“危机管理
中的领导者”论坛上的演讲21世纪的教育发展理念及其对党校教育的启示——在《学习时报》举办的
“新世纪干部教育论坛”上的演讲21世纪的领导理念与领导力建设——在上海市公务员培训系列讲座
上的演讲努力推进领导科学研究的创新——在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改革开放与中国
领导学的新使命——在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2008年年会上的演讲附录：记者采访和媒体报道求真务实
写忠诚——走进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董宏君(人民日报社)用忠诚创造未来/奚洁人红色“人才树”——
走进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叶国标(新华社)中国浦东，有这样一所学院儋国枢(经济日报社)干部教育也要
与时俱进/奚洁人立足上海服务全国——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奚洁人/洪梅芬(解放日报社)21
世纪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领导/杨楠(第一财经日报社)要做中国发展的桅杆——红顶下的干训/汪伟(新民
周刊杂志社)中国新政要的红色摇篮/陈建芬(小康杂志社)领袖危机和领导创新——访中国浦东干部学
院常务副院长奚洁人教授/陈伟宁(现代领导杂志社)领导艺术的美学思考——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
副校长奚洁人教授/曹嘉懿(现代领导杂志社)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组织文化/吴涛(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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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里重点讲讲人力资源配置的思路。
建设富有学院特色的人才队伍，我们的人才战略怎么制定？
人才强校，人才强市，人才强国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强音。
毛泽东说，人是最宝贵的因素。
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当然我们要的是优秀的人才，我们一定要组建一个高质量的具有学院特色的人才队伍。
整个资源配置、岗位设置、职能定位都需要创新。
除了大家平时讲的以外，我这里想提出一些特殊的人才要求。
一个是从专业坐标角度讲，这个坐标包括学科的结构与专业水平。
所谓学科的结构，我刚才讲了，这里不再重复。
关于专业水平，我们强调要有合理的人才结构，特别是要有高水平的领军人物。
现在我们有72名职工，总体上来说，我们应届毕业生的比例比较高，而且教师的比例比较低，所以这
个结构中领军人物几乎没有。
当然，学院在创建阶段，缺少领军人物是正常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嘛！
不要以为有了“银子”就可以招兵买马。
特别是招聘领军人物，不能光靠“银子”，还要靠旗帜，要靠事业这面旗帜。
我们是中央直属的事业单位，要吸引他们来学院实现美好的创业理想，把大家集聚在这面旗帜下。
当然也要给“银子”，不给适当的“银子”也是不行的。
总体上说，招兵买马比较容易，聘将比较难，请帅就更难，但是这个事是一定要做的。
我们要建名校，也就是要做到国际知名。
建名校要有我们的名牌，要有名师。
名师讲课不一定讲得很好，但是在一个专业领域要有知名度。
一定要有名师，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识。
前不久，我参加了上海市文化人才工作会议。
市委领导大声疾呼：上海现在是文化名人后继无人。
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名人荟萃，这才叫文化中心。
没有名人怎么成中心？
没有名人最多成为物流中心，但真正的物流中心，也是需要一流人才来支持的。
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是文物鉴定的权威专家，许多文物的鉴定是他说了算的。
现在马先生走了，以后我们的文物鉴定谁说了算？
没有人说了算，只能跑到北京去鉴定了。
没有标志性的人物，就没有办法建文化中心。
同时，我们不仅需要人才流进来，而且要留住人才。
所谓“小河从窗前流过”，的确很富有诗意。
但如果人才流进来，又流出去了，成为过路客，就很遗憾。
要成为一所知名学院就一定要有领军人物，要有名人。
这个名人不是徒有虚名的，有的名人炒得厉害但是名不副实，这是没有用的。
所以，在人才结构上，不仅要有一般的学科带头人，更要有领军的帅才和名家，我们要用各种方式实
现这个目标。
我们在座的人当中当然将来也会出几位名家，但不会全是名家。
现在30岁左右的同志需要磨炼，到50来岁有可能成为名家。
我们的责任是培养大家尽快地成长，然而，人才成长是有周期的。
要静得下心来，要甘于寂寞，要经受多种多样的历练才能成名成家。
但是，学院等不了20年，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宽广的胸怀，要有一个好的机制，来吸收领军人物、帅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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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前一段时间，教研部的年轻老师主动敦促学院领导赶快找高水平的领军人物带领他们前进，我看
这就是一种眼界，是一种胸怀，是出于对事业的责任心。
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不容易的。
我们要创新机制，要寻找巨人的肩膀。
巨人的肩膀是跟巨人连在一起的，所以，寻找巨人，就是寻找我们的阶梯。
从人才素质的角度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
中浦院与一般的研究院不一样，与一般的大学也不一样。
我们主要承担培训、研究、咨询这三项重大任务，因此，我们更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
。
我们需要知识面比较宽广的，但在某一个领域又有很深造诣的人才。
全才相当难找，我们可以找一部分有特长的人才。
一般来说，培训机构包括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等，它们的人才包括以下几种：第一，研究型人才，学
院派。
我们要有一些这方面的领军人物作品牌，在国际性的学术论坛上有他们的声音。
这是我们的牌子。
第二，优秀的教学人员。
尽管他们可能在研究方面不是硕果累累，不是一流，但是运用的能力很强，能够很好地把知识传授给
学员，从经验中提炼理论，让学员得到启示。
这个也很重要。
哪怕只是一些观点的梳理，没有什么创新，但是能把关系理得很清楚，学员听了很容易消化，这种人
才我们也很欢迎。
第三，专业化的教学支持人员。
这包括案例开发、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支持人员。
比如说我们建设高水平的教学实验室就需要相关的教学支持人员，如果是名牌教授来当工作人员就没
有办法用好他的长处，所以要合理地利用人才的长处，否则实验室就运转不起来。
我们强调教学支持人员的重要性，就像外科医生开刀做手术要有好的麻醉师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要根据学院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对所需的教学支持人员有很好的规划。
另外，从我们学院的功能定位和培训模式对于人才的需求来看，除了教师以外，我提出特色岗位设置
相应人才，即“五种人”，大家看行不行。
第一，项目负责人，也可以叫作项目协调员。
他可以是校内的，也包括校外的。
因为，我们相当一部分资源在校外，所以，从长远发展看，有一个校外资源谁来整合的问题。
全都由自己来调配整合可能有难度。
整合理事单位的资源，我们找理事或者他所指定的联络人，他们就是我们学院项目资源的协调员。
比如说到上海通用公司，就找熊书记，他就是我们特聘的项目协调员。
特聘一批项目协调员，这样工作做起来很顺利。
盯着理事、协调员，请他们帮我们解决问题。
在北京的有关部委也可找几位同志做特聘协调员。
关键是我们首先要解放思想，可操作不可操作再进一步摸索。
先要敢想，第二是敢于，第三是随时调整。
第二，专业的培训师和咨询师。
培训师和咨询师是两种人，但都不是一般的讲课教师，我们在这方面也要做一些培养。
国强院长对这些也很支持。
这也是国际上的通则。
第三，项目设计师和市场开发人员。
我们的课程设置，都是根据不同班次、专题和学员对象量身订制的，所以，项目设计、课程设计，就
显得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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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培养自己的设计师，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有效性。
第四，案例研究和编纂人员。
前面讲到，我们要做强做大案例教学，那么，就有一个案例开发和收集、案例教学能力提高的问题。
案例开发，我们学院的教研人员，包括社会兼职教师都可以做，被开发单位也可以配合我们做，但是
我们要有专业人员，这样，开发出来的案例才会有质量。
而且我们的案例将来还可以上市，包括可以到国际上去卖。
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就是这么做的。
第五，高级兼职教师特别助理。
以后部级干部来讲课，我们要为他配备高级助理员，这个岗位很能够锻炼人。
我们的高级助理员不是光打电话联络，可以同挂职锻炼相结合，帮领导做一些工作，跟他几个月，这
样，在课堂上做主持人也可以更加从容。
如果我们能够设置这样一些有特色的岗位，建立一支特殊的师资队伍，我相信我们的培训模式就有了
人力资源的保障。
所以，做这件事是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和功能定位，创造一种崭新的特殊的师资人才培养的机制和工
作机制，因为，创新要有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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