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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能力躺平”问题探析
 于　乐　普宏伟　王俊程

基层干部“能力躺平”问题突出，影响着基层治理的有效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党校建校九十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领导干部必须全面增强

各方面本领，努力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为此，要深入研究分析基层干部“能力躺

平”现象，组织开展务实管用的专业化能力培训。通过研发一批注重业务技能提升的专

题培训、抓好师资队伍建设的“牛鼻子”工程、结合现有资源提高基层干部培训效率、

构建一套运转有效的培训管理机制等举措，以期提升基层干部的实际本领，有效化解基

层干部工作焦虑和“能力躺平”的问题。

干部教育培训承载着塑造高素质干部队伍的紧迫

使命，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

建设的战略性举措，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建设胸怀民族复兴重任

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并强调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

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为新时代党

的干部队伍建设指明方向和路径。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 “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

层的重要性。

年 轻 干 部 作 为 党 和 国 家 事 业 发 展 的 生 力 军 ， 在 培

养 锻 炼 上 更 应 突 出 “ 基 层 ” 导 向 ， 让 其 在 基 层 锻 炼 磨

砺 中 成 长 成 才 。 为 了 进 一 步 明 确 干 部 教 育 培 训 工 作 的

方 向 和 任 务 ， 中 共 中 央 印 发 《 全 国 干 部 教 育 培 训 规 划

（2023-2027年）》（以下简称《规划》），对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全面部署。这是党中

央着眼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部署，也是

未来五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行动指南。

基层干部处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线，

承担着组织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

策等重要任务，是基层治理的核心力量。对基层治理水

平提升的迫切需求，更是确保农村成为安居乐业之所的

当务之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

撑。因此，抓好基层干部教育培训，提高基层干部队伍

素质能力，保证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落实，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基层干部培训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不难发现，许多基层干部知识陈旧，仍旧习

惯老一套、旧思维，因此部分基层干部进取、创新意识

不够，工作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求安于现状，自我

要求逐渐放松，行动迟缓，缺乏力争上游、创先争优的

信心和勇气。[1]一些基层干部的业务技能水平相对落后，

业务技能得不到有效提升，存在着能力躺平的现象。当

前 ， 躺 平 心 态 已 成 为 部 分 基 层 干 部 明 哲 保 身 的 “ 护 身

符”。基层干部选择“躺平”的消极心态不仅严重危害

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能力提升，而

且直接影响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大局

和治理效能。[2]破解基层干部“能力躺平”需要强化对于

在职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关键在于自我学习和在职培

训。在实践中，当前的干部培训尤其是基层干部培训工

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基层干部的实际培训工作中，

仍存在培训走样变形的问题。

因此，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必须着眼于培养基层干部

政治意识、价值观念，提高业务素质和能力，培养和选

拔后备干部，加强监管和杜绝懒政。[4]基层干部培训的意

义不仅体现在个体层面，更关乎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和农村实现高水平、可持续的发展。首先，基层干部作

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素质直接关系到社

会治理的效能。通过系统的培训，基层干部能够提高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