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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唯一一家专业从事机动车类拍卖公司

风 之 星 拍 卖 公 告
我公司受有关单位委托将于2012年8月25日上

午9：00开始举行公务车专场拍卖会，具体事项如下：
1、拍卖标的：帕萨特、雅阁、长城赛弗、日产皮

卡、中奇及常奇专项作业车、江淮轻型厢式货车、
桑塔纳系列、奥迪系列等30多辆车。（具体详见拍
品清单）

2、参考价：详见拍品清单（请到本公司领取）；
3、展示时间：2012年8月20日起至8月24日

（9：00—16：00）；
4、展示地点：本公司停车场；
5、拍卖地点：本公司拍卖大厅；
6、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于8月24

日下午16:00之前来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
缴纳每辆车1万元竞拍保证金。竞投不成功，保
证金将在拍卖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不计息全
额退还竞买人。

咨询电话：0551-3877699 15956919641
联 系 人：韩经理
公司地址：合肥市包河工业区纬一路16号
公司网址：www.ah2car.com

安徽风之星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
2012年8月18日

解读31位省级党委书记
为未来发展“有备而来”

文史专业出身的官员增多
2011年到2012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态而

言，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间段，其间，一场

工程浩大、组织绵密的换届行动从乡、县、市、

省、中央五级党委自下而上渐次推进。随着

2012年7月3日北京市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常

委，持续了9个月的省区市党委领导班子换届

工作圆满结束，31位省级党委书记也顺利产生。

省级党委班子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处于承

上启下的特殊地位：相对中央来说，它是路线

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者；相对市县乡来说，它

又常常是决策者。各省区市党委—把手更被

视为“封疆大吏”，其中不乏未来领导中国的

中坚，向来引人关注。因为即将召开中共十

八大，刚刚结束的本次省级党委换届被专家

解读成“为十八大做组织准备和人事铺垫”，

新一届省级领导集体也被视为“影响地方乃

至全国的政治力量”。

这次省级党委班子换届时间跨度达9

个月，分为两个阶段：2011年 10月 13日到

11月 29日，14个省区先后完成换届；2012

年 4月 19日到2012年 7月3日，17个省区

市完成换届。

2011年 10月13日，辽宁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选举出新一届省委领导班子，省委书

记王珉获得连任。省级党委班子换届大幕

也由此拉开，第—批次从2011年10月13日

到10月31日，除辽宁外，安徽、河南、江西、

新疆、山西5省区相继完成换届，张宝顺、卢

展工、苏荣、张春贤、袁纯清连任省区党委

书记。第二批次从2011年11月10日到11月

29日，江苏、内蒙古、广西、西藏、福建、河

北、湖南、云南8个省区完成换届，罗志军、

胡春华、郭声琨、陈全国、孙春兰、张庆黎、

周强、秦光荣分别当选省区党委书记。第

三批次从2012年4月19日到4月28日，贵

州、黑龙江、甘肃、海南4省相继完成换届，

栗战书、吉炳轩、王三运、罗保铭分别当选

省委书记。第四批次从2012年5月6日到

5月28日，吉林、陕西、广东、四川、青海、上

海、天津、山东8个省市完成换届，孙政才、

赵乐际、汪洋、刘奇葆、强卫、俞正声、张高

丽、姜异康先后当选省市党委一把手。第

五批次从2012年6月9日到7月3日，宁夏、

浙江、湖北、重庆、北京共5个省区市也完成

了换届，张毅、赵洪祝、李鸿忠、张德江、郭

金龙当选省区市党委书记。至此，31位主

政一方的省级党委一把手全部到位。

9个多月的时间里，辽宁打头，北京殿后，31个省区

市党委紧锣密鼓地开会选举，这背后，在时间和地域分

布上有没有规律可循？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告诉记

者，省级换届地理、时间顺序并没有制度划定，往往遵循

“成熟一个就换一个”的惯例。

一位长期研究党建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地方换届

时间的敲定和地域的分布，看似无章，实则有序，有一定

的历史惯例，背后的规律是按照西北、华北、东北、华

东、中南和西南六大区分别抽出省份，形成先后批次。

大区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一

些地区设立的派出机关，后经过合并重组，到1949年形

成了西北、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六大局。

这位研究人士说，换届过程中遵循一定的地理顺

序，其实也和中纪委、中组部等干部监督、考核、任免部

门的机构设置特点符合。如：中纪委，五室负责联系西

南、西北地区10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纪检

工作；六室即华北东北室，七室是华东室，八室则负责中

南六省区，等等。中组部也是实行分片管理干部。“如果

一个大区的所有省份同时进行换届，那我们根本忙不过

来，中央的精神就不能很好地贯彻到位。”一位中纪委人

士曾透露说。

由于省级党委换届是地方四级党委换届中的最后一

环，也是层级最高、最重要的一环，因此，省区市党委一把

手的选择，体现了中央的良苦用心和诸多考量。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表示，这次省委

换届出现的不少特点，一方面表明高层对于人事布局的

战略思维；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可以

说，这次省委换届为十八大作了准备，并将为以后各项

工作打下基础，做好铺垫。”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会秘书长汪玉凯看来，换届后省委班子成员的素质将决

定未来5年、1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高度，一

些人可能在十八大、十九大乃至二十大以后，成为管理

国家的主要人才，他们的能力将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

展，对中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着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到了关键阶段，将会遇到更多困难和阻

力，如改革从哪里突破，收入分配制度能不能推进，腐败

能不能得到根除，整体利益格局能不能改变，弱势群体

利益能不能得到关注，公权力能不能得到限制……这些

阻力、困难如何化解，化解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未来整

个国家的发展。从这次选拔省级党委一把手来看，整体

来说是‘有备而来’的，也就是说，中央是按照能否应对

当前的复杂局面、能否解决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这

个大方向来选拔干部的，选出来的人也必须要有肩负起

这个重任的能力和责任。”汪玉凯如是说。

两个阶段，五个批次

为未来发展“有备而来”

可以遵循的规律 新领导群体的特点
经过9个月细致工作，一大批官员通过选举跨入省级党委班

子，与以往相比，本届省级党委一把手呈现如下特点。

年龄结构优化
从31位省区市党委书记的年龄来看，年富力强是一大特点。

他们的出生年代横跨上世纪40、50、60三个年代，平均年龄为

59.9岁。主体是“50后”，有22位。“40后”有6位，他们是上海市

委书记俞正声、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浙江省

委书记赵洪祝、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60

后”有3位，他们是1960年出生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同为1963年

出生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和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

竹立家称，这是“一个重大的代际转换”，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前出

生的干部正逐渐退出政治舞台。

值得注意的是，从省委常委这支队伍来看，平均年龄比较年

轻的省份大多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其中以民族自治地区为主。

对此，汪玉凯认为，民族自治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条件艰苦，

更需要敢于创新、有闯劲的年轻人来闯出一番事业。

高知化成趋势
本届省区市党委书记的学历普遍较高，4人有博士学位，17人

有硕士学位，占总人数的67.7％。4位博士书记包括：辽宁省委书

记王珉是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博士研究生；山西省委书记

袁纯清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均为管理学博士；吉林

省委书记孙政才则是作物栽培与耕作学专业的农学博士。

下过乡，扛过枪，进过厂
此次选出的省区市一把手，不少人来自基层，他们或当过工

人，或当过兵，或做过知青，对于基层情况有着深刻的了解与体

验。其中，当过一线工人和士兵的最多，超过一半人数。如，宁夏

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毅曾经是黑龙江省呼玛县林场工人，河北

省委书记张庆黎曾是山东省东平化肥厂工人。唯一的女书记、福

建省委书记孙春兰曾是鞍山钟表总厂一名工人。山东省委书记

姜异康16岁起在新疆军区某部队服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

记张春贤17岁起在武汉军区当了5年通信团战士，等等。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31位一把手中有近三成人当过知青。

文史专业出身的官员增多
“此次省级党委换届与之前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

从技术官员（理工科背景）向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官员过渡。”汪

玉凯说。统计显示，从31位一把手第一专业来看，文史类专业出

身的多于理工科背景，比例大致为3∶1。其中，大学第一专业为中

文和经济类的人数最多。比如，胡春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吉炳轩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张高丽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

张宝顺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等。

探索新的选举途径

这次 31 位一把手产生过程中出

现了一个新特点，那就是郭金龙在北

京市党代会上以市长身份当选为市委

书记，丰富了省级党委书记的产生途

径。对于北京市委书记产生的新途

径，以及江苏、福建、广东等省份省委

常委差额选举，竹立家认为，这都是扩

大党内民主的路径探索，符合党章规

定的民主程序。规范化、民主化、程序

化选人是未来的趋势，“因为书记应该

是党代会来选举，不能老是任命。”竹

立家判断，从省委整体换届的趋势看，

十八大以后的政治形成期的改革走

向，就是全面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实

现方式和对公权力进行制约的机制。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