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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年纪要轻。

当今中国，干部升迁是要划出一定杠杠

的。比如，副处，一般 35 岁以下，副局，一般

45岁以下，副部，一般55岁以下。同样条件，

年纪轻者，自然占有先天之地利优势。

其二，学历要高。

过去，只要有基层经验，政绩比较显著。

如今行情已变，处长局长们递过来的名片，博

士甚至博士后已是稀松平常。

其三，岗位要多。

岗位的轮换交叉，几乎是高层次干部的

必备条件之一。

其四，基层要下。

基层虽然级别不高，但一个基层就是一

个小社会，任务非常艰巨，情况十分复杂。这

对干部综合素质的考验与锻炼，远非坐机关

朝九晚五可比。如今，凡提拔省部级及以上

更高级别干部，必须有基层工作经验，这已成

为不成文的规定。

其五，班子要强。

往往是，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因为业绩

突出或其他原因，干部升迁很快，反过来，因

为干部升迁很快，又会有更多优秀干部被派

到此一地区或部门。于是，形成良性循环，越

是出干部的地方，越是多出干部。

其六，领导要爱。

主政一方且掌握着干部升迁大权的主要

领导，其经历和喜好，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某一

时期官员的升迁命运。

其七，机会要巧。

常言道，来早了不如赶巧了。比如某一

部门领导因为贪污受贿犯了错误，另一部门

领导前去接任，此一部门缺额需要填补，您

单位一把手奉调前往，于是，您成为唯一接

任者。

中国官员升迁图

从科员到省部级
35岁不升正处 仕途基本止步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日前开庭审理。事实上，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路晋升至类似刘志军这样的
省部级官员的公务员已是凤毛麟角，要经过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副部、正部，八级台阶。

根据计算，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如果你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
正厅，那么你的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 综合《晶报》

公务员起步：22岁

升迁比例：4.4%
升迁关键：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

只要你好好“为人民服务”，按规定3年就可以从科员升至副

科级，再3年到正科级。大部分人到此为止了。如果你真心想当

“领导”的话，需要获得组织的培养。全国科级干部有90万人，组

织部门要从中选出4万人作为县处级干部的后备人选，升迁几率

小于4.4%。如果你很幸运得到升迁，你至少需要7年的时间做到

正处级。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年可升级”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要

条件，也有7年之后还是副科甚至科员的。如果你是硕士或者博

士，试用期满后可以分别直接定为“副主任科员”或“主任科员”。

相对而言，反而是捷径。

上述说的都是“职级”而非“职务”，比如主任科员是正科级，

但是你可能没有科长这个正科级“职务”。有时从主任科员到科

长，还需要一定的年限和机会。所以在一些机关，一辈子做主任科

员的也不是没有，很多主任科员到退休时能混一个副处级的“职

级”，也就到头了，这就是所谓的“天花板干部”。

北京市委党校曾受市委组织部委托，参与过一项针对北京市优

秀官员成长规律的研究课题，这项研究调查了200名北京优秀局、处

级官员样本。这些“优秀”官员，都是用了大约11年从普通科员升至

副处。

随后从副处到正处的时间，是第二轮较量。北京市委党校教

授鄯爱红长期关注官员成长规律问题，她说，升至副处后出现了一

个分水岭——能否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非常关

键。也就是说，你在正科级之后，要保证在4年左右时间升到副

处，否则将被落下。通常，如果一个官员能在3～4年内由副处晋

升为正处，那么他由正处升为副局、正局的空间就较大。在这个阶

段，“小步快跑”是升至较高级别的不二法门。上述北京市的调查

显示，在这一环节，高位者明显比低位者“进步”快——而关键阶段

一两年的时间差，则往往意味着这个官员是否能确保年龄不过

线。按照最佳状态，你会在35岁左右升至正处。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现任外交部部长王毅就是从“小步快跑”脱

颖而出的官员，他仅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从科员到处长的多级跨

越。当然，对于大多数北京官员而言，在仕途上需要更多的耐心。

在极个别非常低层级的干部选拔中，即使你的年龄资历都满

足了条件，忽然发现又有一些苛刻条件从天而降，与那个有背景的

人相比你只剩下背影了。

升迁比例：1.0%
升迁关键：基层经验不可缺少

此后的阶段，就越来越是少数精英的

游戏了。成为县处级领导之后，你可要经

得住“滚滚红尘”的考验，美女、金钱等。

这时候你有60万县处级同僚，其中只有

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你至

少还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对这

个级别官员来说，此后的关键则是具有基

层经验。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成长

规律调研组所做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

究》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官员自己认为

的晋升最有效的几种途径是：进行基层锻

炼、增强个人修养、提高群众威信、轮岗交

流和争取领导重视。基层锻炼还排在增

强个人修养和争取领导重视之前。因此，

对市局的机关官员来说，调任区县或委办

局，则通常是提拔“培养”。

虽然基层经验颇为重要，但若仅以速

度论，专家认为在从普通干部升至正处官

员的阶段，市直委办局的官员在升迁速度

上较占优势。但机关的处级干部，如果不

补上基层经验这一课，就不容易有上升的

空间。

完成了从处级到局级官员的跳跃之

后，其升迁还可借助于“交叉锻炼”。截然

不同的锻炼经验能使官员思路更加开阔，

作风也更务实。专家说，官员在其成长过

程中，普遍经历多个岗位，其中正局级官

员平均经历过6～8个岗位，正处级官员

平均经历3～4个岗位。值得关注的是，

在“交叉锻炼”的岗位中有的部门是升迁

的“福地”，比如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

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县和部门中，稳健型

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而在

“看摊型”单位的官员则上升的空间一般

不大。

如果成为公务员时是22岁，这时候

官至厅级你已经 47岁了。即便一切顺

利，组织也对你寄予厚望，但由于任务完

成得不和谐，机会可能就没有了。例如，

拆迁遇到钉子户，群体事件犯众怒，微博

开房被围观，安全生产出事故。当然，关

系到你升迁的远不止这些。

升迁比例：2.5%
升迁关键：关键要看空缺的

是什么岗位

然而高层职位毕竟有限，

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们绝

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

于局级。当官至厅局级后，这

时候组织部门会从 4 万个厅

局级干部中选出 1000 人，作

为省部级后备干部，升迁几率

小于 2.5%。一位进入副部级

人选考察视野的官员曾表示，

“到了区委书记这一层，谁当

副市长都行，很少有人不胜

任，但决定能否晋升的因素是

多样的，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

么岗位。”

689万公务员，32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98个中央部门，

从普通公务员上升到这些部门

党政一把手的几率是 1/5 万。

如果你在某个岗位上耽搁了一

两年，到了升迁的时候发现自己

的年龄超限了，你就可以进入后

备老干部的队伍发展了。

至于跨入省部行列，则需

要升得更快、更年轻。2009年

一份对时任31个省份的省委书

记履历的分析表明，他们初任地

级市市委书记（或相当职务）的

平均年龄为41岁，这要求他们

在每一个层级都领先于同僚

5～10岁才行，这样才能保证他

们在大概53岁的时候升至正省

部级。

对于那些能够在千军万马

中晋升到省部级的官员而言，

除了到点退休外，继续的升迁

之路则是进入中央或通过交流

到其他省任职。事实上，地方

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

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

不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务

院原副总理吴仪和全国人大常

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她们

均是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

被调入中央，并最终进入国家

领导人行列。

当然，无论具体升迁轨迹

如何，所有官员更替都在遵循

一条朴素而普遍的法则：适者

生存。

网友总结从科员到部长升迁七要诀新闻链接

科员到县处级干部
正科级：28岁

考上公务员

县处级干部到正厅局

正厅局级到省部级

正处级：35岁

正厅局级：47岁

升迁比例：1.45%
升迁关键：在国考大军中

突围取得公务员资格

这意味着你要加入国考

大军。2012 年 123 万，招募

比例 1.45%，也就是平均 68

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被录取，

某些热门职位你只需要淘汰

4895个人就可以上岗了。你

可以和近千人抢夺一个热门

职位，也可以选择一个冷门

职位。热门和冷门的区别，

你懂的。按规定还有一年的

试用期，转正后，你就从临时

工变成科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