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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2021_2022__E9_80_8F_E6

_9E_90_E5_9C_B0_E6_c26_22783.htm 我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

义国家，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底蕴以及资源分布、经济发

展极不平衡的特点决定了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地方特

色。 在党和政府建立高效、廉洁、权威政府的战略目标指引

下，十多年的公务员招考制度的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成效

，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适应地方政府对人才的个性化需

求，中央给了地方人事部门较大的自主用人权，至今仍采用

中央、国家机关统一招考和地方人事部门自行组织招考两条

线的方针和政策。 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地方政府

在满足自身人才需求的同时，也容易受到来自公众的对招考

工作公正性和规范性的质疑，这种质疑更多地来自外地考生

，尤其是针对主观性更为显著的面试过程。客观地说，对于

长途劳顿的外地考生而言，有些看似不公正的因素实质更多

地来自考生自身备考和心理准备的不足，而非考试本身。考

生需要做的，恐怕应当是考虑如何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身

的优势，而不是对面试本身无端猜疑，以致自乱方寸。 对外

地考生而言，面试中的所谓“非公正因素”主要来自下列几

方面： 一、心理疑虑的干扰。受传统的“熟人文化”的影响

，外地考生在心理上容易因人地生疏而产生心理上的自我疏

离感，再加上可能来自周围的一些闲言碎语。在面试前，就

可能在心理上已缴械投降了，这是外地考生面试中的大敌。 

二、长途劳顿、水土不服的困扰。经历了报考(有些地方目前

仍然进行现场报名或现场报考信息确认)、笔试的往返奔波之



后，有幸进入面试的外地考生面临着再一次的长途劳顿，甚

至水土不服的困扰，尤其是东西、南北大“奔袭”的考生。

对于饮食适应性不佳的考生来说，一次异地面试无异于一次

肠胃的折磨。本地考生则可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大可泰然

处之了。 三、地方方言的困惑。我国土地广袤、地形复杂多

样。相对封闭的地形特征孕育了五花八门的方言，南方一些

省市的方言对北方人而言，如同应对一门外语。在公务员考

试的面试考场上，外地考生们常常会面对显然经过认真训练

的努力使用“普通话”的考官，然而集中、短暂的训练毕竟

不能给考官的“普通话”带来根本性的改观。在经历了几番

“对不起，请主考官再说一遍”、“好，我再说一遍”的对

白之后，考生的信心已经大打折扣，思维几乎要停滞。 四、

无意中被“边缘化”的尴尬。各地方人事部门的招考体现地

方特色理所当然，本无可厚非。然而，招考流程中一些小小

的疏漏却容易让外地考生产生被“边缘化”的尴尬。且不论

偶尔在地方公务员招考《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常识判

断”部分或《公共基础知识》科目中出现的令外地考生手足

无措的地方时事政治试题，单就地方人事部门着眼于规范面

试过程、为考生服务而组织的面试公益辅导而言，外地考生

客观上就面临着时间、财力、信息不对等的尴尬。 五、来自

其他方面的纷扰。外地考生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可能在心

理上产生敏感效应，在面试考场外看到车接车送的个别本地

考生，就会产生种种无根据的联想，从而干扰水平的正常发

挥。传说有外地考生在地方公务员招考面试中，耳闻目睹个

别本地考生进场前，频频在手机这端言必称“某局长”、“

某厅长”，以致信心大失，最后弃考而去。且不论该传言可



靠性与否，也不论该地方考生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计谋的合

德性与否，单就该外地考生的应试心态与心理素质而言，就

不值得同情。 总之，外地考生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

状态，相信考试本身的规范性与公正性。同时要坚信，只要

有备而来，提前熟悉和适应面试环境，在面试中表现出良好

的素质和创新的思维，就一定能获得考官的认可，成为一名

合格的国家公务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