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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务员面试真题 第一题：求职动机 第二题：组织一次调查 

第三题：博士生从政热 从总体上说，四川省的三道面试题比

较简单，三题之间难度递增。第一题应该每位考生都有所准

备，不是拉分题，但绝对有是否精彩之分。 第二题是计划组

织能力，其难度大于一题。答题思路：一个帽子 三个环节，

我的学生从答题思路、结构上应没问题，关键是除组织能力

共性要素外，能在答题时强调调研的个性要素，比如：“在

调研中，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材

料，确保材料的真实性、全面性，调研报告的数据、材料的

真实性是调研报告的生命线，因为，调研报告是为上级机关

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这样得分就更高。 第三题：当前政

府机关出台了一些政策，对取得博士学位的公务员可以任为

副处级国家公务员，因此，社会上出现了“读博从政”热，

对此，你是如何看待的？此题是社会现象的第三种类型，即

新生事物、社会热点类。 出题思路：考察分析问题能力、逻

辑思维能力 答题思路：三步曲(辩证概括分析利弊对策或表

态) 先看一个学生的回答： 首先肯定读博从政是一种好现象

，既是国家对知识也是对人才的尊重，同时人们积极读博也

有利于水平的提高。但是应该理性地对待这个问题：不能因

政府出台这个政策就盲目地一味读博，趋之若鹜；同时读博

后也不一定就体现更高的水平，也有高分低能，关键是在于

实践。最后我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我一定处理好工作和读



博的关系，既有认真工作，同时也要积极学习，如果条件充

许，自己也可以去读博，不断给自己充电，从而完善自我，

超越自我，为今后的工作打好更坚实的基础。 点评：没有辩

证地看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只言其利而不言其弊

，因此，得高分的可能性不大。 关于博士从政现象，我有以

下几点看法： 一、当前有的政府机关为了鼓励学习和吸引高

层次人才加入公务员队伍中来，制定“博士享受副处待遇”

的政策，对于博士从政现象，不能采取简单肯定或否定的态

度，而是应该客观分析、理性思考、辩证对待。 二、对于博

士从政无可厚非，其利：一是可吸引高层次人才、提升公务

员学历层次，提高公务员素质；二是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三是有些高层国家机关中的专业技术岗位，确需与之相

对应高层次专业人才担当。但对于博士从政热，应理性思考

，其弊：一是博士代表一种学历层次，表明追求的是在某一

专业、领域知识的深度、精度，而党政领导干部所追求复合

性人才，追求的是知识广度(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决策能力

、组织指挥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协调沟通能力、应对

突发事件能力等)。显然，从知识结构和能力层面上讲，一个

合格博士并非等于一个合格领导干部，手术台的一把刀委以

县(乡)政府的一把手，一把刀可能会英雄无用武之地，正像

数学家陈景润，叫他教中学，可能他的教学水平还不如一个

中学普通的数学教师。二是，科学的人才观，是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扬长避短，而不是学非所用，用短弃长，这样是

对人才的浪费。二弹一勋功臣，水稻专家袁隆平在专业上对

人类、对社会的的贡献，远远天于把他安排到县长、市长位

置。三是，打造型公务员学习公务员队伍，并非一味鼓励诗



研、攻博，脱离实际的读博，只是学历的虚高。关键是立足

本职、不断充电、提升素质，学有所用、学以致用，解决好

工与学关系、学与用关系。否则是一种资源浪费。 三、要实

施人才强国战略，关键是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注重各类、各

层次人才的分类管理，激励各类人才学以致用，为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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