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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5_91_98_E7_c26_25225.htm 一、注意事项 1．申论

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问题和

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

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

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1

．2005年，国资委在继续实施“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的同时

，正式启动“任期经营业绩考核”。2005年，国资委推行的

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结果考核与过程评价相统一、

考核结果与奖惩相挂钩的考核制度初步建立。目前设计的年

度考核的基本指标包括年度利润总额和净资产收益率，任期

考核的基本指标包括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和3年主营业务收入

平均增长率。任期考核是综合考虑反映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及核心竞争力等因素确定的，考查了包括从可持续发展角度

而进行的前瞻性投资、组织能力建设、管理调整方面的目标

，从制度上防止企业短期行为。 实践证明，经营业绩考核制

度的建立，大大增强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的责任和压力。

在2004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2005年中央企业继续保持销售

收入和实现利润大幅提高、资产质量进一步改善的良好局面

。2005年1月~11月，中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9 917.8亿元，同

比增长21.8%；实现利润5 649.9亿元，同比增长24.7%。预计全

年实现销售收入6.6万亿元，实现利润6 000亿元。 2．上海市

青浦区位于上海市的西北角，与江苏、浙江临界，是三省（

市）的交界处，上海市工商局青浦分局现有正式干部职工188



人，在职173人，局内设7个科室，下设7个基层工商所。辖区

内各类经济主体7.2万户，其中个体工商户1.8万户，私营企业

及其他法人主体5.4万户。上海市工商局南汇分局航头工商所

是上海市工商局在全市指定的十大标杆所之一，新建办公

楼1800平方米，投资500万元（不包括征地），于2005年2月1

日迁入，现有正式干部12人，其中第一学历本科以上6人，专

科3人，专科以下3人，辖区内总人口6万余人，个体工商

户900余户，各类企业主体2000余户，2004年完成经济检查罚

没款60余万元。现有公用车辆4部（桑塔纳1部，江铃宝典2部

，金杯面包1部）、电脑18台（每人台机1台，每组1台手提电

脑），人均拥有电脑量1.5 台。 一改过去工商系统传统的粗放

式管理，形成集约化管理模式。工商部门作为监管社会主义

大市场主体及行为的综合部门，随着市场复杂化、国际化，

原有的一套“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疲于应付的粗暴式、

散漫式、低效率的管理已远远不适应当前的市场状况。从而

上海市局率先垂范，采用高科技技术，实行先进的网络化管

理，坚决摒弃过去重收费轻管理，或者只收费不管理的做法

，将原有的个体管理费、市场管理费等的征收委托给当地社

区，腾出时间和精力专心致力于各类经济主体的监管。同时

，在加大监管力度、提高监管层次上大做文章，每年通过企

业年检、个体验照、商标年审、广告审批，以及市场年检，

“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评选、“消费者满意单位”评定以及

著名商标、驰名商标的评选和认定等项工作，广泛采集企业

合同守信、纳税状况以及银行信用等方面的内容，输入网络

自动生成企业的综合信用监管档案，在此基础上，按照严格

的标准将各类经济主体分成A、B、C、D级企业，对于确认



为不守信（C级）和严重失信（D级）的经济主体，实施严格

的监管，正是因为有了这套系统，才能使青浦区工商分局

以173人的队伍能够监管7.2万户的各类经济主体，而不致于陷

入无序状态，真正做到了“一两拨千斤”。 3．由于医疗服

务领域存在大量的市场失效，所以需要监管医疗产品和服务

及其提供者的准入、质量、价格，通过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

解决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创造必要的条件。通过对市场准入、公共补贴、非营利机构

不分配利润政策执行和市场秩序的监管，建立和维护多元供

给主体（容纳各类不同性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公平竞争的

环境，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完善的医疗监管体系既包

括常见的对私人竞争市场的监管，也包括了政府对国有机构

实施的保持距离型的干预。一个完整的医疗监管体系包括政

府监管，同时还包括行业自律组织，如医师协会、护士协会

等。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初步建立了一个开放、竞争性

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公共服务领域，我们仍然处于探索

阶段，为如何建立一个与我国社会结构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现代公共服务体系进行了许多有益尝试。在医疗卫生领域

，20多年的改革明显地扩大了供给，提高了技术水平，为患

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同时，由于政策不配套和制度建设滞

后，目前医疗系统存在很多问题。政府投入不足，基本医疗

资源分配不公平，医疗机构治理机制不完善，行业准入监管

不规范和不公正，传统的管办不分导致公立医疗机构难以成

为独立真正的竞争主体；我们既没有严格的行政控制手段，

也未建立有效的现代监管体系，所以绩效考核不严格、竞争

秩序混乱、总体效率低下。从经济逻辑上讲，由于在患者、



医生、医疗机构、出资机构、政府行政管理和监管部门等多

种利益主体之间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制度，加上

从业人员缺乏有效的自律意识，总体的激励机制扭曲，使各

个环节存在的市场竞争失效被放大，在医疗领域出现了民怨

沸腾、耸人听闻的事件。 从医疗管理体制上讲，目前我国医

疗服务行业仍然采用卫生行政部门主管以及其他部门联合实

施行政管理的模式。公立医疗机构除了接受卫生部的监管外

，还要接受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中编办、人事部等许多相

关政府部门的管理；民办非营利医疗机构要接受民政部的管

理；营利性医疗机构要接受工商部门的管理。在各级地方政

府，其监管职能的横向分配基本相同。 4．在一般的产业领

域，监管机构所面临的对象往往是私权主体。但在存在大量

公立／政府机构的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也越来越多地采用上

述基于规则、保持距离的专业化监管模式。在医疗领域，如

果政府直接开办医院免费为全民提供医疗服务，那么政府往

往采用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即政府将制定政策（提供

免费医疗服务的公共组织确定目标）、提供资金（以预算资

金分配的方式间接影响公共组织的行为特征）和行政控制（

利用行政指令和科层制管理影响公共组织的治理结构和激励

机制）等职能集中于一身，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贯彻政府的

政策目标。在法治社会中，如果问责机制健全，这种行政主

导的层级制可以是有效的。但这种传统行政管理的委托代理

体系存在严重的效率问题，所以为了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又逐步引入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相分离

的政府内监管，这是新公共管理的重要领域。政府内监管的

主要特征如下： （1）设立独立于传统行政部门的政府内部



监管委员会，负责设定监管内容、监管程序和监管标准，依

据上述要求和标准分别针对公共部门（如国有企业）和公共

服务机构（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进行监管，要求被监管者

遵守各项监管规则，提出改进要求并负责监督实施。 （2）

政府内的监管机构享有法律或最高行政首长的专门授权，专

职负责审查被监管者（公共服务机构）的行为，由特定的审

计员和调查员进行财务审计、绩效评估和现场检查。 （3）

强化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审计，完善基于任务和绩效的公

共财政制度；对于公共资源的使用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进行严

格的成本收益分析；加强对各类行使行政权力以及使用政府

资金的公共代理机构和其他公共部门的监督和审查，保证有

效产出和良好业绩。 在现实中由于几乎所有国家的医疗卫生

服务都是由政府与私人机构共同提供，且个人也必须以“共

付费用”的方式承担部分筹资责任，所以有效的监管体系既

包括政府内监管的制度安排，同时也包括政府对其他交易行

为主体的监管。在对医疗服务实施监管的各种机构中，行业

自律组织机构的作用非常重要。但行业协会往往也是行业的

利益代表人，所以必须要有较好的监管治理机制使整个监管

体系能够服务于大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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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