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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考试 《申论》模拟试卷 满分100分 时

限150分钟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综合分析材

料的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

．作答时限：建议阅读给定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

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 二、给定资料 1．有人认为，近年来，随着大批大中专毕

业生走出校门，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呈现出一种“供大于

求”的状态。用人单位竞相提高被聘人员的学历标准，以致

于在人才市场刮起了一股“人才高消费的浪潮，一些单位招

收人才时，不是根据用工需要，而是以高文凭、高职称为条

件，出现了“大材小用、高能低用”，“高学历低就业、低

学历难就业”、“中专生靠边站、专科生没人要、本科生专

业要好、研究生才走俏”的现象。这既造成教育和人才的浪

费，同时又家具了人才供需的矛盾。 2．职能部门有关人士

指出，诸多因素使得毕业生就业渠道变窄。企业减员增效，

国有大中型企业吸纳能力大大减弱；政府精简机构，“吃财

政饭”的人员不进反出；事业单位编制普遍超编，接收毕业

生显得异常困难。每年的军队转业干部、“三州”内调干部

、退役优秀运动员等政策性安置任务增加，也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毕业生的安置。毕业生数量每年都在递增，而工作岗位

的数量却不能随之增加，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 3．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仅占全国人口



比例的5．7％(美国60％，日本、韩国30％，印度16％)，在世

界上排在倒数的位置。尽管目前毕业生就业的供需比例有些

失衡，但从宏观上说，社会对毕业生的需求还处于供不应求

的状态。4．“十五”末，我国西部地区人才总量将从目前

的1100万人增加到1500万人，专业技术人员从目前的760万增

加到1000万，才能基本满足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目前，我

国西部地区人才总量密度总体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低于

东部地区水平。西部地区每万人口专业技术人才数将只相当

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 5．成都市武侯区从人才绝对总量看

，2000年底专业技术人员只占全区从业人员的5％，离人事部

提出的在2000年达9％，2010年达11％，差距很大。从专业结

构看，教师和卫生技术人员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63％，而

从事科技生产第一线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只占15％，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急需的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复

合人才，以及律师、审计、金融、市场营销、国际贸易等人

才紧缺。从人才布局看，基础产业农业技术人员不足，全区

平均每亩耕地仅有0．02名农技人员；支柱产业(第二产业)人

才奇缺，存在严重的人才短缺与流失的双重困难；新兴产业

、乡镇企业人才紧缺，全区乡镇企业占财政总收入的70％，

但其人才只占全区总人才数的3．2％，制约了乡镇企业进一

步发展。 6．仪陇县党政群干部队伍50乡以上占27％左右，30

岁以下占13％左右，年龄结构趋于老化。从文化结构看，大

专以以上学历的占36％左右，但真正的正规学校毕业的并不

多；高、初中以下占45％，其中文革中毕业的高中生不少。 7

．以农业为主的万源县，农业系统的专业技术人才只有280多

人，每万农业人口平均有3人。而且这有限的专业人员还有相



当一部分未直接从事专业工作。在农村有一技之长的种植、

养殖专业人才更是奇缺。全市400多个村中，有70多个村在乡

土人才资源统计时为空白。 8．德阳人才资源的现实状况不

容乐观。根据．1999年度统计资料显示，全市各类人才共12

万余人，仅占全市人口总数的3．23％，尚不及沿海发达地区

的一半。在未来15年里，人才需求缺口为12万人。现有人才

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不足10％，高新技术人才、学术技术

带头人才更是寥若晨星。除机械外，食品、化工、医药、电

子、服装等支柱产业的人才严重不足，而文理、财经类人才

相对饱和。人才流失严重，仅德阳市东电；二重等8家具有代

表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近5年人才流失总数达400余名。其中

有两家企业因人才流失严重，生产经营陷于困境。人才队伍

的落后状况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要求存在着较大差距。 9．

凉山州11个少数民族聚居县人才匮乏的问题十分突出，而且

人才主要集中在教育、卫生部门，物资生产部门、科研部门

人才量少质差，贸易人才、高新技术人才紧缺，部分专业学

科人才青黄不接。科技人才队伍极不稳定。 10．为给调整产

业结构提供坚实的人才保证，2000年泸县县委、县政府决定

，将果树、蔬菜、食品加工、畜牧、水产等专业的未就业大

专以上毕业生送到相应专业的大专院校培养23年，提高行业

所需知识与技能水平。毕业后直接派遣到送培单位工作。 11

．营山县积极推荐大中专毕业生应征入伍，鼓励毕业生到军

营接受训练，增长才干。 12．最近，教育部、公安部、人事

部、劳动保障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抓住

西部大开发、小城镇建设和城市社区建设的有利时机，积极



创造条件，引导并吸纳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和中小企业就业；

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支教、支农、支医、扶贫

等工作。 13．人才市场业内人士认为：就业形势严峻不是就

业岗位不足，而是毕业生选择符合自身意愿的余地越来越小

了。毕业生为什么喊难?难的是留在大城市，难的是找一个条

件舒适、待遇优厚的工作。面对用人制度的改革及市场化进

程的加快，旧的择业观念已是影响毕业生就业的最大“瓶颈

”。供需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毕业生就业期望值与社会所能提

供的就业岗位之间的矛盾。目前一些大中专毕业生，仍是把

国有企事业单位当作遮风避雨的伞，“一国有，二集体，不

去私营和个体”的择业观念非常突出。许多大中专生既不愿

意到民营企业和服务行业就业，也不愿意到农村基层。他们

在择业时缺乏对社会需求的了解，不是自己去适应市场，而

是想让市场来适应自己。 14．今春，我省各地人才市场上出

现了一种新动向：应用型人才成为了招聘的主流。学金融、

贸易、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的比较好找工作，而一些传统专

业，特别是文史类毕业生则没那么幸运了。有关专家认为，

我国加入WTO后，目前正在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之一，

职业资格证书较学历证书更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加之，随

着政府对就业准人制和职业资格证书制的大力推广，我国正

从学历社会向资格社会转型。而科技日新月异，各生产环节

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生产管理服务人才将逐渐成为生产一

线的骨干，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也将活跃在生产

一线岗位上。 15．有关专家指出，要使毕业生成为社会的有

用人才，关键还得看学校培养的学生是否符合实际需要，学

校应改变过去的传统教学方式和学科设置，作好市场预测，



根据实际，及时调整专业，加强适应性教育，使高等教学具

有针对性、适用性，培养批“专业对口，适销对路”的毕业

生。 16．大中专毕业生是我国人才资源的主要来源，而在目

前的形势下，要做好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有许多有利的

条件，同时也还存在较为严重的困难。对毕业生们来说，面

临着新的挑战；对人事部门来说，也提出了如何解决好毕业

生就业的新课题。 三、申论要求 (一)用220字概括出给定材料

的主要内容。要求：准确、简明、有条理。(20分) (二)从人事

行政部门的角度，提出解决给定材料所反映问题的对策意见

。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条理清楚，语言简明，不超过400

字。(30分) (三)根据给定材料，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

篇1000字以上的文章。(50分)要求联系实际，观点鲜明，条理

清楚，语言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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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