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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真题 1. 某县一辆载有50多名的中小学生的中巴掉到水沟

，全部遇难，县长引咎辞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追问：你

认为该事件反映了那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面试真题分析：首

先广州新东方的戴斌老师建议考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要理

性和感性相结合。不要一开始就“毫无人情味”地开始谈“

分析”或“解决对策”之类的东西，而是应该先对事件作一

个“感性的表态”。即对“某县一辆载有50多名的中小学生

的中巴掉到水沟，全部遇难”应该感到非常震惊和遗憾。因

为作为一个准公务员其实最难能可贵的不是“如机器人”一

般的严密逻辑思维，而是一种“对国家和对人民的真挚的感

情”。我们要有这个“感情的基础”才谈得上公务员的“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否则无论考生的能力如何高超，其实都

不见得能打动考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戴老师建议考生

一定好好地体会这一点。有时候个人“胸怀的宽大”，比能

力的高低更为重要。一个公务员的心里装的不应该仅仅是“

对与错”“合理与不合理”这些完全客观的东西，有时候作

为一个正常的本性，对老百姓的“同情心”，“恻隐之心”

也是必不可少的。或许会有人觉得这是一种高姿态，当然如

果是故意装出来那当然大可不必，不过还是认为其实绝大部

分的考生都是来源于老百姓这个群体，“同情心”、“恻隐

之心”其实每个人都有，只是很多时候在“考试”这样一个

紧张的环境中，被大家自己所“忽视”或“压抑”住了。其



实有时候思维“放开一些”，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考生纯朴

的本质反而更易获得考官的认同。因为面试本身就是一个考

官“了解”考生的过程，而不是“拷问”考生的一个过程。

只要考生本身性格是适合从事公务员工作的，把真实想法如

实告知考官，在“阅人无数”的考官面前，反而能以“真”

取胜。 对于题目中的“县长引咎辞职”的问题，其实这个问

题应该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县长引咎辞职”体现目前我国

许多行政官员的责任感还是很好的，出了问题不会去“推卸

”责任，但另一方面，如果“县长引咎辞职”只是作为一种

息事宁人的方式则非常不可取，而对于县长这一类高官来说

也不公平。戴斌老师的观点是，对于任何事件的责任追究都

不能搞“一刀切”，也就是不能一出问题就来个“县长引咎

辞职”或“别的什么长”“引咎辞职”。必须经过深入调查

后在做决定，如果确实是由于“主管领导”的“失职”导致

了事件的发生，则应该采取“引咎辞职”的方式，做一个不

逃避责任的官员。而如果深入调查后，事情不是由于“主管

领导”的“失职”所导致的，则无论是上级领导还是我们的

广大老百姓，都应该更加“包容”地看待这些问题，毕竟做

一个公务员不容易，做一个领导其实更难。所以考生在答题

时，要用“包容的”、“客观的”心态去看待“别人”（即

相关官员）的错误，不偏不倚地看待这一问题。 至于“该事

件所反映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广州新东方的戴斌老师认为

主要是延伸到目前我国的“高官问责制”的建立。对于这个

问题，实际上目前学术界还是有相当的争议的。有许多的专

家学者们认为，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尽管某些行政人员特别

是高级官员在相关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范围内是没有责任与纰



漏的，但在道德和伦理上却是难辞其咎的，而现有制度却不

足以对他们施以惩戒和制裁。在治理观念日渐科学化与系统

结构逐步合理化的今天，政府运行机制中官员个人和制度内

涵的道德因素缺失已经成为我国进一步深化行政改革与建构

政治文明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屏障。高官问责作为一种要求当

事人承担责任的监督途径，则适时填补了现存的法律责任与

道德责任之间的空白，为我国公共行政的运行注入了更深层

的民主政治和道德伦理的内涵。 对于学术界目前对这个看法

，戴斌老师认为，目前我国需要建立“高官问责制”，在这

个点上，基本上毋庸置疑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执行和操作

的层面上可能出现问题，那就是在某些时候，“高官问责制

”处罚了“高层”的“过失”，却有可能“错过”了或“掩

盖”了“基层”的“失误”。进而演化之，恐有成为“一种

‘息事宁人’的借口”的危险。这就是关键所在。因为“高

官”被“问责”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仅仅是一个预防问题

再度发生的“手段”，强调的只是“警示”作用，而不是问

题发生后，作为大众或政府的“解气”（或“消气”）作用

来使用的。所以戴斌老师认为，在剖析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

题时，尤其看待“处罚性”的社会问题时，其实不妨有更多

的“理解”精神，理性而不是感性地审视一些问题，切不可

一看到“犯错的主体”被“处罚”就“一概性”地表示“欢

迎”。坦诚地说，戴老师常常想，其实有时候一个社会要进

步，应该是“被处罚”的人越来越少，那才算是一件好事，

如果“被处罚”的人越来越多，反而未必是一件好事。对于

这个点，请广大考生在公务员备考过程中细细地体会。 面试

真题参考答案： （1）对于某县一辆载有50多名的中小学生的



中巴掉到水沟，全部遇难的事件，我感到非常震惊和遗憾，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件。对于题目中所说的“县长引

咎辞职”的问题，我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县长引

咎辞职”体现目前我国许多行政官员的责任感还是很好的，

出了问题不会去“推卸”责任，但另一方面，如果“县长引

咎辞职”只是作为一种息事宁人的方式，我认为则非常不可

取，而对于县长这一类高官来说也不公平。对于任何事件的

责任追究都不能搞“一刀切”，必须经过深入调查后在做决

定，如果确实是由于“主管领导”的“失职”导致了事件的

发生，则应该采取“引咎辞职”的方式，做一个不逃避责任

的官员。而如果深入调查后，事情不是由于“主管领导”的

“失职”所导致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包容”地看待这

些问题，毕竟做一个公务员不容易，做一个领导其实更难。 

（2）“该事件所反映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我认为主要是延

伸到目前我国的“高官问责制”的建立问题。在公共行政领

域中，尽管某些行政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在相关法律和制度

规定的范围内是没有责任与纰漏的，但在道德和伦理上却是

难辞其咎的，而现有制度却不足以对他们施以惩戒和制裁。

高官问责作为一种要求当事人承担责任的监督途径，则适时

填补了现存的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之间的空白，为我国公共

行政的运行注入了更深层的民主政治和道德伦理的内涵。但

是戴老师认为“高官问责制”是我国行政管理制度的一种进

步。但在执行和操作的层面上要特别注意，不能因为处罚了

“高层”的“过失”，而“错过”了或“掩盖”了“基层”

的“失误”。“高官”被“问责”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仅

仅是一个预防问题再度发生的“手段”，我们强调的只是“



警示”作用，所以我认为不到“万不得已”，或确实存在“

领导”的“失职”情形，一般不应该“轻易”尤其是不能“

随意”对高层官员做出“道德层面”的“无过问责”。 2.某

地实施“禁摩”的政策，但“禁摩”后仍出现了很多交通问

题，如“电动车载客”，“交通拥挤”，“城中村摩托载客

仍然不止”，对此你有什么措施可以解决此类问题？ 面试真

题分析：这是一道热点和对策相结合的面试题。其实这个问

题目前在全国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很热的社会话题。因为目

前有不少城市已经“禁摩”，社会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而

今年“禁摩”在全国讨论的典型就是广州市的“禁摩”，所

以这次广东省考“禁摩”问题，应该不少考生都已有所准备

了。而对于广州市的“禁摩”，社会的评论同样也是褒贬不

一。至于如何解决这些“禁摩”后的交通问题，如“电动车

载客”，“交通拥挤”，“城中村摩托载客仍然不止”。 对

这个问题的剖析戴老师建议考生可以从正反两面去思考，但

是态度上一定要支持政府的立场（即支持“禁摩”），但是

我们仍然要看到一个政策的实施，牵涉的是众多的利益（很

可能都是合法的利益），如果要回答好这个话题，答案中的

利益的协调部分会成为主要的得分点。另外对于对策的构思

，广州新东方的戴斌老师建议采用分步解决，最后综合的方

法来提出对策： （1） 关于“电动车载客”的治理措施：1.该

地区的公安局、交通局、工商局、城市管理局和质监局等相

关部门应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目的是加强市区“电动车载客

”的管理，严厉打击“电动车载客”这一类违法违规行为

。2.联合执法队伍在执法过程中要做好向市民进行宣传的工

作3.执法人员应该定期或不定期地突击检查部分电动车销售



网点，对部分违规商家开出勒令整改的通知。 （2） 关于“

交通拥挤”的治理措施：对于这个点，戴斌老师建议还是先

分析一下其中的成因。摩托车基本上是中低收入者使用，在

城市道路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公共政策严重倾向于汽车，这

意味着首先牺牲的是中下层弱势的权益。而禁摩以后，一部

分市民出行受到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下降；同时禁摩后，汽

车销售陡增；禁摩后的摩托车用户购买汽车解决个人交通的

意愿会大幅上升，所以城市交通堵塞问题可能更加严重。针

对这个问题，戴斌老师认为政府还是应该做好引导工作，引

导市民做出合理的汽车消费，同时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完善

市区内的公共交通系统，鼓励市民多使用公交系统上下班，

减少“私人汽车数量”，来缓解非常严重的“交通拥挤”的

问题。同时合理调整上下班时间，解决交通拥堵压力。 （3

） 关于“城中村摩托载客仍然不止”的治理措施：这里其实

主要的点应该是集中在严格执法这个角度上。针对城乡结合

部、城中村等管理的薄弱环节，联合辖区分局等多部门、多

警种，集中优势人力进行清查，坚决实施“禁摩”工作，对

任何影响道路交通秩序和交通安全的行为进行严格执法。另

外，戴斌老师建议考生在实施对策的时候，除了治理之外，

还要考虑一下如何去消除问题的根源,即为什么会有“摩托载

客”的“市场需求”,如何消除这种“市场需求”？这里的主

要原因是因为郊区地带出租车少，而且城中村内的街道，出

租车根本没办法进去。所以在城中村、城乡接合地带，摩托

车才随处可见踪影。 针对这个问题，关键是要想办法满足人

民群众的需求，所以建议开设小公交循环线路，先试点，试

点成功后将向全地区推广，建立小公交网络，从而填补村与



村、小区与地铁之间的交通接驳的空白。而在一些偏远路段

，小公交车还可以考虑试行“扬手即停”的营运模式，满足

市民“求方便”的交通需求。 面试真题参考答案： 某地实施

“禁摩”的政策，但“禁摩”后仍出现了很多交通问题，如

“电动车载客”，“交通拥挤”，“城中村摩托载客仍然不

止”，我认为首先“禁摩”的政策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实施

“禁摩”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对此我将

采取以下措施解决此类问题： 1.该地区的公安局、交通局、

工商局、城市管理局和质监局等相关部门应开展联合执法行

动，目的是加强市区“电动车载客”的管理，严厉打击“电

动车载客”这一类违法违规行为。 2.联合执法队伍在执法过

程中要做好向市民进行宣传的工作 3.执法人员应该定期或不

定期地突击检查部分电动车销售网点，对部分违规商家开出

勒令整改的通知。 4. 引导市民做出合理的汽车消费，同时最

关键的一点是，要完善市区内的公共交通系统，鼓励市民多

使用公交系统上下班，减少“私人汽车数量”，来缓解非常

严重的“交通拥挤”的问题。 5.合理调整上下班时间，解决

交通拥堵压力。（备注：对这个答题点，戴斌老师建议考生

还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展开） 6. 开设小公交循环线路，先试点

，试点成功后将向全地区推广，建立小公交网络，从而填补

村与村、小区与地铁之间的交通接驳的空白。 7.在一些偏远

路段，小公交车还可以考虑试行“扬手即停”的营运模式，

满足市民“求方便”的交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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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