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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考前预测试卷三 金路公务员与时事出版社 满 分：100分 

时 限：150分钟 题号123总分核分人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

，与传统作文考试不同，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对表

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

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

要求”依次作答。 二、资 料 1．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观，以

“GDP崇拜”作为其特征，反映了当时对于发展或现代化的

一种极具历史局限性的理解。由于这种发展观把发展视为一

种经济现象，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物质财富增长的单维度过

程，因此，现代化的首要目标无疑就是要实现经济指数的增

长。 这种发展观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中得以最充

分的体现，其原因在于：当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

是要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水平，解除贫困状态，增

强综合国力。在这种背景下，多数发展中国家确立的发展战

略都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可以说，“GDP崇拜”成为一

种普遍情结。“GDP崇拜”的实质，就是唯效率主义或独尊

经济指数的发展取向。 经由这种“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

一些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本国经济增长的加速，然而，却导致

了诸多非意图性不良后果，最突出的有：国民教育、就业保

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与人民生活质量密切

相关的社会发展领域，被所谓“经济增长的代价”牺牲掉。

正是这种“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引发了人们对以往的发



展观进行反思。 2．正是基于对以“GDP崇拜”为特征的发

展观的检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放弃了以“经济增

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而倡导一种综合取向的发展观，

它强调发展不能只理解为一种经济增长结果，而应看作经济

、社会、环境等多方面之间协调进步的综合成效，兼顾效率

与公平则成为所要奉行的一项基本原则。 进入综合取向发展

观阶段，实现了从注重物到注重人的转变，人的发展已成为

发展的中轴目标。然而，在人的发展这一中轴上，又是可以

分为不同层次的，它能通过人的发展指标体现出来。如果说

强调综合取向发展的指数体现了“以人为中心”发展理念的

初级层面的话，那么，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则体

现了“以人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高级层面。而当“以人为本

”成为发展原则时，也就标志着人本取向发展观的出现。 3

．进入人本取向发展观的阶段，“以人为本”这一发展的基

本原则在发展指标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对“人文指数”的关注

，它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一种实际操作化的结果。而生活

满意度指数或幸福指数可以说就是这种“人文指数”的体现

。 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主要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

标准和主观偏好对于自身生活状态做出的满意程度方面的评

价。可以这样认为，幸福感是一种高度的或极其强烈的生活

满意状态。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

指标数值。 4．在发展理论演进中，幸福指数关怀成为人本

取向发展观的一个核心表现。它的出现，首先有着社会发展

进程的客观基础，其次有着人的需求上升规律的心理基础。

此外还受到一些学科有关研究成果的促进。一些关于人的幸

福感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GDP与幸



福指数之间具有一定正相关性，但这种正相关性存在一种界

阈：只有当GDP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出现对幸福指数的追

求；而只有当GDP超过特定界阈之后，幸福指数才会呈现增

长，换言之，GDP在一定范围内可作为解释人的幸福感受的

物质基础，可是，当突破一定界限之后，它对幸福程度的解

释力似乎就变得很弱。由此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种发展理念

：GDP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程度的关键性指标，但决不能作为

社会发展程度和人民幸福程度的关键性指标。 5．当今天中

国社会发展进程迈上一个新台阶之后，追求幸福感及其最大

化，成为一种必然规律。人本化生活的最重要目标应该是追

求幸福，而不是财富。因此，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而言，当“以人为本”成为发展的基本原则时，经济

增长只是手段，而人的幸福才是目的。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是人民幸福的最大化。 经济条件是影响人的幸福程度的基础

因素。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诸多其他因素，如健

康的身体、稳定的工作、美满的婚姻、和谐的人际关系等，

对于人的幸福程度的影响力并不亚于收入的高低、财产的多

少等经济因素。因此，幸福指数关怀最重要的发展理论意涵

就表现在：人民的幸福感是社会运行状况和个人生活状态的

“晴雨表”，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发展和个

人发展的“风向标”。因此，幸福指数可以勾勒社会心理氛

围的风貌，提示人们需求结构的态势，透视社会运行机制的

效能，反映社会整合程度的状况，从而为最急迫社会问题的

解决提供导向和动力。而幸福指数关怀的发展政策意义就表

现在：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增加幸福感，发展规划和

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在确立工作目标时，应更优先地了解社会



中哪些条件或因素与人民的生活满意程度之间的关系最为紧

密，以便通过制定、完善相关措施和机制来减少、消除导致

人民不满意或满意度较低的方面，从而促进人民幸福感受程

度的不断提高。 6．因此，对于致力于把人民幸福作为发展

宗旨的中国而言，在发展理念和发展决策中就不能不将人民

的幸福程度作为检验社会发展成就的关键标准。而要实现这

个目标，有必要开展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建立一个全

面而科学的测量人民幸福感受程度的指标体系；其次是，以

此为基础，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不仅确定GDP的预期目标，

而且也确定幸福指数的预期目标。 在一定意义上，幸福指数

关怀成为发展实践具体体现人文精神和终极价值追求的一种

重要形式，而且是一种具有普适性并能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加

以实现的有效方式。它把自古代以来思想家们关于人类幸福

的形而上学思考变成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可以实际操作化并

可以具体测量成效的方法体系，而这一点正是幸福指数最深

刻、最丰厚的发展理论内涵之所在。 7．在2006年年初各地召

开的人大和政协会议上，对“幸福感”、“幸福指数”的关

注多了起来。就在两会前，北京市统计局在发布的调查中，

头一次将“幸福感”正式纳入和谐社会的评价指标体系中。 

北京市统计局社会处一位负责人说，这次调查对和谐社会的

评价采取了逆向思维的方式，就是调查北京市还有哪些不和

谐的地方，从而得出北京市的和谐程度。 记者在北京市统计

局采访时，有关部门领导表示，北京市和谐社会考评指标体

系分为三大类：反映社会冲突客观现状的指标、反映社会主

体诉求的指标和反映社会冲突协调机制现状的指标。第一类

和第三类是客观指标，包括幸福感、社区归属感、底层市民



自我认同度等内容的第二类指标则是主观指标。该局2006年2

月发布的《北京市和谐社会状况调查》显示，有半数左右的

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社会在收入、就业、医疗、住房4方面存在

不公平。调查结果显示，住房是被调查者感觉最不公平的一

项53.6％的被调查者认为住房政策不公平，其中70.3％的被调

查者认为不合理并且不可接受。名列第二的不公平医疗保障

方面，50.3％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公平，其中69.8％的被调查者

认为不合理并且不可接受。此外，46.1％、36.1％的被调查者

认为就业机会、教育机会不公平。调查表明，贫富差距拉大

、社会不安定是目前造成北京社会冲突的主要因素；调查还

表明，北京市和谐社会指数呈现平稳提升态势，年均增长率

为4.8％，市民对和谐社会的认同度为54.6％；综合评价则表

明，68.2％的被调查者表示生活幸福。 8．“关注幸福感，其

实是对我国以前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过去过分迷

信GDP，结果人们发现，经济发展起来了，GDP也上去了，

生存环境反倒变差了，空气污染、城市噪音、上学难、看病

难等问题开始显现。能掉过头关注人们幸福不幸福，这是个

进步。 三、申论要求 得分评卷人 1.请用不超过150字的篇幅

，概括出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20分） 得分评卷人

2.请用不超过250字的篇幅，提出解决给定资料所反映问题的

方案。要有条理地说明，要体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30分

） 得分评卷人 3.就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用1200字左

右的篇幅，自拟标题进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

论述深刻，有说服力。（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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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