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务员申论考前大冲刺之仿真题（十五）问责制问题-公务员

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2021_2022__E5_85_AC_E

5_8A_A1_E5_91_98_E7_c26_26344.htm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

试是对考生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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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资料1“问责”一词

被广泛关注始于２００３年非典时期，２００４年《党政领

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的实施，将“问责”上升为国家工作

的一项重要制度。2005年3月国务院又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

政实施纲要》、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务员法》，均对

问责制的相关内容作了规定。作为一种明确权力和责任的行

政制度，问责制是消除权责不明行政弊端的一剂“良方”。

事实也证明，问责制对于我国打造权责一致的责任政府、依

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廉洁行政的高效政府起到了极为重要的

作用。不断推行的“问责”，不仅取得了解决问题的明显成

效，也强化了“权责相当”的制度要求。 资料2金秋１０月

，一场土地违法审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重要手段之一就

是严格行政问责制；无独有偶，在刚刚过去的９月份掀起的

山西环保风暴，其中心也是问责，焦点都直指地方政府行政

“一把手”。 资料3“某些政府领导和政府部门只想增加手

中的审批权和管理权，而不对自己的决策行为负责。”民进

江苏省主委陈凌孚委员对此提出批评。 陈凌孚说，我国现行

的行政管理体制权责不匹配，除非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官员

一般无需为管理的失误、过错担负具体责任，政府权力部门



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不良倾向和不正确的政绩观也由此产

生。之所以发生政府的“越位”、“缺位”及“不到位”，

一方面有利益的驱动，另一方面是缺乏必要的责任追究制度

。 陈凌孚委员指出，决策失误问责制度的缺乏，导致的是决

策轻率，失误频频发生；投资不讲效益，浪费严重；形成巨

额债务，包袱扔给后人。 他举例说，据世界银行估计，“七

五”到“九五”，我国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大约在4000

亿到5000亿元。不少决策严重脱离现实，如目前中国的600多

个城市，竟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 “在某些决

策者的思维方式中，认为要使GDP上去，只有增加投资拉动

经济，因而热衷于‘上大项目’，只关注支出规模而不是支

出效益，在未作严格的、科学的可行性研究的情况下贸然上

马，导致的形象工程仍然不少。GDP上去了，但并没有促进

社会发展和人民富裕。据国资委有关资料，全国国有资产1

／3属于闲置浪费。” 陈凌孚委员感叹说，我国土地资源十

分紧张，但许多政府办公大楼前都兴建了巨型广场，由于这

些广场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丰富市民生活，所以偌大的广场往

往没有几个人，只是当地政府的一个形象和摆设。“许多城

市投资上亿元的体育馆，除了开一两次运动会及若干次大型

活动外，平时空闲，不仅广大群众无法入内锻炼，而且还背

上沉重维护负担，形成极大浪费。” 他痛斥将巨额债务留给

后人的行为：据统计，截至2004年年底，我国各地政府投资

的建设项目拖欠的工程款高达700亿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估算，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对政府债务

，不少现任领导无法还也不准备还。” 谈到不良资产的核销

问题，陈凌孚委员发出质疑之声：核销损失的目的是为了企



业、有关地方政府深化改革，使之轻装上阵。问题在于，对

这些庞大的不良资产的核销，决不能简单地一笔勾销，一剥

了之，而让造成损失的责任者逍遥法外。 他大声疾呼：“必

须实施决策责任追究制度，严格问责制，必须让责任者为自

己的过失与错误付出代价。” 资料3但我们也看到目前问责

体制尚存不足。如土地违法审查之初，有关人士曾指出，有

大量被违规侵占的耕地已被高楼和机器厂房所取代而无法恢

复，再加上要拆除大量已建违规建筑设施，社会资源、财富

浪费巨大。问责之后相关人员虽被惩处了，但沉重的社会成

本又该如何弥补？ 问责制的意义在于“防患于未然”与“惩

前毖后”。惩罚只是手段，预防才是目的。倘若问责制只是

事后责任追究，缺乏从源头抓起的事前预防等相关制度与之

配合，则不仅不能“防患于未然”，也难以“根治于长远”

。 目前，问责制之所以把焦点指向地方行政“一把手”，是

因为在一些地方，往往是“一把手”有较大决策权。虽然具

体分析，“一把手”与问题的责任关系不尽相同：有的是不

作为，有的是纵容包庇，有的是因制度缺失无法有效监管。

但这都说明了目前对“一把手”的行为、决策缺乏完备、有

效的制度约束，光靠“问责制”并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同样

，没有现代化和高效率的制度机制作支撑，再负责的“一把

手”也无法杜绝千里之外的煤矿安全事故。 问责制如果只针

对失职领导，而放过了体制漏洞，不进行相关的制度建设，

那么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官员一茬一茬地撤换，问题

还是一次一次地出现，不可能实现问责制所预期的目的。 相

反，如果我们能以问责制为突破口，认真分析问责过程中为

什么会产生这些“难点”和“痛点”，由此进一步推进行政



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媒体和民众对行

政机构的民主监督，则可能成为问责制的重大成果。比如，

仅限于行政体制内自查自纠的“同体”问责制，出了问题后

由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虽能取得一定效果，但不免会使被

问责对象产生“怕上不怕下”的倾向。而要避免这个问题，

必须拓宽问责渠道。除了上问下责以外，还要包括群众监督

、舆论监督等外部的监督渠道，这样才能形成全社会的问责

机制。 苛求刚刚实行的问责制一朝趋于完善是不现实的。但

我们确实必须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通过深化改革，让始于

２００４年的问责制更好地成为引导、推动下一步改革的现

实动力。 资料4中国近年来一批因问责制去职官员名单 2003

年4月，因防治非典不力，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

长孟学农被免职。 2003年12月，中石油川东钻探公司发生“

井喷”，造成重大人员伤亡。2004年4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总经理马富才引咎辞职。 2004年6月，安徽省追究阜阳

奶粉事件责任，阜阳市市长刘庆强受行政记大过处分，副市

长马明业被责令辞职，市政府副秘书长周云莲、市工商局局

长周毅生等6人被责令辞职或给予处分。 2004年3月，四川省

宜宾市高县仁爱乡在退耕还林中对退耕面积分散的农户不予

验收、对存在虚报冒领的业主进行验收等问题被媒体披露。

对此负有领导责任的高县县委书记王邦兴、县长吴建华引咎

辞职。 2004年2月，浙江省海宁市黄湾镇五丰村部分村民聚众

进行“普堂忏”活动，引燃草棚起火造成40人死亡。海宁市

市长张仁贵引咎辞职。 2004年2月，北京市密云县云虹桥在举

办迎春灯展过程中，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密云县县长张文引

咎辞职。 2004年2月，吉林市中百商厦发生特大火灾，导致重



大人员伤亡。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引咎辞职。 2005年12月2日，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水环境污染事件引咎辞职

2006年9月2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严肃处理了郑州市违法批

准征收占用土地建设龙子湖高校园区问题。决定对河南省人

民政府予以通报批评，给予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新

民（原任河南省副省长）和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

文超（原任郑州市市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资料5国土资

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说，郑州违法占地案是国土资源

部建部8年来，中央因为非法批准征占土地问题查处干部级别

最高的案件，彰显了中央严格实行土地违法问责制的决心。

张新宝表示，对本行政区域内发生土地违法违规案件造成严

重后果的，对土地违法违规行为不制止、不组织查处的，对

土地违法违规问题隐瞒不报、压案不查的，今后都要追究有

关地方政府负责人的领导责任。 资料6据2006年10月25日《中

国青年报》报道，日前，深圳媒体公布了深圳市委、市政府

《关于在全市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加强

执行力建设的决定》，此举意味着，今后在深圳除了“出问

题”的干部要继续受到追究外，那些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

“太平官”也将难享太平。 报道给庸官画了像：缺乏共产主

义理想和从政道德，思想庸俗、不务公事，只图权大、权多

，不想或少想责任；事业心不强，心浮气躁、无心作为，世

故圆滑、暮气渐长；工作能力不适应需要，无力作用、庸碌

无为，怕事、避事，不敢抓、不敢管；缺乏精神动力，小富

即安、浮华浪费，居功自傲、不思进取；热衷于拉拉扯扯，

巧言令色，欺上瞒下可以说，如此画像十分形象、到位。 长

期以来，一些地方干部管理工作形成了这样一个“潜规则”



：无过错即不会丢官。一个人一旦当了官，即使长期碌碌无

为，但只要不犯大错、不因违纪违法受到追究，就可以官照

做、“俸禄”照领。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机关病”、“

衙门病”等与平庸无为直接相关的官场“疑难杂症”难以根

除，备受公众诟病。 现实中，我们时常见到类似的教训：因

为庸官的“不作为”，一些地方丧失了发展的大好机遇；因

为庸官的“无力作为”，一些地方交了很多冤枉学费；因为

庸官的“乱作为”，一些地方频频发生违反科学发展规律的

事情⋯⋯由此可见，庸官的存在不但贻误工作，无力承担人

民公仆的神圣职责，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更损害了党和

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此番深圳对无能官、“混混官”、“

太平官”实行“风暴”式问责，将有利于形成一种新的为官

文化和氛围。尤其是其中规定“出了问题实施责任倒查制”

，轻责轻罚，重责重罚，不搞下不为例，更是让一些官员感

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这无疑是在表明：当官必须对人民负

责，“太平官”不能再优哉游哉下去了。 针对有关“责任风

暴”会不会导致“人人自危”的说法，当地有关人士一针见

血地指出，在“治庸计划”面前“人人自危”并没什么坏处

！如果人人都松松垮垮、讲话不算，出了事没人处理，大家

都“不自危”，那么我们的事业如何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说

，如果一个地方的官不好做，恰恰说明这个地方的整体执政

环境是良好的。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减少庸官，

仅靠一场“暴风骤雨”是不够的，而必须铲除滋生庸官的土

壤，如建立岗位之间、部门之间的无缝责任链条，同时优化

竞争、监督等长效机制，完善选拔制度以及劝勉制度等。 说

到底，只有靠制度，才能搬掉庸官屁股底下的“铁交椅”。



要想让那些“太平官”、“无能官”、“懒汉官”混不下去

，必须让治庸成为一种常态。 三、答题要求 1、根据资料概

括问责制应该问责任的情形（200字，20分） 2、阐述实行问

责制的意义（350字，30分） 3、自拟题目就如何建立“问责

制”写一篇议论文（1200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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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