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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2021_2022_2006_E5_B9_B

4_E7_94_B3_c26_26588.htm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分

析驾驭材料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言语表达能力的测试。 2.

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

给定的材料，然后按申论要求依次作答，答案书写在指定的

位置。 二、资料 1.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网上购物，小到

一个发夹、一本书，大到电脑、汽车，消费者只要舒舒服服

地待在家里，用指尖轻敲键盘，选货、下单、付款等一系列

工作足不出户就轻松完成，只等送货上门就行了，而且商品

价格也十分经济实惠。我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量正在不断扩

大，一批网络商业门户涌现，如新浪、搜狐的网上商城，亚

马逊、卓越、当当等网上超市，还有易趣、中商网、阿里巴

巴旗下的淘宝网和8848网等网站，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逐

渐形成了与传统商业形态相抗衡的力量。 2.随着互联网的蓬

勃发展，网络日益融入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之中，从获

取新闻、搜索资讯、收发邮件、短信QQ到游戏聊天、购物炒

股、在线影院、网上课堂等，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有

机组成部分。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调查显示，

从2002年开始，中国网民的数量每半年就递增 1000多万，截

至今年7月，全国网民总数已达8700万，居全球第2位。调查

表明，46.1%的网民上网主要是为了获取信息，31.1%的网民

主要是为了休闲娱乐，以新华网、人民网为代表的国家重点

新闻网站已成为网上新闻发布的主渠道、网络宣传的主旋律

和网上新闻的主流媒体，在网民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同时



，各种网络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诚信问题也日益受到全社会

的普遍关注，以网络为载体和手段，现实社会中的诚信问题

也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中普遍存在。 3.互联网协会今年4月发布

的第二次中国反垃圾邮件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已经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国际第二大“垃圾邮件输出国”，今年以

来我国网民收到垃圾邮件数量比去年增加了1倍多。目前国内

网民每人每周平均收到正常邮件12.6封，收到垃圾邮件19.3封

，占收到邮件总数的60.5%。国内的垃圾邮件投诉机制仍有待

完善，77.9%的网民会在收到垃圾邮件侵扰后选择不去投诉，

其主要理由是“不知道去那里投诉。”不少网站通过收费邮

箱推出一些增值服务，然后向需要这些增值服务的网民推销

他们的产品。但在实际运作中，不管网民是否需要那些增值

服务，都实行全面收费，网民都得为此付钱。而实际上，应

该允许网民自由选择是使用收费邮箱还是免费邮箱，然后分

别提供不同等级的服务。 4.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上购

物、网上炒股、网上营销等网上商务活动日渐兴起，但就在

这个虚拟世界里，既孕育着无限商机，同时也潜伏着各种陷

阱和巨大的“诚信”隐患。 当当网购买事件挑战网络诚信 7

月21日下午，国内电子商务网站当当网(www.dangdang.com)

突然惊曝1520元的索爱新款手机K750C，而事发后“当当” 

却删除了包括已付款用户在内的所有订单，当编辑电话询问

“当当”工作人员，是否有1520元的K750C?得到的回答是:“

我们缺货了!”之后近一小时的时间内，从16点左右直至17:30

我们没见到有缺货处理措施出台。 记者还在其他的一些网站

看到了类似的报道，目前不少网站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欺骗

活动，这次诚信危机不仅仅是对当当一家网站的挑战，也是



对中国所有电子商务网站的一次挑战。 CNNIC在京发布的“

第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6月30

日，我国上网用户总数突破1亿，为1.03亿人，根据报告的热

点数据分析，我国网上购物大军达到2000万人，网上支付的

比例增长近半数，网上购物市场巨大，网上购物者半年内累

计购物金额达到100亿元，半年内通过网络购买的手机在300

万部以上。可见，网民背后蕴涵着一个巨大的市场。 可是林

子大了，各种鸟儿都来了。在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购物欺骗

问题时，网上购物者对购物安全与商家信誉也越来越担心。

5.“我玩这个游戏从来没花过钱。”在四府街某网吧里，一

个18岁的少年小伟自豪地说。 他玩的网络游戏叫“冒险岛”

，游戏里的虚拟装备，需要用人民币充值购买而不能用游戏

币购买，价格昂贵。明眼人介绍，该少年的游戏“造型”至

少花费100元，对于无收入的学生而言这不是小数目，小伟的

钱从何而来？ “骗来的。”小伟毫不讳言。在玩游戏的青少

年中，小伟的“骗术”是比较高的。小伟还对记者讲解起了

“心理战术”。这些“技术”是他们玩过各种游戏后摸索出

来的，譬如现在的集体作“托儿”，或者“美人计”，都需

要彼此配合：有了这些技术，“玩任何付费游戏都可以不花

钱。” 由于网络游戏中虚拟装备和金钱可以转化为现实中的

人民币，而交易又不能面对面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至于先

付现金还是先交“装备”，则纯粹是基于“诚信”。网络诈

骗案例越来越多，而网络游戏中的“骗子”更是已经使得许

多玩家丧失了彼此间的信任。 玩网络游戏的，多是像小伟一

样的青少年，从不设防的纯真，演化到驾轻就熟的骗子老手

，是一种让人深想起来心寒的转变。不知道小伟他们会不会



把网络游戏中的心态带到现实生活中去。网络诚信基石薄弱

，青少年身在其中，影响并被影响着，不由让人思考许多，

如何约束、打击网络中的欺骗现象，已经成为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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