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公务员申论最新模拟预测试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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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007_E5_B9_B

4_E5_85_AC_c26_268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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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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