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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有何看法？ 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无论是哪行哪业的人，只要是我们中国的公民，无论是否

有官位，都要关心国家大事。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不

负责的态度。 ②谋其政并不等于强行干涉和影响，而是一种

对人对事负责任的表现！民众拥有对机关等监督的权利，为

了尽快的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的法制国家，必须人人擅

用民主监督的权利。这同时也是一种义务。公民应该通过这

种方式来参与国家、社会和公共事务。 ③在单位也如此，每

个人该关心参与本单位的事，作为领导该集思广益，作为职

员也应积极响应，当然在意见不被采纳时该遵照执行，这同

样体现一个纪律观念的问题。 2.有人说：腐败是经济的润滑

剂。你怎么看？ (1)如果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它对社会进步

、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那么反腐败就是错误的。但现今国

际上，所有发达国家在抓经济的同时，反腐败也紧抓不放。

说明，腐败不仅对经济发展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还是经济

发展的拦路石。 (2)。腐败非但不是润滑剂，而是社会的大毒

瘤与癌细胞，它侵袭着我们社会健康的肌体，危害着国家发

展的事业。就象厦门远华走私案件，表面似乎给厦门的经济

带来了一定的推动力。但是在远华走私最猖狂的时候，也是

我国石化行业亏损最厉害的时候，它混乱了市场秩序，给我

国的财政收入带来了数以百亿计的损失。所以反腐败势在必

行。 (3)。作为公务员，更应以史为鉴，在腐败问题上保持清



醒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与人生观和价值观，利益观、地位观

与权力观，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勤政为民，廉洁奉公。

3.培根说：金钱是忠实的男仆，也是恶毒的女主人。你怎么

看？ ①这句话的意思是：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

万不能的。要做金钱的主人，不要做金钱的奴仆。 ②现代社

会，金钱的用处很大，我们国家建设需要大笔钱，比如三峡

建设需要钱，库区移民需要钱。就连我们公务员加薪都要好

多钱。有了钱之后可以救助失学儿童，援助希望工程，可以

帮助那些下岗工人重新生活的信心。等等。总之：没有钱是

万万不能。 当然，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 ③当然对待钱应

该有个正确的态度。不能象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巴尔扎

克笔下的葛浪台那样是个守财奴，使人成为钱的奴隶。今天

，我们物质水平提高了，温饱已经不成问题了，就更应该追

求点高尚的精神文明，而不能像有些暴发户一样，穷得只剩

下钱了。作为公务员，应有正确的金钱观，使其“取之有道

，用之有处”，在社会中起模范带头作用。江泽民同志向我

们指出：党员干部要有高尚的情操跟革命气节，不仅要讲政

治，讲学习，讲风气，还有讲道德，讲修养，讲廉洁。这就

是对我们的最高要求。 4.一位科学院院士说，他对社会的贡

献主要是在成为院士前，而不是成为院士后。你对这段话有

何看法。 ①院士是我国“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是

我国上千万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有贡献才有地位，在一个

人贡献达到一定量以后，社会给予这个称位以示对之的回报

与激励，那是对个人价值的一种肯定。所以院士们的贡献是

非常多且大的。 ②在成为院士之后，本着对科学的热爱和对

国家的尊重，我相信他们仍然会孜孜不倦地为之奋斗，当然



可能因为本身的起点已经很高，要想在更高层次取得突破就

显得相当困难，所以，社会，甚至于他们自身也会忽略了这

种如果没有实际成果但仍不断努力的精神贡献。如果说在成

为院士以前更多的是实物贡献，那么之后即使没有突破的精

神贡献应该也同样让人尊重与敬仰。 5.越来越多的单位重视

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问题，并提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事

业留人”，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①经济与人才的关系。 ②

“企”无“人”则“止” 6.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

子，体会？ ①教育是百年大计，所谓“经济未动，教育先行

”，它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体现着社会的文明程度，所以，

全社会都应该重视教育。社会以人为本，有受教育的人才有

经济的繁荣。特别是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更应该把教

育放在突出的位置，让每个孩子都有书读，都读好书。 ②再

苦不能苦孩子，是因为父母都从艰苦的环境中走来，而现在

日子好了，孩子少了，物质条件又好了，所以家长都不希望

孩子再受苦受累。但在满足孩子基本条件的过程中，也应培

养他们艰苦奋斗，自强自立的精神，不能放纵与溺爱。对孩

子人格的培养应放在首位。所以，社会舆论及家长的认识要

全面。 7.对此你是怎么理解的 ①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每个人都得面对及正视它。 ②每个人应首先约束自己，不在

背后议论别人，特别是别人的缺点和隐私，这是不道德的，

它不利于大家的相处。 ③别人对自己的议论，如果无大碍的

，抱以“有则改，无则勉”的态度，不用一味追究，如若涉

及重大问题，应当在适应的场合予以指出。 ④一个单位如果

背后议论的现象严重，则应讲明利弊，以正风气。 8.史书里

有一句话：察察不明，意思是说，不要自以为聪明，以为别



人都不如自己，对此你的看法？ 三人行，必有我师，别人必

有长处，只要是自己不知道而别人知道的，就可以向他学习

，不可自以为是，否则就没有进步的机会了。 9.孔子曰：不

教而罚（诛）谓之虐。你是如何理解的？ 对一个群体，一个

人，必须先从下面加以引导和规范，使其分清是非，曲直，

对错，善恶；然后再立规矩，对非的、曲的、错的、恶的加

以处罚。而在以上二种方式中，应以前者为主，后者不补充

，若本末倒置，那是对人的一种施虐。在现实生活中也一样

，我们也应以下面教育为主，辅以适当的处罚，从自觉和强

化的角度来规范人的行为，来维护社会治安，泓扬社会风气

。如：对现存的一些道德问题，腐败问题等等，都应先从教

育入手，对屡教不改者，再施以法律的手段。 10.古人云：公

生明，廉生威。请结合实际谈谈你的看法。 为官应出自公心

，这样才能处理问题明了，公正，了然于心。若自身又廉洁

，则能在同事和下属中确立威望，树立威信。这是对一个干

部的要求，也是为官者成功的准则。 所以现实生活中，我们

讲求公开，公正，公平，要求为官者出于公心，实实在在地

为百姓办事；同时要求干部杜绝腐败，维护形象。出于公，

才能认准方向，只有廉，才能抗拒腐蚀。 11.你如何理解三十

而立、四十不惑这句话？ 12.好的制度能把人良性的方面发挥

出来，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成坏人，你的体会？ 制度的好坏

与人的良莠本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不排除之间的反作用关系

13.俗话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是怎么理解

的。 主要是讲信用，诚信问题，当然得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

，同时要说公务员要怎么做。 14.有人说"成功是对人有益的",

也有人说"失败是对人有益的".请你谈谈对此的看法? ①成功是



对努力的一种回报,一种肯定,能使人们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对

自身是一种动力,能激发人们继续创新,学习的勇气! ②失败对

人是有益的 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它给予人更多的是经验

与坚韧顽强的精神，能激发人的不屈的斗志。（举例） ③作

为一名公务员，应用正确的心态去处理成功与失败，做到成

不骄，败不馁！ 一、近来，外国的安然公司，安达信等做假

帐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朱总理到某高校视察时，题辞时竟写

到：“不作假帐”，你对此有何看法。 当前世界的信用危机

问题，要建立信用制度，同时加大立法、执法，严惩做假帐

者，这样才有利于发展经济。 （是对反腐败、加强法律意识

和提高职业道德的三个要求。） 二、江泽民总书记最近提出

要倡导“五种精神”，请你就其中的“紧跟时代，勇于创新

”精神谈谈你的认识. ①当今时代发展迅速，只有紧跟时代，

勇于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落后是要挨打的。 ②

在以往的改革开放中，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但不能满足于现状，要保持斗志，继续努力，勇于创新

，决不能固步自封，停滞不前。 ③紧跟时代，勇于创新，实

际上是要求在家与时俱进。这也是江总书记在新历史时期对

全国人民作出的激励与动员，我们应该积极响应，并在实际

生产与工作中加发落实与发扬。 三、江泽民总书记提出要“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请谈谈你的认识。 1、对一个国家

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

属于精神文明。所以，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 2、江

总书记曾强调，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



义法制建设，依法建国。同明，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

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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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