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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不断升温，越来越多人开始参加这项难度越来越大的考

试。但也要许多人对这项考试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考

察应试者，这样的考察能体现出谁更合适当公务员吗？其实

公务员考试无论从出题角度还是出题目的上看，都是为公务

员所需素质而度身定做的，笔者认为从事公务员工作首先需

要“中庸的个性”，而“中庸的个性”与公务员考试又有什

么样的关系呢？以下将为大家一一论述： 中庸的个性和处事

方式对应题型：申论题、面试题 首先谈一谈“为什么公务员

需要中庸的个性和处事方式？” (1)民族因素：自古以来，中

国人就强调中庸之道。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

族，处处总是以和为贵，不愿意轻易与别人发生冲突。古代

的例子就不详谈了(因为太多了)，就拿当代我国提出的“和

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崛起”等一系列主张就充分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中庸之道。因此从宏观角度来看，政府已

经是在用中庸的处事方式来解决许多国际问题。同时从微观

角度来看，公务员是代表国家去执法的，执法的特点之一就

是要求执法时要与社会常理相一致，而中国的社会常理中就

包含了中庸之道，因此公务员需要中庸的个性和处事方式就

不足为奇了。 (2)党的历史因素：在党的历史上，内部曾出现

过两种错误：一种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主义”，一种是以

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主义”，前者是一种激进的处事方式

，后者则是一种消极的处世方式。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



了过左过右都是不对的，都会给党的执政带来不利的因素，

屡次党能够度过难关，靠的也是一种中庸的处事方式，不过

左也不过右。在这里请大家不要误解的是，真正的中庸并不

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是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的一种

积极的处事方式。因此总结党的执政经验，中庸的处事方式(

不过左也不过右)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而作为具体执行者的

公务员当然也要有中庸的处事方式。 (3)工作特点：从执法的

特点看，公务员是握有较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如果处

事方式不中庸很容易造成执法尺度不一。比如城管大队对路

边小贩的执法处理，有些执法人员可能脾气比较差，一看见

路边小贩似乎就“义愤填膺”，干脆连人带货一起押上车，

少数甚至又打又骂，其实处罚是要的，但更多还是要教育嘛

。而有些执法人员似乎天生就是个老好人，说什么：“算啦

，看你生活也不容易，这次就放过你啦，下次不要这样”，

这不是明纵容他们嘛。所以过左过右造成执法尺度不一都会

影响公务员执法效果。中庸的处事方式是既适当处罚也积极

教育，这样一方面能达到较好的执法效果，又有利于社会和

谐。 请大家要注意，笔者要再一次强调，中庸不代表什么都

不做，不代表天天喝茶看报纸无所事事；也不代表事不关己

，己不操心。那是旧的，腐朽的，假的中庸观点。新的，真

正的中庸，笔者认为是八个字：“适可而为，勇而为之。” 

这个原则尤其在面试中尤其重要，下面笔者给大家讲几个面

试题大家就会明白了。先解释一下“适可而为”，就是你只

做与你身份、职责相适应的事情。笔者有个朋友考了某省的

选调生，现在在某乡镇做公务员。有次吃饭他讲了这样一个

例子：他们镇的镇委书记不大会讲普通话，所以在开会时常



常委托镇的宣传部长帮他读发言稿，有一次他辖区内的一个

村被评为模范村，有电视台要来采访，村长这下可高兴了，

于是整理好行装后就赶去了记者招待会现场，没想到到场后

，那个宣传部长竟然习惯性地“自动自觉”替书记念了发言

稿(这里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结果大家都以为宣传部

长是镇里的书记。第二天宣传部长就上了电视和报纸，接受

广大群众的赞扬。书记心里当然是痛苦啊，在镇里兢兢业业

辛苦工作了十几年才有了一点成绩，好不容易有个机会上一

下电视，希望自己的努力能被认同，那十几年的辛劳也就值

得了。可是被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哎！后面的结果大

家可以想象得到，或许宣传部长后面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后

来笔者在某省的公务员面试题中见到这个例子所改编的一个

题目，问的是如果考生是镇委书记的秘书，发现宣传部长“

越权” 发言了，现场你怎么处理这个情况。最佳答案当然是

要“中庸”的，即要维护书记的权威，同时也要让宣传部长

能下得了台。这里体现的就是作为公务员要“适可而为”。 

百考试题100test公务员站编辑收集整理 “勇而为之”，就是

该你担责任，维护集体利益尤其是领导或组织的权威的时候

，你要勇敢地站出来。有一次某市国土局长去到乡村视察农

转非的问题，在农田边经过的时候被当地的一群群众围住了

，问为什么要拆他们的房子。事实上这些农民并不懂国家相

关法律，非法占用农田建房子，而且所建房子不符合安全标

准，依法是要拆除的。但这时候面对情绪激动的群众，局长

一时也无法解释清楚给他们听，结果被围困了。随行的秘书

因为走在后面，没被围住，这时他很怕，竟然抛下领导，自

己跑回村委会，找村长帮忙。他自以为他自己很聪明懂得脱



身找人帮忙，但实际上等到他叫到人来帮忙解围，局长已经

被围困将近一个小时，危险指数已经五颗星了。这个例子后

来也曾被改编成一道公务员面试题，就问考生如果你是那个

秘书你怎么处理。这道题最佳答案是：自己加进去，跟大家

说你是负责人，有问题你留下来解释给大家听，并假意让领

导回去单位拿文件来核实一下情况，让领导迅速解围，又不

影响群众情绪。领导回头肯定会回来救你。而你不是直接关

系人，领导才是真正的危险对象。最后就算真的危险你就老

实说你只是秘书，村民也不会把你怎么样。 其实好多面试题

都来源于真实例子，考察考生在实际的场景中，所做的反应

符不符合公务员素质的要求。在面试中是如此，几乎所有的

最佳答案都是中庸的，过左过右的做法通常得分极低。在行

政术语中，“中庸”其实就是要“统筹兼顾”。因为面试题

中常常就是给出两个都需要兼顾的利益，看你如何巧妙地“

统筹兼顾”。 至于申论题，更是要体现出中庸的味道方为上

策。因为在申论考试中，影响考生分数提高的一大障碍，便

是考生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往往可操作性较差，究其原

因主要原因还是在对策上不够“中庸”。比如有些考生在谈

到明星逃税的问题时，就极力强调要加重刑事和民事处罚，

让媒体暴光引导公众对其道德谴责等等。就上面的例子而言

，首先严刑重法并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所需要的；其次法律不

是针对明星而专门设置，是对应整个社会的；再次如果政府

引导媒体暴光其行为似乎容易有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嫌疑。所

以考生“想出来”的许多对策在现实中是不会被政府所采用

的。因为许多考生在看到自己深有感受的一些话题时，往往

是以自己的角度去分析解决问题，忘记了在考试中是让你以



一个公务员的身份，用公务员的思维和角度去分析解决问题

。公务员是代表国家，不是代表自己，处事要抛下个人喜好

情绪，“中庸”地提出解决办法，才会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因此，在申论考试中，考生要懂得身份的转换，恰当的提出

较“中庸”的对策，方能与现实相符合，从而获得评卷老师

的认同，取得较高的分数。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面试与申论有

许多共通性。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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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