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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8C_97_c26_646093.htm 此次北京社招申论考试共计15

则材料，4500余字，在省级考试中，字数偏少，难度偏低。

所选取话题虽结合最新的时政热点，但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老旧问题。其为最新，是因为材料中及时地反映了有关于醉

酒驾驶的治理新动向及交通管理的诸多新举措；其为老旧，

是因为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地逐步推进，交通安全、交

通规划等问题一直都是一个备受关注，且和老百姓的生活息

息相关的话题。在以往的申论考试中，也多有涉及，典型的

有2004年国考和09年黑龙江省考。本次申论考试，15则材料

分别从交通事故伤亡情况（材料1、2），群众自行采取行动

惩治违章汽车反衬出来的监管缺漏（材料3），现行正规惩罚

管理措施的不足与漏洞（材料4、5），行人交通意识差，违

章行为普遍（材料6）等四个方面反映出我国目前在道路交通

安全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北京市倡议发起的公益环保行

动（材料7），国外管理醉驾的举措和我国举措的比对（材

料8），醉酒驾驶的深层间接诱因（材料9），汽车安全技术

的推广（材料10），信息化交通管理指挥系统建设（材料11

），发展小排量汽车（材料12），科学人性规划、建设交通

体系（材料13、14、15）等方面为改善目前交通安全现状，

提高交通效率，维护人们出行便捷和安全提出了对策性思考

。可以说此次申论考试，虽然以交通事故问题切入，以醉驾

问题为主要的话题热点，实质探讨的却是一个更为宏观，更

为重大的交通规划和建设问题。以交通事故为话题起点，体



现出以人为本的交通发展理念；以整体规划为落脚点，体现

了科学发展、统筹协调的发展思路，最终体现为通过各种途

径，综合规划，统筹协调，打造立体、绿色交通系统，保障

人民群众多元出行选择，维护交通安全与便捷。因而，考生

在作答的时候如果将材料主题局限于醉酒驾驶或者交通安全

上面，势必会导致话题范围的人为缩小，将直接导致小题的

作答失去正确的主题定位，大题的写作将极有可能发生偏题

。本次申论试卷共四道题，分别为概括归纳、对策方案、观

点分析和综合论述。概括归纳题要求概括醉酒驾驶屡禁不止

的原因，在材料3、4、5、8、9都有所体现。分别为整治行动

缺乏长效机制、交通违章代扣分现象的存在、交管部门查处

行动的游击战特征、我国处罚醉驾的措施过于宽松和酒文化

的存在。考生只要抓住这些关键信息，然后稍作整合即可得

出正确答案。第二题是一道对策方案题，要求就倡导绿色出

行方式政府的工作提出建议。这里首先要明确所谓的绿色出

行方式是什么。首先要明确，绿色交通肯定是文明安全交通

，其次才是符合节能减排要求的交通和便捷高效的交通。明

确了这三种属性，就可以在材料里有针对性地去提炼相关信

息点，组织答案了。在材料中提到的绿色出行方式，政府能

发挥作用的有：组织“公共交通周”和“无车日”活动、“

单双号”限行、交通安全宣传日等宣传活动，提高人们绿色

出行的观念意识以及参与绿色出行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

性；启动节能和新能源交通工程，大力扶持符合节能减排导

向的汽车企业发展；构筑多维度、多层次的交通运输网络，

并提高其信息化程度，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提高公

交服务能力；建设多元交通体系，改良交通管理模式，方便



人们选择更为绿色的交通工具和方式出行。第三题是观点分

析题，要求指出材料中有关于酒后驾车的错误观点，并说明

为什么。首先要明确错误观点是什么，指出其错误之处，并

指出正确的观点即可完成此题。从对材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

发现，材料中有关于醉酒驾驶的原因分析中涉及到酒文化的

地方说法过于绝对，指出应该根除酒文化。这种观点显然是

一种因噎废食，没有辩证、具体地看待问题。酒文化作为中

华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包含有丰富的内涵，体

现于祭祀、军事、外交、文学、艺术、交际等诸多领域，可

以说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有其众多的优秀内

涵。当然，不能排除其中一些糟粕性的诸如劝酒、以喝酒多

少来体现交情深浅等劣质文化。但在面对这一现象时一定要

有所分析，有所检别，而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因为其可能

导致醉酒驾驶，而直接将其连根铲除。且不说它有无合理性

，只从其可操作性及现实性来说就无异于异想天开。治理酒

驾、醉驾问题，根本的还在于完善相关规范、制度和措施，

从事前宣传，事中执行到时候处罚各环节层层把关，严格执

法。一方面提高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一方面加大对于违法

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违法成本。这才是理性、明智的可取

之策。考生只要能够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明确公共管理

机关处理问题应该从其建设性、负责任、理性可行等原则出

发，不难发现这一观点的错误并提出自己正确的观点，解答

此题的难度也不是很高。最后一道题要求以减少交通事故的

最重要因素为话题，联系实际写一篇文章。这就给了考生更

为多元的选择空间，无论从提高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构筑

更为健全有效的交通管理规范体系，还是建设更为科学合理



的交通服务网络切入都可以形成立意并写作成文，当然在写

作的过程中，无论从何种角度立意入题，都要对其他方面有

所照顾、有所呼应，不可使自己的观点陷入片面和偏执。显

然，在减少交通事故的问题上，虽然最重要的因素未必能够

达成共识，但多措并举，综合治理肯定才能真正达到最终的

效果，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共识。作为一个基本的思路，考

生只要能够秉持，再根据申论文章写作的基本结构，即点明

主题、揭示问题、提出观点、进行分析、提出对策、总结升

华来安排文章的逻辑进程，写出一篇高质量的申论文章应该

也不是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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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