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浙江省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完整版）公务员 PDF转

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6_B5_99_c26_647440.htm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

考者阅读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

表达能力的测试。 2.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参考作

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

求”作答。 二、给定资料 1．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同志在

会见外宾时，使用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小康”。从此“小康

”与改革开放一起，深入中华大地，成为亿万中国人的共同

追求。 小康生活啥模样?不同年代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上世

纪80年代，人们这样描述小康生活：“吃得饱，穿得暖，过

年能吃饺子，手里有零花钱。”今天，人们对小康的描述已

发生了变化：“小康就是收入不断增加，有余钱买点股票、

基金，有时间出去转转。” 从“解决温饱”，到“更加宽裕

”；从“总体小康”，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实

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小康社会奋斗目

标的提出、发展和完善，表明党对什么是小康社会、如何建

设小康社会认识的飞跃。 2．改革开放前，浙江省是一个落

后的农业省份。10．1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着3700多万

人口(现为4900多万人)。工业基础薄弱、矿产资源等要素禀赋

供给不足，一次性能源95％靠外来输入。上世纪80年代改革

开放初期，浙江人迈出外出务工、推销的第一步，温州的修

鞋匠、理发师、弹棉郎，东阳、诸暨、上虞等地的建筑工，

永康的五金匠，台州的豆嫂、工匠等几十万浙江务工推销大

军，不畏艰辛、歧视，走向全国各地艰苦营生，实现了创业



资本的原始积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浙江经济迅速

崛起，又一次出现浙江人外出经商办厂的高潮，他们在全国

各地开店办厂，创办各类专业市场，带动浙江产品走向全国

。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浙江人又开辟了外出投资创

业的第三次高潮，在省外乃至国外建立生产基地、研发基地

和销售市场，不断拓展浙江的发展空间。从2003年开始，浙

江人又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建设“平安浙江”、“

文化大省”和“法治浙江”上下功夫。在这一过程中，浙江

率先发展个体、私营、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

经济形式，率先对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革，探

索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形式等，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3．2006年，浙江全省生产总

值15649亿元，5年年均增长13．6%；人均生产总值31684元，

年均增长12．5％；地方财政收入1298亿元，年均增长25．4%

。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社会全面进

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活力最强的省份之一。 

从1978年到2005年，浙江省经济总量从124亿元增加到13438亿

元，从全国第12位跃居第4位，2005年人均GDP3382美元，居

全国省区第一位，成为全国各省区中首个人均GDP超3000美

元的省份。 到2004年，浙江省工业化水平仅低于上海、北京

、天津和广东省。据国家统计局对2002年全国规模以上企

业532种最终产品调查，浙江有56种产品产量名列全国第一

，42种产品产量占全国总产量比重超过30％。2005年在规模

以上制造业30个行业中，浙江有18个行业主营业务占全国同

行业10%以上，11个行业实现利润占全国比重15％以上，其中

有5个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的比重超过20％，利润超



过25%。 2005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6294元和6660元，均在全国排名第三

，已分别连续5年和连续21年保持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城镇居

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32和0．368，明显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 浙江有30个县市已进入全国百强县，连续

多年位居全国之首；268个小城镇进入全国“千强镇”，亦位

居全国之首。2004年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4∶1，而

同期全国城乡收入差距则是3．2∶1。2004年全省11个地区人

均GDP最高与最低地区间的差距是3．7倍，不仅小于全国省

际差距，也小于发达省份内部的地区差距。 2005年浙江社会

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仅次于北京、上海、天津，居全国第

四位，省区第一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综合评价指数为83．4

％，高出全国10个百分点以上。就业比较充分，还吸纳了800

万省外劳动力。2002年以后每亿元GDP劳资争议案件受理件

数开始下降，目前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30％左右。据国家统

计局测评，浙江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从2004年的92．33％，

提高到了2005年的96．3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49个百分

点。4．二十多年来，中国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但现在还处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原因：一、中国还不是一个创新型国

家。一般说来，创新型国家，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5

％，而中国目前是1．11%；科技成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

求是70％，中国目前是30％；对外技术依存度要求低于30％

，中国是60％。二、技术进步不是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我国

经济发展的75％左右靠能源、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只有25

％左右靠技术进步，科技发展速度远远没有匹配经济发展速

度。三、贫困人口数量还相当大。据不完全统计，城市中下



岗职工和失业人数大体有1400万。农村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

口达6000多万。四、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经济总量基本平衡

，但结构严重失衡，导致局部过热、局部过冷。五、公共产

品供给严重不足。应该说，目前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已达4万亿

，具备了解决公共服务不足问题的条件。问题在于在财政支

出中，行政性支出比例太大，公益性支出太少。六、人才配

置仍不合理。最大的问题是存在人才的负淘汰机制。 5．我

国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一直存在着地位下降或较低

的状况。这种利益分配格局的积极效应是，加快了制度变迁

和经济发展，劳动所得比重较低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加速器

。负面效应首先是消费比重过低，投资比重过高，出现了投

资增长自行创造投资需求的不良循环；其次是国内经济过分

依赖出口，出现了发展中国家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不合理现

象；再是扩大了收入差距，出现了如何保持长期稳定增长与

维护社会稳定的悬念。在这些情况下，虽有较高的人均GDP

，但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却相对较少。显然，已往20多年的

利益格局，应随着改革发展进程逐渐予以调整。 6．从资本

和劳动力主导型转向科技与创新主导型。上世纪后20年，我

们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大量的资本和劳动投入。但近年来，一

般的加工能力过剩，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加工品出口，在

国际市场上遇到了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手，产业结

构处于调整与升级的时期，城乡建设从外延扩张为主转向提

升内涵质量和综合竞争力为主。与此同时，社会资金充裕，

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关键已不在数量，而是结构与素质。再从

大环境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高新技术

发展水平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主导性因素。信息技



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大大推进了经济全球化，也

为发展中国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技术条件。上述种种

情况决定了科技和创新成为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是

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推进的关键因素。 2006年，浙

江全省科技活动经费支出405亿元，比2001年增长2．3倍，年

均增长26．7％，其中研究与发展(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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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