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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仅供参考!2007年吉林省考试录用公务员申论(乙级)试题

满分：100分时限:120分钟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

阅读理解能力、分析综合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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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钟，作答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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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月1日，国务院制定的《诉讼费用交纳

办法》正式实施，诉讼费交纳标准降低，优惠了普通公民的

同时，人们也担心任何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可能到法院。山西

一读者为了讨要因换书花费的一元公交费进行诉讼，北京宣

武区一居民，弟弟起诉哥哥因为父亲去世没有得到通知，而

讨要“追悼权”。由于诉讼增长过快导致的司法资源不足，

也让中国法院处于奥尔森所说的“诉讼爆炸”的环境中，纠

纷一起，即成诉讼，法院不堪其累，许多民事纠纷一拖多年

，小事变成大事，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事实上，半个多世

纪以来在法院的大门之处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柔性缓冲力量，

那就是人民调解员，他们依靠道德公约，民间智慧，以及熟

人之间的唇齿相依的情感和利益权衡，一次次介入中国社会

的家长里短，起到了“息讼”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随着

中国人城乡大迁徒，以及体制外人员的激增，传统熟人社会

正在解体，城市逐渐成为陌生人社会，着让依附于熟人社会

土壤上的人民调解员面临日渐尴尬的处境，曾有统计表明，

上个世纪80年代调解依然是中国人解决纠纷的主要手段之一



。从1980年1985年的6年间，全国人民调节组织调解矛盾纠

纷4200多万件，平均每年700多万件，相当于同一时期人民法

院一审民事案件数量的10倍，但到2005年通过人民调解的民

事纠纷仅为448万件，与人民法院一审受理的民事案件总

数436万件基本持平，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人民调解

委员会处理的纠纷，呈现下降的趋势，调解员制度是否还能

够发挥其作用实在令人怀疑，但若不打官司，民间纠纷谁来

解决?从长远的法制社会要求来看，人民调解员制度，该何去

何从? 2.个人态度、能力、素质等都影响着调解的效果与质量

。山西省交口县司法局下设有人民调解员，而在各乡镇还有

司法助理，但由于调解工作都是义务的，他们在进行调解时

缺少主动性，并不真正热心于这个工作，这就影响了工作的

效果。在当地，直接介入百姓纠纷调解的，通常是各村委会

中的民调治保员，民调治保员通常是由村委会主任任命的，

但有些人愿意有村干部身份，可并不愿意干这个工作。一天

，红星村村民王赢因自家的小鸡刨了同村村民李伟家的菜地

，发生了口角，正好被村里的民调治保员遇上，他本应该上

前进行调解，但他想对一事不如少一事，李伟拿起院子里的

铁锹砍伤了王赢造成了人身伤害被公安局带走。 3.杨荣新

自1950年就开始研究人民调解员的工作。有一年他到了广西

，一个调解委员会主任告诉了他一个案例，当地有两个村民

谈恋爱，已经生活在一起了，后来女方怀孕，但南方却怀疑

并非己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男女主动分居，女方

则找到调解员请求帮助，并声称如调节失败自己就跳江，无

奈之下调解员找到男方，但男方提出要求，除非女方赶在正

月十六中午十二点跪在村中神庙前赌咒，调解员为了劝和，



要求女方照此办理，女方果然答应并做了，两人最终和好。

调委会主任询问杨荣新这样做调解到底对不对，杨荣新回答

，结果好，但做法不提倡。很难要求每一个调解员都具备足

够的法律知识，实际上，在全国500万的调解员中，具备专门

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寥寥无几，统计显示初中以下文化水平

的调解员近200万，而低素质的调解员也正是导致调解质量难

以保证的原因之一。一份有关人民调解员的调研报告曾列举

了一个案例，当地村庄两户人家打架其中一户被打伤，花

费500元医药费，调解员居中调解，原两户都不同意和解，调

解员对被打者说，对方愿意100%赔款，而对打人者说医药费

花去了1000元，你只需付一半即可，在这样调解下，双方同

意和解，但随后双方得知真实情况后又起纷争。近年来调解

这一解决纠纷的古老机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乡土社会

的解体，调解威信的缺失，调解质量的下降，使得人们对这

种做法渐渐丧失信心，很多人发现调解协议对当事人的约束

并不强，只要有一方反悔随时可以再提起诉讼，而之前的调

解则是白白浪费精力，缺乏响应的约束效力已成为人民调解

员制度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4.在传统中国大多数从事调解

的人都有一定的“身份”或是家族长辈或是地方士绅，在一

个“熟人社会”，当时尽管产生矛盾，但是顾虑到日后交往

的需要，多数人不愿意就此决裂，而双方都熟识并认可的中

间人，则成为调解得以成功的实施者和保障人，但现在随着

流动性的增大，“熟人社会”不复存在，这样的权威人士也

变的越来越罕见.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地区民间纠纷调解联合

接待室的调解员欧阳明琪，从2005年4月至今已经调解了300

多起纠纷，但在涉及纠纷的数百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原来认识



的，他感慨的说要调解别人的纠纷，最难的事情是让双方都

来相信一个陌生人。调解员面临的不仅仅是纠纷对象的巨大

变化，就是他们所依赖的组织机构也同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一项统计表明，1990年，中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有102

万个，到了2005年只剩下84万个左右，仅仅是因为一些企业

改制破产10年间减少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就有4万个。古代的那

套自发性纠纷解决机制受到严重削弱，单位、集体所提供的

纠纷解决机制的覆盖面积又大幅度萎缩，这其中有社会环境

的变化，以及调解协助效力问题，也有调解员无薪酬、无办

公经费保障等原因。但重要的是，人们逐渐忽视了人民调解

的价值及其所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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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