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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B1_B1_c26_648157.htm 公务员制度改革满分100分 时

限150分钟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阅读理解能力、

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请考生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要求作答。 2.本试题由“给

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

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

分钟。满分100分。 3.答题前，请考生用黑色签字笔或钢笔将

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清楚，用2B铅笔将准考证号所选

项涂黑。用黑色签字笔或钢笔在答题卡规定答题区域内作答

，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

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试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

上，待监考人员允许后，方可离开。 二、给定资料 1.公务员

，给人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铁饭碗”。但如果有一天，公

务员不再意味着稳定，报考热还会持续吗? 2008年3月28日，

温州市人事工作会议传出一条消息，从2008年开始，该市将

在全省率先试行公务员聘任制，使公务员队伍能上也能下、

能进也能出，真正“流动”起来。 温州人事部门计划，2008

年将在市直有关部门，对部分高学历、紧缺的公务员岗位，

进行聘任制试点工作。 “之所以考虑公务员聘任制，主要还

是在工作中发现了问题。”温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综合处林处

长说，“有些机关单位，高层次专业人才比较紧缺，尤其是

宏观经济管理、城市规划、建筑结构工程等专业，需要专业

对口的人才，做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在温州人事局公务员



管理处副处长曾瑞华看来，类似宏观经济规划这样的工作，

如果不是精通经济学知识的专业人才，很难拿出一套完整的

方案。“让一个刚入行的普通大学毕业生，从事这样宏观的

工作，难度确实挺大。” 曾瑞华说，现行的公开招考公务员

方式，虽能满足机关正常补员需要，但由于公开招考涉及面

广，更多精力放在公平性上，无法对报考人员的专业知识、

工作业绩进行考察。“有些时候，招进来的公务员，并不一

定是机关单位最需要的类型。” 温州有关部门经过协商，决

定在一些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需要通过特别设置的职位

上，尝试聘任公务员。“不过这个聘任制方案，还要报经省

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复，才能组织实施。目前试行办法(征求意

见稿)还在广泛征求意见中。”曾瑞华说。 众所周知，公务员

报考热之所以“长盛不衰”，关键在于公务员职业的稳定性

。 “如果公务员是聘任的，好像失去了最吸引人的‘铁饭碗

’。还会有那么多人，花那么大精力去报考公务员吗?”面对

记者的疑问，曾瑞华说，这个问题他们也考虑过，既然要招

到高层次人才，就要拿出吸引他们加入的“资本”。 “聘任

制公务员，除了享有公务员的各项基本保障外，收入主要根

据双方协商的聘任合同。这样的灵活方式，我们就可能拿出

高于一般委任制公务员数倍的薪酬，提供给一个急需的聘任

制公务员。” 聘任制公务员任期结束时，将根据考核成绩，

决定是否续聘，“经考核特别优秀的，还能通过一定的程序

转为委任制公务员。”人事部门有关人员介绍。 有关人员还

表示，其实聘任制公务员，对于有实力的高层次人才来说，

完全可以看做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在约定的期限内，他们

如果表现很好，根本不愁将来的出路。 该试行办法(征求意见



稿)上写明，除了公务员基本条件外，聘任制公务员岗位在专

业条件上，比普通招考公务员的“门槛”显得更高，一般要

求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近几年在专业技术

岗位上有突出业绩或特别贡献的人。 “我们近期确立的对象

，以博士生为主。另外，一些短期工程，如果需要相关人才

，也会纳入聘任制公务员考察范围。”曾瑞华说。 另外，聘

任制公务员选拔机制，相对于公开招考公务员的过程，也会

更加灵活。“我们将更注重对其专业知识和以往工作业绩的

考察，以避免笔试、面试考察的‘平均化’，更多采取‘一

对一’的考察方式。”曾瑞华说。 温州人事主管部门也认为

，作为公务员任用的一种新形式，聘任制可以打破单一的用

人方式，拓宽选人的渠道。最终，将利于整个公务员队伍的

结构优化，让人才真正“流动”起来。 2.尽量拉平悬殊，让

公务员职业成为三百六十行中的普通一员，公务员“出口”

才能真正流通顺畅。 几乎是从2008年年初开始，就有“公务

员队伍将建退出机制”的说法在坊间流传。时至年底，“说

法”终于落实到了纸面上。2008年12月3日，国家公务员局在

网站上向社会公布《公务员培训规定》《公务员奖励规定》

《公务员考核规定》三个试行规定。同月8日，又公布《公务

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可以说，期待已久的“公务

员退出机制”开始浮出水面。 有关专家认为，若干规定的出

台，虽然是一次“制度性的进步”，但现行公务员退出机制

仍不尽如人意。公务员能否从“铁饭碗”变成“瓷饭碗”，

实现“干部能上能下，公务员能进能退”，仍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任务依旧任重道远。 目前，我国公

务员队伍主要有五大“出口”：退休、调出、辞职、辞退、



开除。 此次公布的《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中，“连续两

年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予以辞退”的规定，得到

了媒体相当积极的评价。 然而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

“连续两年考核不称职予以辞退”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规

定。早在1993年《国家公务员考核暂行规定》和2006年实施

的《公务员法》都有几近相似的表述。 但现实中，这一规定

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呢?记者在公务员群体中随机调查发现，

因考核不称职而被辞退的案例非常少，只要不是刑事犯罪，

一般不会被辞退或开除。 在某省直机关单位工作的李德民说

：“我们单位有1 200多人，近几年没有一人年终考核‘不称

职’。这次省直机关作风建设暗访组曝光了我们窗口部门的

某些同志，其实这些现象早就存在，但每年考核仍然是人人

‘称职’。就算真的考核‘不称职’，也难以痛下杀手将其

辞退，领导一般不想找麻烦，同事也不愿得罪人。” 从国家

人事部公布的数据，可看出公务员的辞退率是很低的。1996

年至2003年，全国共有19 374名不合格公务员被辞退，年均辞

退率只有0.05%。 事实上，公务员正因“工作稳定、待遇良好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加入其行列。据新浪网的一

项调查表明，在4000名公务员报考者中，三分之一认为“公

务员是铁饭碗，生活有保障”，六分之一“想换一份安逸的

工作”。 “只有充分引入科学合理的考核考评机制，公务员

‘正常退出’的日子才会来临。”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

管理学院教授、行政管理专业博导蔡立辉说。 他认为，目前

现行公务员考核机制仍缺乏足够的科学性。依据最新的考核

规定，公务员考核的主要程序是：“在一定范围内自我述职

主管领导写评语本机关负责人确定考核等次。”执行考核的



主体是内部化的“主管领导”“部门负责人”，而缺少作为

公务员服务对象的“社会公众”这一群体，容易造成“唯上

不唯下”，仍是一种公务员自说自话的考核。 还有，考核的

目标、标准、程序规定得比较笼统，“德、能、勤、绩、廉

”等的内涵、界限究竟是什么，难以准确评判操作。如果这

些疑惑不能从制度上加以根本解决，公务员考核机制还是会

落入形式主义，演变成“年终内部奖金分配方案”。 蔡立辉

指出，公务员考核和政府绩效评估，是一门复杂的科学的系

统工程，在国外有专门机构做这件事，如美国的政府绩效委

员会、英国的绩效评估署，我们可借鉴其经验成立专门的政

府评估机构进行科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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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