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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及名师详解百考试题策划：2010年山东公务员考试冲刺

备考专题政府公信力满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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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信不立”。信乃立身之本、

创业之圭，也是行事之基。如果把公权机构比作“鱼”，则

公信即为“水”.不难想象，“鱼”一旦离了“水”则寸步难

行。一段时间以来，在某些领域、部门和机构，公信缺失、

公信瑕疵而导致的公信力下降，使一些地方干群疏远，关系

紧张，情绪对立，社会矛盾增多。这不仅有损政府形象和声

誉，更影响稳定、折腾发展。 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公信无疑

是肯綮和支柱。公信一旦“动摇”，势必导致整个社会信用

出问题。面对公信领域的突出问题，“立信”应成为公权机

构及公职者认真思考解答的“必选项”和“首选项”。 “立



信”不外乎立德、立言、立功。失德者失信，作为公务人员

，理当承迎比普通公众更为严苛的道德标准和质问，理当拥

有高度自觉的道德警省与思虑。失信者亦多失于言。反思一

些公共事件，有关方面倘若言必归真、事必求实，不加躲闪

地回应公众质疑，不加遮掩地还原事实真相，不加偏袒地明

辨是非曲直，应不至于激化矛盾、失去信任。无功不立信，

群众喜欢干事者，支持创业者，厌恶滥竽者，憎恨腐败者。

只有真正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为人民干事创业、为国家建功立

业上，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拥护。 “信”欲“立”，还须

“信赏”、“信罚”。相对来说，公权机关信“赏”不是很

难，这一点，不妨学学“商鞅城门立柱”、“千金买马骨”.

更为重要的是信“罚”，更难做到的，也是信“罚”。罚生

威，罚立信。对“犯了错”的公务人员来说，根据相关法纪

、制度和程序，究其错，问其责，罚其过，不仅是维护规则

、保障公正公平的必须，也是以儆效尤、保护挽救干部的必

须，还是重建形象、再塑社会公信的必须。究错、问责和罚

过，务求深究、真问、严罚，最忌偏袒包庇、避重就轻、虎

头蛇尾.否则，不足以树威，不足以服众，不足以立信。 对“

失信者”问责，不仅言之有理，拥有强大的舆论支持，还行

之有据，有了严明的制度保障。日前，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

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

的暂行规定》，国务院对5起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做出

严肃处理，依照有关规定对169名事故责任人分别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131名涉嫌犯罪的责任人已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我们期待并相信，随着上述规定及相关制度的

施行落实，问责将成为“经常”、变得“寻常”.而某些地方



一度“动摇”的公信，也必将在这“常态”的问责中回归其

本来的位置。 2.海南东方市感城镇感城村和宝上村数千群众

大规模械斗，酿成一死六伤的惨剧。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当地基层组织涣散，缺乏责任心，面对群众强烈反映的社会

治安问题，长期不作为.对群众间日积月累的矛盾，没有及时

采取措施化解，终成大祸。 无论是贵州瓮安群体事件，还是

发生在海南东方的群体事件，暴露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

基层政府公信力缺失。基层政府与民众联系最为紧密，如果

官员公信力不足信用、信誉、诚信不高，干群关系、警民关

系就容易紧张，一有导火索就极易爆发。 海南这一群体事件

再次验证了公信力对于政府的重要性。冲突对立双方同时指

出当地官员和警察丧失公信力:一方面是当地政府和派出所对

民众反映强烈的社会治安问题麻木不仁，埋下了祸根.另一方

面是官员和警察贪污堕落，在群众中失去了公信力、影响力

，难以说服劝阻民众。可见，由两名学生打架的单一事件演

化成群体事件的原因十分明了。 也就是说，由于当地政府公

信力不足，既不能有效预防群体事件发生，在群体事件发生

后，也不能及时有效化解，导致问题不断升级。这充分暴露

出一些基层政府长期以来对民意极其漠视，由于不重视公信

力建设，政府信誉自然而然在民众心中打了折扣，轻则不信

任地方政府，重则对地方政府宣泄不满。 政府公信力是群体

事件的“防火墙”。政府公信力越高，“防火墙”就越坚固

，群体性事件就会越少。有人说，政府公信力是检验社会和

谐程度、廉政水准、社会氛围的重要标尺，这话是有一定道

理的。因为政府公信力是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的主要力量之

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 如何打造政府公信力已



成为世界性命题。2007年联合国举办的第七届“政府创新”

全球论坛，其主题就是“建立对政府的信任”。显然，一个

现代政府各种体制和制度改革的目的都是强化政府公信力，

而民众推动政府改变作风或者完善制度，实质上也是在推动

政府公信力建设。但遗憾的是，部分基层政府和部门可能还

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当然，政府公信力建设主要还在于

政府自己。通过各种社会重大事件推动政府公信力建设，代

价无疑十分高昂，是不可取的。比如，海南群体事件相信会

推动当地政府反省自己，但却付出了生命与血的代价。地方

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地打造自己的公信力，把公信力建设当作

一切工作的基础。 其实，现代社会与公共事务沾边的领域，

都高度重视自身公信力的塑造。比如，医院塑造公信力的目

的就在于让就诊人数上升、医患纠纷数量下降、患方满意率

上升。再比如，媒体塑造公信力的办法是客观公正地报道新

闻，以提高公众认可度、报刊发行量和广告收益。而政府公

信力是整个社会公信力的基础和核心。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

公信力建设需要长期积累，而不是短期突击就可以成就的。

政府的公信力只能储蓄不能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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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