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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 月 18 日天津市公务员考试 

《申论》真题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材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 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材料参考时

限为 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 110分钟。满分 100分。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铅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 2B

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指定的答题区域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材料 

材料 1 

“被××”，是一种特殊社会状态下生成的特殊短语。在 21 世纪的中国，一系列具有同样构成方

法的新词在互联网上广为流行。中国网民在“就业”、“增长”、“自杀”、“杀人”、“上楼”、“自愿”、“捐

款”、“开心”、“委员”、“全勤”、“小康”、“高速”、“离婚”等以往不受“被”修饰的不及物动词、形

容词、名词或短语前加上“被”字，表达出没有话语权的弱势一方的无奈。由于网民的“创造”而使

“被字句”在很多场合与其他词语超常搭配，从而彰显出风趣与幽默。例如，号称“世界上里程最长、

速度最快、投资最大”的武广高铁，以其高票价使民众“望车兴叹”，自我解嘲为“被高速”，还有油

价“被提高”、四川景区“被拍照”、家电下乡“被优惠”、富士康员工“被跳楼”，等等，诸如此类的

“被字句”以委婉诙谐的语言表达了网友的关切和忧虑。 

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网络媒体语言分中心、商务印书馆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

2009”网络征集年度字词揭晓，“被”和“民生”分列国内字、词的第一。这个流行于 2009 年的网络

热字，表达了公众对于公民权责名实相符的吁求。的确如此，“被”字的“被”荣登榜首曲折地表明了

公民权责意识的自我觉醒：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思忖是否“被忽悠”。 

材料 2 

据媒体报道，截至 2009年 7月 1日统计，2009年已有 415万高校毕业生落实去向，与去年同期相

比就业人数增加 44万人，大学生就业率达 68％。然而当这样一种现象被披露于网上时，让许多人又开

始怀疑各校就业率的真实性了：有应届大学毕业生在网上发帖称，自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就

业了，就业协议书上赫然是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公司名称和该公司的公章。由于“太兴奋了”，因此发帖

庆祝自己“被就业”。Ａ校 2009 届毕业生赵某某在论坛上发帖，称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学校就与一

家公司签订了就业协议书。随着赵某某帖子的发表，“被就业”一词迅速蹿红。 

在统计就业率的背景下，部分高校采取措施保证就业率早已不是新闻，2006 年安徽省教育厅就曾

公开批评“一些高校采取扣押毕业证等方式，要求没就业的学生提供就业协议书，结果逼得学生造假，

甚至跑到学校附近的小店盖个章冒充接收单位。”一些网友认为，“被就业”现象在全国各地院校普遍

存在。“被就业”的大学生，他们在自己毫不知情，工作毫无着落的情况下“被就业”，正是学校方面

弄虚作假，权力失范的结果。如果高校的就业率统计中，能少一些水分，多一些实事求是的真诚，公

众还会担忧这些“华而不实”的就业率，会影响到就业政策的制订吗？ 

网友发明的“被就业”一词新鲜生猛，讽刺高校虚报就业率的行为，更因此衍生出“被”字语系，

例如职工“被全勤”，举报人“被自杀”，交择校费的家长“被自愿”，等等。由“被自杀”“被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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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滥觞，到大量“被××”的流行，如“被捐款”“被涨薪”“被幸福”……每一个“被××”，都让我

们对一起关乎公众诉求的公共事件记忆深刻。“被”字流行语不仅隐喻着公共诉求得不到完美呼应的现

实语境，也反衬出这个时代的显著进步。因为，不是我们现在“被××”得多了，而是我们越来越对

“被××”充满了伸张的欲望。 

材料 3 

因对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居民收入增长数据表示不解，2009年 7月 29日，一位网友在Ｂ网站的

博客上，发明了一个“被增长”的新词。所谓“被增长”，也就是说实际没有增长，但在统计数据中却

增长了，使我们都被统计数字“幸福”地笼罩着。这一感受得到了绝大多数人们的赞同，同时也得到

了央行最新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的印证。一些政协委员表示，“被增长”虽然是对统计数据真实性的

质疑，但其背后，却是公众对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不满。 

2009 年 2 月，江苏省对Ｃ市辖下各县市的小康达标情况进行随机电话民意调查。当地政府要求受

访群众熟记事先统一下发的标准答案，如家庭人均年收入农村居民必须回答 8500元，城镇居民必须回

答 16500元，“是否参加社会保险或保障”必须回答“参加了”，“对住房、道路、居住环境是否满足”

必须回答“满意”。于是，那些原本在小康达标水平之下的群众，一夜之间就“被小康”了。小康本来

有明确的指标，白纸黑字，糊弄不了人。但在“政绩”的强大压力下，  官员没有创造不了的奇迹。

为了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很多为官者都有着强烈的政绩意识。当他们把政绩当成一种邀功请赏的筹

码，试图借此作为谋求升迁高位的敲门砖时，他们就会打造出“异味”的“政绩工程”。 

2009 年 7 月，全国 6 个城市参加了为期两周的“城市开心指数测试”，市民通过拍打公交站点的

“笑脸”或“哭脸”装置，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最后北京以 0．5个百分点的优势超越上海，摘得中

国“最开心城市”的桂冠。这样的测试和统计方法没有多少科学性可言。一个城市的人群是否开心，

取决于经济收入是否有保障，取决于文化生活是否有质量，取决于民主是否充分、法制是否健全，取

决于是否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这一切没有落实之前，所谓的“开心”、“幸福”、“和谐”，

都只是强行戴在民众头上、遮住他们耳目的大帽子。 

“被小康”、“被开心”说法的出现，表明在不少地方、不少部门，片面追求所谓政绩成为工作的

主要动机，而政绩又异化成了一种邀功请赏的筹码，为自己保住位子或者升迁铺平道路。于是，为了

表面上的光鲜，已然浑然不睬客观事实，甚至不惜明目张胆地进行欺诈。收入“被增长”、生活“被小

康”、心情“被开心”之后，百姓看上去更“富裕”、更“幸福”了，但那些冷冰冰的数字、指标，因

为完全缺失百姓充满温暖的切身体验而变成了自欺欺人的把戏，其所造成的危害就远远不止从炮制者

的津津乐道沦为民间的笑柄那么简单。令我们国土上本已不堪一击的“诚信”二字雪上加霜还只是问

题的一个方面，令干群关系、官民关系更加疏远乃至恶化，是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不过，如果能抱持一种积极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就会发现，无论上述数据以及各种“被××”

是否真实，值得肯定的是，公民对政府的数据或者说辞保持一种怀疑和求证的精神，这是近三十年来

中国社会最宝贵的成长。理性的国民不会否定一切，但也断不可缺少一点怀疑精神。这种怀疑精神，

即是扶正公权力、防范各自潜在危险的动力之源。社会的变化，体现在言语的变化，言语不仅承载着

思想和观念，还体现了时代格局。“被××”的流行，既见证了现实但也存在着诸多无奈，同时又表明

公民权利的觉醒。而且，正是后者在一点一滴地促成前者的改变。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被”字被高

标，更意味着有怀疑精神与权利意识的公民，正在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人翁。而这一切，正是这个社会

的希望所在。 

材料 4 

“Suicide”（自杀）本是一个不及物动词，然而它却有个不合语法常规的用法——Suicided（被

自杀）。一个人“被自杀”，却没有施动者出现，仿佛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深不可测

的力量。1982 年 6 月，意大利某银行行长被发现吊死在伦敦的桥下。所有证据都表明他是自杀，但外

界却流传着关于他“被自杀”的阴谋，此案纠缠警方很多年，至今迷雾重重。2008 年 3 月，曾多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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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举报Ｄ市某区区委书记张某某违法占用耕地、修建豪华办公楼“白宫”等问题的举报人李某某，在

监狱医院内死亡。检察机关出具的调查结果显示，李属于自缢身亡，但其家属不认可李自杀的结论，

认为死亡原因蹊跷。2009 年 6 月，该区委书记张某某以涉嫌报复陷害罪、受贿罪被提起公诉。一个没

有自杀动机的人，突然因某种变故而死亡；死亡现场呈现自杀的迹象，让局外人百思不得其解，又无

直接证据证明是被杀。尽管权威部门和家属对死因各执一词，但不论死者是否为自杀，权力的膨胀与

滥用其实是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只要强权不受监督、令弱者无力对抗，类似的疑案就不断上演。 

2008年 12月，Ｅ报记者在Ｆ省采访时神秘失踪，家人报警求助，Ｆ省警方立案调查，初步认定为

“失踪”，并声称“人命关天，我们会全力查明真相”。14 天后，家人却接到Ｇ省警方电话，被告知该

记者涉嫌受贿被刑拘。随后，Ｆ省警方表示他们事前就已经知道情况。刑事拘留本是刑事侦查程序中

常用的强制措施，警方对刑拘者需在 24小时内履行告知义务，这是一般原则。警方以“有碍侦查”为

由的“不告知”不只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侵犯了当事人家属及其所在单位的知情权。没有程

序就没有正义，“不告知”把刑拘办成了失踪，利用公权力愚弄和恐吓了民众，不但令民众对公权力失

去信任，也令法制建设遭到破坏。 

材料 5 

1998年 2月 15日，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叔父赵振晌已失踪

4 个多月，怀疑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公安机关当年进行了相关调查。1999 年 5 月 8 日，赵楼村发现

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于 5 月 9 日刑拘。在作了 9 次有罪供

述后，赵作海被审判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0 年 4 月 30 日，“被害人”赵振

晌回到赵楼村。5月 9日，“杀害”同村人且在监狱已服刑 10多年的赵作海，因赵振晌的突然回家，被

宣告无罪释放，河南省有关方面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5月 13日，河南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给予赵作海国家赔偿及生活困难补助共计 65万元，由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宋海萍院长亲手交付给了赵

作海。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曾表示，出现这样的判决，3家办案机关都是有责任的，是没有坚持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也没有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张立勇说，做错了事情就要承担责任。

目前，河南省高院纪检、监察部门已经立案调查，对不负责任的审判人员追究责任。近日，记者从河

南省商丘市公安局了解到，经过 30天的侦查，当年导致赵作海被判刑的商丘柘城“1999·5·8”杀人

碎尸案成功告破，该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及涉嫌包庇人员全部到案。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给我们敲

响一个警钟：“被”什么千万不能“被杀人”。 

材料 6 

为了确保我国耕地红线，引导地方政府节约用地，国土部 2008年正式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管理办法》，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

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是谓“增减挂钩”。但旨在节约土地的“增减挂钩”机制，很快变

了味，成为各地搞土地财政的利器。山东Ｈ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称，将农民全部集中居住后，保守估

计，将腾出 8 万亩旧宅基地，可以复垦为耕地。每年复垦一部分换来新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由此每

年的土地收益有两三亿元。于是，一场农民“被上楼”运动在各地应运而生：无数的村庄正在“被消

失”，无数的农民失去庭院，农民“被”住进集中建设的楼房。在“被上楼”运动中，一幕幕惊人的剥

夺、浪费和暴力正在进行中。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某某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

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被上楼”行动中，山东Ｈ市宣布取消在域内所

有行政村建制，生生造出 208个“万人村”；曾被评为Ｇ省生态文明村的Ｉ村，如今已拆成一片废墟，

刚修好的“村村通”水泥路被铲平；Ｊ省某市Ｋ村被整体拆迁，但农民公寓还要村民补差价购买。在

许多地方，这场打着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小城镇化等名头的“消灭农村”运动的目的很明确：增

加建设用地，扩大土地财政。这场“被上楼”运动的本质在于，地方政府基于土地财政的考虑，间接

地剥夺了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其中的收益进入了地方财政的腰包。宅基地使用权虽然不是所有权，

却是农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宪法》第十条、《土地管理法》第八条都明文规定：宅基地属于村民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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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村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城市居民的房屋所有权一样，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如今，村民的宅基地也开始遭到了公权的侵害。对此，有专家指出，盲目

强迫农民上楼并大规模取消自然村，不仅与法治精神相违背，也会对农村社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材料 7 

据媒体报道，重庆市Ｍ县有学生家长反映，孩子读小学要交 9000 元“教师节慰问金”。学生家长

反映至县教委后，被告知“要退钱就必须退人”。该县教育局局长接受采访时称，此费系家长“自愿”

缴纳。有专家在《潜规则》里提出过“合法伤害权”的概念，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合法地伤害无

力反抗的人。掌握权力的教育部门制定规则，为子女前途着想的家长只能任由宰割，名为自愿，实为

胁迫，因为一旦你不想“自愿”做什么，就什么也不能做。 

汶川地震后，一些单位或组织强迫个人捐款，以至出现个人重复“捐款”。某高校王教授赞同震后

每个人都必须被强制捐款：“很多人是把捐款当成善行，没有理解成责任和义务。”“在非常时刻，为

国家做贡献更是一种责任，而不仅仅是善行，不捐献是不履行责任和义务。”捐款不是收税，没有国家

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公民也没有法定的义务，捐与不捐、捐多捐少都是公民的自由。但在政治化思

维下，捐款变质为“工作表现”、“政治素质”，于是爱心奉献成了道德勒索。“被捐款”的背后体现出

依法行政的不足，更是对私有财产的变相侵犯。 

材料 8 

一进入 8 月，很多公司员工休年假的高峰期就到了。但有网友爆料，真实情况是，虽然不少公司

都有年休假，可不少人有假却不能休。于是，网络上继“被就业”、“被增长”之后，又出现了华丽的

说法——“被全勤”。某网站近日也做起了“被全勤”现象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网友没有

享受过带薪年假。这种逼你拿全勤奖的公司，实在是让人“受宠若惊”。有网友质疑，既然劳动法白纸

黑字规定了员工有休带薪年假的权利，为何用人单位却敢于屡屡不兑现，屡屡让自己的员工“被全

勤”？他们违规以后为何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材料 9 

万众瞩目的武广高铁宣布于 2009年 12月 26日投入运营，武广高铁开通运营后，开行世界上最先

进的国产时速 350 公里“和谐号”高速动车组，武汉至广州实现 3 小时到达，标志着我国高速铁路发

展进入新阶段，然而随之公布的全程最低票价 490 元，并停运多列武汉和广州之间的普通列车，引起

了网友们的广泛热议，部分网友表示接受不了如此高的票价，并认为“被高速”了。 

材料 10 

从 2005 年和王菲在乌鲁木齐领证结婚开始，5 年的时间里，媒体以每年至少一季的速度替他们的

婚姻下判决书：王菲李亚鹏要离婚了。2006 年，因王菲和李亚鹏爱女患有先天性唇腭裂，香港媒体关

于两人为此大吵大闹、感情不合的消息甚嚣尘上；2007 年，台湾某周刊封面刊登李亚鹏和苗圃牵手的

照片，直指李亚鹏和王菲的婚姻出现问题；2008 年，香港媒体爆出王菲怀孕流产，并称两人因此吵到

要分手；2009 年底，有媒体拍到李亚鹏与一神秘女子同行前往上海，一起入住五星级酒店，事后有报

道称，王菲暴怒与李亚鹏大吵一顿，婚姻再次亮起红灯。虽然每一次“被离婚”之后，李亚鹏和王菲

都会恩爱亮相，令流言不攻自破，但每一季的离婚新闻还是乐此不疲地准时来到。 

材料 11 

Ｌ大学董教授指出：“滥用公权和信息不透明，是一系列‘被’事件发生的祸首。”全国政协委员、

西南Ｍ大学文学院刘院长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种说法荒诞但值得思考，“‘被时代’传播的是信任危

机，如果不及时进行整治，将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严重损害。”“每一个‘被’故事的发生，无不与利益

紧密挂钩。”刘院长认为，“被时代”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是政府信息与群众感受不一样的现实反

映，实质就是公信力降低的体现。虚假的就业率、不真实的数据发布、工资的虚假增长等，折射出的

是政府信任危机，如何挽回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感，已经不容回避。为了完成各种形式的指标，大

大小小的官员都在“制造繁荣”、“制造和谐”。老百姓已经很不愿意生活在一个“被繁荣”、“被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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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中。必须建立法规，让“被事件”制造者为自己的行为埋单，还公信于社会。 

材料 12 

2010年 11月 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标题《江苏给力“文化强省”》让不少人有些“意外”。

有网友将这一标题截图发布在微博上后，网友纷纷大呼“标题给力”。一向严肃严谨的《人民日报》用

了一个如此“潮”的标题，引发热议也不奇怪，但火到这个程度倒真有点出乎意料。作为网络语言，

“给力”意思类似于“牛”、“很棒”、“酷”，常作感叹词用。不管“给力”用得到底对不对，《人民日

报》取这么一个标题，至少说明大家看到了贴近民心的话；也说明如果主流媒体对网络民意作出了及

时的认可和回应，是会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的。“给力”如今的大热与 2009 年被字句大热都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它其实反映的是社会公众的一种期待和诉求。“给力”有多热就说明平时“不给力”的事有

多少。如果在“被时代”，公众希望有一种力量能改变普通百姓“被动性”的命运，将他们从无力感中

解脱出来，那么在“给力”横空出世以后，公众更希望，不管是在哪个领域，都能让他们看到“给力”

这样一种积极乐观的处事态度。 

 

三、作答要求 

（一）根据给定材料，概述“被××”现象所反映的负面问题。（25分） 

要求：概括准确，语言简练，字数不超过 400字。 

 

（二）结合给定材料和生活实际，请你谈谈“诚信”的重要性。（15分） 

要求：分析合理，观点准确，字数不超过 300字。 

 

（三）“给定材料 2”写道：“‘被’字流行语不仅隐喻着公共诉求得不到完美呼应的现实语境，

也反衬出这个时代的显著进步”，请联系给定材料和现实，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20分） 

要求：条理清晰，分析到位，字数不超过 400字。 

 

（四）根据材料内容，结合我国实际，以“从‘被××’的流行到‘给力’的大热”为副标题，

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议论文。（40分） 

要求：（1）观点正确，主题鲜明，分析合理；（2）论述深刻，语言流畅；（3）字数在 800～10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