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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28 日重庆公务员考试 

申论真题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 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

参考时限为 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 110分钟，总分 100分。 

2. 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答题时请认准题号，避免答错位置影响考

试成绩。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纸指定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材料 1 

2007年 12月 3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被媒体称为“限塑令”的《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

物袋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塑料购物袋是日常生活中的易耗品，我国每年都要消耗大量

的塑料购物袋，塑料购物袋在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同时，由于过量使用及回收处理不到位等原因，造成

了严重的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特别是超薄塑料购物袋（厚度小于 0.025毫米）容易破损，大多被

随意丢弃，成为“白色污染”的主要来源。《通知》强调，限制塑料购物袋生产销售使用的目的，主要

是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从源头上采取有力措施，督促企业生产耐用、

易于回收的塑料购物袋，引导、鼓励群众合理使用塑料购物袋，促进资源综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进

一步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为贯彻《通知》精神，2008 年 5 月 15 日，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还联合公布了

《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该办法与国办《通知》于 2008 年 6 月 1 日起同时施

行，其核心内容是：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超薄、不合格的塑料袋，合格塑料袋须有偿使用。 

“限塑令”实施三年来，各地各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加强组织协调，出台配套政策，广泛开展宣传，

部署专项检查，确保了“限塑令”实施取得阶段性成果。为全面总结“限塑令”实施情况，深入推动限

塑工作，重点解决突出问题，进一步巩固限塑成果，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又联合下发了《关于集中开展

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于 2011 年 7 月至 8 月在全国集中开展限制生产

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专项行动，有关部门将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各地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工作

进行重点督查。 

材料 2 

19世纪 50年代，由摄影师亚历山大-帕克斯发明的塑料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快乐。帕克斯用“帕克幸”

（即最早的塑料）制作出了各类物品：梳子、笔、纽扣和饰品等，后来，人们进一步挖掘塑料的用途，

制作出了更多的生活用品。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塑料的原材料以石油取代了

煤炭，塑料制造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今天，塑料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航空航天、

船舶舰艇、汽车火车、电视电脑、手机产品、医药卫生、工程机械、农业生产、儿童玩具、锅碗瓢盆，

等等。 

塑料袋是 1902年由奥地利科学家马克斯?舒施尼发明的。这种包装物（袋）既轻便又结实，人们外

出购物时随身携带，倍感方便。这在当时无异于一场革命，甚至被称为“最伟大的发明”。可遗憾的是，

人类怎么也没有想到，塑料袋百岁“诞辰”纪念日，它竟被评为 20 世纪人类“最糟糕的发明”。英国

《卫报》发表文章称，我们的地球似乎已经变成了塑料星球。土地、河流、高山、海洋……塑料袋无处



                    

2 

不在。直到有一天，我们都已离去，这些东西仍然占据着地球，因为它们是“永存”的。由于塑料袋大

都是用不可再生且不易降解的材料生产，处理这些白色垃圾只能挖土填埋或高温焚烧，据科学家测试，

塑料袋埋在地里需要 200年以上才能腐烂，并且严重污染土壤，而焚烧所产生的有害烟尘和有毒气体，

同样会造成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据国外新闻媒体报道，经常有许多海洋动物如海豚、海豹、海龟等由于误食了海洋中漂浮的塑料废

弃物导致消化道堵塞而丧生。如今，此类事件在中国也不断发生。近些年，西安市动物园先后有 5只鹿、

1 只美洲驼不明不白地死去，经专家解剖尸体后证实，“凶手”竟是普通塑料袋，这些动物误食了游人

乱丢的塑料袋而命丧黄泉。无独有偶，北京动物园麋鹿苑自 1995 年以来，已连续发生了十几起麋鹿误

食塑料垃圾而致死的事件。塑料袋堵塞的还不仅仅是动物的消化道，1998年 8月，某市由于嘉陵江、长

江上漂浮的塑料袋等白色垃圾堵塞了自来水厂的取水口，致使好几家自来水厂停产减产，市民的日常生

活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材料 3 

夏天到了，T 市的夜经济慢慢火了起来。一到晚上，马路边的烧烤摊、水果摊、小吃摊开始忙活生

意，每晚消耗的塑料袋无法计算。记者采访得知，这些流动摊贩成了“限塑”盲区，几乎处于无人监管

的状态。一条街到底有多少流动小摊？2011 年 5 月 30 日晚，记者从历山剧院一直步行到林业大厦，沿

路几乎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两三个流动小摊，最多的一个路口有六个，整段路有 20 多个。小摊不论卖的

是什么，均提供免费的超薄塑料袋。 

2011年 6月 5日中午，记者在 T市小东门农贸市场看到，市场里的水果、肉类和蔬菜摊位上，各色

塑料袋成了买卖双方交易必备品，商家“馈赠”得安然，消费者接受得坦然。举目望去，手提两三个塑

料袋满载而归的居民比比皆是。 

“现在菜越来越贵，哪有闲钱买塑料袋。”正埋头挑菜的李阿姨如是说。李阿姨的顾虑也是经营者

所担心的。“如果塑料袋收钱，谁还来买我的东西。”一个经营蔬菜的摊贩说。拽下一个塑料袋，装上

东西，递到顾客手中，这已然成为规定动作，根本不需要顾客张嘴。 

“限塑令”刚刚实施的时候，一些店铺对塑料袋收费，但没持续多长时间，这让居民们印象特别深

刻。“那会儿不管去哪儿，出门前都得先把袋子准备好。”随着时间的推移，“限塑令”渐渐“淡出”

人们的视线，免费的塑料袋又在人群中“传播”开来。 

2011年 7月 29日，在 T市南湖菜市场，记者看到菜市场里几乎每个摊位都放着大把的塑料袋，红、

黄、蓝、绿……什么颜色都有。一位女士准备买点茄子，老板熟练地扯了两个青色塑料袋递给她。“这

么薄，撑不住吧？”“再多给你套一个就行了。”记者发现，白给的多是无任何标志的超薄袋，除非顾

客主动提出要环保袋，个别摊主才会拿出印有“环保购物袋”的正规产品。但此类袋子普遍小，且一次

只免费给一个。同样，在城东一家菜市场内记者看到，几乎所有摊主都在免费提供超薄塑料袋。市场管

理员王主任对记者表示，他们曾多次通过会议、告示牌、电子屏幕等进行广泛宣传，并试图在新签订的

协议书里添加“不使用超薄塑料袋”的条款，但遭到商贩们的一致反对，最后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T市某超市店长杜某介绍，与“限塑令”实行之前相比，该店塑料袋的使用量至少减少了 70％。杜

某说，以前顾客为了多拿塑料袋，要求不同的商品都用不同的袋子分装，往往一位顾客就能拿走三四个

袋子。实行收费后，买东西多的顾客也不要求分装了，买得少的则直接用手拎，还有的人用购物车直接

送到了自己的车上。不过，用于装肉类和水果的手撕袋使用数量却上升了约 15％。记者在不少超市看到，

由于手撕袋免费，很多顾客一次要一连撕下好几个袋子。“我们店里一天要用二十卷左右的手撕袋，其

中大约有两卷左右是属于人们多余撕走的。” 

2011 年 7 月 31 日，记者走访了 T 市几条街道的药店和书店，发现除少数店面执行塑料袋收费政策

外，大部分药店、书店还在免费提供塑料袋。在解放路某药房，销售人员表示，多的时候，店里一天能

用掉三四百个塑料袋。而在双塔西街某书店，工作人员表示，书店使用塑料袋一直比较普遍，不管顾客

购书多少，书店都会提供印有自己标志的塑料袋，“主要是为了方便顾客携带。不过国家如果出台相关

规定，我们也会对塑料袋实行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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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4 

T 市南湖菜市场的商贩向记者透露，每天都会有人到菜市场推销塑料袋，“一个袋子只要几分

钱”“批发市场也能买到，更便宜”。随后，记者在建宁路附近的一家大型批发市场找到了四五家专门

批发塑料袋的摊位。记者看到，印有“QS”标志的正规环保塑料袋，外观上以淡白色或透明色为主，价

格在 4角钱左右一个。而超薄袋则鲜艳很多，一捆 100个只要 4块钱，拿的多，可以 3块钱 1捆，算下

来平均一个袋子只要 3分钱。记者翻开一捆超薄塑料袋，用手在塑料袋上摸了摸，手上立马沾了一些粉

末状物质。“这袋子可以装包子吗？”记者假称开包子店的。“买白色的比较好一点”，老板并未回答

记者“是否安全”的问题，只是说“白色看上去干净”。 

2011年 12月 12日下午，T市河西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稍显冷清。穿着厚重的衣服，顶着围巾的王大

姐还在风中坚守。她在市场里有个摊位，经营各种规格的塑料袋，不大的手推车上摆得满满当当。这里

大概有 10 家经销塑料袋的，王大姐是当天唯一一家“上岗”的经营户。“‘限塑令’我们都知道，刚

开始查得比较紧，现在也没人查了。”短短几分钟，她已经售出十来件，一件 2.5元，平常一天能卖 300

多元钱，“我这大小规格的都有，一天能卖一千多个。” 

2012年 6月 1日，某报发表了题为《“限塑令”四年执行力渐弱》的文章，指出四年前的今天，2008

年 6月 1日“限塑令”生效，如今“限塑令”实行已过四年，一个民间调查小组的研究却发现，“限塑

令”的执行力逐年削弱，大量超薄塑料袋重返市场，近九成农贸市场违规赠送超薄袋，部分商家执行“有

偿用袋”的力度越来越差。 

一组公开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使用的塑料袋超过 1 万亿个，仅北京市每年废弃的塑料袋就有约 23

亿个。这个庞大的数字意味着什么？专家说，大部分塑料袋在使用 12 分钟后就被丢弃，但这个塑料袋

在环境中的自然分解，却需要 20年到 200年的时间。 

如今，在很多大中城市的正规超市内，塑料袋已经成了商品，价格为两毛、五毛、一元不等。但是

“布袋子”“菜篮子”并没有像当初预期的那样重新回归老百姓的生活，五颜六色、不能降解的超薄塑

料袋仍然在菜市场、早点摊上被广泛使用。 

材料 5 

制造塑料袋的原材料是塑料颗粒，也称再生塑料，分为可回收塑料颗粒和不可回收塑料颗粒。这些

原材料的源头在哪里？T 市武家庄村是远近闻名的塑料颗粒生产基地，许多大大小小的塑料颗粒生产小

作坊在这个村子的周边盘踞，而小塑料颗粒加工厂是国家明令禁止、要求取消的。2011 年 2 月 13 日下

午，记者来到现场，这些小作坊都还没有正式开工，其中一家作坊的工人正在整理回收来的花花绿绿的

废旧塑料垃圾和仪器包装袋，占地 300平方米的院子里堆得满满当当，中间仅有一条可通过小型车辆的

过道。 

“回收来的塑料垃圾袋等废弃包装物要进行破碎—清洗—熔化—冷却—切粒等工序。”正在清理塑

料袋的工人说。粉碎机、清洗池、高温熔炉、切割机就是生产塑料颗粒的全部设备，经过前面的程序，

最后出来的是一颗颗塑料粒子。当地一家小作坊老板告诉记者：“我们这儿只生产聚乙烯颗粒，主要用

做大棚膜和塑料袋。如果生产塑料颗粒的厂家要改变颜色，就得加色母粒，它主要用做塑料制品的染色。

如果正常的话，一天我们能生产一吨，能卖差不多 7400多元。” 

高额利润是塑料颗粒小作坊无序膨胀的动力，村民们对这些小作坊颇有怨言。这些小作坊都是近两

三年陆续出现的，废水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严重污染了当地环境和地下水质，危害村民的健康。据

了解，仅武家庄村周边就有 15 家生产塑料颗粒的小加工厂。经营者将回收的塑料垃圾加工生产成塑料

小颗粒，销往当地或外地一些同等规模的制造塑料袋的小作坊，而这些生产塑料袋的小作坊为了隐蔽，

互相都是单线联系。记者问起这种厂子要不要手续？一些小作坊老板说：“要什么手续，环保局来罚完

款就走。我们照样生产。” 

2011年 5月，记者在 T市 G县调查发现，该县一些塑料袋加工点大量回收农药桶、医疗废物、废旧

编织袋等作为原料，经过简单的加工后制作成塑料颗粒，再倒卖给小厂制作成各种规格的塑料袋，其中

就包括主要用于装食品的超薄塑料袋。5月 29日，记者接到爆料后赶到 G县城郊 H村。还没进村就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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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恶臭，臭味来自路边沟渠里的黑色污水，水中泛着白沫、鼓着水泡，沟渠旁就是稻田。H村紧挨 312

国道，道路两旁是堆积如山的废旧编织袋。记者调查发现，该村附近有 8家回收废旧塑料的小工厂，而

离 H村不到两公里的另外两个村子，还有 5家这样的小作坊。作坊附近同样堆放着回收的废旧编织袋、

医疗垃圾、农药桶等塑料制品，这些是各个作坊的主要生产原料。 

当地村民私下告诉记者，以编织袋、饮料瓶、医疗垃圾等为原料制成的颗粒主要用来生产塑料袋；

以油桶、化工桶等为原料制成的颗粒则主要用来生产塑料板凳、塑料筐等。在一家不知名的小加工厂里，

老板听说记者是来要料的，赶忙从飘着臭味的车间出来。老板说，他们生产的颗粒质量过关，几乎没有

杂质，客户都很喜欢。该老板还透露，他们附近小工厂生产的塑料颗粒大部分销往浙江，都有固定的客

户，还有一小部分销往安徽。据当地知情人士介绍，这些小型加工厂一无环保审批手续，二无任何污染

处理设施，有关部门偶尔来检查也只是罚款了事。 

材料 6 

如何有效解决“限塑令”执行难的窘境?业内人士认为，工商、质监、交通等部门应联合执法，并

在入省公路等处设立执法点，堵住不合格塑料袋的流入渠道。政府还应给予商户一定财政补贴，禁止其

提供超薄塑料袋，而转为提供环保袋。 

对于超薄塑料袋的违法销售，T 市工商局市场处工作人员坦言，T 市的“限塑”工作仅靠工商部门

一家很难监管到位。不合格塑料袋送货方式比较隐蔽，加之容易隐藏，经营户经常跟检查人员玩“捉迷

藏”。 

“除了日常市场巡查，今后还应督导经营户自律。”T 市工商局市场监管处尹处长介绍，除了强化

日常监管及企业年度检验，今后，基层工商所还可与辖区内市场开办单位签订《“限塑”工作责任

书》，市场开办单位与经营户签订《“限塑”承诺书》，使“限塑”有章可循。此外，针对违法生产销

售不合格塑料袋的生产企业，要采取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 

“‘限塑令’在商场、超市推行效果不错，但在农贸市场却效果不明显，这也是目前存在的一个管

理难题。”T 市城管部门某负责人介绍，农贸市场“限塑”难主要与商贩、市民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有

关。“现在仍在使用那些不合格塑料袋的，很多都是做小本买卖的个体商贩，在面对他们时，有时候处

罚也会面临难题。”据他介绍，实际工作中常常会遇到商贩类似“凭什么认定我的塑料袋不合格”的质

疑，“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法定检测部门进行检测，出具检测报告，执法人员再依据报告进行处罚。

但现实中，一种塑料袋的样本检测费用就在千元以上，一个商贩一般有四五种塑料袋，一次检测费用花

费就在四五千元。动辄上千元的检测费用，我们根本没法承担。再说，不能依据检测费用来处罚商贩，

只能依据商贩使用或销售不合格塑料袋的数额来处罚。由于塑料袋成本很低，罚款根本起不到治本的效

果。” 

材料 7 

关于“限塑令”的实施，社会上有很多议论，不同观点各有道理。 

“太行日出”的博客：“限塑令”实施四周年，舆论普遍发出批评和质疑的违章，媒体称“限塑令”

遭遇“四年之痒”，笔者切身感受，身边的同事们也发出感慨，四年来，身边的塑料袋貌似未减反增，

因为在现今这个“不差钱”的年代，逛大型超市的群体里，几毛钱的塑料袋能挡住多少人？况且，就收

费而言，收少了大家不在乎，白色污染依旧，收多了就会给生产企业或商家带暴利，那便是牺牲了大多

数人的利益，助长了生产销售污染物的热情，白色污染只会因其利润的巨大诱惑换个方式继续为祸人间。 

“高峡平湖”的博客：政府出台这样的政策是为了解决目前的白色污染问题，心里很是理解。可是

已经习惯了使用塑料袋的人们，能否做到令行禁止？如果禁止商家免费送塑料袋，无疑今后的一段时间

内，塑料袋将成为商家的一种销售商品，而且会使销量巨大的一种商品，岂不是给了商家一个名正言顺

的牟利渠道？现在超市里的各种散装物品都是用免费塑料袋装的，那今后买两块豆腐、消费者是不是该

拿个饭盒？或者说超市趁机出售一个饭盒？若是要买一堆食品，想来包装物也会是五花八门的，势必造

成商人趁机弄出各种价格不等的商品盛装物，增加了我们的生活成本。 

某环保专家发表博客，提出在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的同时，可积极探索和寻找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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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袋的替代品，倡导自然降解塑料袋的生产、销售和使用。事实上，“限塑令”实施后，以无纺布购物

袋为代表的各种替代品应运而生，但这些“环保袋”也有污染，无纺布环保袋的污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首先无纺布的主要成分是聚丙烯，依然属于塑料化工制品，如果随意丢弃也会产生污染；另外由于

无纺袋的厚度比塑料袋大，消耗的资源更多，制造无纺袋的过程中在袋身的印染也有可能产生污染。 

有专家将“限塑”称为一场左右手的“战争”，左手是环保，右手是方便。而到底是要环保，还是

要方便，这不仅取决于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环保意识，还取决于商家与“限塑令”的利益博弈。比如 2011

年 1月，一个民间志愿者团队经过对杭州、哈尔滨和郑州三个城市的“限塑”施行情况进行调研后指出，

63%的连锁超市坚持对塑料袋执行收费，其他商户中此比例只有 26%，而农贸市场几乎成了盲点。 

材料 8 

法国：禁产不可降解的产品。法国也在治理白色污染，但并未禁止使用塑料袋，而是出台一条禁令

——所有塑料制品企业不得生产不可降解的产品。 

美国：自带购物袋可抵税。顾客自带购物袋，在收款台结账时，可得到 5美分的优惠，明确地列在

购物小票上。消费者保存收据，年底上税时可抵税。 

韩国：购物袋“以旧换新”。无论顾客购买多么昂贵物品，商场都不会赠送购物袋，需花 100韩元

购纸袋或塑料袋，商场会原价收回袋子，顾客也可“以旧换新”。 

  

三、作答要求 

（一）“给定资料 7”提到，有专家将“限塑”称为一场左右手的“战争”，左手是环保，右手是

方便。请参考给定资料，简要分析说明这段话所要表达的含义。（20分） 

要求：观点鲜明，条理清晰，表达简洁，不超过 300字。 

 

（二）对“给定资料 5”反映的 T 市违法生产不合格塑料袋的问题进行归纳，并从政府管理角度，

提出需着重从哪些方面入手加以解决。（30分） 

要求：（1）切合题意，具有针对性；（2）逻辑结构清晰，表达简洁；（3）不超过 600字。 

 

（三）“给定资料”提示我们，塑料袋给人们带来了方便，也带来了烦恼。它既是人类“最伟大的

发明”，又是人类“最糟糕的发明”。请结合对全部给定资料的理解，围绕“科学技术成果与人类可持

续发展”这个话题，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50分） 

要求：（1）观点鲜明，分析深入；（2）联系实际；（3）表达简洁顺畅；（4）1000～12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