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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5 月 14 日山东省公务员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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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 100分。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填涂准考证号。  

3．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材料 1 

2006年 4月 28日，《光明日报》载文：“不良的社会风气，负载着颠倒的价值观念，对人们的思想

和行为起着一定的负面导向作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是非善恶美丑混淆的现象，有许多就是这种不

良风气所致。所以，在荣辱观道德观价值观上要做到‘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

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必须对现实存在的各种社会风气采取旗帜鲜

明的态度。既要坚持强大的正确舆论导向，又要有机制和体制层面的得力措施，才能有效地整治不良社

会风气。”  

材料 2 

2006 年 4 月 11 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播出的“时空调查：谁来做证”栏目中讲了几个

故事：主人公有的贴告示，有的举牌子，更有的跪地哀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寻找证人。只有找到了

证人才有可能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为亲人讨还公道。他们做出这些举动，可见寻找证人多么困难。寻

找证人难，找到了让他们出庭作证更难。有这样一个数字——10%，据统计，目前我国各类诉讼案件中

证人出庭作证率平均不超过 10%，证人不肯出庭作证，案件的是非就很难分清，当事人欲哭无泪，法官

也爱莫能助。  

材料 3 

哈尔滨一男子驾一辆跑车在居民区撞倒一老人后，公然恐吓周围的群众后逃逸。警方和死者家属在

寻找目击证人的过程中，知情人皆不愿出面作证。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家住哈尔滨市道外区育英小区的

83岁老人谢杰，身子骨硬朗，生活规律，每天都在小区散步。家人和邻居没想到他会惨死在家门口。谢

杰女儿谢晓芳说，曾有群众私下向其介绍过事发经过：2月 24日吃过晚饭，谢杰像往常一样在小区里散

步。当他走到一火锅店附近时，被一辆调头的黄色跑车撞上，老人当时就趴在车的发动机盖子上。此时，

跑车不知为何突然加速，推着老人冲到路边的墙上才停下来。见有不少人来围观，肇事司机下车看了看，

并威胁说：“谁也别瞎说，谁说了就整死谁！”随后驾车逃逸。不久，又有人返回现场，将跑车遗落的

保险杠、漆片等证物带走，并再次威胁大家不许乱说。谢晓芳说，由于遭到恐吓，围观者都站在一边，

不仅没人敢上前抢救谢杰，更没人敢给谢家报信。待 120赶到现场时，谢杰已经死亡。事发后，警方和

谢杰家属都在寻找目击证人，但结果令人失望。很多目击事故过程的群众议论纷纷，当家属请求其作证

时，这些人要么说没看见，要么三缄其口。据谢家人讲，出事后，一位好心目击者悄悄把肇事车号刻在

了墙上。谢家人多方打听，终于在小区内找到了这位目击者，并送去礼物表示谢意。可第二天早上，该

夫妇二人来到谢家将礼物送回，两人一进屋就哭着央求：“我们搬到这里才 4个月，不了解情况。我们

现在就卖房搬家，这件事我们不想参与了，就饶了我们吧。有我们作证，你们家的问题可能会解决，但

我们还有孩子，过个一年半载的，孩子被谁捅一刀怎么办？” 

材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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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墨

经》说：“义，利也。”墨子三表中，最重要的第三表是“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汉代

董仲舒重义轻利，认为“利以养其身，义以养其心”。《汉书·董仲舒传》：“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

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朱熹说：

“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清初的颜元明确提出了义利统一的辩证观点，他说：“正论便谋利，明

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  

材料 5 

2006年 4月 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恻隐之心，人应有之”的文章。“所谓恻隐之心，

亦即对弱者的同情、怜悯与关怀。而是否同情、怜悯、关怀弱者，直接关系到人的尊严的捍卫，人对幸

福的追求以及人格的自我完善。简言之，关系到以人为本道德信念的贯彻落实。关怀弱者也是关怀我们

自己。人类乃是一个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在利益上休戚与共。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对弱者给予应有的关怀，

反而漠视弱者的诉求，损害弱者的利益，势必引起诸多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的秩序与和谐，甚至导致剧

烈的社会冲突与震荡。而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任何人的福利都会受到危害。由是观之，关怀弱者

就不仅是一种道义的要求，而且是明智的表现了。” 

材料 6 

3 月 31 日晚 10 时前后，在厦门市体育东村公交车站，郑女士带女儿过马路时，被一辆小车撞伤，

左脚三处骨折，司机当场驾车逃逸。郑女士目前正苦等目击证人能提供线索，让交警尽快抓住肇事者。

去年 6月 30日，在于洪区丁香湖畔，山东民工韩磊为救人而被湖水吞噬，那时他只有 17岁。但令人气

愤的是，时至今日，被救者一直没有站出来给韩家一个说法。日前，在文化路街头，里三层外三层聚集

了一大堆人，正在围观一场斗殴——一名男子被多人殴打。当民警接到报警赶到时，打人者则迅速停手，

混进了围观的人群中。被打者指出现场一人参与了殴打时，该人矢口否认，称自己只是看热闹的。于是

民警便询问围观者，这个人是不是参与了殴打。可问了多个人，均称自己不知道——“我跑过来看时已

经打完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打的。”“没看着，我刚路过这里。”最终，此案由于证据不足，而无法认

定打人者。到底哪一方在说谎？  

材料 7 

公平正义既是衡量美好社会的一个标准，也是人们评价政治文明的尺度，更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必

然要求。因此，必须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公平，切实维护社会正

义，使公平与正义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近几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方面作出

了不少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如资助特困生上大学、资助特困单亲家庭、公推党政干部、实施十项民

心工程、妥善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维护司法公正等等。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我市城乡之间、

阶层之间，在社会生活的一些领域，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

因此，深入认识和分析当前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完善各项政策措施，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关系得到妥善的协调，利益诉求得到统筹兼顾，已经成为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当前，

要从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入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化解各种社会风险，在谋发展、搞建设时，

找准不同群体具体利益的平衡点，决不能顾此失彼。 

材料 8 

李老板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张先生经常为李老板供货。每次供货时，李老板并不马上就付给张先生

货款，而是积累到一定金额后，再一起结账。张先生每次供货时，李老板的会计均给他一张入库单，货

款付完后，张先生再把入库单还给李老板。一切看起来合情合理，没想到却出现了问题。不知不觉中，

李老板已经押了张先生 10 万元的货款。去年 2 月，张先生找到李老板，希望能把货款结清，这次李老

板倒痛快起来：“没有那么多钱，今天我先给你结一半吧。”于是，李老板给了张先生 5万元的货款，

张先生写了收据后，还回了 5 万元的入库单。过了一个月，张先生拿着另外的 5万元入库单再次找到李

老板，希望把这 5万元货款付了，但李老板却说出了令他意想不到的话来：“上次 5万块钱我不都给你

了吗？你怎么还跟我要？”原来，李老板歪曲事实，竟称他只欠张先生 5万元的货款，一个月前还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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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笔钱！无奈，张先生只好与他打起官司来。在法庭上，张先生拿出了入库单及有关“收到 5万元货

款”的收据，可李老板愣说这 5万元就是付给张先生手中 5万元入库单的货款。到底孰是孰非，法官也

犯了难。其实，除了李老板与张先生外，还有一个人清楚事情的经过，那就是李老板的会计。张先生及

代理律师多次肯求会计能出庭作证，但虽然她已经辞职，却仍不愿为张先生作证，原因很简单，怕遭到

报复。如今，此案仍陷在困境中。 

材料 9 

道德义务是在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不管个人是否意识到，客观上必然会对个人、社会负

有一定的使命和职责。道德义务是指一定社会关系中个人应对社会或他人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它同时表

明一定社会或阶级、集团对人们行为的道德要求；是个人在实践道德原则和规范时所产生的一种强烈的

责任心。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道德义务的内容和范围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因而它是具体的历

史的范畴。道德义务本质上反映了各个阶级、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

了道德义务的多样性。在人类的道德生活中，道德义务的要求既表现在人们相互间的各种关系中，也表

现在个人对阶级或团体的关系中。所以调整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客观上都必

然要求每个人履行他对社会、国家和他人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对社会每个成员来讲，在一般情况下，主

观上都要认真地选择自己行为的动机，考虑行为的后果。 

材料 10 

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义，宜也。就是指应该做的事。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见到应

该做的事而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要“见义勇为”。中国文化很重视这个

义字，认为这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根本之处。禽兽的生活完全是自然的，没有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人的

生活则除了物质的、自然的生活之外，还有社会的、精神的生活，凡事都有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人生

的追求应该是“义以为上”，把道义放在第一位；生死、利害的取舍，是非、善恶的判别，都要以道义

为准绳；遇到合于道义，应该做的事，就要勇于去做，也就是要见义勇为。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没有

了这一点，就把人降低到禽兽的境地了。中国人常骂人是衣冠禽兽、不是人，正是反映了这种认识。 

材料 11 

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的起源和本质的原理（物质第一，意识第二），我们也不难发

现，作为“意识第二”的“正义感”是不能缺乏“物质第一”的有关实质性的物质保障而赤裸裸地上阵

的。证人除承担作证义务外，应当享有证人费用请求权，也称经济补偿权利。证人因出庭作证必然要影

响自己的劳动收入，并因为出庭而花费相应费用，如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54 条第 3 项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

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没有规定证人合理费用的范围和计算问题，更没有规

定由谁来行使，明显缺乏可操作性。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理论界虽然认为应该赋予证人经济补偿权，但

立法中至今仍没有明确确立。市场经济的潮流普及了人们的商品意识、经济意识，也同时伴随着传统道

德观念的世俗化和功利化。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以经济尺度来衡量自己的行为是一个必然趋势，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证人作证和拒绝出庭作证行为的选择，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权衡的过程。证人如果

选择作证，可能因社会正义的伸张而得到心理慰藉，但同时证人可能受到人身危险及经济利益的损失，

还有对原有人际关系的破坏。出于趋利避害，证人拒绝作证自然就成了明智的选择。 

材料 12 

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证人作为自然人，是借助其感觉器官对案件事实进行感觉，有极丰富的心理。

有的害怕作证会受到威胁或人身报复；有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少惹麻烦”；有的怕耽误

时间；有的因与犯罪人有较亲密关系，出于感情不愿作证；有的被金钱收买或其他利益所诱惑而拒证；

有的证人与被告人或被害人有私仇，借机报复；有的证人目击有伤风化的犯罪行为，羞于启齿；有的同

情犯罪人的遭遇或其家庭情况；有的证人有一定地位或身份，怕作证有失面子。上列中，证人对可能受

到的威胁顾虑最大，许多人对现实生活中证人作证遭到报复的例子心有余悸，不敢冒险。事实上我国每

年发生残害证人及其家属的案件并不少见，但能及时对加害者进行惩治的事例又廖廖无几。对残害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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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惩治不力还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如果在某个案件中，发生了这类事又没有受到惩罚，消

息很快会传开，其他案件的证人就会拒绝作证。 

材料 13 

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正统地位，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虽然存在许

多优秀的东西，但也遗留下大量落后消极的文化内容。如：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意识、中庸之道、隐忍退

让，这些观念必然使人贱讼、耻讼，认为涉讼是道德败坏的表现。还有“和合文化”为底蕴的社会伦理

要求，人们以合为贵、息事宁人、祈求相安无事，进而在诉讼中形成拒证以求互不得罪，明哲保身，认

为出庭“过堂问审”是不光彩的事情。中国乃是一个高度熟人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交往中，人际关

系、人情关系无疑占有重要份量。实际上每个人都身不由己的处在一个人际关系的网中，被告人与证人

之间熟悉的可能性很大，人们不愿冒险地去破坏这张网，甚至有的还可能在被告“遇难”之时施以援手。

另外，人们享有权利必须履行义务，不履行义务则应承担责任。权利、义务和责任是作为一个完整法律

规范的必备要素，因为“如果没有规定制裁的命令，那就不会有任何法律的义务”，这里的制裁命令即

法律责任。因此，证人履行作证义务应当与其作证享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而作证义务的履行又应当与

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中，对证人权利的规定不明确，权利、义务

和责任规定失衡。 

材料 14 

美国、新加坡、德国等国家均有单独的证人保护法。除了这些单独立法外，不少国家的诉讼法都有

关于证人保护的规定。除了这些国家法律和公约之外，不少国家还有专门的证人保护计划，还有一些国

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有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从世界上一些法制较健全的国家来看，强制证人出庭作

证的制度，就是那些应出庭但不愿意出的人，法院可以发布强制出庭令，命令你必须出庭作证。如果你

还不出，那么法庭就可以因此判你藐视法庭罪，或者是妨碍司法罪，这是非常厉害的。很多国家也采取

一些切实的做法。比如说你作证以后，给你重新安排工作，重新安排你的生活，必要的时候还给你到迁

移到其他的城市，给你更名换姓。 

材料 15 

1993年 6月，由公安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等部委联合发起成立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宗旨在于

表彰见义勇为的英雄，募集见义勇为基金，发放奖励抚恤、补助慰问和助学金。1996年起，基金会对全

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中牺牲及伤残人员的困难家庭实施补助。2000 年，基金会启动“扶困助学”工程，

为生活困难的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家庭发送补助金，资助见义勇为英烈的子女们读书，给他们发放助学金。 

材料 16 

2005年 6月 21日，中国青年报载文：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于 2004年 8月实行证人保护制度，

这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尚属首创。该院在全院实施《证人保护工作规定》，将保护分为 3 个阶段，即

侦查中的保护、起诉中保护和起诉后保护。对于因作证而将受到或已经受到严重暴力威胁伤害的证人，

检察机关可以实行 24 小时贴身保护。除了保护证人的生命安全以外，将其财产和名誉及其近亲属一并

列入保护范围。宝安区检察院成立专门的证人保护专题研究小组。小组发现，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证

人保护的规定过于笼统，只是规定公检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没有规定任何具体可

行的保护措施，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特别是当证人申请保护时，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无法采取切实

有效的手段，这是证人拒绝作证的法律因素。证人拒绝作证给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侦破带来重重的困难，

只有可行的证人保护措施，才能提高自侦案件的侦破率。该研究小组认为，现有证人保护制度在实践中

实施的效果不甚理想。比如：由于事前没有及时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使证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身体受

到伤害甚至家人遭到打击报复；由于没有做好严格的保密措施，泄露了证人的姓名、身份，使证人受到

歧视；由于没有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使证人因作证而影响工作和人事关系；由于证人未能享有客观作

证的条件，使证人在作证时受到各方面的干扰等等。研究小组认为，保护不及时，发生实际侵害时司法

机关才介入，证人有被打击报复的危险，这使得保护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拟定工作条例时，宝安区

检察院重点研究了由事后被动保护向事前预防保护转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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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17 

2001年，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原公务员李文娟，实名举报该局人为少征国家巨额税款等违法和违规

行为后，不仅被两次辞退工作，而且还被鞍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及劳动教养一年。2006年 3月，中央电

视台《新闻调查》报道后，李全家受到全天 24 小监视。国家税务总局稽查组调查后认为：李掌握的五

项问题中有两项属实，其他三项部分事实存在，但问题的性质与举报信反映的不同，其中少收增值税的

问题是企业延缓征收，属于违规行为。同时国家税务总局还要求辽宁省国税局应督促鞍山市国税局做好

举报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并保护好举报人；同时责令举报人所在单位不得打击报复举报人。但是，实际

情况是，就在李文娟举报了鞍山市国税局的问题之后，她的命运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她被两次辞退工

作；被鞍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然后又被劳动教养一年。 

材料 18 

举报既有实名举报又有匿名举报。实名举报和匿名举报相比虽有直接接触举报人获取线索的优点，

但不代表实名举报的线索就比匿名举报的线索有价值。而查办腐败案件，最关键的是判断线索有无侦查

价值，若仅以是否实名举报来决定线索处理的先后，显然过于武断，将会导致打击不力。要重视对一切

举报材料真伪甄别，一些匿名举报，如果包含高附加值的案件信息，也应予以足够重视。对于实名举报，

更要充分考量举报人相对于被举报人而言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实名举报将给举报人带来无法预料的风险，

国家必须为实名举报人的权益提供有效保障，建议尽快通过完善立法，实现对实名举报人的弱势补强，

更好地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 

材料 19 

第九次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和先进分子表彰大会 2005 年 11 月 16 日在北京举行。自中宣部、中央综

治委、公安部、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 2005 年 5 月联合发出《关于推荐第九次全国人民群众见义勇为先

进分子表彰大会表彰人选的通知》以来，根据投票情况，共有 14 名同志被授予或追授“全国见义勇为

英雄”荣誉称号，46名同志被授予或追授“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首都深入落实社会主义

荣辱观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大会于 2006年 4月 24日召开，会议强调要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为祖国争光，为奥运添彩”为口号，广泛开展“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全面推动首都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对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全国见义勇为先进集体”代

表、“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马世经、见义勇为好市民魏继东荣获“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 

材料 20 

2006 年 4 月 24 日，光明日报载文指出：“对那些打击报复证人的人进行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固然很重要，但是就证人保护来说，最重要的还在于报复之前的预防性保护。只有建立了完善的预防性

保护制度，证人在走上法庭时才能免除后顾之忧。”在健全证人保护制度的时候，我们的执法、司法人

员也需要转变观念。证人出庭作证固然是其作为社会成员所应承担的义务，但也是在帮助执法机关和司

法机关，也是在为国家的法治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我们不能只强调其作证的义务而忽视其得到保护

的权利。古人曰：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可以使更

多的人像李文娟和祁利刚那样站出来证明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正义，从而营造一种“奉法者强”的社会

环境。 

 

三、申论要求 

（一）阅读“给定资料 1～10”,请按照逻辑程序和方法将其资料排序，并编写出不超过 200字的摘

要。（15分） 

（二）根据“给定资料 11～20”，标注出 7 个关键词，并从中找出 3 个，做相关背景链接，字数不

超过 300字。（15分） 

（三）“是非在心口难开”反映出社会转型期一种精神的缺失，请你就此及其因由进行评述，字数

不超过 400字。（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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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上资料包含了“使人们无担忧地维护社会正义”的多种举措，其中体现出两种不同的理念，

请你对这两种理念分别加以简述，字数不超过 400字。（15分） 

（五）请根据“给定资料”，以“证人保护亟待制度跟进”为题，写一篇不少于 1200字的文章。（40

分） 

要求：有“数字对比”“瞬间回眸”“畅想未来”，观点明确，论述虚实结合，有说服力，思路清

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