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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 22 日甘肃公务员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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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 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年翻一番。这是

我党首交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表明中央正致力于开启民富时代。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的“两个

同步”值得关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仅如此，报告

还进一步就目标的质量和效率提出要求。明确指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

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提。 

　　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意味着到 2020 年将有 7 亿中

国人步入中等收入阶层，人均年收入最高可达 2.3万美元，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计划。它体现了中央践

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分享发展改革成果的治国理念。在时间、收入水平上的具

体量化，让人们看到，一种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指日可待。 

　　材料 2 

　　收入倍增是全民涨工资吗？有专家分析认为涨工资路上有“四座大山”：民企、垄断企业、物价、

困难地区。“按照规划惯例，这个‘翻一番’目标自然是扣除价格因素，这是货真价实的倍增计划。”

规划专家、清华大学胡教授说，“这个翻一番”，就是以 2010年价格基期，按不变价格来计算。 

　　此外，报告中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是指所有人——即全体人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总体概念，

并不意味每个人都在目前水平上翻一番，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收入倍增当然是就平均水平而言的，低

收入群体受惠可能更大，收入增长可能不止一倍。 

　　材料 3 

　　刘树成委员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说，中共十八大首次将居民收入指

标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意义重大。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标可以实现，但有一定难度。为实现居民

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他建议：一、提高居民收入的最根本环节是，把生产搞上去。二、提高居民收入

的最重大举措是，抓好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改革和调整。三、提高居民收入的最基本途径是，提高劳

动报酬收入。四、重视科研人员脑力劳动报酬的提高。五、防止物价上涨蚕食居民收入的提高，实现没

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居民人均收入翻番。 

　　材料 4 

　　下面是一些采访实录： 

　　语音采访： 

　　农民工王某：今年 48 岁了，家里一共就两亩多地，上有老下有小，之前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不过现在孩子都工作了，以前是我一个人挣钱，现在是全家人都在挣钱，相信以后日子会越过越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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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家一起努力；奔小康就不远了。眼下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进厂有份稳定的工作，再也不用风吹雨打站

在街头等活了。 

　　个体老板徐某：做酒行生意已经很多年了，做生意不仅比质量，还要比诚信，也正是基于这一点，

生意一直不错，也结交了不少老顾客。希望以后生意越来越好，能再开一个分店，虽然会忙点，但收入

会更多。 

　　现场采访一： 

　　11月 27日上午，暖暖 的阳光洒满××村，一排排二层小楼整整齐齐。虽已入冬，但水泥小道旁的

绿化树依然郁郁葱葱。 

　　一开始一亩多，然后扩展到三亩多，现在已经达到 10多亩了，其中仅承包的土地就有近 10亩。现

在大棚里夏季种木耳，秋冬种磨菇，常年都有产出，除去成本外，一年能收入 10多万元。 

　　“有了好政策，不宁 靠勤劳致富，才能过上好日子。”对于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夫妻

俩用一句话说出了自己的理解。 

　　现场采访二： 

　　11 月 28 日上午，在工厂车间，李师傅正在生产线上忙碌着。按件计工，一件 8 元钱提成，加上基

本工资，销售旺季的时候，他一个人每月可以挣到近 4000元。 

　　“家里的地本来就少，靠地一年收成不了几个钱，维持生活都不够。”他算了一笔账，家里以前的

两亩地一年收成加做零工，一年一家人纯收入一万元左右，儿子上学、日常开支等一年下来所剩无几。

而如今，土地被征收时政府补贴了一些钱，家里还获得两套还原房，夫妻俩在工厂工作，一年七八万元，

除去开支也能省下三四万。 

　　在这家工厂，四百多名工人中 90％都是刚刚变成市民的拆迁区农民，不少人已经住进小区，开始了

“蓝领”生活，说起眼下的生活，一张张憨厚的脸上写满了幸福。 

　　“企业发展好了，我们的工资自然就更多。”说起来，李师傅朴实的话语中饱含着期待。 

　　材料 5 

　　虽说我国 GDP一直保持较快增速，近年来我国资源能源消耗增速低于 GDP增速，资源能源供需矛盾

有所缓解，但是，数据显示，我国 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2倍，能耗偏高，环境污染严重，生态

环境脆弱，发展仍处于粗放水平。 

　　一个国家劳动力的报酬与这个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正相关的，如果我国企业未来还是处于底端，

那仍然是走低劳动杨本的老路，居民收入就不可能上去。只有依靠转型升级，企业的产品附加值提高，

才可能使得我国劳动力报酬更高，居民收入才能增加。反过来，增加居民收入也会形成倒逼机制，那些

走老路子的企业只能被淘汰，也只有收入增长了，才能拉动内需。 

　　材料 6 

　　2002年至 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速为 9.2%，增速远高于未来“翻番”

所需要的 7%的速度。但很多人的印象是，收入确实增长了，经济压力却没有大有减轻。 

　　另外，“老百姓也期盼着国家加快解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问

题，”这位负责人表示，“解决这些问题，是进一步践行以人为本理念、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事实

上，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仅意味着工资的提高，还意味着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制品的

弥补，收入分配改革既是做”加法“，提高居民的基本收入，也是做”减法“，减轻居民在住房、教育、

医疗、养老等领域的负担。” 

　　材料 7 

　　国社科院的相关研究显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 GDP比重偏低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重已由 2004 年的 50.7％下降到 2010 年的 45％，更让人忧心的是，据全国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向媒

体透露：“我国劳动报酬占比连续 22％年下降。”这种不断创新低的下降趋势，已经直接影响到居民消

费水平的增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实现和经济的正常循环，甚至威胁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社会管理蓝皮书》中显示，反映收入差距的中国基尼系数仍然达到 0.438的水平，城乡居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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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达到 3.3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乃至不同人群之间，仍然横亘着一道道“鸿沟”。 

　　找到导致劳动收入关系失衡的原因并不难，难在如何对症下药找到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的有效途径。

另外，劳动报酬比重的大小并不是根本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关键，提高劳动报酬比重，还需合理地

分配劳动报酬这块“蛋糕”，否则收入分配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还会进一步拉大。 

　　材料 8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 中国薪酬报告》显示，2011 年，中国的居民

收入增长仍然远你芋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不升反降。而据中国社

会科学院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的统计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 2002年达到了 0.454，在 5年之后的

2007年达到了 0.48。国际权威机构的研究则表明，在 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 0.55。 

　　从形成当今收放分配格局的原因入手实施改革，媒体报道中所谓收入分配改革的“提低、扩中、控

高”三大战略才有意义，才能巩固改革的成果。否则，这些硬性拉平收入的措施，只会造成一时的“结

果公平”，而为原有分配格局的反弹积蓄更大的能量。实际上，在十分有限的关于收入徒劳无益叫体方

案形成过程的报道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方案的难产之处，正是在如何创造更加公平的机会方

面，比如，如果处理垄断存在所必然造成的利益分配悬殊。 

　　材料 9 

　　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各方已有共识；社会对收入分配改革也有诸多期盼。关键问题是，在国家发展

战略上，如何确定收入分配的目标。这对不久后将要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着“顶层设计的”的

意义。“十年翻一番”，示着每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需要达到的 7.2%，这个速度的实现难不？

既不难，也不易。 

　　而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面临着我们当前同样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日

本适时地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得到有效执行，其后十年，日本国民收入年平均实际长率达 11.5%，

形成了近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使日本有效地转变成为一个消费社会。 

　　在过去很长时期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要高于农村收入，尽管 2010、2011 年农民居民收入增速连

续两年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未来任务还很艰巨。而不同行业之间也存在着收入差

别，一些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现象也较为突出，社会对此呼声也较大。 

　　要实现中国版收入倍增的目标，需要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有重大突破。应当说，只要明确了方向，下

定了决心，有了顶层设计，突破口很多。收入根本的各个环节，都可以成为改革的突破口。 

　　材料 10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2020年实现收入翻番有物质基础。从 1979年到 2011年，城乡居民收

入年平均增长 7.4%，超过了十年收入翻番所需要的 7.2%、7.3%的速度。2010 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是 2000年的 2.73倍。尤其是近两年城乡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已经为实现十年收入倍增计划开了一个好

头。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预期增长目标设置为高于 GDP增长目标的 7%，国家

已经采取各项政策措施提高居民收入，如着力提高居民工资收入水平、通过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

居民的潜在消费能力、加大社会保障投入、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等等，马建堂指出，不仅要重视收入总

量的增长，也要更加关注公平，把收入分配差距尽可能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适当的水平上。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张荣楠认为，中国需要不遗余力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动力结构、需求结

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对外经济结构等增长格局的调整和结构转换，从而跨信以逾越的“中等收入

陷阱”，为提高居民收放创造必要条件。 

　　材料 11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发展迅猛，国内生产总值已于 2011 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不同阶层、的利益也在不断分化；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城镇居民之间、城乡

居民之间、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这显然不利于国家的健康有序发展，也有违共同

富裕的初衷和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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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好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的前提下，除了深化收分配制度的改革，从源头上解决好初次分

配问题外，还应该坚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强化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功能。 

　　那么，收入分配的“利民”之路如何走？显然，就是要通过制度确保政府和企业都应该为老百姓

“让利”，即政府减部、资方让利、劳动者所得提高。而对于企业，特别是垄断国企而言，必须切实做

到让得民，必行更多的社会责任。需要政府针对中小企业也采取相应的减负措施，而与此同时，则需不

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三、作答要求 

　　（一）请根据给定资料说明居民收入倍增的基础和困难各有哪些？（25分） 

　　要求：内容全面，层次清楚，不超过 500字。 

　　 

　　（二）根据给定资料，你认为要切实提高居民收放需要从哪几个方面进行“顶层设计”？ 

　　要求：内容全面，既有宏观思维，又实际可行；有条理；不超过 500字。（25分） 

　　 

　　（三）以“收入倍增”为主题，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50分） 

　　要求：参考给定材料，论点鲜明，论证充分，见解深刻，结构完整，条理清楚，语言顺畅，书写工

整。字数 1000字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