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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贵州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试卷

满分 150 分 时限 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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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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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答题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留在桌上，

在考生座次表对应准考证号、姓名栏内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www.gz163rsw.com

- 2 -

二、给定资料

1. 我国《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对城市规划的解释是：“对一定时期内城市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总体部署、具体安排和实施管理。”这

是狭义的城市规划概念。2005 年，原建设部颁布《关于加强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和审批工作

的通知》，指出城市规划是促进城市科学协调发展的重要依据，是保障城市公共安全与公众

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是指导城市科学发展的法规性文件。广义的城市规划已经超越了对城

市进行物质性规划的层面，是涉及城市空间、物质形态、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产业经济、

公众权益等多方面的综合性和总体性规划。

2. 梧桐树对于南京人意义深远。1928 年，为迎接孙中山灵柩奉安大典，国民政府在

市区中山南路等地沿途栽种了 2 万棵悬铃木，南京人俗称其为“法国梧桐”，其后梧桐树栽

种范围逐步扩大到市区其他地段，由此形成了南京市独有的梧桐文化。2011 年 3 月，市区

太平北路曾经枝叶繁茂的梧桐树树叶突然一下子被统统砍掉，只剩下准备移走的梧桐树干光

秃秃地矗立在道路两边。一个月前，它们还如几公里外中山路两侧的同族那样高傲而挺拔，

但如今已不见经年风华。因为在它们的根系下方，正在掘进着通向江北的地铁 3 号线。这些

梧桐树因为“妨碍”规划建设中的地铁工程，需要将它们移走或砍掉。城市规划者没有想到，

这个决定遭到了南京市文化界、经济界和市民团体的强烈反对，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市民自发

参与的护树运动。最终，主管部门停止了移树、砍树行为，并承诺优化地铁线路规划建设方

案。这一幕与 5年前的场景如出一辙。2006 年 4 月，南京市为建设地铁 2 号线，将 190 棵

民国时期的梧桐树移植到当地的苗圃内，结果遭致市民强烈反对。在相关部门承诺保证被移

植的树木存活率达到 80%后，打消了部分市民的疑虑。但其后经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有关专家

调查后发现，移栽后 80%的梧桐树已经死亡。

3. 2011 年编制的《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将南京城市性质定位为“著

名古都，江苏省省会，国家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城市职能定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国家重要创新基地、区域现代服务中心、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滨江

生态宜居城市”。新中国成立后南京一直是传统重工业产地。2010 年数据显示，电子、石

化、钢铁和汽车四大产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5363.26 亿元，占全市工业产值的比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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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其中贡献最大的是石化、钢铁和电子产业。上世纪 90 年代，南京市有电子 14 所和

东南大学等一批科研院校，一度电子产业高度发达。目前电子产业在产值总量上仍然巨大，

但作为南京最优势产业，现在已经被深圳等城市赶超。南京市几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江

苏省内国家级开发区排名中，基本上都低于无锡和苏州，新兴产业发展相对较为缓慢。服务

业成为南京市产业规划重点发展的内容，其中房地产等投资的作用尤为明显，南京市依赖城

建等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特点比较突出。对此，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教

授认为：“南京的第三产业投资比例很高，房地产行业属于服务业，商业地产发达，当地的

房价和老百姓收入比重严重不匹配。”

4. 上世纪 80 年代，南京市选择重点规划发展长江以北的浦口地区，希望能够建成类似

大武汉那样的跨江鼎立之市。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南京人又寄望于把浦口建成“南京的浦

东新区”。为了发展浦口，市政府将南京当时唯一的国家级高新区放到了浦口，著名的南京

大学和东南大学等一批高校纷纷在浦口建立校区，南京市政府曾用“从秦淮河到扬子江”来

形容这个跨越式发展规划，但这个蓝图远未如愿。浦口的规划已经变更多次，把江北发展成

为南京的汉口或浦东却始终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有专家分析认为制约因素之一在于交通，

在于过江通道。“跳跃式发展，过江通道不通，怎么发展？”以过江通道为例，南京市新建

的大桥基本都是服务于过路车辆，且收费高昂。由于几乎不为市内车辆服务，阻碍了过江战

略的顺利实施。上海浦东开发之初，政府下定狠心，杨浦大桥等路桥不收费，由政府买单，

由此促进了浦东的快速发展。但南京一直没有这样做。

江北浦口开发迟滞之下，南京市提出新的发展蓝图，先后决定大力开发河西地区和城南。

河西地区指秦淮河以西，由于河西离南京城区非常近，近年来，在南京主办全运会的拉动下，

该地区发展颇为迅捷，主要是房地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如今，河西地区住宅均价达到了每平

方米 2万元以上。2000 年后，南京市政府决定在城南江宁区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作为配合，大专院校再次在江宁建立校区，一同获得规划部署的还有地铁等城市轨道网络。

随着南京高铁站落户城南地区，以京沪高铁南京南站为中心，市政府规划整合总面积 180

平方公里的南部新城，目前建设已经启动。最新的政策显示，江北浦口地区将重新回到城市

规划建设的中心舞台，拟建地铁 3 号线正是为了解决南北两个新城之间的联系。国家发改委

区域规划专家咨询组的专家认为：“规划一般确定了，就要按照规划做事，但很多地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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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起来挺难。”据统计，从 1981 年到 2011 年，30 年间南京市先后换了 10 任市长，很多

任市长任期都不长，平均 3 年一任，几乎每任市长都有自己的城市规划和重点发展思路。

5. 南京市的老城南地区凝聚着六朝、南唐以至明、清、民国各代深厚、丰富的历史

文化，是古都南京历史的一个缩影。著名古建筑专家黄老表示：“老南京以民居、园林为代

表的粉墙青瓦、淡妆素裹的民间建筑，表现出交融激荡、和而不同的建筑风格特色。”然而，

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以老城南为代表的南京古老街区开始面临严峻的考验。

截至 2003 年，90%的南京老城区已被改造；2006 年，老城南的颜料坊、钓鱼台、船板

巷、门东、安品街等 5 处历史街区纳入改造计划，涉及 40 多条历史街巷、10 多处文物保护

单位、近千座古居院落；2009 年，南京再次启动大规模危旧房改造，老城南几片历史街区

全部被列入“危改计划”，包括仅存的南捕厅、门东、门西和仓巷 4处历史文化街区。截至

2009 年，剩余南京古城传统风貌片区仅占原老城总面积的 2%；在安品街，以清代杨桂年故

居为代表的多处文物保护单位被拆除后用于房地产开发；在南捕厅，以民国建筑王炳钧公馆

为代表的老街区被拆除后用于建设“总部会所”及“独栋公寓”；在秦淮河西段，以清代北

货果业公所为代表的五华里古河房被成片推平后用于建造仿古建筑群……

2006 年，16 位著名文物保护专家和学者上书国务院，恳请立即停拆南京老城南，尤其

反对市政府的“推平式”拆迁规划，要求保住南京的“根”。 2009 年 4 月底，29 名专家学

者两次联合上书呼吁保护老城南。老城南的原居民们心情也格外复杂。有急于搬走改善居住

条件的，也有舍不得搬的。住在千章巷 66 岁的杨国顺，就称自己是典型的“穷家难舍”，

打父辈开始就生活在这里，“住出感情来了”。针对保护老城南的呼声，有人主张，老城南

的历史文化可以通过照片、影像保留，可以到图书馆、博物馆去寻找、去体验，这样城市用

地增加了，文化风貌也能得到永久的留存。

在 2011 年 6 月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南京属于开发强度应当小于 20%的

“优化开发区域”。按照南京 4638 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计算，在 2020 年以前，城镇建设用

地的总规模应当为 927.6 平方公里，而目前南京市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已经接近这个数值，可

供开发使用的土地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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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1 年 8 月 28 日，厦门市有关部门宣布，厦门环东海域的目标是建设“中国最美

丽生态海湾”，打造“海西未来迈阿密”。其中，规划建设的“迈阿密式酒店群”含 13 个

酒店地块，有家庭式的休闲度假酒店，也有商务人士的高端酒店和度假俱乐部式酒店，更有

临海别墅，几乎全为五星级。“下了游艇直达酒店。届时，游客将在厚度为 50 厘米、质地

优良的漳州白沙的人工沙滩上徜徉。”人工沙滩是厦门市这几年开发旅游房产业的一大法宝。

但沙子是天然形成的，人造沙滩不仅减弱了原先湿地具有的净化水质能力，沙子更是屡屡流

失。而补沙就得采沙，又是对其他地方环境的一种破坏。投资 3 亿人民币、2007 年 9 月才

投入使用的号称福建最大的人造沙滩观音山人造海滩，被 2009 年的台风“莲花”打回了原

形——大量的海泥被送到这块人工建造的黄金沙滩上，整个沙滩变成了泥滩。

近年来，厦门一直通过围填海扩大城区面积，自然岸线保留不多，到处是人工的岸线。

曲折的岸线没有了，已变成平直；海湾没有了，变成了陆地。厦门原来是海岛城市，到现在

却变成了海湾城市。“滩涂对厦门很重要。原先污染排到海里，都是滩涂降解。滩涂消失后，

对水质净化影响很大。”厦门市环境保护科研所陈工程师说，厦门的城市污水处理率高达

90%多，但水质却一直没有改善，与填海带来的影响不无关系。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厦门受

台风影响并不大，但随着围填海进程，许多原本可以作为台风来临时的缓冲区域的滩涂等潮

间带，已经完全被水泥路和一幢幢酒店、海景房所替代，一旦有大台风或海啸降临，不能不

令人担忧。

7.文昌路横贯扬州城，路边不时闪现一株古树、一口古井、一座古塔，“镇守”市中心

的则是明朝文昌阁，而让这些古董给车流让路的念头，一次次被否决。坐在铺着光绪年间青

砖的小院里，扬州“双东”街区老街坊吴德祥很开心，因为今年用上了抽水马桶。“按规划

修了化粪池，资金由政府出三成，我掏七成，再也不用倒马桶了！”扬州市对 12 个历史文

化街区规划保护的每幢民居逐一修缮。目前，已有上千户古城民居完成了修缮，政府为之投

入近 10 亿元。“园林多是宅”曾是老扬州精致生活的历史镜像。木香园主人徐鹏志说：“这

几年，老城冒出了 30 多座私家园林。园主以中老年居多，他们多为工薪族，花十几万元，

在自家院子修小园林，虽仅几十平方米，也是享受精致扬州，传承精致扬州。”他认为，设

施便利，环境精致，老城照样能吸引年轻人，“园主中就有 30 多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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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保护专家、同济大学阮教授说，扬州古城历史格局基本完整存留，这在全国 110

座历史文化名城中极少见。2000 年，扬州确立了建设“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

城”的目标，在实践中摸索、积累了很多古城建设的经验，比如整治历史街区，只“补牙”

（修缮危房）、“拔牙”（剔除有损古城风貌的建筑）、“镶牙”（完善古城功能设施），

不“换牙”（推倒重来）等等。

英国伦敦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一直保护着千年的古老的城市格局，保护着“使市民精

神愉悦的因素”。伦敦市中心街道狭窄、曲折、交通拥堵，但政府并不采取拆除老建筑拓宽

马路的做法，而代之以收取车辆高昂的进城费，严格控制车辆进入伦敦中心地带；现代化的

日本东京在修复战争创伤的进程中，始终不忘记保护和修复古迹；意大利罗马允许大片的遗

址古迹占据宝贵的旧城空间，罗马旧城随处可见建筑遗迹片断，亲切的古老的街巷、广场，

见证着历史的厚重和曾经的辉煌；法国巴黎完整地保护了旧城风格。法国最早的《城市保护

法》颁布于 1913 年，该法特别注重公共建筑、重要遗迹的保护。1943 年后，《城市保护法》

开始注重“文物”的“历史环境”，划定了民居保护区并制定了相应法规。在民居保护区内，

老屋老街享有名胜古迹的待遇，维修老屋必须获得政府批准，而房主会得到政府的补贴。

8.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调查，中国上班族每天在上班路上平均需要花费 42 分钟，

“领先”世界各国。有关专家认为，因为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中国 15 个大中城市每天损

失财富近 10 亿元。若考虑燃油浪费、运输资源浪费、城市环境治理成本的增加等因素，交

通拥堵给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损失更为巨大。城市交通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

功能区划不合理，一是大多数城市属于单核心式，政治、商业、文化等功能过分集中，导致

交通结构失衡，交通流分布不均；二是城市各个功能区未能有效整合，形成少数的纯功能区，

各区之间又缺乏便利的交通通道，产生许多本可以避免的出行距离与时间消耗；三是大批新

型、大型、高层建筑往往在一个功能区集中出现，形成土地的过度开发和过量的交通需求。

许多城市为方便人们出行，大量修建城市环线，但这样的结果往往增加了人们出行的距离，

加剧了对交通工具的依赖，也加剧了城市中心的交通压力。

9.马路越修越宽，人行道却越来越窄，很多火车站和大型商场不让出租车和其他车辆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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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可是又不建停车场。地铁站和公共汽车站之间相距遥远，机场、火车站和汽车站总站常

常是东西南北互相分散，缺少连接，难以转达——这是我国城市交通的常态。许多城市还建

有大型广场，这些广场往往不以市民的休闲和活动为目的，而是把市民当做观众，展示广场

或广场的雕塑、广场边的政府大楼等。广场以大为美，以空旷为美，以人造草坪为美，以花

样翻新、繁复的几何图案为美，而较少考虑人的需要和安全。体型巨大的建筑、空旷的开敞

空间，超出了人的步行接受区间，加上无树荫供人遮阳，无座椅供人休闲，热衷于抛光大理

石和花岗岩铺地，雨雪之后，市民举步维艰，更成为不敢光顾之地。

10.西方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路易斯·芒福德在其巨著《城市发展史》中，主张人类城

市发展应以生活文化导向为目标，而不是在技术促进下无止境地发展和扩张。他特别提到了

我国宋代张择端的写实画作《清明上河图》，“各种各样的景观，各种各样的职业，各种各

样的文化活动，各种各样人物的特有属性——所有这些组成无穷的组合、排列和变化。不是

完善的蜂窝而是健康的、充满生气的城市”。

台湾文化学者蒋勋这样评价《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城市面貌：“张择端画城墙那段非

常精彩，有一个被贬官了的人要出城，他出城时回头看到有一个没腿的乞丐向他要钱，两个

人对视了一眼。这个画面太精彩了，官家的人与乞丐对视，城市中富人与穷人在对视，一个

城市的多元在对视的一瞬间展现了。”

三、作答要求

（一）认真阅读、梳理给定资料，分析指出扬州、南京两个城市的做法对搞好城市规划

提供了哪些重要启示。（30 分）

要求：准确、全面、简洁，不超过 300 字。

（二）结合给定资料内容，反驳“给定资料 5”画线部分文字所表达的观点。（50 分）

要求：（1）观点明确，论据充实，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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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层次清楚，表达简洁；

（3）不超过 400 字。

（三）“给定资料 10”提到了我国古代画作《清明上河图》，提到了其中所展现的“健

康的、充满生气的”宋代城市面貌。请你结合对全部给定资料的理解与思考，以“从《清明

上河图》所想到的”为副标题，自拟主标题，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70 分）

要求：（1）观点鲜明，分析深入；

（2）条理清晰，表达简洁流畅；

（3）总字数 1000～1200 字。

（方格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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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贵州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试卷

参考答案

（一）答案提示

（1）城市规划应从城市空间、物质形态、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产业经济、公众权益

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性和总体性规划。

（2）城市规划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自然、人文、生物之间和谐共存。

（3）要注重城市规划和产业规划协调发展，避免以牺牲城市化进程为代价而单纯追求

产业的发展效果。

（4）调整优化城市交通体系组织方式，协调好城市各区域间的交通联系。

（5）城市规划应注重科学性、长远性、前瞻性、稳定性，增强规划的落实性。

（6）合理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规模，避免浪费土地资源。

（7）准确定位城市的未来发展，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并挖掘其内涵，彰显城市特质；正

视民众改善生活的诉求，改善城市生活设施。

（二）答案提示

（1）历史文化保护是城市特色的重要标志，是对历史记忆的保存和延续。

①古城原貌更能体现、传承历史文化。老城南是南京历史的缩影，文化价值深厚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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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古建筑更具城市特色和代表性。民居、园林等民间建筑的建筑风格交融激荡、和而不

同。

③现存古代建筑是历史文化的生动体现。照片、影像等媒体方式不能立体式呈现文化的

历史记忆。

④文物保护不能简单用图书馆、博物馆替代。

（2）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发展应做到均衡和双赢。

①城市规划用地紧张与老城南保护具有矛盾性。南京开发强度小，用地规模达到极限；

但政府“推平式”拆迁规划方案，破坏城市传统特色，不能实现均衡发展。

②老城南经济开发与保护能够协调发展。以“修缮危房”“维持古城风貌”“完善古城

功能设施”代替“推倒重来”。

③国内外成功经验丰富。保护古老城市格局，完善老城基础设施，严控车辆进入中心城

区。

④完善城市保护法律法规，为保护老城南历史文化风貌提供保障。

（三）参考范文

城市建设当以古为镜，以今为本

——从《清明上河图》所想到的

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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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活得更好。”然而我们来到城市、居住在城市，遭遇的不尽然是美好：高楼大厦鳞次栉

比，却失落了历史人文；马路广场宽阔宏大，却忽略了以人为本；规划没有创新，建设实为

破坏……然而让时间回溯到 800 多年前，在宋代画家张择端的写实画作《清明上河图》上呈

现出的却是另一番城市风貌：街巷狭小却鲜少拥堵，商业繁荣却井然有序；处处其乐融融，

人人安居乐业。

是什么造就了城市“前生后世”的迥然差异？又是什么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难寻美

好？急功近利的发展理念和政绩观是始作俑者。利益先导，城市规划受到各种利益团体影响，

缺乏时序性、延续性、稳定性，导致不经调查研究便妄自判断，不能科学安排先建什么、后

建什么，劳民伤财，之后却总是推倒重建；也不能按照既有规划从一而终地执行，计划只是

常变却不见常新；以大为美，城市建设不顾客观条件追求速度、规模，忽视质量、功能，缺

乏协调，导致公共工程建设滞后，城市的承受力不足。

城市该去向何处？城市建设又该去向何处？这抉择的背后是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以古为

镜做到文化传承；也是如何对待现在，以今为本做到以人为本。

城市建设要注重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文化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兴衰，时空的变换，

更是让一个城市区别于另一个城市最显著的特质，是城市精神的旨归。保留一个城市的文化

与历史，就保住了这个城市的“根”，就能让子孙后代稳稳地在这“根”上繁衍生息，而不

是只能去冰冷刻板的图书馆、博物馆找寻先人的足迹。《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景观正可以

作为一面镜子，照出当下我们城市建设的缺陷与不足，我们应当从中悟出真正的城市建设理

念，让文化与现代生活密切融合，使城市因文化而更加繁荣。

城市建设要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切实关注人的感受和需求。人是城市的主体，而城市

也本是因为有了人才称其为城市，忽略了人的感受，认为城市只是空间范围的无限扩大和钢

筋水泥的简单叠加，城市的发展也必然会失去目的和动力。城市建设的根本原则应当更好地

为人服务，让城市中的人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舒适、更加幸福。台湾文化学者蒋勋评价《清

明上河图》中一个场景时说，“一个城市的多元在对视的一瞬间展现了”。我们对城市的建

设既应当实现今与古的 “对视”，也应当实现建设与人性的“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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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为镜可以知成败，以今为本终能铸辉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相信在不远的将

来，这种“美好”能够真正地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