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0 年公安院校联考《申论》冲刺卷（一）

给定资料

1.“和”和“合”两个字在中国的甲骨文、金文中就已出现。“和”指的是和谐、和睦、

和平、和善、和祥、中和等思想；“合”指的是汇合、结合、联合、融合、组合、符合、

合作等思想。到了春秋时期，《国语》、《管子》等书中就已将“和”、“合”两字连用而提

出“和合”思想。《国语·郑语》说：“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夫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所谓“和合五教”，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和合，它

认为只有五教和合，才能使百姓安身立命。这里所说的“和合”，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等同

或混一，而是有差别的统一，有区别的整体，所以它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

为实现了和谐，则万物即可生长发育，如果完全相同一致，则无法发展。和合作为一种思

想，在《周易》一书中就有突出体现，《周易》易经柱和六十四卦和合数表虽然互相差异，

但它们所共同构成的整体中又是和谐对称的，这种有差异的统一，有区别的整体，体现了

整体“和合”的思想，为中国古代“和合”思想提供了理论根据。

2.中国传统伦理具有浓郁的和合精神，它适应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了

中华民族阴阳平衡的致思倾向。

地理环境既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舞台，又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重要对象，是物质

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

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中国位于亚洲东部，背靠大漠，面向大海，地

域辽阔，四通八达而又相对封闭。疆域内部特别是中东部，沃野千里，山川秀丽，气候温

和，物产丰富。而西方文明属于“北道文明”，东方文明属于“南道文明”:“南道得太阳之恩惠

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

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在这种环境中繁衍、生存的

人们，不仅需要修好内部关系，完善道德生活，而且形成了内聚性的思维习惯和稳定性的

价值追求，进而培育了和合精神的文化传统。

长期从事农耕的中国先民，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成了安土重迁、稳定和谐

的思维原则、价值尺度和心理习惯，进而形成了形而上的伦理观念。孟子说:“不违农时，谷

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

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

将天道、人道、王道一以贯之，阐明了“适时”与“适势”的关系，揭示了天、地、人相互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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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农业生产及其发展,不仅需要农民勤于耕耘，而且需要风调雨顺的自然

条件和政通人和的社会条件，既促使父权家长制的大家庭制度及其伦理的形成，又促使专

制集群的社会组织及其伦理的形成，以适应携手合作、兴修水利、抗击灾害、发展生产的

社会需要。

中华民族在长期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促进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在抵御自然灾害和外

来侵略的斗争中，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增进理解、增进友谊，融汇成为多元一体的民族

格局，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小聚居大杂居的多民族历史充分证明了“和则两利、分则

两损”的道理。

“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

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

政治上的法律制度。”中国历史由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是氏族首领直接转变为奴隶

主贵族，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一个“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国

以家为基,家以和为贵。家庭和谐是家族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谓“家和万事兴”；如果

家庭内部冲突与矛盾不断激化，那么家族制度就难以维系，是谓“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

之”。《墨子》中亦写道:“内者父子兄弟作内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由此及远,以家庭为单位，逐步向外辐射，形成以家族、宗族为纽带的社会网

络。以亲情为基础编织起来的社会网络，形成了注重血缘关系的社会心理，推演出社会伦

理，凸现了和合精神。

考古事实说明，中华文明是多源的，遍布了中华大地各个地方，直到秦统一之前，中

国仍然处于分裂状态，政治上诸侯林立，文化上异彩纷呈，各国都有自己的传统习俗和法

度礼仪。伴随着民族交往、国家统一的进程，文化融合与更新同时发生，演化成了兼容并

包和与时俱进的双重文化品格。文化共存承认了差别与独特，文化交流铸就了包容与渗透，

即建构了和合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状态。

3.21世纪是“冲突与发展”的世纪，一方面，多极化、多变性、多样性，要求不同元素、

因素的冲突融合，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和合”的精神是新世纪的思想主流；另一

方面， 由于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发扬“和合”精神，又是 21世纪的重要使命。

在计划经济时期内，人们过分强调了整体性，而忽视了个体性，过分强调了统一性，

而忽视了差异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又过分强调了个体性，而忽视了整体性，过分

强调了差异性，而忽视了统一性。中国传统和合伦理精神的本质在于在承认差异性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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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有机统一，即“和而不同”。在当今时代，应该进一步促进人的解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即承认个性差异，鼓励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实现整体和谐。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

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群体性存在，一旦脱离群

体就不可能存在与发展，所以人伦关系的意义即在维护其群体性生存与发展。表现在社会

关系上，伦理要求就是要实现整体性生存与发展。

在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难以避免，如果处理不好，极

易形成对抗的局面，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民主革命以来,张扬了斗争哲学，因而培育

了“刚强进取”的国民性格；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张扬了竞争哲学,

因而又培育了“奋发取胜”国民性格。当今社会，国民普遍滋长了浮躁情绪，激发了极端个人

主义，进取心切,急于求成，造成了各种关系紧张。在这种背景下，特别需要继承和弘扬中

国传统的和合伦理精神中的“守柔谦让”的道德品质。守柔谦让的本质是要“克己”，它不仅是

个人修养的重要表现，是传统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是遵循自然规律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尤其应该继承和弘扬守柔谦让的伦理传统，践行守柔

谦让的行为准则。

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

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只要各国结合本国的实际，顺应时代的潮流，

弘扬和运用这些具有东方特色的传统和智慧，同时积极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进步

文明成果，就可以为不断发展提供精神的动力。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

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开放的态度来制定政策，尊重各国的

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

存异中共同发展，从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和谐。

1993年第三届“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国际讨论会纪要称：“源远流长的和谐意识

是中国社会自秦以来高度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和合伦理精神所产生的强大的向心力、凝

聚力、整合力和生命力,调和了人与人、族与族的诸多关系,孕育了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处

格局,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发展共荣。

和合文化主张人之身心和谐，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正确处理与欲的关系。特别注

重人的内在性情的和谐，强调个人的自身修养问题，主张通过个人内在的修炼，首先实现

身心和谐，然后以此为基础逐步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文化中

的理想人格是“圣贤”和“君子”，“内圣外王”则是其理想人格的突出表现。《礼记·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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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德、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

十义。”“十义”均强调从内敛、克己出发,通过修身养性,达到心平气和,做到“己所不欲 ,勿施

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实现人的内心和谐。

4.中国传统文化对国际关系理想境界的表达是“协和万邦”。中国对非援助即是“协和万

邦”理念的体现。中国在对非援助的过程中，从不以施舍者自居，强调的是中非合作过程中

的团结、互助和共同发展。中国对非援助一直都以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为前提。中国对非

援助开始于 1956年，多年来，中国坚持不附加政治条件、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立场向非

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受到广大非洲国家的欢迎。

在 20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末，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争

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给予了道义上的声援和物质上的帮助。其中中国援建的坦赞

铁路对推动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借助这条铁

路将包括中国的援助物资在内的外界援助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南部非洲反对殖民主义和白

人种族主义统治斗争的最前沿，有力地支持了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

国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事业。

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在获得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后，首要任务是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到殖民剥削和掠夺，这些国家经济明显呈畸形发展的形

势，对原先宗主国资金和市场的依赖极其严重，加上在争取独立的进程中与前宗主国的经

济联系要么中断，要么受到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因此经济几乎都濒临崩溃的绝境，急需

外部经济援助。中国及时向受援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对非洲各受援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成套项目援助是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主要方式。1960年 9月，中国与几内亚签订经济

技术合作协定，规定中国向几内亚提供不附带任何条件和特权的无息贷款 2250万卢布，用

于提供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这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此后

到 1970年，中国先后同非洲 12个国家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到 1980年，与中国签订

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非洲国家增加到 44个。中国帮助受援国兴建的铁路、公路、桥梁、港

口等工程，促进了受援国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中国在非洲一些国家的干旱地区帮助打井，

建设供水工程，解决了当地群众的饮水困难。随着中国经济技术力量的增长，中国还帮助

受援国建成了一批冶金、机械、化工、建材等基础工业项目，对受援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起

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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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战略的基石。非洲在国际舞台上始终予以

中国政治外交支持。非洲帮助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台湾、西藏问题上支

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在人权、入世、申奥、申博、联合国改革等其他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

问题上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例如 1971年 10月第 26届联合国大会上，在第三世界国家的

支持与努力下，由阿尔及利亚等 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

联合提案，以 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在 23个提案国里，

有 11个是非洲国家；在 76个投赞成票的国家中，非洲国家占了 26个。也正是依靠这些非

洲国家的支持，中国在 1989年政治风波后成功打破西方的封锁与制裁，1990年后多次挫败

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会上的反华提案。中国成功举办 2008年奥运会和 2010年世博会，

非洲国家都给予了极大支持。

中国的对非援助，范围广泛，形式多样。由于非洲自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中

国对非援助是中国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带动了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

务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出口，扩大了对非贸易，开拓了国外市场。中国对非援助也使中

国的能源渠道多样化，保障了国家的能源安全。

中国对非援助作为中非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在中非关系的稳定和推进过程中发挥着

特殊的作用。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援助领域的多元化、援助形式的多样化和援助规模

的扩大化，中国对非援助增进了中非的政治互信，提升了中非经贸合作水平，密切了中非

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推进了中非民间交往，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空间。

中国的对非援助有益于减少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现象，加强其基础设施、改善其投资环

境、提高其自我发展的能力，对于构造良好的全球经济发展环境是非常有利的。非洲国家

通过接受财政、物资、技术与人力等方面的援助，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源紧张状况，稳

定国内政治和经济局面，专注发展本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中国的对非援助，对于全球

减贫，对于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5.“两个憨态可掬的童子，一人手捧礼盒，一人肩扛荷花”，在 T县，许多地方都能看到

这样的画像，他们就是传说中的“和合二仙”———寒山与拾得，他们也是“和合文化”的源头。

千百年来，T县“和合文化”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全世界的文人墨客前来探索、前来感悟。“和

合文化”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影响着 T县，也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逐渐积淀和形成了自己

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崇尚“人与自然和合、人与人和合、人与社会和合”的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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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要打造和合文化传播地、标志地，建设和合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当好“特长生”，争当

“模范生”，勇立潮头，裂变发展。

随着 T县和合小镇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工以及和合小镇和尚坟区块征迁工作的全面

完成，一个总面积约 3.6平方公里的文化旅游特色小镇———和合小镇即将在一片绿水青山

间铺展开来。和合小镇建设分为“一核两翼”，“一核”即和合人间文化园，“两翼”中的西翼为

T县门户旅游区，东翼打造以“和合天堂”为品牌的休闲养心谷地。未来，随着各项配套设施

的建设，县城将逐渐形成一个以“和合文化”为灵魂，以人文体验与自然风景旅游为主体，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养生文化传统为特色的富有浓郁人文气息的旅游特色小镇。

在和合人间文化园内，和合人间博物馆展示着唐代诗僧寒山子的《寒山子诗集》、清朝

和合二仙刺绣等数千件散落在民间的“和合”主题艺术品、工艺品、民俗物品、珍稀藏品、史

料史籍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示了天台独有“干漆夹苎”技艺、民间的泥塑、石雕、木雕、

玻雕技艺以及济公传说、天台山佛教音乐会、状元游街、苎布制作技艺、皇都南拳、抬阁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根藤艺术馆则将“一根藤”等和合工艺文创等做了更广的文化延伸，另

外，满堂红婚俗馆、和合堂婚庆体验馆将在 10月份完工。未来，人们可以在这里通过游览、

体验等多种方式，全身心地感受和了解“和合文化”的精髓所在。

今年以来，T县文化礼堂、“和合书院”建设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成为了广大群众的

精神文化“家园”和“乐土”。各乡镇积极探索“和合文化”进农村文化礼堂工作。在山东经商 20

多年的乡贤 X将尘封已久的孔庙重新启用，办起了书院，举办了“T县首届儒学文化节”，挂

牌“和合书院”、开办“和合讲堂”，将“和合文化”深深植入书院，常态化推行传统成人礼仪、

讲座、诗词创作笔会等活动。

今年 4月份以来，县委县政府新一届班子秉承历史使命，开启了 T县发展史上最大的

一次城市改造行动，全面启动五大区块征迁工作，涉及 2412户，如此量大面广的征迁，在

T县历史上从未有过。面对征迁范围广、人口密度大、房屋产权杂、界定难度高、居住人员

乱等“疑难杂症”，五大区块指挥部凝聚了“两代表一委员”、部分村干部、县相关单位业务骨

干等，形成一股强大的“和合之力”。全县上下戮力同心，推进征迁工作，并且将 “和合征迁”

进行到底，在工作中始终保持公平公正、讲明政策，让村民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实现利益最

大化。在短短 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就全面完成征迁目标，迈出了城市裂变发展的第一步，开

创了 T县征迁史的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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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级的 G景区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殿宇雄伟，具有广

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从 5月 19日起，G景区取消门票，免费开放，成为近 5年来该省首

个取消门票的国家 5A级旅游景区。这项举措的出台，有 T县“和合文化”的向心力使然，也

包含着全县人民和合包容的朴素观念。通过将 T县最具代表性的景区变成全民共享的免费

资源，从而在新的起点上引领全域旅游进程，显示了 T县旅游转型升级的魄力和信心、T县

人以和合文化为指导的“T县思维”。

借力“和合文化”，T县开辟了一系列与“和合文化”紧密关联的养生休闲旅游新线路，寒

山神隐线就是其中一条。“藏在深闺人不识”的 L乡挖掘沿线寒山隐逸文化与和合文化内涵，

利用优越的山水生态环境，以美丽公路带动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发展，逐渐走出一条致富新

路子。

在 T县，“和合文化”的精髓早已全方位融入了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各

项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的一股强大力量。

田间法庭、床头法庭、电话法庭……一个个以“和合”为理念的法庭，将矛盾化解于无形。

这是县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出现的新气象。县法院注重运用土生土长的“和合文化”，把打

造“和合法院”和推进和合调解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促进案结事了，每年调解结案占半数以上。

今年前 5个月，县法院民事案件收案 1262件，成功调解 832件，调撤率为 66.1%。在法官

们看来，“和合文化”讲究系统整体思维，以和合为基调，使威严的法庭、法官和看似冰冷的

法律有了温情，进而引导当事人发挥自我解决纠纷的积极作用，最终实现社会的和合。

在 T县，各个村通过开展书写家风对联，制作家风家训牌匾楹联进农户，开设家风家

训书画馆，举办家风家训书画展，在各村醒目位置绘制家风文化墙，打造“农耕主题大院”、

“传统手工大院”、“民俗主题大院”、“博士堂”、“家风馆”等活动，将家风家训融入到了日常

生活中。位于赤城街道田洋陈村的 T县家风家训馆通过挖掘梳理中国传统中华中慈孝、忠

诚、仁惠等优良品德的家风，以及 T县古代与现代名人名家及知名乡贤的家训，弘扬中国

传统“家国天下”情怀，传承着 T县“和合文化”的本色。

文化，是一个城市独一无二的印记，更是一个城市的精髓和灵魂。“和合文化”造就了 T

县独具个性的城市气质，而“和合”早已成为 T县人的一种基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6.在先秦时代，“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指一种有差别的、多样性统一，因而

有别于“同”。比如烹调，必须使酸、甜、苦、辣、咸调合在一起，达到一种五味俱全、味在

咸酸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佳肴；比如音乐，必须将宫、商、角、徵、羽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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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一种五音共鸣、声在宫商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美乐.晏婴曾说：“若以水济水，谁

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孔子继承了我国历史上的“和合”思想,并把它运用到人

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人与人的心灵、人与不同文化等方面,对它加以阐明和发展,

形成了系统的“和合”思想体系。他将“和”与“同”的差别引入到人际关系的思考之中，于是便

有了《论语·子路》中的这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作答要求

（一）请根据“给定资料 2”,概括中国传统伦理蕴涵和合精神的主要原因。（15 分）

要求：（1）准确、全面；（2）不超过 100字。

（二）国内民众对于中国援助非洲不甚理解，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专注自己的

建设，不应该花钱买面子。某学者对此现象说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使非洲受益匪浅，但

受益者绝非仅有非洲而已。根据给定资料 4，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20 分）

要求：（1）观点明确，紧扣资料，有逻辑性；（2）不超过 300字。

（三）你是某县政府的秘书，请根据给定资料（5），写一份县和合文化发展情况的考

察报告，以供领导参考。（25 分）

（四）“给定资料 3”引用了 1993 年第三届“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国际讨论会纪

要，请根据对划线句子“源远流长的和谐意识是中国社会自秦以来高度统一的重要原因之

一”的思考，结合给定材料，联系社会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1））见解明确、深刻；（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3）思

路明晰，语言流畅；（4）字数在 1000-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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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警校生小图，回复“密卷”获取试题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