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05 月 12 日浙江省事业单位统考 

《综合应用能力》 

 

重要提示： 

 
为维护您的个人权益，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请您协助我们监督考试

实施工作。 

本场考试规定：监考老师要向本考场全体考生展示题本密封情况，并

邀请2名考生代表验封签字后，方能开启试卷袋。 

（仅限浙江华图内部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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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此条形码揭下， 

贴在答题卡指定位置。 

姓
名

 



 

 

 

 

注意事项 

1.本卷为全主观题，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纸上作答，直接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2.请在试卷、答题纸上严格按要求填写姓名、填涂准考证号； 

3.本卷总分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 

4.特别提醒：请在答题纸规定的区域内作答，超过答题区域作答无效。 

 

停！请不要往下翻！听候监考老师的指示。 

否则，会影响你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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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分析题（根据所给案例，回答后面的问题。50 分） 

案例一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用岑参的这首诗来形容当下的知识付费再贴切

不过。 

“我参加了一个微信公众号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有性格分析方面的，有文学方面的，

还有一些管理方面的，都是平台通过筛选提供的，我认为比较实用，省得自己大海捞针，读

书也变得比较有针对性。”市民罗先生说，“每天我抽出 15 分钟的碎片时间进行阅读，不耽

误工作休息，我觉得很好，一共才 199，非常划算。” 

“没想到知识学习消费大潮说来真的就来了，这么快！”一位网名为“读书还要去模仿”

的读者留言说。像罗先生这样的消费者越来越多，随着职场工作的需要，给自己充电，而这

种利用碎片化时间的学习模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一个学习计划几百元的学费也是普通

人负担得起的。 

市民黄女士是网络学习的拥趸，“我每天在网上学习英语，月消费差不多千元。这很划

算，相当于一件衣服的钱。”在一家英语学习的知识共享平台上，推出的线上短期阅读训练

营也十分火爆。每人收费近 200 元，仅仅一期的付费学员就超过 400 人，时间管理、职场技

能、英语提升、亲子教育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找不到的。 

从 2010 年起，北大国发院聘任教授薛老师，借助互联网阅读讲授《经济学原理》和《法

律经济学》两门课，其学生已经超过 25 万，遍布全国，从事不同的职业，他们每天拿着手

机聆听薛老师命制的十分钟音频课程，在线回答他前一天提出的思考题，学费是一年 199 元

的专栏订阅费，截至今年 3 月，薛老师在这个平台上的营业额，已达 5000 万元。目前，薛

老师已辞去北大教职从事专栏平台授课，在他开设专栏的平台上有近 30 个不同领域的学者

开设了付费专栏。比如天使投资人李某开设的“教你如何变得更值钱”的专栏，订阅人数超

过了 17 万，作家万某开设的西方书单解读专栏，订阅人数超过 12 万。 

随着互联网的深度普及，杂乱无章、良莠不齐的互联网内容为用户带来筛选的困难，优

质内容越来越成为稀缺品，分答、得到、知乎 live 等一大批知识付费平台走红。国家信息中

心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7》显示，去年我国知识领域市场交易额约为 610 亿

元，同比增长 205%，使用人数约 3 亿。而同期，中国网民总数也不过 7 亿多一点。知识付

费早已不再是小众游戏，甚至可以说，早已成为一部分人的“移动互联生活”新标配。 

问题：结合实际，试分析网络知识付费兴起（现象）的动因（20 分，不超过 300 字）。 

 



 

第 2 页（共 3 页） 

案例二 

资料 1 

4 月 8 日，A 市晚报记者接到市民高先生的来电，举报某马路市场早市期间经常有骗子

进行抽奖骗人，这类骗局太低级了。虽然媒体经常曝光但还是有人前仆后继，屡屡上当。第

二天一大早，记者随同高先生来到市场。 

6 点刚过，就有一名 30 多岁的男子来到市场出入口，先摆上一张桌子，然后从两个塑

料袋内拿出一些家用小电器，再拿出预备好的抽奖箱放置在桌面上，准备好后，男子开始吆

喝：“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免费抽大奖！奖品从一到八等奖，抽到六等奖以上的，东西免费

归您，抽到七、八等奖的，以成本价买下奖品。受厂家委托做推广，卖的不到市场的一半价

啦。” 

此时，几名打托者假冒路人去抽“我试试”，其中一个打托者上来抽奖。“嚯，大哥，是

二等奖，这价值 200 元的按摩器归您了”。“还能再抽一次吗？”，“可以”不料又中了一个价

值百元的收音机，托者拿着奖品离去了，走到不远处放到附近的一辆车上。 

此时一名买菜的 60 多岁的大娘看到了，在周围托的忽悠下抽了，可惜，大娘没中，刚

好是七等奖，买了奖品，打托者又忽悠再试试，抽中了就能回本，大娘经不住忽悠，又出手

还是没中，又花 200 元买了奖品，然后走了。或许怕骗局被拆穿，一个托又尾随大娘一段路，

确定不会报警再返回。 

高先生告诉记者，基本上每周骗子都会在早市上不是抽奖就是卖祖传物品，专向中老年

人下手，忽悠他们上当受骗。“这些骗子在此骗人的次数数不清了”。周围商贩也清楚，但对

方人多势众，没人愿意惹麻烦，报警好几次了，一直没效果，有一次警车来了，民警没下车，

闪着警灯，骗子也不怕，此外，骗子还利用出售鹿茸之类的名贵药材来坑骗不明就里的中老

年人。 

资料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克、×迪统统一百元一双”“阿姨，看看我们这款产品，对

多种疾病有预防和治疗作用”“叔叔，留个电话登记一下，免费送块透明皂”。连日来，记者

在西部某省会城市的多个早市走访发现，在新鲜食材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消费的同时，一些不

法商家也盯上了逛早市的老年人。记者在一个早市观察发现，与蔬菜水果商贩对所有顾客都

“一视同仁”不同，早市及其周边区域摆摊卖品牌运动鞋、推销保健品、号称留下个人信息

就能免费配老花镜或领透明皂的商贩，对老年人更青睐。一位穿着白大褂散发传单推介保健

品的中年女性，看到老年人就亲切地叫叔叔或喊阿姨，没等对方接话便拿着传单开讲，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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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老人不感兴趣，依然微笑着询问能否留个电话回头联系。而当记者凑上前去想要份传单，

看看其推介的是什么产品时，这位“白大褂”却躲躲闪闪。一张摆在早市路口的桌子上放着

一个装满镜片的手提木箱，旁边是一支笔和用于登记配镜者个人信息的几页纸，这便是只要

留下个人信息就能为老年人免费配老花镜的小摊。然而，记者在现场没看到相关验光配镜资

质。“那种一百元一双的运动鞋，年轻人可能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正品，但一些老年人通常会

被销售者以‘库存清仓’‘顶账货’等说辞蒙蔽。”一家知名运动品牌商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早市上那些一百元一双的“名牌”运动鞋除了极有可能不是正品外，其设计是否合理、用料

是否环保也都很难说，如果运动不成反伤身就很不划算。留下姓名、电话等信息就送礼物，

难道真是老年人赚了？记者曾采访过一位被一投资理财公司骗走 20 余万元的刘姓老人，他

就是从一袋洗衣粉开始逐渐被“套路”的――“逛早市的时候，一个小姑娘说‘叔，登记个

信息就能免费领洗衣粉’，我想这是好事，就留了姓名和电话。”这位老人说，没过几天，小

姑娘给他打电话说公司有一个理财项目利息很高，去公司了解的话给送一斤鸡蛋，听完不买

产品也没关系。从留下个人信息开始，听了几次课，上述刘姓老人便把 20 余万养老钱投入

了那家投资公司，最后老板跑路，他欲哭无泪。 

这位老人说，被骗之后他逐渐关注到，现在一些假冒伪劣保健品的销售人员对老年人个

人信息也很感兴趣。这些销售人员的套路和个别投资公司几乎如出一辙，他们在早市获取老

年人个人信息后，往往通过“专家健康讲座”“上门义诊”“免费抽奖”“免费旅游”等手段，

夸大产品效果，用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类似的情况不只发生在西部地区。查阅媒体报道不

难发现，“早市上免费送净水机是套路”“早市免费礼品套路专骗老人”等新闻在多地都曾出

现，这也说明此类现象并非个例，更凸显早市上伸向老年人的黑手亟待斩断，老年人的合法

权益亟须得到保护。 

问题：从市场监督的角度谈谈如何斩断早市上伸向老年的“黑手”。（30 分，不超过

400字。） 

二、大作文（阅读以下材料，然后按后面的要求作答。50 分） 

地处祖国西部荒漠间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中国航天的圣地。50 多年来，中国核导

弹从这里腾飞，东方红卫星从这里升空，神舟飞船从这里起航。这里的东风烈士陵园里躺着

无数的英灵，他们为祖国和人民建立了赫赫功勋，但其中绝大多数英烈都是默默无闻。 

问题：结合上述材料，联合实际，以“无名”为话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

论文。 

要求：主题鲜明，内容充实，论述有力，字数 1000 字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