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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事考试作为国家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社会人力资源的重要手段，作为个人

职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国家人力资源战略发展及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均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事考试工作，政策性强，复杂度高，社会关注度大，不仅

关系着国家和公民个人的切身利益，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

更体现着社会公平公正。但是在人事考试中出现的违纪作弊现象日益猖獗，严重

影响了人事考试的安全有序、损害了考生的合法利益、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公正。

本文的研究意义就是通过考试违纪作弊这一现象的逐渐严重性和普遍性，来唤起

整个社会对于人事考试的关注，对人事考试违纪作弊的谴责及打击。希望能有更

多更大的力量投入进来，严厉打击违纪作弊行为，切实维护人事考试公平公正。 

本文首先对国外比较有权威的激励理论进行阐述，从正反两个方面为打击人

事考试违纪作弊行为提供理论依据，然后详细介绍了从古至今中国各种考试作弊

的手段与方法，并对考试作弊引发的弊端进行了研究，对引起违纪作弊的原因结

合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最后，根据当前人事考试环境提出打击违纪作弊行

为的措施与对策。 

本文认为打击人事考试违纪作弊行为首先必须先制定相关法律规定，将违纪

作弊上升到“违法犯罪层面”，加大惩治力度；同时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加大违

纪成本；也可以考虑改革相应规则制度，比如职称评审制度等等。然后从创新改

进考试的技术和方法、加大基础设施和设备的投入、加强考试工作人员的队伍建

设和加强考生群体的宣传教育上等多方面加大力度和深度，才能真正杜绝考试违

纪作弊现象，创建一个诚信、安全、有序的人事考试环境，切实保障人事考试事

业顺利有序地发展。 

   

 

关键词：人事考试；违纪作弊；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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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sonnel Examination as an important tool for national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 use of social human resources as an important way to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human resources strategy 

and individual career planning has played a crucial role. Personnel Examination work, 

policies, and complicated high degree of social concern, and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state and private citizens, affect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ut also reflects the fair society. 

But the discipline of cheating phenomenon in Personnel Examination increasingly 

rampant, seriously affecting the safe and orderly examination of the personnel, 

damage to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candidates, undermining the harmony just 

socie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ass the exam cheating discipline gradually 

seriousness of this phenomenon and universality, to arouse the whole society's 

attention to the examination of the personnel, on personnel exam cheating condemn 

and combat discipline. We hope to have more investment coming in greater power to 

crack down on cheating and discipline, and earnestly safeguard the Personnel 

Examination fair. 

Firstly, there are incentives for foreign relatively elaborate theoretical authority 

from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combat 

personnel disciplinary exam cheating, then details the means and methods of cheating 

in examinations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the exam cheating drawbacks were 

triggered research on cause disciplinary reasons related theories cheating basis of the 

analysis, and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to combat Personnel 

Examination cheating disciplinary measures and countermeasur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cheating on exams cheating against personnel must first 

formulat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disciplinary cheating will rise to "criminal 

dimension" to increase efforts to punish;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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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cost discipline; you can also consider the corresponding system of rules 

reform , such as title evaluation system and so on. Then from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to improve the exam,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and 

equipment, strengthen the building of the examination staff and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the finest groups of many candidates to increase strength and depth, 

in order to truly put an end to cheating on exams cheating create an honest, safe and 

orderly environment Personnel Examination,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Personnel 

Examination the smooth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Keywords: Personnel Examination；disciplinary cheating ；incen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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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1、选题背景 

中国是考试的发祥地。在 1910 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中，有关考试的

内容提到：“历史上最早的有关考试的制度就是中国选拔行政官员的考试制度，

据公元前 1115年的记载。”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演讲《五权宪法》时仍强调

指出：“现在各个国家的考试制度都是差不多学英国的，但是追根溯源，英国的

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世界上最古老最好的制度是中国

的考试制度。”
①

隋朝

中国的考试制度，从尧舜期间的萌芽到西周时期的雏形初具，

迄今有近 3000 年的历史。东汉时期（公元 132 年），中央政府正式设立了专司

考试管理的机构——隶属于“尚书台”的“吏曹”。 大业元年（605 年），

国家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

止，一共经历了 1300 年。1916 年 4 月，北洋军阀政府颁布《文官高等考试令》

和《文官普通考试令》，并 “相继进行了中国现代社会选拔考试史上的首次文

官高等考试和文官普通考试。”
②
1928年，中华民国根据“孙文学说”的五权宪

法思想设立考试院，独立行使国家考试权。“中国考试发展史上第一个集国家考

试行政、业务、研究于一体的独立考试机构及管理体系从此诞生。”
③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 1994年第一次公开招录国家公务员，虽然

范围很小，且未普及全国，考试模式也大不一样，但拉开了我国大规模人事考试

工作的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以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

在公务员录用考试的基础上，国企招聘考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考试、职业

 

                                                 
①
徐有守.中外考试制度比较[M].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 年版. 

② 廖平胜.论中国古代文官考试制度的演变与中国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形成[M].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

年 
③廖平胜.论中国古代文官考试制度的演变与中国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形成[M].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

年 

http://baike.baidu.com/view/4821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8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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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资格考试等也陆续启动并逐渐步入正轨。目前社会上的人事考试主要包

括公务员录用考试、事业单位招聘考试、职业资格考试、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

考试、大学生村官考试、军转干部考试等。  

随着国家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通过人事考试来选拔优秀人才和提

升个人能力，已成为国家选人用人的主要手段。人事考试在我国人力资源战略布

局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对于国家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社会人力资源和个人职业发

展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事考试体现了我党一贯坚持的“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的方针政策，考试的安全性、公平性、科学性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

然而有个别考生为了通过人事考试获得就业机会或者职位上的升迁，不惜采取违

纪作弊的手段来通过考试。这扰乱了正常的考试秩序，侵害了其他考生的合法权

益，破坏了社会和谐公正的氛围，极大偏离了考试本身的深刻含义——公平公正。

在目前这一大规模、多人次、高频度的人事考试环境下，如何最大限度地打击考

试违纪作弊行为，保障考试安全顺利，维护社会和谐公正，成为了本文研究主题

和内容的最直接动因。 

2、选题的研究意义 

人事考试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是体现社会公正公平的重要途径，对构建

和谐社会有着重要作用。打击考试违纪作弊行为体现了政府部门对于维护公平公

正的考试作风的决心，对于提倡诚信守信的社会风气的态度。 

自各项人事考试开展以来，各类违纪作弊手段方法层出不穷，五花八门，从

以前的常规性手法到如今的高科技技术，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的同时，作弊

手段也在一步步与社会时代接轨，越来越呈现出现代化、集团化、规模化的趋势。

许多业内人士纷纷从多个角度对考试作弊这一现象进行剖析，对作弊的动机、时

间选择和各种惯用手法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系统化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

施和方法，不仅有助于全面保障人事考试公平公正，而且有助于构建社会诚信体

系，从而建立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 

本文从激励理论的基础出发，运用相关数据对比、经典案例分析，列举了人

事考试违纪作弊现象层出不穷的原因、常见的作弊手段和方法以及造成的不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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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正确认识到违纪作弊对人事考试事业、社会的公平公正以及政府公信力的危

害，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打击考试违纪作弊的对策建议。首先要在法律政策上加大

对违纪作弊的惩治力度，使妄想违纪作弊的考生加大违纪成本，让他们望而生畏，

同时建立与各行业部门挂钩的社会诚信体系，让失信者在社会寸步难行。其次，

加大对标准考试设施及反作弊设备的投入与创新，“魔高一丈，道高一尺”，有

效针对日益科技化、现代化的作弊行为，实施强大打击。再次，加大对考试工作

人员的培训与监督。加强整体队伍建设，提高团队战斗力，勇担重任，牢记使命，

与违纪作弊恶势力作英勇斗争。最后，对考生加强宣传教育。正面宣传“诚信应

考，诚实做人”的道德品质，揭露违纪作弊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弘扬社会良好风

气。 

（二）概念界定 

1、人事考试 

人事，就是指人力的事物，概念起来就叫人与事有相互直接联系或关系的事

物，例如晋升、劳资、档案等事物。现在也称作人力资源。人事考试，就是指与

人力的事物有紧密联系的考试。与教育考试不同，教育考试主要是学业方面的，

比如高考、中考、自考等教育求学类考试；而人事考试主要是就业和职业方面的

考试，人们通过人事考试，可以获得就业的机会，或者职位的升迁、行业的准入

等等。 

人事考试一般是由各级政府人力社保部门会同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定期组织

的与个人职业及单位招聘、培训、选拔优秀人才密切相关的统一考试，其中包括

公务员录用考试、职称资格考试、执业资格考试、企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等等。参

加人事考试的考生一般是各行各业中具有一定工作能力和一定学历水平的人员，

组织人事考试的主要是政府人事考试部门。 

2、违纪作弊 

违纪作弊是指应考人员、考试机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与考试相关的人员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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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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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不正当的手段，违反相应的人事考试制度规定、破坏正常的考试秩序、损

害人事考试公平公正原则、为自身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人事考试违纪作弊行为的主体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应考人员。应考人员

是违纪作弊主体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考试作弊的直接参与者，数量也最为庞

大；二、考试机构工作人员。主要是指考试机构相关工作人员，比如监考人员、

巡视人员、值班人员等等，这类主体主要是被经济或物质利益所诱，利用工作之

便，与其他主体相互勾结进行违纪作弊；三、其他人员。除了上述两类主体人员

之外，还有一类主体也直接或间接参与违纪作弊行为。比如社会中介机构、培训

机构、替考人员等等，这类主体有着集团化、组织化、高科技化的特点，主要目

的就是为了获取非法经济利益。 

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考试作弊的手段也花样翻新，已从传统

古老的偷窥、抄袭、夹带，日益演变成替考、无线电、电子用品等高科技、高技

术方式，违纪作弊人群也日渐复杂，从以前的单纯考生作弊，到现在越来越多的

团伙组织作弊、与监考人员及其他考试工作人员相互勾结作弊现象，这些都需要

引起我们的警觉。 

（三）文献综述 

1、国内人事考试作弊的研究现状 

根据国内考试机构的专业人士及相关学者对于人事考试的研究，都一致认为

人事考试对于国家的人才开发和人事管理有着关键的作用，是国家人力资源发展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时代进步的重要标志。但是人事考试违纪作弊的

问题也很突出，而且正在向着现代化、严重化、规模化的趋势发展，人事考试的

组织者及工作人员都感到压力日益增大，也纷纷献言献策，提出了各种打击人事

考试违纪作弊的措施和办法。 

（1）法制建设有待健全 

大多数考试机构的专家都认为正由于当今国内人事考试环境法制不健全，考

生违纪成本过低，所以导致考试作弊之风盛行，违纪作弊现象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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