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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数 对 称 性 的 探 究

通过政府回应力建设实现信访终结的探索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于新凡

信访是群众表达诉求、维护权益的重要途
径。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推进，社会矛盾
复杂交织，信访活动易发高发。 在信访工作中，
最突出的问题是信访案件不能有效终结，个别
群众重访、集访、缠访，破坏了正常的上访秩
序，占用了大量的信访资源。 如何有效终结信
访案件，成为各级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研究的重
点。 笔者通过长期实践发现，政府对信访诉求
进行有效回应，能显著提升信访案件终结率。

政府回应，从广义上说是指政府为满足社
会需求而提供的公共服务。 本文探讨的政府回
应，具体到信访领域，是指政府与社会公众之
间进行的沟通互动。 我们认为，加强政府回应
力建设，提升政府回应的效率和效力，是终结
信访案件的重要条件。 加强政府回应力建设，
应把握以下几个重点：

一是树立政府回应的民本意识。 信访工作
的本质是为群众排忧解难。 但在实际工作中，
有些地方政府有时自觉不自觉地把政府和信
访群众对立起来，甚至认为访民即刁民，习惯
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有时在作出政府
回应时敷衍塞责、回避矛盾、推脱责任，这样不
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助长非正常上访
行为的发生。 因此，树立以民为本的回应理念，
是增强政府回应力的重要前提。 只有坚持以民
为本，一切工作以群众满意为根本目标和最终
归宿， 才能改变当前政府回应力弱化的状态。
具体到信访案件中，政府要始终站在维护和发
展群众合法权益的立场上作出回应，最大限度
体察和满足群众的合理诉求，从而使信访问题
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和公平公正的解决。 鉴于
一部分信访问题与政府行政行为失当有关，政
府一定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自我剖析、自我反
思，敢于承认错误，敢于担当责任，敢于做出正
确的回应， 而不是新的错误来掩盖过去的错
误。

二是加强政府回应的制度建设。 信访问题
难以终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回应的制度

体系不健全。 具体表现为：重回应，轻落实；接
访、回应、办理等环节各自为政，缺乏统筹协
调；信访部门的权责不对等，绩效考核体系不
够科学等等。 除了要对现行回应制度进行修改
完善之外，还应进行大胆的制度创新，摆脱政
府回应制度资源不足的窘境。 要将政府回应涉
及的内容和各环节操作规范以制度的形式确
定下来，明确政府回应的责任主体、办理结果、
适用依据、办理时限、申诉方式等，明确公众接
受政府回应时的权利、义务、责任和救济渠道。
对于群体性事件、 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回
应，应制定相应的预防和回应机制，使政府回
应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要进一步优化政府回
应的考核体系，确保政府回应的事前、事中、事
后全流程可监管、可考核、可追责。 尤其是要着
重加强政府回应后的配套制度体系建设，确保
政府回应事项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落实，进而
促进信访终结。

三是提升政府回应的质量标准。 政府回应
是体现政府管治能力、 服务水平的重要载体，
高质量的政府回应是促进信访终结的基本条
件，其应达到四个标准：第一，要依法依规。 当
前，群众的法制观念、维权观念日益增强，这对
政府回应的法制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
公平公正地处理和答复信访诉求，做到言之有
据、不偏不倚，在法律规章的框架下妥善解决
问题。 即便驳回信访诉求，只要政府依法办事，
也会得到社会的认可。第二，要求真务实。信访
诉求往往是非常具体的，政府回应的基本目标
应是解决问题。 政府应本着解决问题、直面矛
盾的态度作出回应，拿出切实可行的路线图和
时间表，而不是踢皮球、绕弯子，也不是时而施
以小恩小惠而培养一批“职业访民”，更不是为
了一时息访而乱表态、夸海口。 第三，要公开透
明。 按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要求，
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切实保障群众的知
情权、监督权，让政府回应从控制民意的暗箱
操作转变为尊重民意的透明作业，让公权在阳

光下运行。第四，要及时高效。有些信访问题错
失时机，一拖几年，既大幅增加了解决信访问
题的成本，也深深地伤害了民意。 因此，必须在
最佳时机作出政府回应，不断提高政府回应的
效率。

四是搭建政府回应的畅通渠道。 政府回应
力能否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回应的渠
道是否畅通。 首先，要畅通政府内部沟通渠道。
信访部门本身并不具备办结信访案件的职能，
通常需要将信访信息转办到其他部门，所以政
府部门间的信息沟通非常重要。 畅通内部沟通
渠道，可以通过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平台来
实现，也可通过定期召开信访联席会议以提升
快速沟通合作能力。 其次，要畅通政府和群众
之间的沟通渠道。 尽可能创造条件促使民众合
法表达诉求，如推行公开接访制度，接受群众
反映问题；积极深入基层，主动搜集掌握情况；
开辟网络信访平台， 促进信访渠道的多元化。
畅通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沟通渠道，不仅有助于
把信访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也有助于树立良
好的、亲民的政府形象。 第三，要畅通政府和媒
体之间的沟通渠道。 面对媒体对信访案件的追
问，政府部门往往选择回避，这不仅无助于矛
盾的化解， 反而有可能导致媒体误听误判，进
而误导舆论。 因此，要将与媒体建立良好沟通
作为增强政府回应力的重要途径，充分发挥媒
体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的积极作用。

五是完善政府回应的评价机制。 对于政府
回应是否公平公正，信访案件的有关各方往往
各执一词。 因此，当政府回应面临质疑时，需要
建立更加科学的政府回应评价体系，提升政府
回应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第一，评价主体要多
元。 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可大胆
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政府回应的有效性进行判
定。 第三方机构应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取向、
不以盈利为目标、不具有强制性、独立于政府
和个体之外的机构，既可以是常设机构，也可
以是临时召集组成的听证团。 成员可以由本地

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知名人
士、知名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以及邻近地区熟悉
情况、立场中立的居民组成，通过投票表决等
民主方式对政府回应作出有效或无效的判定。
第二，评价标准要科学。 评价标准应主要包括：
信访主体和回应主体是否匹配，信访诉求是否
合理，事实脉络是否清晰，处置意见是否明确，
承诺事项是否可行， 适用法律规章是否适当，
回应时限是否达标，等等。 总之，评价标准应是
中立的，有利于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 根据信
访诉求的特殊性，也可制定个性化、灵活性的
评价标准，提升评价标准的针对性。 第三，评价
流程要民主。 参与评价的人员的产生过程应公
开透明，切实保障信访诉求有关各方表达意见
的权力，给予第三方机构充分的质询权和独立
自主的表决权。 在评价的过程中，应重点对信
访诉求及政府回应的合法性进行质证，确保评
价结果公平公正。 我们认为，只要政府对自身
作出的回应有足够的自信，就应大胆地接受社
会评价。

六是强化政府回应的法制保障。 在实践
中，即便政府作出了有效回应，也有可能由于
信访人抵制而难以实现信访终结。 因此，要建
立起有效的法制保障，确保政府回应有效性判
定生效后的法律效力。 首先，应允许信访人对
政府回应的有效性进行申诉，给予其行政救济
权力，即向政府法制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由政
府法制部门对政府回应及评价的全过程进行
复核。 如果复核认定政府回应无效或有误，应
责令相关部门予以纠正并重新作出回应。 如果
复核认定政府回应有效，则标志着信访案件在
程序上完全终结，相关法律法规应确保该回应
的法律效力。 如信访人仍对此回应不服，或是
无视此回应而继续上访的，各级信访部门应依
法不予受理，确保政府不因某一信访案件而反
复回应，造成公共资源的无谓浪费。 对于信访
人实施非正常上访或其他违法行为的，应依其
情节予以惩戒。

函数难学，这是我们做学生的普遍感受，但函
数是中学数学教学的主线， 是中学数学的核心内
容，也是整个高中数学的基础。 函数的性质在数学
竞赛和高考中，是重点与热点，函数的对称性是函
数的一个基本性质， 对称关系不仅广泛存在于数
学问题之中， 而且利用对称性往往能更简捷地使
问题得到解决，对称关系还充分体现了数学之美。
本文拟通过函数自身的对称性和不同函数之间的
对称性两个方面来探讨函数与对称有关的性质。

一、 函数自身的对称性探究
我们知道奇函数的图像关于原点对称， 其定

义域关于原点对称， 且对于定义域内的任意 x都
有 f� (－x)�=－f� (x)�成立。 由此可得。
引理 1：函数 y� =� f� (x)的图像关于原点O对称的
充要条件是 f� (x)�+� f� (－x)�=�0
定理 1：函数 y�=� f� (x)的图像关于点A� (α ,b)对称
的充要条件是 f� (x)�+� f� (2α－x)�=�2b

�证明：（必要性）设点 P(x� ,y)是 y�=� f� (x)图像上
任一点，
∵点 P(� x� ,y)关于点A� (α ,b)的对称点 P‘（2α－
x，2b－y） 也在 y� =� f� (x) 图像上，∴ 2b－y� =� f�
(2α－x)
即 y� +� f� (2α－x)=2b故 f� (x)� +� f� (2α－x)� =� 2b，
必要性得证。

（充分性）设点 P(x0,y0)是 y� =� f� (x)图像上任一点，

则 y0� �=� f� (x0)

∵ f� (x)� +� f(2α－x)� =2b∴f� (x0)� +� f� (2α－x0)�

=2b，即 2b－y0�=� f� (2α－x0)�。
故点P‘（2α－x0，2b－y0）也在 y�=f� (x)�图像上，而

点P与点P‘关于点A� (α,b)对称，充分性得征。
我们知道偶函数的图像关于 y轴对称， 下面我们
继续研究关于任意一点、 任意一条直线对称的问
题。

引理 2：函数 y�=� f� (x)的图像关于 y轴对称的
充要条件是 f� (x)�=� f� (－x)
定理 2：函数 y�=� f� (x)的图像关于直线 x�=α 对称
的充要条件是

f� (α+x)�=� f� (αx)�即 f� (x)�=� f� (2α－x)�
定理 3：①若函数 y�=� f� (x)�图像同时关于点A� (α,
c)和点B� (b� ,c)成中心对称（α≠b），则 y�=� f� (x)是周
期函数，且 2|α-b|�是其一个周期。

②若函数 y� =� f� (x)�图像同时关于直线 x� =�
α 和直线 x�=�b成轴对称（α≠b），则 y�=� f� (x)是
周期函数，且 2|α-b|是其一个周期。

③若函数 y� =� f� (x)图像既关于点A� (α ,c)�成
中心对称又关于直线 x�=b成轴对称（α≠b），则 y�
=� f� (x)是周期函数，且 4|α-b|是其一个周期。
①②的证明留给读者，以下给出③的证明：
证明：∵函数 y� =� f� (x)图像既关于点A� (α ,c)�成
中心对称，
∴f� (x)�+� f� (2α－x)�=2c，用 2b－x代 x得：
f� (2b－x)�+� f� [2α－(2b－x)� ]�=2c……………（*）
又∵函数 y�=� f� (x)图像关于直线 x�=b成轴对称，
∴ f� (2b－x)�=� f� (x)代入（*）得：
f� (x)� =� 2c－f� [2(α－b)� +� x]…………（**），用 2
（α－b）－x代 x得
f� [2(α－b)+�x]�=�2c－f� [4(α－b)�+�x]代入（**）得：
f� (x)� =� f� [4(α－b)�+� x],故 y� =� f� (x)是周期函数，且
4|α-b|是其一个周期。

二、不同函数对称性的探究
定理 4、函数 y�=� f� (x)与 y�=� 2b－f� (2α－x)的图像
关于点A� (α ,b)成中心对称。
定理 5、 ①函数 y� =� f� (x)与 y� =� f� (2α－x)的图像
关于直线 x�=α 成轴对称。
②函数 y� =� f� (x)与α－x�=� f� (α－y)的图像关于
直线 x�+y�=α 成轴对称。
③函数 y�=� f� (x)与 x－α=� f� (y� +α )的图像关于
直线 x－y�=α 成轴对称。
定理 4与定理 5中的①②证明留给读者， 现证定
理 5中的③

证明：设点 P(x0� ,y0)是 y�=� f� (x)图像上任一点，
则 y0�=� f� (x0)。 记点 P(� x� ,y)关于直线 x－y�=α的
轴对称点为P‘（x1， y1），则 x1�=�α+�y0� ,� y1�=� x0－
α，∴x0�=α +�y1� ,� y0=�x1－代入 y0�=� f� (x0)之中得
x1－α =� f� (α +�y1)�
∴点P‘（x1， y1）在函数 x－α=f� (y+α)的图像上。
同理可证：函数 x－α=� f� (y� +α )的图像上任一
点关于直线 x－y�=α的轴对称点也在函数 y�=� f�
(x)的图像上。 故定理 5中的③成立。
推论：函数 y�=� f� (x)的图像与 x�=� f� (y)的图像关于
直线 x�=�y�成轴对称。

三、三角函数图像的对称性列表

注：①上表中k∈z

�四、 函数对称性应用举例
例 1：定义在R上的非常数函数满足：f� (10+x)为偶
函数，且 f� (5－x)�=� f� (5+x),则 f� (x)一定是（ ）
(A)是偶函数，也是周期函数；(B)是偶函数，但不是
周期函数；(C)是奇函数，也是周期函数；(D)是奇函
数，但不是周期函数
解：∵f� (10+x)为偶函数，∴f� (10+x)�=� f� (10－x).
∴f� (x)有两条对称轴 x�=� 5与 x�=10�，因此 f� (x)是
以 10为其一个周期的周期函数， ∴x�=0即 y轴
也是 f� (x)的对称轴，因此 f� (x)还是一个偶函数。
故选(A)
例 2：设定义域为R的函数 y�=� f� (x)、y�=� g(x)都有
反函数，并且 f(x－1)和 g-1(x－2)函数的图像关于直
线 y�=�x对称，若 g(5)�=�2012，那么 f(4)=（）。
（A） 2011；（B）2012；（C）2013；（D）2014。
解：∵y�=� f(x－1)和 y� =� g-1(x－2)函数的图像关于
直线 y�=�x对称，
∴y� =� g-1(x－2)�反函数是 y� =� f(x－1)，而 y� =� g-1

(x－2)的反函数是:y�=�2�+� g(x),�∴f(x－1)�=� 2�+� g(x),�
∴有 f(5－1)�=�2�+�g(5)=2014
故 f(4)�=�2014,应选（D）
例 3.设 f(x)是定义在R上的偶函数，且 f(1+x)=� f
(1－x),当－1≤x≤0时，

f� (x)�=－1
2 x，则 f� (8.6� )�=�_________� � �

解：∵f(x)是定义在R上的偶函数∴x�=�0是 y�=� f
(x)对称轴；
又∵f(1+x)=� f(1－x)�∴x�=� 1也是 y� =� f� (x)�对

称轴。 故 y�=� f (x) 是以 2为周期的周期函数，∴f�
(8.6� )�=� f� (8+0.6� )�=� f� (0.6� )�=� f� (－0.6�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