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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82/2021_2022__E6_99_AF_

E5_B1_B1_E8_B0_88_E7_c26_182987.htm 评论作为一种文体，

是指那些说理性的文章，它属于议论文的一种。评论有两个

大的分类，即立论性评论和驳论性评论。考生写出的评论文

章，可以是立论性的，也可以是驳论性的，采用哪种类型写

作评论，取决于考试要求和考生的写作习惯。由于评论属于

议论文的一种，所以本文所论及的议论文写作步骤、基本结

构、写作模式等，也大体上适用于评论性文章。 一、立论性

评论的写作特点来源：www.examda.com 所谓立论性评论，是

指主要运用正面论述的方式，倡导符合时代和社会需要、符

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事物、事件、经验、观念的评论类型。立

论性评论具备以下两个突出特点： （一） 突出说理 所谓突出

说理，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多用笔墨，突出围绕中心论点所

阐述的几方面道理中的最重要的方面，以防止平铺直叙、面

面俱到；二是在阐述各方面的道理时，把笔墨集中于解释问

题的要害，即问题的本质所在。这样就不致使文字停留在事

物的表面，隔靴搔痒，而把问题说清说透。 （二） 适当运用

驳论 在立论性评论中，适当运用驳论，就是通过批驳所立观

点的对立面，来论证所立观点的有效性。这其实是一种“反

证法”。这样做，可以增强文章波澜起伏，富于变化的表现

效果；还可以强化正面说理，起到支持正面观点的作用。 （

三） 例文解析 2005申论考试第三题第2小题：“请以‘评解

决我国农村农民问题的两种思路’为题，写一篇800-1000字的

文章。要求观点明确，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从给出的文章题目《评解决我国农村农民问题的两种思路》

来看，属于正面论述的题目，适合写作立论文。下面，我们

通过对“参考例文”的剖析，来说明立论文的写作特点。 评

解决我国农村农民问题的两种思路来源：www.examda.com 中

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

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发展差距。解决农

民问题，缩减城乡差距，国家出台了多种政策、办法。概括

起来就是两种思路：第一，以国家扶持为主，帮助农村农民

发展生产、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和完善。完善制度，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二，鼓励和扶持农村地区劳务输出，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

障体系。 以国家扶持为主，帮助农村农民发展生产、进一步

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完善

制度，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这一思路正指向了

多年来农村农民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根本原因结构问题，体

制问题。原来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关系、城乡结构必

须改变。要改革原来计划经济体制渗透到农村经济、政治、

社会等方面形成的体制，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大市场，真正

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才能从根

本上解决好农村农民问题。首先，现行的户籍制度把农民人

为地分成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是实行“城乡分治，一国

两策”的体制性依据，是形成目前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条件

，本身是为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农民背着“农业户口”

的身份，怎么参加市场竞争。这种落后的过时的户籍制度，

是造成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也是亿万农村劳动



力进城后只能作为农民工，引出诸多社会问题的原因。要从

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也必须先改革户籍制度。其次，现

在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多年沿袭下来的，重城市轻乡村，

重东部轻西部，重上层轻基层，这是形成城乡关系、地区关

系不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体制性原因。要解决农

村农民问题，必须按照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原则，改变

目前仍在沿用执行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可见，以国家扶持

为主，帮助农村发展生产，推进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

完善，完善制度，是解决农民问题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思路，

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农民问题的出路所在。 解决农村农民

问题的第二种思路，就是鼓励和扶持农村地区劳务输出，要

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取消城乡两种对立的户籍

制度，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管理和服务。使农民从土地、

农村解放出来，使农民尽快变为非农业户口，特别是为那些

具备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乡村青年，提供进城务工的机会。

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完善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体

系：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时常被雇佣者随意克扣工钱或拖欠

工资等；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健康保障；加强对进城务工人

员的职业培训，提高其技能和素质；确立进城务工人员的工

伤保险制度；确立进城务工人员工资分配办法；帮助建立一

个具体的进城务工人员组织。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无

疑将促进城乡经济的高增长。 解决农民问题的两种思路：一

个是以政府扶持为主导，通过政策、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帮

助农民发展生产、摆脱贫困；另一个思路，是鼓励农民自发

地走出土地、走出农村，走出一条城市化的道路。这两种思

路，充分考虑了解决问题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搭建了农



民走向富强的阶梯。 从以上的“参考例文”中，我们可以发

现，它的基本结构与一般议论文大体一致，即论点、论据、

结论的三段式。开头第一自然段，是论点，开门见山地指出

了解决我国农村农民问题的两种思路的具体内涵。第二、第

三两个自然段，分别论述两种思路的依据。第二段，论述第

一种思路的依据，即它指向了农村农民问题的根本原因结构

、体制问题，这属于论据“为什么”方面的内容；第三段，

论述第二种思路当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具体对策，这

属于论据中的“怎么样”方面的内容。第四自然段，是收束

全文的结论。来源：www.examda.com 但是，经过仔细分析，

我们不难看出，这篇评论性的文章与一般议论文有明显的区

别。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突出说理，这表现在它把说理

的重点放在第二自然段，即对第一种思路的论述上，着重揭

示第一种思路的实质是指向结构、体制问题，并且对结构、

体制问题中的户籍制度和分配格局的实质作了深入分析。二

是适当运用驳论。本篇评论中虽然没有典型的驳论内容，但

在字里行间，我们似乎可以见到它的踪影，这主要是在第二

自然段剖析“户籍制度”时，把它作为反面的事物，指出其

危害：“这种落后的过时的户籍制度，是造成城市化滞后于

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也是亿万农村劳动力进城后只能作为农

民工，引出诸多社会问题的原因。”此外，这篇文章还揭示

了户籍制度的实质：“现行的户籍制度把农民人为地分成农

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是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

制性依据，是形成目前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条件，本身是为

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这种揭示反面现象和事物的危害和

实质的方式，应该说，具有一定的驳论色彩。这一论述方式



，就从反面有力地证明了第一种思路的正确性，增强了文章

的效果。 二、驳论性评论的写作特点来源：www.examda.com 

所谓驳论性评论，是指一切旨在否定某种事物或现象、行为

、思想的评论。这类评论以违背当代社会发展主流，阻碍社

会进步的事物和观念为驳论对象，以批评、反驳、揭露、抨

击为基本论说手段。 （一） 选准“靶子”，瞄准“靶心” 这

里所说的“靶子”和“靶心”，分别比喻驳论对象及其要害

之处。所谓“靶子”即文章的驳论对象，一般指的是试题所

给材料中的错误事件、现象、行为、观点等；所谓“靶心”

，指驳论对象的要害，包括问题的危害、实质，矛盾的症结

等。 （二） 有理有据，以理服人 要做到有理有据、以理服人

，就要讲道理、摆事实，讲究论辩艺术，这一点与立论性评

论的说理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立论文的讲道理、摆事实

，是要证明立论观点的正确性，而驳论文旨在揭示驳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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