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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是考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考生针对材料反映的问题

，依据个人的知识、阅历，对问题各抒己见，提出对策，对

策要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必须注意的是，要提出切实可行

又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就必须清楚问题产生的原因；要提出

彻底解决问题的对策就要找到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由此可

见产生问题的“原因”才是提出对策的“金钥匙”。 提出对

策的注意事项 （一）必须具有针对性 所谓对策的针对性，是

指考生提出的对策必须是依据材料的主要问题，提出的解决

方案，而且提出的方案表述一定要分清主次、突出重点。 （

二）必须具有可行性 所谓对策的可行性是指提出的对策必须

是可操作的。因为制定方案的目的就是解决实际问题，制定

出来却无法操作也就失去了制定的意义。下面对可行性作一

具体分析： 第一、要有直接解决问题的政府部门或职能机构

解决、落实你提出的对策。 第二、要有解决问题的具体步骤

、方法。 第三、要考虑解决问题的时效性和必备条件，不要

模糊不清、脱离实际，如果你在提出对策时忽略主观、客观

条件对它的影响和制约，方案极易失去可行性。 第四、择优

选择。解决一个问题有多种方案，要选择效果最好的；一些

方案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要选择最为可行、成本最低的。 

（三）必须合情、合理、合法 申论考试提供的材料的主旨是

明确的，是非标准也一定非常清楚，或者经过分析是可以得

出正确结论的。考生制定的对策一定要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



规范、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

一旦出现存在争议或尚未有定论的材料，就更需要注意这一

点。 （四）符合“虚拟身份” 申论考试经常会要求考生以某

种假定的“虚拟身分”来提出对策，这时，考生一定要明确

自己的角色定位，即明确你是站在哪个具体的政府职能部门

的位置上来进行决策的，然后才有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

方案，否则面面具到，反而解决不好问题，也不符合考生要

求。 提出对策的答题方法 一、第一步分析原因、标本兼治 （

一）分析原因 要提出切实可行又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就必须

清楚问题产生的原因；要提出彻底解决问题的对策就要找到

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然后，针对表面原因和根本原因逐一

提出对策。 （二）构成原因的要素 在申论考试中要找出解决

问题的对策的前提是分析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和

根本原因，然后针对各种原因，标本兼治，提出方案。那么

我们应从哪几个方面入手来考虑引发问题产生的原因呢？也

就是说，原因的构成要素有哪些呢？我们总结出了以下几个

要素：人；政策、法律、法规；经济利益；科学技术；宣传

、教育。当然引发一个问题的原因可能包括这里列出的全部

要素，也可能包括其中的几个要求，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 二、第二步对症下药 找到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原因的构

成要素也清晰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针对每一个原因“对症

下药”了。也就是说针对不同的原因，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

的良策呢？针对构成原因的各个要素，我们做了如下总结：

1.由“人”的原因引发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提出对策：奖励、惩罚措施；职能部门决策、执行、监管问

题；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人才问题；领导人问题；人的能



力问题；做事方法问题；宣传、教育问题等等。 2.由“政策

、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原因引发的问题，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考虑提出对策：补充制定；内容正确、完备；可

执行；进行和加大宣传、教育等等。 3.由“经济利益”的原

因引发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提出对策：发展

生产、提高效益的问题；改进、完善取得经济利益的方式、

方法；保证安全、人的问题等等。 4.由“科学技术”的原因

引发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提出对策：加快、

提高科技研发；科学与实际情况结合；人的问题等等。 5.由

“宣传、教育”的原因引发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

考虑提出对策：通过媒体和各职能部门扩大宣传、落实等等

。 事物的表现形式各异，产生原因复杂多样、变化多端，所

以我们在这里只是较笼统地总结了发现问题产生的原因之后

较正常、规范、具有代表性的解决方案应该考虑的方面。在

解决具体的问题时，考生在此基础上应发散思维，具体分析

，提炼对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