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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D_A2_E6_8A_8A_E6_c26_21930.htm 一、考核的能力方面 

申论考试考核的是考生阅读理解、综合分析、概括材料、提

出问题、解决问题、文字表达的能力。体现在命题上主要是

分析、概括，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论述。因此无论其命题形式

如何灵活多样，由于其考查目的的明确固定，使得考试有着

万变不离其宗的统一性。通过对材料的理解分析，概括出针

对材料的问题、内容，由此再提出有针对性、可行性的对策

，进而论证。 二、背景材料方面 申论背景材料的内容涉及政

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这种取材方式不会

导致考试向某个专业知识特别倾斜，有助于为各专业考生提

供一个公平的平台。但是，所提供的资料无论如何复杂多样

，其内容和观点基本上都已成定论，对于一些难以成定论，

争议激烈的前沿问题，一般不会出现在申论考试中。因此考

生经过深入理解、细致分析、判断，即可得出正确论断。 三

、命题形式方面 申论考试考核的内容一般包括三个部分：概

括部分、方案部分、议论部分。以题目数量而言，对于测试

要考查的内容可能通过二个、三个或四个问题来体现；以题

目样式而言，概括部分可能是概述事件（包括概括内容、概

括原因、概括方法等），也可能是概括主要问题（包括概括

主要问题、概括观点、概括思路等）；方案部分，也可能在

不同层面对解决问题、怎样解决问题提出不同的要求。2005

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申论试题首次出现了对策有效

性分析的题型，考核的实质仍是如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以文体而言，概括部分可以是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中的

一种，也可以是几种文体的综合，或者是公文中应用文写作

。方案部分则属于应用文写作。论证部分则是议论文写作或

应用文写作。申论考试越来越重视考查考生的分析说理的能

力，论证部分的要求越来越向评论文方面倾斜。申论考试既

考查了考生普通文体写作能力，也考查了公文写作能力。命

题形式的灵活多样有助于考核考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但也

增加了考试的难度。 四、申论试卷结构方面 申论考试试卷结

构比较规范，一般由注意事项、背景资料、测试要求三部分

组成。 第一部分注意事项，提示考生答题时限、答题要求，

并给予指导性建议。 第二部分背景资料，给出1000~3000字左

右的资料，中央国家机关申论考试的材料有时会达

到4000~5000字，材料为初步加工的“半成品” 内容涉及政治

、经济、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热点或大众传媒的焦点

问题，材料具有普遍性和非专业性，不会对某种专业知识特

别倾斜。 第三部分测试要求一般包括三个方面： （1）对给

定材料进行理解、分析、整理、归纳、概括、综合，概括出

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一般字数限定在150字以内）。 

（2）针对主要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要有针对性和可行

性（一般字数限定在350字以内）。也有就材料中反映的一个

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方案的。如2005年申论考试就要求针对

材料中反映的一个问题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问题进行回答，

而且将提出方案的形式变作对策有效性分析。这使得对考生

分析问题能力的要求更高了。 （3）对提出的问题、方案进

行阐述、论证。（字数限定在1200字左右）。 要注意的是申

论考试的题目样式和数量不是固定的，对于测试要考查的内



容可能通过二个、三个、四个问题来体现，题目样式可能是

概述事件，也可能是概括主要问题，也可能在不同层面对解

决问题、怎样解决问题提出不同的要求，但无论题目样式和

题目数量发生怎样的变化，申论考试要考查的都是上述三方

面的内容。 我们以2005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试卷作

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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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