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务员考试《申论》科目的由来和最新测试趋势-公务员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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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5_91_98_E8_c26_21983.htm 从2000年开始，中央国

家机关在考试录用公务员考试中新增设了申论科目，至今，

申论科目已经考了七年，由于申论把对阅读理解和写作的测

查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形式新颖灵活，能很好地测查出考生

的综合素质，因此中央、省、地、县等各级公务员考试都把

申论作为必考科目，对于广大考生而言，了解申论科目的由

来和发展趋势，对于在考试中取得高分 1999年，鉴于先前的

公务员考试重知识轻能务的客观事实，人事部着手进行公务

员考试科目的改革，改革的最大成果就是取消了基础知识和

写作，增加了申论。申论科目主要侧重考查考生的广阅读理

解能力、综合分析归纳能力、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务以及

文字概括表达能力。其所测查的这些能力是与机关的工作性

质对一个合格公务员的能力素质的要求相统一的。 首先，公

务员每天要接触或处理大量的文字材料。对于这些文字材料

，公务员应该能很好地掌握所读材料的主旨大意以及用以支

持主旨大意的事实和细节，要既能理解具体的事实，双能理

解抽象的概念；既理解字面意思，也理解深层含义；既能理

解某句、某段的意义，双能把握全文的脉络； 其次，公务员

应有全局观念和综合能务，具有全方位、多角度的思维方式

，善于把多种事物、多种因素联系起来综合地分析，具有较

强的分析归纳能力。 第三，公务员应能够认识和掌握客观规

律，要有深邃的洞察力，在通过对大量事实进行科学分析的

基础上，能透过纷繁的外在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善于从微



小的征兆中发现大的问题，能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能做出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具体措施。申论考试把对公

务员的这些要求集中在一个科目中进行测查，这也就是申论

科目产生的原因，可以毫不夸张地廛，申论科目的产生是公

务员考试，甚至是中国的考试的一大创举。 近几年，随着公

务员考试的发展，申论科目也在发展。考试内容从2000年的

“红星五厂”到2006年的“应对公共突发事件”，考试形式

从传统的“三段论”到现在的“主观题目客观化”。概括地

讲，大的变化趋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背景材料的文字量

越来越大。2000年申论考试的背景材料只有将近2000字，而

到了2006年，光背景材料就有8000字左右，阅读量增加了三

倍阅读量的增加，无疑也增加了考试难度，很多考生感觉到

申论的考试时间也变得越来越不够用。因此，考生在做申论

考试的准备时，一定要把提高阅读速度作为练习的内容之一

。 二是背景材料更注重“原生态”。先前申论考试的背景材

料都是经过出题者整理、筛选、修改、完善过的，考生阅读

起来比较顺畅，可阅读性比较强。现在申论考试的背景材料

越来越接近材料本身的实际，越来越“原生态”，以前需要

由出题者做的文字整理等方面的工作改由考生来做。考生在

阅读材料的过程中，要去伪存真，要对原始的文字进行加工

。这种变化在2006年关于“应对公共突出事件”的考题中表

现得最为明显。 三是测试重点越来越接近机关的工作实际。

先前申论考试采用的问答形式是传统的“三段论”。相应的

内容为，第一段总结给定资料反映了哪些问题；第二段就如

何解决问题提出改革措施；第三段要求做一篇文章。现在申

论考试的问答形式非常灵活，内容也更接近机关的工作实际



：如写一个会议纪要或总结报告，就如何解决某一方面的问

题提出工作思路等，因此，考生在做申论考试的准备时，一

定要了解一些公文的常用格式。 四是测试主题更关注“国计

民生”。从2004年的“汽车工业和交通拥堵”到2005年的“

三农问题”，再到2006年的“应对公共突发事件”，可以看

出，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申论题目都和国家大事有关

，关系到“国计民生”，都很“大气”。在今后的公务员考

试中，可能还会沿袭这一特点，考生在准备时，可有所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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