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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申论要求的30种变化(下) 在大家知道申论命题的一般

原理之后，我们再来研究申论的命题的变化。按照我们前期

的研究成果，申论是虚拟行政行为，其申论要求是模拟行政

机关中领导对下级的发问、追问和要求下级去论证这样三个

步骤的。那我们请大家设身处地想一想，领导都会问些什么

呢？这些题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呢？ 说到底，领导的发问

就是想对事情的基本状态有所了解，追问是想对事物的基本

状态能够把握，论证是想对事物的基本状态做出恰当反应。

所以，领导到底都想了解些什么呢，我们由此接着论述。 在

此需要说明的是,申论要求的30种变化，只是一种理论预测，

并不是说实际上都会考到。根据申论考试的难度系数要在0.55

左右这个要求，这里有一些变化是不可能拿来考试的。难度

系数过高或过低都不便于考试，因此实际能够拿来做试题的

申论要求的就要少一些。我在现场讲解的时候会给大家详细

分析。在此先提供给大家预习。 二、领导想把握 1、 方案。

模式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方案是在应急状态下提出

的供领导选择的对事情的处理作出的多种计划性安排。方案

通常分备选方案和实施方案，常规方案和最佳方案。我们在

正式文件上见到的方案是以实施方案的形式出现的，理论上

讲它也是最佳方案。方案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多种计划性安排

，而不是一种，它针对是正在发展变化中的事物，其目的是



使事物的发展趋势朝着预想的目的转变，所以它要考虑事物

在不同阶段的变化从而制定不同的方案与之适应。这对没有

工作经验的考生来说难度是比较大的，对于有两年基层工作

的考生来说则相对简单。因为机关里面经常都会讨论某种方

案，其目的就是比较各种方案的优劣，从而选择最佳方案。

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是也。在前边我们已

经就方案作了比较多的讲解，在此不再详述。 2、对策。模

式为“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对策是针对特定社会问题提

出解决问题的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措施和办法。对策首

先是具有极强针对性，它是要将某个问题解决掉，使不愿看

到、不想看到的事件消失从而不再出现，它从存在状态上对

负面信息的形式进行消灭。对策既在理论上应是可行的，又

在实践中是可以操作的。对策有上策、中策、下策。在此意

义上与方案很有相似之处，以是考生分不太清楚。对策作为

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它通常由一个部门实施，也可以整

合其他部门共同实施。对策的重点在于调动各种可以调动的

资源和力量，将问题彻底解决掉。对策的对象通常是宏观的

、静态的事物或现象。上策、中策、下策通常是从付出的成

本、所遭受的风险与所获得效益的对比中比较得出的。(郭五

林著) 3、思辩。模式为“有何优点或缺点”。 按照马克思主

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优点，也

有缺点。采取何种方式对待事物，关键是看弊大于利还是利

大于弊，没有绝对的利，也没有只有弊的利。这种优缺点分

析对机关将要采取的措施进行两面性评价，既全面地看待事

物，也为事情的结果承担必要的责任和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必然带来社会利益的调



整，任何改革都有优点也都有缺点，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完

全满意。所以，一分为二地来看，行政决策时就能兼听则明

，而不是偏听则暗。 4、论证。模式为“可行还是不可行”

。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很多新工程、新项目要上马

，很多新制度、新方案要出台，到底可行不可行，还需要进

行论证。以前，我国都偏向于单方面的进行可行性论证，但

在2006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代表们提出要加

强“不可性论证”，中央电视台多次报道关于加强“不可行

性论证”的新闻。这说明，我们对行政决策的认识正在加深

，决策机制正在完善。因为“可行性论证”过程中，写作可

行性论证报告的单位为了推动自己的工作，往往文过饰非，

对事物的弊端轻描淡写甚至隐瞒不报，影响上级决策的正确

性。现在强调加强“不可行性论证”，是一种新趋势，值得

鼓励。单独另起不可行性论证报告，可以将不可行性论证得

很清楚，就是要让不同的观点在出台前先争论，使真理愈辩

愈明，使决策越来越英明。 5、推广。模式为“如何推广成

功经验”。 考生对负面事件的处理能力将会随着对申论考试

研究的加深而加强，但考试总是容易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如

果考查考生推广成功经验的能力，那可能又会让很多考生手

足无措。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遵循的是先探索，后推广的

原则，先要摸着石头过河，然后才能总结规律，帮助更多的

人过河。所以成功经验的推广可能成为考试的奇招。由于近

年来考试老是拿负面问题说事，使得公务员考试的内容传播

在社会上也导致一些负面影响，如果长期下去，鉴于公务员

考试在社会上影响范围宽、影响时间久、影响人数多，会大

大加强负面新闻的传播，久而久之，会使社会形成刻板印象



，那在舆论导向是不好的。所以，适当地考一些推广成功经

验方面的试题，也可起到调节作用和平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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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