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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2021_2022__E5_85_AC_E

5_8A_A1_E5_91_98_E8_c26_22073.htm （1）概括主要内容或

问题： 环节分析法,参与方分析法，链式环节法等方法的区别

是什么？ 答：环节分析法是根据事物发展的多个阶段来概括

的。 参与方分析法是根据事件的多个参与方来概括的，如企

业、个人、政府三方。 链式环节法是根据事物的逻辑联系来

概括的。 (2)如何根据具体材料选择对应的方法。每种方法所

涉及的具体材料的特点 如何能在概括材料时能更好的衔接语

句。 答：应变之法是个经验问题，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关键

是长期的训练。语句的衔接有办法的，都接先总说、后分说

的方式组织，句子结构以“主语 谓语 宾语”这种刻板模式组

织，不能像文学语言一样变换倒置。 （3）提对策时不知哪

种如何根据材料来区分是按分层法还是职能分类法？ 答：不

论是分层法还是职能分类法都是殊途同归的，二者常常组合

在一起而不是分开。划分出这两种不同方法是为了便于理解

。 法律上的缺乏是属于哪个层次的呢。与制度上的不完备有

什么区别？ 答：思想、观念、立场、态度、情感等属于观念

层面。 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措施等属于制度层

面。 计划、组织、执行、协调、监督属于操作层面。 以上词

语均有严格的先后顺序，请注意。思想、观念、立场、态度

、情感是深入浅出，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措施

是从宏观到微观，计划、组织、执行、协调、监督是从先到

后，是公务活动的一个完整流程。 (4)如何知道一个方案是否

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呢？ 答：可行性是指理论上说得过去



，可操作性是在实践中行得通。如扶贫，如果说给每个农民

发5万块钱进行资金扶贫，那就是有可行性没有可操作性。如

果说把富人的钱收起来分给穷人，那就是有可操作性没有可

行性。只有提高富人税收，增加国家财税收入，然后在财政

力能所及的范围内资助贫穷农民，才既有可行性又有可操作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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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