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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7_BA_E5_AF_B9_E7_c26_22106.htm 一、提出对策的思维方

法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分析，是指在认识问题时，从客观出发

，而不是从现成的理论出发；用发展的眼光，历史地看待问

题，而不是静止的看待事物；用联系的观点看待事物，而不

是孤立简单的看。具体包括下面四个方面： 1．抓住事物的

主要矛盾 即对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分析。事物的主要矛

盾方面决定了事物的性质，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才能抓住

事物的本质，才能找到材料反映的主要问题，因为体现主要

矛盾的事物，才是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分析原因，提出

对策，要抓住事物的材料的主要矛盾，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

，才可能提出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 例如2000年中央国

家机关申论考试题，必须抓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

矛盾”这一根本矛盾才可能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城市布局方面

的具体措施，否则一味抓着居民与印刷厂的纠纷不放，陷在

司法审判的矛盾之中，是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的。 2

．抓住特殊性分析 认识事物要注意其普遍性的一面，也要注

意其特殊性的方面。因为只注意事物的普遍性而不掌握其特

殊性，就不能认识任何具体的事物。所以，在提出对策时，

一定要抓住事物特有的性质进行分析，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的原则。一般来说在申论考试中最常采用特殊性论证

的环节是针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对症下药”。要知道，十

个病症一付药，是不可能解决好问题。 3．多向求异分析 世

间的事物不是孤立的，不但与其他同类或异类的事物有联系



，而就事物本身看，也是多方面的、立体的、内涵丰富的。

如能从不同的方面即对问题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去分

析，就可以找到不同的对应关系和联系方式，就可以引出崭

新的认识和不同的结论。用这种分析方法分析问题，可以把

问题看得完整、全面、深刻。 例如安全生产事故问题，引发

安全生产事故的原因不是单方面的，是多方面的。有设备简

陋的原因；有管理者不重视安全生产的原因；有关部门对安

全生产监管不利的原因；一部分人员为谋私利，偷工减料的

原因等等。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如果不能从不同方面、不同的

角度去分析，就不可能提出一个完备的方案。 4．因果关系

分析 因果联系是普遍和必然的联系，没有一个现象不是由一

定的原因引发；而当原因和一切必要条件都存在时，结果就

必然产生。在这个分析方法中包括两个内容：原因和结果。

在分析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对因果关系的分析： 第一、分析

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 根据各种原因与材料反映的主要问题之

间的关系，着重分析主要原因，对其他次要原因，应根据它

们所起的作用以及与主要问题的关系，有所区别地对待，比

较重要的次要原因作简要分析，不重要的原因，提示一下即

可。在分析过程中也要注意分清内因、外因，这对于分析清

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非常重要。 第二、分析产生的原因 

原因是多层的，在原因的背后，还有产生原因的原因。这种

多重原因的问题，如果考生只停留于一个层面，就不能把问

题论透。因此，遇到这种情况，应该一层一层的追究下去，

直到找到根本原因。 第三、分析异因同果、同因异果和互为

因果。 这种分析方法就是要异中求同或同中求异，是辩证逻

辑的关系。关键是分析不同原因和结果之间有什么联系。有



时，几种现象之间互相分离、互相排斥或互相对立，表面上

是互不相干的原因和结果，但如果用联系的眼光看问题，深

入分析下去，就可以发现在它们的背后存在着某种共通之处

，这时也就从表面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同因异果也是事物之

间的常见的相互联系。同样的原因，在不同的条件下，可能

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种现象在现实中也是很常见的，同样

一项改革措施，对不同条件和情况的人们所造成的结果就不

大一样。在运用因果论证时，有时就必须分析同因异果的联

系，才能分析出引发问题的根本原因。 例如2000年的申论考

试阐述的主要问题是印刷厂与居民H发生纠纷，引发的司法

诉讼。那么引起这个诉讼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印刷厂引进

的设备产生了严重的噪音引发H居民脑溢血。为什么印刷厂

的噪音会引发H居民脑溢血？因为印刷厂设在小区内，并与

居民H的住宅毗邻。为什么印刷厂设在小区内呢？因为城市

布局规划不合理。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导致问题产生的根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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