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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4_9F_E5_BF_85_E7_c26_22839.htm 2007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

试已经结束。面对即将进行的北京市公务员录用考试，我们

认为其申论试题将有许多新的特点，下面择其要点，作以分

析和预测。 一、基本题型和解题思路 (一)概括给定资料的内

容要点 1、步骤：(1)段意；(2)层意；(3)要点。 2、内容要点

的内涵：(1)问题及表现；(2)原因；(3)对策。 (二)提出对策 1

、原因：(1)某单位(企业)领导对某问题认识不正确；(2)监管

不到位；(3)群众的漠然和无知；(4)法律法规不健全、规章制

度不完善。 2、对策：(1)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把某项工作

摆到重要议事日程；(2)加强监管，完善监督检查制度；(3)加

强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的某种意识；(4)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章制度；(5)改革旧的机制，建立新的机制；(6)解决资

金、场所、技术等具体问题。 (三)议论文写作(标准议论文写

作提纲) 1、题目 2、论点：(1)事件；(2)主题；(3)意义。 3、

论据 (1)为什么(3段、3个理由；道理 事实) (2)怎么样(1段，每

个做法只写标题，不展开) 4、结论：(1)收拢全文、深化主题

；(2)提出希望。 二、新题型、新特点及应对策略 (一)注重考

查对“国策”的理解和运用 从2006年开始，北京市申论考试

与国家同步，不但考查考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

且同时考查考生对国策的理解和运用。如2006年“应届招生

”申论考试，通过“招商引资”，考查科学发展观中的“全

面、协调”的观点；2006年“社会招生”，通过“保护文化

遗产”，考查科学发展观中的人与资源、环境(人文资源、人



文环境)的关系。我们可以推测，2007年北京市申论考试将沿

袭这一思路。 (二)命题内容体现北京的城市特色 近几年的北

京市申论考试，往往与北京或大城市生活中的背景和实际问

题相关联。如2004年考的是“节约办奥运”；2005年考的是

青少年“网瘾”问题(大城市病)；2006年“社招”考的是“文

化遗产保护”，都表明了这一特点。2007年的北京市考试，

仍然可能继承这一传统。 (三)单独出题考查某个具体问题(案

例、事件)发生的原因 以往考试，大多不单独出题考查原因，

如考查也是在第二题中要求找出某问题的成因并提出对策

。2006年北京“社招”申论考试，要求指出材料中划线部分

所涉及的现象产生的原因。这种考查应该说，对“原因”的

考查更加重视和更加具体化了。 (四)要求就某一案例提出解

决方案(措施) 以往的申论考试，一般是要求就给定材料中提

出的主要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措施；而2006年北京“面

向应届生招生”，则要求就资料中的一个案例(农民、商家、

县干部之间的冲突事件)，提出解决方案。这样，就把对策的

提出具体化了，侧重考查一般措施与具体事件相结合的能力

。 (五)考查辨证思维能力 2006年北京市“社招”申论考试，

明显体现了这一特点。其中有二道题：一道要求找出在文化

遗产保护中的几对矛盾；另一道则要求就其中的一对矛盾写

文章。可见，对考生辨证思维能力的重视程度。这一命题思

路在今后的考题中将不时加以表现。 (六)“对策有效性分析

”的新题型 2006年北京市面向“北京外地生源”考试中，有

一道题就属于此种题型。在国家2005年、2006年试题中均有

此类题型。应引起考生一定程度重视。 三、2007年北京市申

论命题方向预测 (一)科学发展观； (二)和谐社会； (三)荣辱



观； (四)社会公平； (五)看病难、看病贵； (六)资源、环境

； (七)社会保障； (八)食品安全、药品安全； (九)房价； (

十)虚假广告； (十一)互联网(“博客”)； (十二)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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