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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7_9B_AE_E7_c26_22935.htm 一、 申论 “申论”一

词取自《论语》的“申而论之”。申，即说明、申述；论，

即分析和说明事理。不难理解，申论就是一种具有申述、申

辩、论证、论述内涵的文体。 人事部从2000年开始，在中央

、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考试中增加了“申论”的笔试科目。

近几年来，这种新增的测试载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这

种载体，与我国古代的“策论”有联系，但又具有自身特定

的性质。 二、 申论测试的性质 申论测试，是模拟公务员处理

日常工作的能力测试。但是由于考试时间以及其他条件的限

制，申论所给的背景材料不是原始的信息，而是经过加工的

半成品资料。这些半成品的背景材料，头绪不很清楚，条理

顺序也较为混乱，究竟反映了什么问题，需要考生研究、梳

理、归纳。 申论测试命题中的背景材料会涉及到公务员社会

活动方方面面的现实问题，包括一些社会热点与大众传媒所

关注的焦点等。 申论测试只是公务员选拔考核的初选，考生

来自方方面面，专业不尽相同。所以，虽然要求他们具备较

为丰富的常识，但是不会对某一专业特别倾向。 公务员处理

日常工作，依据的是党的方针、政策、法规，所提出的解决

问题的方案要有针对性，要切实可行。申论考试作答也要如

此，不要说套话、假话，不能漫无边际、无的放矢。 三、 申

论测试的特点 前面提到，申论测试既不同于古代选拔贤良的

策论，也不同于当今的大学入学的作文考试，它具有自身的

特点。 (1) 测试形式灵活多样 申论测试除了所给出的材料部



分外，其答卷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概括部分，二是方案

部分，三是议论部分。就文体而言，概括部分可能是记叙文

、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中的某一种形式，也可能综合了

多种文体形式；方案部分，则是应用文写作；第三部分自然

是议论文写作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申论测试既考查了普

通文体的写作能力，也考查了公文写作能力，测试形式非常

灵活、实用。 (2) 测试背景资料涉及面广 申论测试的目的是

为了选拔国家公务员，因此十分注重对考生的分析、概括、

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综合素质的测试。为反映这一要求，申论

所给定背景资料涵盖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诸多方面

的内容，涉及范围极其广泛，且表述比较准确，一般不会出

现偏差。 申论的背景资料所反映的问题大部分已有定论，也

有一些问题尚无定论或存在争议，需要考生自己去理解、分

析和判断，并做出结论。至于一些难以定论的问题，特别是

一些争议激烈的前沿问题，一般不会成为背景材料。 (3) 测试

目的针对性强 申论测试考查的目的明确，针对性很强，即主

要考查考生阅读、分析、概括、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

主要通过对背景材料的分析、概括、论述体现出来，从所提

出的方案对策是否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体现出来。从这一角

度看，考查的目的与测试的命题是密切相关的有机整体：目

的具有针对性，试题也具有针对性；试题为测试的目的服务

，目的则是试题设计的指导思想。 (4) 测试标准具有先进性和

国际性 选拔公务员的申论测试，一开始就借鉴了一些发达国

家的先进经验，不仅注重对应试人员能力和素质的考查，而

且也注重对应试人员将要从事行政机关工作和岗位职责所需

要的能力素质的考查。在科目设置、考试形式上都是按国际



标准设计的，在内容上体现了中国特色。 西方一些实行公务

员制度时间比较长的国家的公务员考试，是分类分等、定时

定期进行的，人员的选拔录用与职位紧密结合，采用不同的

试卷，以满足不同岗位、不同职位对人员的不同需求。我国

也将逐步在公共科目试卷中，体现中央国家机关和垂直管理

系统在用人上的不同要求，逐步做到分类、分等、定期考试

。 (5) 没有确定的标准答案 申论测试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确

切、固定、惟一的标准答案。从资料背景来看，都是有关当

前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社会问题，有的已定论；有的

尚未定论，完全要考生自己来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

是提出对策或是对对策进行论证，都不会有一个确切、固定

、惟一的标准答案。 以对策部分为例，这部分是要提出解决

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要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但是针对性

和可行性是相对的，对于不同地区以及发展中的不同阶段，

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不可能一样，更何况有的目前还没有一个

确切的合理的方案，因此哪一种更为合理，针对性与可行性

更强，要对若干方案比较论证后方能确定。又比如论证部分

，抓住什么问题、从什么角度论证、采取什么方法与结构，

要适合自己的特长，因而也决不会有一个具体惟一的标准。

因此论证(作文)部分的评定，也只能是综合的、全面的、等

级式的，不可能有确切的惟一的标准。 正因为申论测试没有

确定的答案，这给了考生发挥的空间，不同的考生完全可以

较充分地展示各自不同的能力和水平。同时也有利于选拔者

挑选到满意的人才。 (6) 测试具有前瞻性 申论测试注重考查

考生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整个社会

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公务员考试命题不仅会与这种发展趋势



相适应，而且还会体现出一定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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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