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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大纲昨天下午已经公布了。大纲的具体内容以及最新的考

试动向请大家访问人民网教育频道进行查阅。应广大考生的

要求，人民网教育频道联合育路公务员考试网请来了中国人

大博士，中国人大国家公务员研究所资深培训专家王甫银老

师。 王甫银：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人民大学王甫银。 主持

人：北京金路公务员考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梦金老师。 

李梦金：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北京金路公务员考试研

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公务员辅导专家王顺捷老师。 王顺捷：各

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今天这三位嘉宾就针对新的公务员

考试大纲，以及考生针对大纲如何进行有效的复习等问题进

行详细的解答。首先请王甫银老师谈一谈，新的《公务员考

试大纲》出来之后，您认为今年在《申论》部分，考试大纲

与往年的大纲有何区别？总体来说，与去年相比，大纲是难

了还是简单了？ 王甫银：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年的大纲从《

申论》这部分来说，总体变化不大。但是从大纲的形式上来

说，今年的大纲除了和2006年大纲在表述上有一些区别。在

表述上增加了一部分内容，就是对《申论》的背景材料，强

调了《申论》背景材料，通常涉及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或几

个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要求报考者能准确的理解材料所反

映的主要内容，并能在把握材料主旨和精神的基础上，提出

自己的观点思路或解决方案。并且能准确、流畅的用文字形

式表达出来。 从大纲的表述上来说，增加了这样一部分内容



。并不表明今年的大纲和往年大纲有很大的区别。《申论》

这一部分大纲的表述上没有什么区别。作为《申论》考试，

试题有它自己的特点。《申论》考试是从2000年开始，改变

了传统的公务员写作和公务员写作方法。从中央国家机关公

务员开始，开始把写作课的考试定位为《申论》考试。这种

考试和传统的公务员写作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可能强调格式

的要求，并不是立足于能力的测验，而现在的《申论》考试

的试题，实际上是对公务员日常工作的一种模拟，是模拟了

公务员日常工作。而它测试的核心就是你发现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也许一个人公文写作写的好，可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可能他对格式比较熟悉，可能“公务员写作”得分比较高

。但是并不代表这样的人就一定具有做公务员的潜力。所以

根据公务员考试的特点，主要侧重于把有潜力的人挖掘出来

，充实到国家公务员队伍，《申论》考试也是模拟公务员日

常工作，所以主要问题是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这种能力又

分解成四个方面的能力：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

出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 所以公务员考试中《

申论》的题型设计也是围绕这几方面进行设计的。但是公务

员考试难度来说，近几年从总体上来说是越来越增加难度。

从给定材料这部分来说，实际上给定材料的内容越来越多。

从2000年第一次进行申论考试，我们给定的材料只有1500字

左右；2006年，我们公务员《申论》的考试，给定的材料已

经增加到八千多字了，所以阅读量增大了。从这方面来说，

对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从这么多的材料中，

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抓住最有效的信息，就体现你综合分析能

力，体现你发现问题的能力。所以，从给定材料这一部分来



说，难度也加大了。 从《申论》要求来说，《申论》试题结

构上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每年一般

三句话： 第一，《申论》与传统写作不同。是对分析驾驭材

料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首先注意事项中提醒你《申论》考

试和传统写作不同。 第二给出参考时间。阅读材料的参考时

间是40分钟。答题的时间110分钟。 第三、提醒考生要仔细阅

读给定材料，严格按照申论要求答题。而且很多年，在“注

意事项”里还是考生答题要答在指定位置上。所以主要包括

三个方面的内容。“注意事项”在《申论》考试结构来说，

这一方面变化不大，基本上都是这三方面的内容。 第二部分

是给定资料。“给定资料”刚才我给大家解释了，给定资料

这一部分是字数越来越多，从最初的1500字发展到3000多字

，4500字，一直到2006年的八千多字。这样对考生在这方面

的难度加大了。 第三是申论要求。“申论要求”这一部分现

在出题方式逐渐灵活，加大了考试的难度。在“申论要求”

这一部分，2000年时，申论要求主要是三个方面，是传统的

申论要求。第一方面要求你概括给定材料反映的主要问题。

第二个是要求你就材料反映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方案。

从政府调研员的身份，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第三个要求

就是选定一个角度对提出的对策进行论证。所以“申论要求

按”是这样的。所以，2000—2002年“申论要求”主旨都是

三段式，2003—2004年，“申论要求额”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2003年没有要求你概括这段文字反映的主要问题，而是直

接让你提出，减少事故的对策。第三部分让你选定一个情景

进行论证。2004年是没有提出对策这一个申论要求，第一个

申论要求是“概括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这是一个概括题，但是这一部分没有按照传统的三段论的方

式，不是省略了对策，而是在出题形式上省略了对策。 第二

，“出题要求”，你是某市负责人的身份，写一份交通拥堵

报告。两段式的考试，这省略了传统三段式的一部分。 2005

—2006年考试，题型又发生了变化，2005年申论要求又变成

四部分：第一部分给了一个客观题，给了五个选项。也是解

决扶贫问题的相应对策。采用了让你对对策进行有效分析的

出题方式，增加了考试的难度。 第二部分要求你概括解决农

村农民问题的两种基本思路。然后从一些角度进行论证

。2006年也是一样，概括题目，要求你概括讲话的主要内容

，然后概括这个讲话与别的讲话不一致的观点。然后自选角

度，对事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申论要求”上，现在

每年也在发生逐步的变化。虽然说今年从考试大纲上来说，

并不能发现申论的试题可能有一定的难，但是从近几年申论

题结构上分析，给定资料使考生应考的难度加大了。申论要

求使出题形式更加灵活，也加大了考生的难度。总体上来说

，《申论》这一部分，考试的难度是比以前加大了。 所以

，2007年的《申论》考试难度在2006年基础上，还会稍微增

加一些。这是我们要给大家解释的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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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