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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时，就要首先对公务员的考试科目和形式有一个深刻

了解。作为公务员考试的杀手锏，《申论》占有了不可小视

的地位。因此，公务员应考者必须给予《申论》足够的重视

。 所谓“申论”，取自孔子的“申而论之”，有申述、申辩

、论述、论证之意，也就是对给定的事件、材料、问题、现

象、事理等进行分析和说明。申论主要是对应考者的阅和理

解能力、分析和概括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文字表

达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测查。也就是说，申论考试的目的，

就是要通过对应试者运用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能力的考查，为国家选拔出高素质的行政管理人才。 一、申

论考试的命题结构 申论试卷内容主要有以下三部分组成： 1.

注意事项 (1) 申论考试与传统作文考试不同，它是对分析驾驭

材料能力与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2) 作答时限：阅读材料40

分钟，作答110分钟。 (3) 仔细阅读给定的材料，按照后面提

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2.给定资料范围 材料约三四千字，

内容不局限于某一方面，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

等均有设计，一般都是社会热点或者大众媒体关注的焦点，

即背景不生僻，具有普遍性。 3.申论要求 (1)用一定的篇幅(

大约150字)，概括出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2)用一定

的篇幅(大约350字)，提出给定材料所反映问题的解决方案。

要有条理的说明，要体现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3)就所给定

材料反映的问题，用一定的篇幅(大约1200字)，自拟标题进行



论述。要求中心明确，论述深刻，有说服力。 本要求每年虽

有变化，但大致是一致的。 二、申论考试的能力要求 1.阅读

理解能力 阅读能力，就是读者运用本身已有知识、经验和方

法顺利进行阅读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认读能力、理解能力

、欣赏能力、记忆能力及其阅读速度。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

，读者需要不断完成优事实上升到观点、由具体问题上升到

本质属性，把一堆材料划分为几类材料，把分散的事物综合

为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事物，由给定材料内的事物联系到以

外的其他事物。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同样一则材料，

角度不同的人，往往会从中获得不同的信息。有的应考者能

看得深些，有的应考者则看的浅些，这样就可以充分反映出

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的高低。 2.分析归纳能力 一般来说，分

析归纳就是指对材料的提炼加工，其能力就是从思维到具体

到思维的抽象。申论考试给出的材料并不是完整的文章，一

般仅仅是半成品，这些材料有些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有些

则根本没有什么规律可言.有些内容反映了质的东西，而有些

内容甚至完全是滥竽充数，增加对应考者的迷惑性的。在这

种情况下，就要求应考者能够在众多材料中抓住事物的主要

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具体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要

完成这个任务，一要分析给定材料的量的方面，即反映的内

容和问题、方面和层次；二要分析给定材料的质的方面，即

给定材料所表达的观点和意见。在实际应考的过程中，应考

者不但要抓住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要充分

考虑材料所包含的两极，避免片面化、绝对化。这样对于后

面所提出的方案，尤其是议论部分，都会有基础性的作用。

3.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方面的能力是申论的主要考察目



标。也就是考察应试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前面所说的阅

读理解和分析归纳最终也表现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公务员每天面对的就是许许多多具体的事务，怎样应对这

些事务便反映了公务员的真正能力。这种能力一般分为两种

：一是处理一般事物的能力，一是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当

然，在日常生活中这两方面实际上常常是融合在一起的。 4.

扎实的文字表达能力 公务员要把材料所反映的主要内容警醒

书面汇报，就需要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主要表现为：规

范、用词准确、简明扼要、说理透彻。申论的问题虽然非常

灵活，但是对申论语言的要求一般没有很大的变化。其中间

接可以说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要求。由此可见，申论不

仅要求应试者具备相当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它还需要应试

者表现出深刻地阅读理解能力、较强的分析归纳能力，尤其

是较高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其难度显然大于一般

意义上的命题作文。 三、答题要领 一般来说，解这类题目，

首先要抓住并确立中心议题，这是整个解答过程中最为关键

的步骤。应考者在下笔写之前，大脑里一定有个清晰的主线

，也就是中心议题。这样对从大脑里搜集材料和选择材料都

指明了方向，能够节约时间和提高工作效率，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其次，应考者要根据实体的中心议题来确立论点。

由于时间的限制，论点不宜过多，安排也应由主次之分，尽

可能得将重要的论点前置，次要的内容放在文章的后面，以

免把时间耗费在以以较小的内容上面。再次，论据的选择。

论据的选择是此类题目中一项非常关键的内容。针对性是论

据选择的首要准则或要求。应考者应从说明或证明论点的需

要出发，选出那些能够强化所提论点或对论点进行解释和论



证的材料作为论据，使这些论据能够有效地为论点服务。而

不要将有限的时间耗费到毫无疑义的材料上面。再其次，论

证一定要全面，充分。公务员是要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这

就要求公务员在考虑问题上比较成熟。中心议题的内涵应该

在论点中有完整地体现，同时，表述上要注意逻辑，内容之

间不能相互矛盾和冲突。切忌应避免层次不清、语无伦次的

现象。除此之外，还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将所属理论同现

实生活中的某些实事结合起来，并运用这些理论来对现实事

物作出解释。最后，不要忘记回应主题。这不但证明自己的

逻辑清楚，同时还能使全文论点更加突出。 总之，作为公务

员第一次报考者，一定要对公务员的考试内容和答题的要领

有一个全面地认识，这样才能避免少走弯路，甚至于不走弯

路。推荐主要参考资料：《半月谈》、各大报纸时事评论、

《公务员考试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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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