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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即将进行，许多考生通过发邮件、打电话等形式，向我

咨询申论考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试，考试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越来越难，2007北京地方公务员申论考试会怎么考等

问题。考生们提出这些问题是正常的，提出这些问题的关键

是没有对申论考试特性发生的变化进行认真总结。 申论作为

一种新型考试方式，已在全国和地方公务员考试中普遍运用

，随着申论考试的不断完善，申论考试的特性在发生新的变

化，理解和掌握申论新的考试特性对答好2007年北京公务员

申论考题十分重要。 一、考察范围的多样性 申论是指在公务

员考试中，通过对设定资料的阅读，回答有关问题，由考察

应试者五种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提出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文体写作能力），增加到考

察应试者七种能力（增加时事政治运用能力、行政管理能力)

。五种能力是基本功，时事政治运用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是

对应用能力的考察，是命题新的出发点。 二、考试目的的明

确性 申论考试总目的是为国家选拔人才。申论考试是对准公

务员观察问题、概括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论述问题

综合能力测试。 在利益保护主体中国家是主导力量，国家要

通过法律、经济、行政手段来保护不同利益，公务员是国家

利益保护职能主要的执行力量，因此，申论考试就是通过围

绕利益保护存在的缺陷，给定一个或多个社会问题或社会现

象来考察准公务员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理论、“ 三



个代表”、法律、经济、行政管理等理论知识观察问题、概

括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论述问题的综合能力，为国

家和人民选拔优秀的利益实施者的保护者。 三、考试题材的

广泛性 申论考试题材以利益为主线，归纳为三点：政策热点

、改革难点、社会焦点。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具有很强的可

谈性可论性，对考生独立地观察和思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申论考试题材一般都为当年的热点问题。选取合适的社

会热点切入点命题已成为了命题人的命题趋势。命题人通过"

命题导向"来使更多的"准公务员"关注社会热点、关注国家大

政方针的命题思路。这一思路将继续指导2007年北京公务员

考试的命题工作。 地方公务员与国家公务员考试题材选取的

区别是着眼国家大政方针的指导思想，立足制约当地经济、

政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北京地方公务员历届申论考试

题材：03年招商引资问题；04年网络成瘾问题；05年建设节

约型奥运问题；06年文化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城市建设与文

物保护） 2007年北京地方公务员考试申论考试题材预测：一

是制约北京发展的瓶颈问题。环境保护、资源节约问题（沙

尘暴与草原森林保护、城市垃圾处理与循环利用、水资源紧

张与淡水资源保护、大气污染与治理、能源价格控制与节约

），交通秩序与交通发展；二是构建和谐社会应关注的重点

问题。弱势群体保护（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农民工欠薪

、农民工子女教育、城中村改造失地农民保护、灾民、高龄

无照顾老人、无保户、残疾人等）；三是与人民生活联系紧

密的问题。食品、药品安全，物价、房价、教育收费、医疗

收费、药价、公共服务价格控制；四是与社会秩序有关的重

点问题。群体事件和突发事件处理问题；五，关系老百姓切



身利益的改革问题。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公共服务改革、社

会保障体制改革、就业保障改革等；六是社会风气的转变。

商业贿赂与买官卖官的打击、公民道德与素质培训、社会诚

信与商业信用等。 四、考试题型的多变性 纵观八年国家机关

公务员考试和北京地方公务员考试，出题角度更加灵活，题

型在不断变化，但是有一点规律必须明白。题型是围绕考察

七种能力和解决利益保护缺陷进行的。 2007北京公考申论答

题要求可能出现的九种表现形式。 申论要求部分有一般有二

至三方面，甚至于会出现四至五方面的内容，常见命题形式

有以下九种（注：有的已经考过，有的可能在今后的考试中

出现）。 第一，对给定材料的理解、分析、整理、归纳、概

括、综合，概括出所给定背景材料（可能是全部、部分或一

个资料）的主要问题、主要内容、主要后果，字数一般

在150-200字之间。(国家申论考试八年中这部分没有发生变

化, 可能出现以上题型，还会可能出现概括主要观点、主要现

象等) 第二,用不超过300字的篇幅简述解决主题问题的重大意

义。(新题型，可能在第一道题或第二道题中出现) 第三，用

不超过300字的篇幅分析主题问题产生的原因。(新题型，可

能在第一道题或第二道题中出现) 第四，用不超过350字的篇

幅分析主题问题的表现和危害。(新题型，可能在第一道题或

第二道题中出现) 第五，提出对策，字数一般在300-400字之

间。(这部分一般在第二道题出现,八年中这部分发生变化较

大,可能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以一定的身份制定、审查、检

查措施) 第六，观点分析。给出部分观点，找出与给定资料观

点不相符的或错误的观点，一般为六个观点，不相符的或错

误的观点一般为两个，对不相符的或错误的观点加以论证；



字数一般在300-500字左右(可能性出现的题型-解释重要词义

、专业术语)。 第七，对策有效性分析。对给定的解决问题的

措施，找出有错误的解决问题措施并对错误的要用不超

过300-500字的篇幅加以论证。（可能出现题型，检查措施的

制定落实情况） 第八，以不超过1200-1500字的篇幅用调查报

告、起草讲话稿、通报等公文应用形式提出自己的对策、方

案或见解(第三道题可能出现)； 第九，对见解、方案的论证

。这部分内容要用1200-1500字左右，标题自拟，中心明确，

论述深刻，有说服力(这种命题形式变化较大,(指定内容写作

是常见题型，可能还会以论证措施、原因、重大意义等形式

出现)。 这九方面的要求，一般是通过二至三题目来体现的。

具体到考试，题目数量也可能更灵活，可以是三个题，也可

以是四个题，甚至于五个；题目的样式可能是要求概述事件

、概括主要问题、分析原因、分析危害、简述意义、分析观

点、分析论证对策措施。文体应用可能是议论文、时事评论

（事件、人物评论）、行政公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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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