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公务员考试申论专项突破：提出对策-公务员考试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2/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5_85_AC_c26_232867.htm 提出对策是申论考试中承上启

下的关键环节，也是考查考生是否具有公务员所需要的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出方案的前提是准确地概括出给定材料

反映的主要问题。没有对给定材料所反映问题的正确分析与

概括综合，提出方案根本无从谈起。如果说概括部分是提出

和分析问题，那么本部分则是解决问题。而且，准确提出对

策是进行深入论证的基础。因此，广大考生要对提出对策这

部分引起高度重视。 一、提出对策的基本要求 对策，是反映

决策目标和人们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原则，是制定方案的

纲要，是方案的前提。申论考试要求考生紧扣给定身份和给

定材料，依据事理，有条理地提出对策。一般而言，给定身

份有两种：一是广泛的身份(如“从政策制定的角度”)；一

是特定的身份(如某局长、海关调查员等)。依据事理是说提

出的对策不能过于超越现实情况，要合情合理。有条理要求

提出的对策要有层次，要主次分明，还要力求全面，不能以

偏概全。 二、提出对策的答题步骤 1.发散思维，全面分析 根

据概括出的主要问题，寻找问题发生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环

境和条件，从不同角度或层面提出解决方案。要大胆设想尽

可能多的解决方案。这时候不要计算对策的优劣，多多益善

。 一般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思考：(1)法律手段：要依

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真正做到有法可依；通过有

关法律程序(例如民事、刑事、行政诉讼、调解)来解决有关

矛盾、争端；处理好法、理、情的关系；采取有效措施，保



护有关方面和群众的合法权益；加快有关方面的立法步伐

。(2)行政手段 ：制定机关政策、贯彻执行政策；转变工作作

风，改进工作方法；树立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加强督

办、查办，强调落实，提高执行力；重视可行性研究，重大

决策出台前举行听证会；各级领导要认真贯彻“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情为民系、权为民

用，心为民想，事为民办，利为民谋”；遏止行政腐败，克

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 (3)经济手段：制定有关经济法律、法规、政策；贯彻可持

续发展战略，处理好环境、资源、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深化改革开

放；运用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等经济杠杆，加强宏观经

济调控；培育规范各种经济要素市场，建立良好的市场运行

机制；加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采取

有力措施，缩小城乡差距、东西部地区差距；厉行解决，建

设节约型社会。(4)管理手段：掌握管理规律，实现管理规范

化、制度化、科学化；建立管理规章(规章制度)，做到照章

办事；明确职责、权利，切实加强对有关工作的管理；加强

协调沟通，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社会环境、人际环境、

上下级环境、劳资环境；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素质；

节约管理成本。(5)教育手段：继续实施普法教育，树立全民

“法治”意识，学法、知法、懂法、守法；推行社会主义全

民道德教育，提高全民公德水准；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计算

机网络，加强宣传教育，做好舆论引导工作。(6)监督手段： 

利用新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内部监督。(7)协调手

段：注意协调沟通，形成工作合力；互相尊重、理解、支持



、帮助；统筹兼顾，注重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注意利益协

调，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双赢多赢；注意上下级协调、干群

关系协调、矛盾各方协调，有关方面的协调。(8)自律手段：

建立有关机关单位的自我约束机制；有关方面不断自我完善

、自我调节、自我修正。 2.仔细分析材料，对症下药 对以上

的对策要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要分清主要矛

盾和次要矛盾，抓住矛盾发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针对材料

中提到的具体问题进行细化，使之更有针对性，更可行。 很

多时候申论材料中的问题都已经有一些对策，要加以甄别和

筛选，这样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也提高了对策的针对性。

3.对方案进行评估，力争最优 要对已经初步确定的方案进行

可行性、有效性、合理性等方面的评估，尽量将方案优化。

一般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1)能否保证顺利解决问题；(2)付

出的成本是否最小；(3)实施的难度的大小；(4)承担风险的大

小；(5)产生的副作用的大小等。 4.落笔答题，边写边改 确定

了最终方案后，就可以落笔了。每写一句前，心里默念已有

的腹稿，最后一次进行修正，精炼语言，再写上去。因为申

论时间还相对充裕，答题时可以稍慢，要卷面整洁，字迹工

整。而且，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研究的过程，是理清思路

的过程，弄明白后，后面的写作就可以快起来了。 三、提出

对策的主意事项 1.准确理解题意 (1)字数限制：弹性限度只能

在10%以内。过高或过低原则上都要扣分。 (2)解题对象：针

对给定材料，提出解决方案。问题一般在给定材料之内，不

要空穴来风。 2.找准个人定位 申论对策的提出一般都是在一

个特定的“虚拟身份”下。考生一定要注意自己提出对策一

定要符合自己的假定身份，要准确把握个人定位。很多人因



为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使对策缺乏针对性，对策普遍存

在过于理想化、纸上谈兵等问题，语言也不符合政府文件的

说话习惯。因此，考试行文时一定要注意用词的环境和特定

的身份，要体现针对性。 3.对策方案要合情、合理、合法 提

出的方案一定要符合国家的现实国情，国家的法律法规，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凭空想当然，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

问题具有可行性。由于招考的公务员，是管理国家事务的人

才，因而所思所想都必须站在政府的角度，提出的方案要就

事论事，不能大而空，要切实可行。 4.对策要主次分明。 提

出对策时也要有所区分，要先提出解决问题的总的指导思想

和原则，然后再从制度、部门、媒体、大众等层面进行详细

的设计，要有层次、有顺序，突出重点，而且要尽量考虑周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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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