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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考试是模拟行政机关工作思路、观点、立场、态度

、风格等的一种行为。从这个角度出发，招考的公务员不只

是考场上的常胜将军，也必须是行政工作中的能手。公务员

考试制度，是一套严密的考试制度，对行政行为的一般情况

没有较深的了解或领会，而想考上公务员那是一种侥幸心理

，为大学生所不取。便多数应届大学毕业生都没有行政工作

经验，所以只有以虚拟公务员身份去应答申论。 下面我们就

仍然按考试题型的顺序分三个部分来谈。 《申论》第一题的

核心要求是用150字（有时要求200字、300字不等）概括所给

材料的主要内容。它是模拟行政机关中工作人员对领导的工

作汇报。由于我们国家是小政府、大社会，机关事务日益繁

重，.领导公务繁忙，自然希望下级汇报工作简洁些。所以下

级要注意尊重领导宝贵的时间，汇报问题简明扼要。争取

在12分钟内将事件的主要内容表述清楚，以让领导判断是否

有进一步了解的必要。按照普通人说话的速度120150字／分

钟（中央电视台播音员速度一般是180220字／分钟），12分

钟内就把事情说清楚。 出于追求效率的需要，领导更需要下

级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把主要事情说清楚。所以第一句话

至关重要，它应当包括人物、事件、性质（类型）三个最基

本要素。它是一个总括性语句，带有段旨句性质。接下来的

话中，下级应当依照一定的次序，把事件的情节加以提炼。

这是一个极为简短的记叙文，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原



因、结果等要素都要扼要阐述。考虑信息量的适中问题，有

些要素如人物、时间、地点等不必要精确（有时甚至需用统

称或泛称），只要能让领导了解大概就行了。而情节则需要

分清主次，由谁引起，过程如何，参与者有哪些，有何表现

，结果如何都要有所表述。对于那些飞短流长的闲言碎语，

也就是主体事件引起的议论，则不必考虑。以免给领导先人

为主的印象，造成左右领导之嫌。而对于存在的问题，则需

要一语中的。 在此我们举个例子对机关工作进行模拟。我们

先建构情景模型，然后结合实例进行分析。 （某地发生了某

事。下级奉命去调查了解了，回来向领导汇报。） 领导：“

发生了什么事?” 下级：“某地某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张三

与李四如何如何，又如何如何，最后如何如何。” 领导：“

通过调查了解，你认为主要有些什么问题?” 下级：“这件事

情反映了：一、我们国家法律不健全，尚有空白手疏漏之处

。行政部门在处理某些事情的时候无法可依。个别地方制定

了一些管理制度和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侵害了部分人的利益

。导致管理部门与个别群众之间关系紧张。二、社会生活中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冲突。个别单位

和企业为了追求更大经济利益，造成对他人或社会正当权益

的损害。三、政府在管理社会方面，存在着越位、错位、缺

位的现象，以至有些事管不了，有些事管不好，有些事没人

管。” 建构问题模型的目的，是想让一无所知的初学申论者

，在阅读材料后也能依葫芦画瓢似的将给定材料中所反映的

问题分门别类地归入这三个层次的问题中去。事实上，无论

给定材料中反映的问题多么复杂，多么尖锐，它都可以概括

到观念、制度、操作三个层面上。在已出版的申论参考书中



，有一些概括主要问题的例示，不过有的是来自于考场，有

的是来自于编者，无从证明其正确性。我们从政府工作实际

中选择一些例子来证明主要问题的概括，那或许对考生有更

大帮助，也更容易使考生信任。 请看下面这段我们选取的关

于打假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的概括，对于其阐述部分此处省

略。 当前影响打击制假售假和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活动开

展的因素 一、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不移交案件问题仍然

比较突出，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交案件的监督渠道不

畅 二、法律法规不完备，适用中存在诸多困惑 1. 办理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案件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对法律条款存在不

同理解，在执行过程中有很大争议。 2. 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案件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 （1）对销售金额或者违法所

得数额的计算方式缺少明确的规定。这是当前打假工作中最

为棘手的问题。（2）对制售盗版光盘等侵犯著作权的案件，

司法解释规定追诉标准过高。且可操作性差，不利于执法的

统一。（3）国外著名商标不能享受“驰名商标”的保护待遇

，使许多案件难以作刑事追究。（4）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

件的管辖权存在争议。（5）对行政处罚后公安机关能否再予

以刑事立案、是否需要撤销行政处罚后再立案的规定不够明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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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