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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考试是一种需要充分注意它的限制性要求的考试。申论

是公务员考试的一个科目，不同于任何一个专业的研究生考

试科目，也不同于其他一般性的能力检测。它的目的在于检

测公务员所必须具备的能力素质。 (1)、申论考试的限制性，

主要通过给定的资料和"申论"各题题干的指令性要求来体现

。 对给定资料的阅读，实际上也就是审题过程，这一步马虎

不得，否则就弄不清资料所提供的环境、条件，搞不清问题

、事件的性质，就会眉毛胡子一把抓，以致原本并不难的题

目也答得颠三倒四，甚至离题万里，各题目题干的文字不会

很长，但其中任何一个提法都必须认真审视，决不可马虎从

事。以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2001年申论试卷和2000

年申论试卷的第1题为例，同样是要求准确把握给定资料，但

两份资料所反映的性质不同，前者要求"概括主要问题"，后

者要求"概述主要内容"，一个是要求考生抓住给定资料所反

映的主要问题，把主要问题是什么概括出来；一个是要求考

生把给定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梳理清楚，予以概述。这些提法

不认真区分清楚，答题时就难以符合题目的要求。 (2)、对材

料提问题时往往给考生"虚拟身份"，要求考生站在"虚拟身份"

的角色上来扬长避短，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例如中央国家

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2000年申论试卷中第三部分的第二个问

题要求以"省政府调研室工作人员的身份"提出"给定资料的解

决方案"，要求已很明确，就是要求考生把自己的身份虚拟



为"省政府调研室工作人员"。定位准了，提出的解决方案才

不至于错位。 (3)、申论题目中对字数有较为严格的规定。这

其实是对考生归纳概括能力和文字表述能力的要求；一般情

况下，概括问题在200字左右，解决方案在350字左右，论证

分析在1 200字左右。前两部分字数以不少于规定字数的10%

为宜。字数再减少则不容易讲清问题。议论部分的字数应在

规定字数的上下10%之间。字数少于规定字数的10%要扣分；

超过规定字数的10%，增加写作量，必然占用有限的时间，

肯定会影响写作的质量。 (4)、申论写作完全以实用为目的，

文章的表达方式应以说明、陈述、议论等为主，以充分表现

自己概括、分析的能力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文风

力求质朴。抒情、描写的表达方式在申论写作中应少用或不

用，不能忽略"材料"和题目的要求将论证性的议论文写成抒

情散文或者记叙文。 (5)、申论写作要求论点正确，论据充实

，论述深刻。通常，文章的结构应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点明

论点，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形式，结合给定材料，

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本质与规律，阐明主张。论证过程，

应层次分明，条理清楚，结构严谨。 (6)、申论写作的语言要

朴实简明，遣词造句应当准确、规范，戒除一切套话、空话

。文章应当条理清晰，理据相谐，时间、地点、人员、范围

、性质、程度等必须表达明确，范围应限定；用语应肯定，

避免出现歧义，含糊不清，剔除一切冗余信息；使用的词语

也要符合身份，语出有据，做到庄重得体；语句、段落和篇

章结构都要体现合理的逻辑关系。 (7)、阅读资料和作答时间

要合理分配。测试中所给定的参考阅读时间一般不低于40分

钟，考生应认真阅读资料，抓住中心，不要盲目下笔，急于



写作。有的考生对申论考试答题的四个环节的时间没能掌握

好，只是草草看一遍给出的材料，没有理解或深入思考，没

找出重要段落，也没弄清中心思想，就急着去概括主题，提

出对策，进行论证，这样很容易造成答题进行到一定程度却

发现写不下去或离题目的要求相差很远的现象，此时再重新

回头阅读材料、提炼主题或者边写边回过头来阅读资料，已

无法使文气贯通，一气呵成，这样耗费的时间反而更多，结

果是欲速而不达、事倍功半。 (8)、对标题的拟定也很重要。

申论文的标题和大多数议论文标题一样，一般围绕着自己的

论题或论点设题，可以用一句话，可以用一个短语形式，也

可以用一个或几个词组，但作为标题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

要简洁，要与内容切合，要新颖、醒目。有的考生写的标题

很长，用很长的一个句子，甚至像一段话来充当标题，给人

感觉就不像标题了。这不但影响评卷人的印象，也会给自己

的写作带来一种负面影响。有些考生的标题大而无当，或者

空洞泛泛，也会影响申论文的质量。由于申论要求的第一、

第二部分均不需要写标题，所以到了第三部分漏写了标题也

是考生容易出现的失误。 (9)、材料的引述问题在申论文中也

很值得一提。前面说过，申论文的写作虽然与传统的给材料

作文相似，但在材料的利用上是有区别的。传统的给材料作

文，材料往往只是作者借用的一个由头，文章由此生发开去

。申论文给定的材料对作者的限定更加严格，写作过程中必

须时时照应着材料，甚至照抄照录。但引述篇幅不宜过长，

否则会占用自己的论述篇幅。引述材料时要选择典型，要准

确。 (10)、对策要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申论考试对策的提

出，要针对给定的材料，审慎遴选，弄清这些材料究竟反映



了哪些问题，并根据考生的"虚拟身份"，抓住关键问题，进

行深入分析，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 构思可操作性对策

，应该注意三点：一是问题要有明确的"归口"，即有直接解

决问题的政府部门或职能机构去处理与落实；二是要有解决

这些问题的具体步骤和办法；三是要考虑解决问题的时效性

与必备条件。在构想对策时，切忌脱离实际地坐而论道。要

通盘考虑，尽力克服与之相悖的因素，使对策合理、具体，

便于落实。 (11)、对重点对策要进行充分论证。要对所提出

的对策进行科学论证，如果提出了多项对策，则要把论证的

重点放在最关键的、最熟悉的对策上，多花笔墨，切不可视

各项对策为"半斤八两"、均衡对待。要明白，千字左右的论

述文是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的。 最后要注意的是，卷面书写

要工整，尽量避免错别字。这两种情况在阅卷中都是主观分

数的反映。书写质量直接影响到考生思想意图的表达，即使

在答卷中有精炼的概括、中肯的对策、精彩的论述，潦草的

字迹也无法让人了解文中的内容，让阅卷人进行艰苦的"考

订"工作，会造成阅卷人视觉和心理上的疲劳，从而产生"质

量较差"的先入为主的印象。而错别字更容易使考生所表达的

思想变异，甚至与原意相反。因此，字迹工整、规范用字也

是写好申论的一个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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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