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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关工作人员申论考试A类试卷的申论要求： (一)请用200

字以内的篇幅，对阅读资料内容加以概括。要求：全面，准

确，文字简明流畅(20分)。 (二)请用500字的篇幅，谈谈你对

资料“5”中划线一段文字的理解。要求：准确，深刻，文字

流畅(30分)。 (三)请你以某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用1000

字以内的篇幅，起草一份在本机关落实温总理总理指示的意

见和措施，并加以分析和谁。要求：全面深刻，观点明确，

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逻辑清晰，文字准确流畅(50分)。

2007年黑龙江省录用国家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申论考试B类

试卷的申论要求： (一)请用200字以内的篇幅，对阅读资料内

容加以概括。要求：全面，准确，文字简明流畅(30分)。 (二)

结合阅读资料，从维护外来工权益的角度，就：“如何解决

外来工面临的诸多困难、改善外来工就业生活环境：”提出

对策建议，并进行谁。要求：既可以提出多种对策并逐项，

也可以提出一种对策深入论证。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谁充

分合理，条理清晰，语言通畅，自拟标题，字数限1000字

内(50分)。 (三)、申论材料涉及面广，篇幅逐渐增大申领测试

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公务员，因此十分注重对考生的阅读、分

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综合素质的测试。为反映这一

要求，申论所给定背景资料涵盖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

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涉及范围极其广泛，且表达比较准确，

一般不会出现偏差。黑龙江省历年申论真题在选材上也遵循



这一模式，材料不会仅局限于黑龙江省内事件、新闻、同时

也会凶信国家或其他省份的重点时事；而且申论材料不会都

来源于某一个出处，而是对不同新闻材料的混编。 2005年

和2006年黑龙江省录用国家贫血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申论材

料篇幅还局限在3000字左右，但从2007年黑龙江省录用国家

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申论考试开始，申论材料的陡然增大

，2007年黑龙江省申论考试A类席卷的材料篇幅为4500字左右

，2007年黑龙江省中论考试B类席卷的材料篇幅为4000字左右

。综观黑龙江省历年申论考试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其阅

读量越来越大，这说明对考生的阅读能力、提炼概括能力的

要求在逐年提高。 (四)、申论内容的非专业性申论考试是一

种素质测试，要求考生具有比较丰富的常识。这些常识来源

于应试者日常的积累，不是突击性死记硬背某一专业知识就

可以圆满完成试卷的。队按类别进行申论考试的情况之外，

黑龙江省申论考试试题不会向某种专业性知识特别倾斜。因

为应试者来自各个方面，所学专业或从事的工作的内容和特

点均有差异，所以要求考试中所提供的必须具有普遍性、非

专业性的特点。 (五)、注重能力考核申论考试考核的是考生

阅读理解、综合分析、概括材料、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文

字表达的能力。体现在命题上方根是分析、概括，以及在此

基础上的论述。因此无论其命题形式如何灵活多样，由于其

考查目的明确固定，就使得考试有着万变不离其宗的统一性

。通过对材料的理解分析，概括出针对材料的问题、内容，

由此再提出有针对性、可行性的对策，进而论证。总体来说

，由近几年黑龙江省申论考试的变化可以看出，申论试题的

难度在逐渐加大，对考生能力的要求在逐渐提高。考试题型



大变化，但仍旧是考查考生的阅读理解、综合分析、概括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只不过是对以往“概括”、“方案”

、“论证”的模式进行了变相运用，并在材料和时间上设置

了一定的障碍，借以增大试题难度，以综合测试考生的能力

。 四、命题趋势申论测试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应考者对给定

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测查报考者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以及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申论的命题趋势便以此为指导思想，在认真总结历年黑龙

江省考试情况，广泛听取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之

后，进一步改进题型、题量和结构，完善申论材料的选择程

度和标准，确保申论测试的主要功能得到更好的实现。综合

历年黑龙江省申论考试的情况，我们把2008年黑龙江少公务

员录用考试申论部分的命题趋势归纳如下： (一)、命题内容

具有热点性 黑龙江省申论考试材料一般为当年的社会焦点或

热点问题。近年来，这种将申论题材集中在社会热点问题上

，并选取合适的切入点命题已成为申论的命题趋势。这种趋

势在2005年至2007年黑龙江省申论考试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奥运经济”是2005年经济社会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而

在2005年黑龙江省申论考试，命题人就选取了这个特定的社

会问题作为申论题材；而“城市垃圾处理”则是2006年的热

议问题，2006年的黑龙江省申论考试就恰恰选择了“城市垃

圾处理”作为考试题材；2007年黑龙江省申论考试A,B类试卷

则分别以”政府资源浪费问题“和”农民工问题“为考试题

材。这正是命题人通过命题导向来使更多报考者关注社会热

点问题，关注国家大政方针的命题思路。由此可见，这一思

路将继续指导黑龙江公务员录用考试工作的命题工作，所



以2008黑龙江省申论考试的背景材料还会从与时政相关的一

些社会热点问题或现象中选取。 (二). “对策有效性分析”可

能会成为新题型 一直以来，黑龙江省申论考试虽在命题形式

上有一定差别，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三论式”的

模式。“三论式”模式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科学原则，但多年采用过于僵化，考生的应对也已经

模式化了，很难考查考生的真实能力。从2005年中央，国家

机关申论考试的问题部分我们可以发现，提出对策部分的提

问形式变化最大，以往是针对申论材料所体现的问题提出对

策，但现在是命题人把对策提出来，要求考生选择并说明哪

一个无效，为什么。我们把这种模式叫做“对策有效性分析

”。 作为未曾在黑龙江省申论考试中出现过的新题型，它

在2008年，黑龙江省申论考试中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大，考生

应做到有备无患。 (三)。对概括能力的考查成为重点，“抽

象概括”成为考试难点 黑龙江省近几年的申论考试概括部分

考查的几乎都是概括事件(包括影响)的能力，但考生不可放

松对“抽象概括”问题的练习。从2005年，2006年和2007中央

，国家机关公务员申论考试的问题部分我们可以发现，对考

生概括能力的考查均有多道试题，总分数在60分左右，这显

然已成为考试的重点。因此，考生必须在平时加强对概括能

力的练习，尤其是对抽象概括能力的练习。(四).申论材料的

阅读量会加大，且申论材料可能会涉及几个社会热点问题。 

从2007 年开始，黑龙江省申论考试的材料阅读量有逐渐加大

的趋势，2007年黑龙江省申论考试给定材料的篇幅在4500字

左右，而2006年和2007年中央和部分省市的申论考试给定材

料的篇幅肯定会有增大的趋势。 2007年中央和2008黑龙江省



申论考试大纲对申论材料的描述都为“申论材料通常涉及某

一个或莫几个特定的社会问题或现象”，而2007年中央申论

考试的给定材料则涉及了“土地征用”和“土地利用管理”

两个特定的社会问题，这两个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由

此可见2008年黑龙江省申论考试的材料可能会涉及多个社会

热点问题或现象，其材料的复杂程度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

五、试卷构成 经过多年的摸索改进，申论已经是比较成熟的

一项考试，在测验的方向、重点、内容和形式等方面都有一

定的规律可循。通过对最近几年黑龙江省考试大纲和考题的

研究，可以使广大应试者对历年申论真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使备考事半功倍。 年份 时限 测试热点 材料字数 2007年A卷

150分钟 政府机关浪费问题 4500字左右 2007年B卷 150分钟 农

民工问题 4000字左右 2006年 150分钟 关于“城市垃圾处理”

的问题 3000字左右 2005年 150分钟 奥运经济问题 3000字左右 

从上表可以看出，黑龙江省申论测试的是保持不变的，变化

的只是每年的测试热点及材料文字的多少。近年黑龙江省公

务员录用考试基本上贴近上一年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

用考试，只是材料文字相对较少，相应也减少了阅读时限，

因此了解中央的考试情况非常必要。另外在限定的150分钟内

答完申论试卷，这就要求考生不仅要具备较好的阅读技巧和

较快的答题速度，而且还要非常熟悉这类考试的变化趋势与

规律，特别是对历年考情有清晰的认识，对自己的能力有一

个准确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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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