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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综合分析能力由分析理解能力和综合概括能力组成。 1

、分析理解能力。分析与理解能力是人思维能力中非常重要

的一种能力，也是申论考试着重考查的能力之一。一般来说

，分析是以具体材料和事实为基础的，是从思维的具体到思

维的抽象。从重要性上说，分析与理解能力在申论考试中意

义重大，它可以使人抓住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内容，把握

问题的本质。 在申论考试中，考生需要完成的分析与理解的

任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分析给定材料反映的内容和问

题、方面或层次；二是分析给定材料所表达的观点和倾向。

在实际应考过程中，要注意以下两点： （1）要有“重点论

”，能抓住矛盾的特殊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给定材料的

内容可能是多方面的，包含的意思可能是多层次的，反映的

观点可能是差别甚大的，这就需要考生抓住主要矛盾，有所

侧重，有所选择，着力点是：根据给定材料所包含的倾向性

，进行理解、分析、综合。 （2）要有“两点论”。给定材

料反映的论点可能带有明显的侧重性，在分析时不仅要注意

到这个侧重面，还要考虑到与之相反、相对的另一侧重面，

避免片面性、绝对化。这不仅是因为在概括材料所反映的主

要内容或问题时，需要涵盖不同方面，而且对于后面的提出

对策部分，尤其是议论部分，都有基础性的作用。 2、综合

概括能力。分析,是指把整体分解为部分进行认识和思维；综

合,是指把对事物各个部分的认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对事物整



体的认识和思维。分析和综合是同一个思维过程的两个侧面,

分析是从对事物的外部观察和思维出发,然后深入到事物内部

探求其本质；综合则是从事物本身出发,通过事物的内部联系

把各个部分综合成整体。就思维的一般过程而言,分析理解是

第一位的，综合概括是第二位的，先有分析,后有综合而分析

的结果又必须依赖综合概括表现出来。 就申论考试而言，概

括通俗地说就是：通过对给定材料进行全面的归纳，找出其

共同点，予以归类。当然，这里的概括和归类与专门的科学

研究不同，既不可能又不必要对各种事物都进行完全的归纳

性研究，更多的时候是对事物或事物的部分属性作分析和概

括。因此要求考生必须既立足于给定资料进行整理，又跳出

给定资料予以归纳。 从材料的组合形式上看，申论测试材料

是由诸多信息“拼合”而成的。有些信息(无论是客观陈述的

，还是评析议论的)具有相关性或连带性，但有些之间是没有

什么关联的。申论测试材料不是一篇文章，各则“子材料”

的码放，可能是错落、杂乱的，不一定体现严格的时空顺序

或严密的逻辑顺序。所以，考生要提高综合分析能力，就必

须在阅读过程中，注意到两点： （1）弄清给定材料所反映

的问题。 （2）善于对复杂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分清主要问

题和次要问题，分清有关联的问题和无关联的问题，分清可

解决的问题和不可解决的问题。 （二）综合分析方面存在的

问题 通过对多年的试卷分析，可以发现考生在综合分析方面

存在以下问题： 1、概括分类混乱。部分应试者在概括分类

时，内在逻辑不清，当然这也反映了阅读不够细致的问题。

2、概括不够深入。不能抓住主要问题进行升华，只是在一些

枝节问题上做文章，或者只是就事论事做表面文章。说明理



论水平与对问题的分析处理能力较差。 3、材料驾驭不好。

有的应试者概括部分的答卷只是概括一部分材料，不能驾驭

全部材料。 4、综合分析能力不强。有的答卷也能找出几个

问题，但是不能进一步深入分析，找出相互之间有机的联系

，说明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不强。 5、概括表述不畅。因为

有的应试者基本功较差特别是文字水平较差，结果在概括中

概念混乱，语言嗦，错误和病句较多。 （三）综合分析能力

的培养 应试者在平时的学习和工作中，应有意识地培养自己

的综合分析能力。在培养过程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留心：

1、角度要准确。叙述的角度，就是作者以哪种叙述的口吻、

身份在文章中出现。只有按照题目给定的身份和角度，才能

准确概括主要问题，恰当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方面无

需赘述，但考生必须认真注意，因为在近几年的申论考试中

出现过这方面的问题。 2、要素要清楚。叙述要素包括：人

物、事件、时间、地点、原因、结果等。其中，人物和事件

是叙述的核心，有了这两个要素，叙述才有中心、有实体。

在叙述中，它们是不可缺少的，也是不可忽略的。时间和地

点是人物活动和事件发生、发展的环境和舞台，对人物和事

件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在通常的叙述中要将时间、地点交代

清楚，但有时也可以适当地省略。原因和结果是事件的起讫

点，有了这两个要素，叙述才完整、交代才清晰。在这些要

素中，交代时要简略，要突出其与人物、事件、中心的联系

的一面，而对人物和事件，则要进行细致的叙述，因为这二

者是叙述的核心、重点。 3、顺序要合理。材料有了选择和

加工，要使它们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表现主题或中心，还

需要一定的顺序来组织,这样,才会给人条理清晰、结构严谨的



感觉。安排得巧妙,还会产生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一般说来,申论作文的写作可以以时间为序,也可以以空间为

序。 4、主旨要突出。对于一般的写作，中心主旨要鲜明突

出。在概括时，要处处从表现中心主旨的角度来考虑如何选

材、如何组材、如何叙述、如何确定繁简重点等，这已属于

整篇文章的构思。要构思好一段概括材料，应该学会如何运

用线索来选择、组织、加工材料，怎样通过线索的穿插使文

章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纲举目张，更好地表达中心。

5、详略要得当。哪些材料该写，哪些材料不该写；哪些地方

该详，哪些地方该略；哪些环节要叙述得快，哪些环节要叙

述得慢，这种选择与剪裁的艺术，是写文章高下、成败的关

键之一。无论写哪种体裁的文章，如果没有主次，不讲详略

，像记流水账，平均使用笔墨，就会失掉吸引力。详略处理

的标准，不同的题材、文体虽有所不同，但概而言之，都要

符合所要表达的内容、主题的需要。当然，对文体的容量也

得注意。要紧扣中心内容选材剪裁，务求集中笔墨，把主题

思想含蓄而又深刻地表达出来。 6、线索要明晰。线索是贯

穿全文的主线，是组织材料的思路在文章中的反映。每篇文

章都要有一条主线，把相关材料连接起来，从而统贯全篇，

使文章条理清晰，结构严谨，使读者对文章有个清晰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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