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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6_E8_80_83_E8_c39_272560.htm 为了给员工提供一个

交流意见、切磋技能、传递经验、展示才智的平台，许多大

公司都办起了内部期刊，有的公司为了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

，还不定期举办各类有奖征文比赛，发动员工为企业的建设

和发展想点子、找路子，及时总结从工作实践、学习思考中

领悟出来的真知灼见。由于这类文章一般都是在对某一实际

工作对象加以分析、综合、比较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观点、

结论，所以这里将其统称为分析类应用文。从目前情况来看

，一方面分析类应用文用途很广；而另一方面，企业员工写

作此类文章的水平却亟待提高。大多数企业员工都面临着这

样一个矛盾：有材料、有想法、有感悟，却苦于不能把自己

的想法完整、有条理、透彻地表达出来。企业员工写不好分

析类应用文，固然有语言表达能力方面的原因，但最关键的

问题还在于理论环节的薄弱。针对此种状况，本文拟就如何

借助于理论写好分析类应用文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充实理论知识，是提高分析能力的前提 分析类应用文最

基本的特征，就是分析，要想写好它，首要条件就是提高分

析能力。任何事物都有质和量两个方面，要深入准确地把握

某一对象，就需要分析它的质和量。因此，我们通常把分析

方法分为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大类。如果说定量分析能力

的提高需要良好的数学、统计学的学科基础和大量的定量分

析训练的话，那么充实理论知识，提高理论修养，则是提高

定性分析能力的前提。在这里，我们谈的主要是后一点，即



如何运用理论提高定性分析能力的问题。 定性分析是指对对

象质的规定性进行科学抽象和理论分析，并从中得到规律性

的认识和深刻的见地。要提高定性分析能力，我们不但要具

备哲学、逻辑学的思辨、思维的方法论的修养，而且还要对

所要进行理论分析领域的理论知识比较熟悉。譬如：我们要

对某一地区的电信运营活动加以分析，除了要具有一般的哲

学、逻辑学素养之外，还要熟悉国家及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

理论、管理学、市场学的理论，以及电信行业乃至某一类电

信产品所特有的运营规律。如果对以上领域的理论知识不甚

了解，那么我们对于该领域的问题和现象的分析，就难以进

行。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理论知识的充实扩展，

也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平时就要注意积累，而且，在调

查研究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

及时补充新的理论知识。有人也许会说：各种各样的理论这

么多，如何学呢？三点建议：一是有针对性地去学习跟自己

平时调查研究的对象有关的理论；二是选取本领域有代表意

义的名家名作来读；三是不贪多，但要领会得深。这样一来

，至少能够保证你在分析某一特定问题时，能够游刃有余。

有人也许会说：分析思辨是一种天赋的能力，哪里是读几本

理论书就能具备的呢？不错，分析思辨的确是一种能力，思

辨能力，不能排除天赋的差异，但也并不神秘，它能够凭借

后天的训练而提高。读一些思辨性强的著作，本身就是一种

最有效的思辨能力的训练；而另一种有效的思辨能力的训练

，就是运用你所掌握的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 二、理论联系

实际，才能更好地分析解决问题 理论本身不是远离生活的，

也不是笼统的。理论只有在脱离了生活现实的时候，才被讥



笑为无聊的空头理论。其实，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都离不开

理论的规约和指导：政治生活中讲政治理论，企业生产中讲

管理学，艺术创作和鉴赏中讲艺术哲学或者说美学。理论就

像一把解剖刀，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就是使用这把解剖刀

去解剖现实现象的过程。怎样解剖呢？一个最基本的思路，

就是“观照”的思路，也就是说你可以沿着这样的思路往前

走理论家、研究者是如此这般讲的，那么，事实又怎样呢？ 

有时候，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联系是显豁的；有时候，理论与

实际之间的联系是隐蔽的，需要对许多现实材料仔细考察分

析之后才能发现；有时候，一种现象的实质，需要借助于多

种理论的观照才能现出；有时候，一种理论又可以用于解释

不同的现象。也就是说，理论家、研究者讲的是Ａ，假如事

实也是Ａ，那就容易理解多了，也容易分析多了。但通常情

况下，理论家、研究者讲的是Ａ，而实际看起来偏偏不是Ａ

，而是Ａ１、Ａ２、Ａ３⋯⋯有时候甚至看起来根本不像Ａ

字系列的，而像Ｂ、Ｃ、Ｄ、Ｅ⋯⋯那怎么办呢？这样的情

况尽管棘手，但至少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一路追问下去的切

入点： 为什么事物看起来明明是Ａ１、Ａ２、Ａ３⋯⋯或者

看起来压根儿就是Ｂ、Ｃ、Ｄ、Ｅ⋯⋯理论家却把他说成Ａ

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Ａ１、Ａ２、Ａ３⋯⋯或者Ｂ、Ｃ、Ｄ

、Ｅ⋯⋯跟理论家所讲的Ａ有什么区别呢？ 事实与理论之间

的这个区别又说明了什么呢？ ⋯⋯ 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你就需要不断地去调查研究，阅读一定数量的第一手、第

二手的资料，这么一路追究下来，你对事物的认识也就越来

越深入了。这就是理论的用途。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某一

种理论可能是封闭固定的，但与此理论相对应的现实却是鲜



活变化的，如果你能够充分注意到并把握这种鲜活、变化的

现实中所蕴藏的新的规律，你也就发展了你所使用的理论。

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既不是笼统的、抽象的，也不是高不

可攀的。 有人也许会问：你怎么知道你根据某一理论或某几

种理论作出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呢？的确，无论从

主观追求方面讲还是从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方面来讲，我们

都需要追求真实、准确。那么，如何才能保证自己观点的正

确性呢？要保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就必须依*以下三点：一

是你所使用的理论应当是经过探讨验证的、符合事物发展的

一般规律的正确理论；二是作为论据的材料是确凿、典型、

充分的（包括第一手的材料和可*的文献资料）；三是严谨的

分析论证。 那么，以上三点都问心无愧地做到了，你的观点

就一定确凿无误吗？不一定。因为人的认识能力本身就是有

限度的。而且，作为“软科学”的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较

自然科学更大的弹性空间，它的丰富和发展也就更加需要不

断地讨论乃至争论。不同意见之间的互相补充、映照乃至碰

撞、交锋，只会使问题越来越明朗化，也总有某些真知灼见

、某些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从争论中沉淀下来。所

以，此处建议大家在写稿、投稿时各抒己见，而领导者或管

理者就会在大家各种意见的交流碰撞中，发现那些真知灼见

，予以吸收听取，从而调整自己的运营思路，未雨绸缪，在

严峻的竞争形势下，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 三、借助于理论

，驾驭材料而不是被材料所驾驭 企业员工所写的分析类应用

文很多都是反映一线工作实况的，他们总希望自己的文章能

够为公司的运营管理提供有用的信息、建议乃至成为解决问

题的办法。企业员工与鲜活的工作、生活实践相贴近，做得



多，见得多，听得也多，掌握着大量丰富的、有价值的第一

手资料信息，这就能够使他们在写作时言之有物；但从另一

方面讲，与工作、生活实践太过于贴近，也有不利的一面，

那就是往往使人反而不容易分辨出哪些是偶然现象，哪些是

必然现象，哪些是真相，哪些是泡沫，这就有可能使企业员

工在写作时难以取舍，淹没在资料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这

也是俗话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

理。所以说，从纯粹写作的角度讲，与现实的贴近既是他们

的优势，也是他们的劣势。那么，怎样才能发挥优势、克服

劣势呢？加强理论修养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而且，只有

借助于理论的视角，我们才可能在思维中与现实保持一定的

距离，从而更加清醒、冷静地透视现实。 譬如：某电信公司

的内部期刊上有一篇题为《××电信增值业务新品迭出》的

文章。该文第二部分的小标题是“营销组合多业务捆绑把握

发展商机”，谈的是如何在当前的中国电信行业形势下，取

得营销成功的问题。在这一部分内容中，作者提到了中国企

业从粗放营销到精细营销的转变过程，并列举了这一过程所

经历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广告加渠道阶段，第二阶段是

媒体炒作阶段，第三阶段是价格战阶段，现阶段是第四阶段

，即“要想取得营销成功，策略是前提，技术整合是方法，

资源合理化调度是基础”的阶段。这种对中国企业营销方式

的发展转变的阶段性划分，就是一种理论。在上述理论的观

照下，再结合中国电信行业的发展现状与各家电信公司激烈

竞争的形势，谈××省电信的“营销组合”、“多业务捆绑

”等追求“技术整合”、“资源合理化”的运营策略，就显

得十分恰当，也能够更加深入地说明问题。反过来设想一下



，如果该文作者不依*上述阶段性理论，只凭借从自己具体的

工作中得来的信息、资料、经验，是很难对当前中国企业营

销模式做一个全局性把握的；没有这个全局性把握，他对自

身所处的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也决不会认识得如此透彻，当

然也就难以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了。 在写作实际中，的确存

在着这样的情况，即被动地堆积材料、记述事件、甚至被材

料所淹没、所驾驭的问题。譬如，有一篇题为《我国“小灵

通”业务发展及应关注的问题》的分析性文章：该文作者也

想在文章里对“小灵通”的业务发展问题作出分析，但是从

行文上看，这种冲动远未能充分实现。在分析“我国发展小

灵通的机遇”一部分内容中，基本上是材料的堆积，分析的

字句极少，而且观点与材料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甚至没有

任何过渡句。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让人感到憋得慌。 记得读

过一篇短文，文中写的是一个人的烦恼心情。其中一个烦恼

就是：他每天早晨，都被隔壁传来的练琴的声音吵醒。他写

道，最让他受不了的还不是那琴声，而是练琴者超出常规的

拉琴方式：那人老是拉“１２３４５６７”，到了“７－”

，就不再往上拉高音的“ｉ－”了，以至于短文作者总是要

在自己的房间里把那个高音“ｉ－”唱出来之后才觉得舒畅

些。写文章也是一样，你把事实陈述出来了，分析总结的话

其实已经到了嘴边了，应该把它点出来，有了这个“画龙点

睛”，才好像拉出了一个完整的八度音阶。因为即使读者读

了你的文章，也能领会一些你的意思，但他们仍然希望你从

行家或当事人的角度，对此问题作出独特的分析和评价。可

是为什么有些文章没有把最后的总结和认识点出来呢？一个

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作者缺乏理论的观照和提升能力，因此



，他所记述、罗列的那些材料、那些事件，也就只是材料，

只是事件，时间一长，这些材料和事件失去了当时的鲜活，

这篇文章也因此失去了意义。相反，如果我们借助于理论对

所分析论述的对象得出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那么，文后做

一个“画龙点睛”的提升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有了总

结和提升，才能使文章突破时效性限制，获得更长久的意义

。 值得强调的是，运用理论分析现象、问题的时候，还要注

意避开以下两个误区：一是我们在运用理论时，被理论弄昏

了头，反过来远离了你所要面对、解决的现实问题，跟着理

论跑了。二是我们在阅读第二手资料时，偶尔也会被该资料

作者的观点、思路引入迷途。上述两种情况并不罕见。相对

应的较为有效的处理办法是：把阅读和写作都停下来，去放

松放松，平静平静。然后回头理一理自己的思路。如果还是

没有头绪，那就去看一看其他的材料，读一读其他的理论，

这就好像金庸武侠小说里经常讲到的“以毒攻毒”的办法。 

以上分别从充实理论知识的重要性、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性

以及如何借助于理论驾驭材料等三个方面，谈了理论之于分

析类应用文的重要作用，以及运用理论提高分析类应用文写

作能力的方法。其实，只要肯下工夫学习理论知识，肯勤于

观察、思考，就一定能写好分析类应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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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