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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 赵同勤 从上面所列举的历年申论命题材料来看，确

实都是过去近一两年的社会热点。这就导致一些研究者或者

应试者把考试取得成绩的希望押在能否扣住热点上，有些所

谓的名师在网上公开声明在考前已经押住了考题，即在考前

的辅导到提到或是给出了有关土地的资料，有的应试者挖空

心思找热点问题，有的把辅导老师的热点问题背下来以应对

考试。但就2007年的申论考试成绩看，成绩普遍不理想，大

多在40分左右，许多考生认为所得成绩与考前的自我感觉相

差甚远。那么这是为什么？关键问题在于没有掌握什么是社

会热点，怎样关注社会热点。笔者以为，能否成为社会热点

尤其是能否成为考试命题的给定资料所反映的热点，应该从

以下几个方面引起重视。 首先，社会热点应该是“社会问题

”。什么是“问题”？按照决策学的解释：问题是理想与现

实的差距，即人们对目前某一事物的现状感到不满意，需要

加强管理，达到理想状态。社会问题就是某一方面存在的状

况已经令人感到不解决就会出现矛盾，甚至引起社会混乱，

导致社会停滞不前或社会严重失调。如土地问题就集中反映

了这一点，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张，致使城郊的农民失去土地

，失去生存依靠，造成失业；由于土地供应减少，导致城市

的商品房涨价，大量的企业占用耕地，农村的砖瓦厂、空心

村占用土地不能有效利用，所以由于土地资源的减少，土地

供应量的不足和由于土地的失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底线，政府引起高度重视，农民忧心忡忡，市民渴望买到

经济适用房，这些都是土地引发的问题。2006年的政府提高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也是这样，近几年，由于自然和人

为因素导致的灾害和突发事件不断发生，如果不及时处理，

就会给国家人民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引发社会恐慌。2005

年的三农问题也是这样。所以社会问题主要是指由于各种原

因造成的某一方面的矛盾出现或加剧。这样看来，不是任何

一个新事物的出现都会成为社会问题，不是任何热点都会成

为命题的依据。正面的、个体的、局部的、意识形态的都不

可能成为社会热点，不可能以此来命题。 其次，社会热点应

该是“政府问题”。即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是政府所

要着力解决的，而且也必须与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紧密相关

，如解决土地问题，是新时期以来政府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为此，出台了实行最严格的土地制度的相关规定，突发公

共事件更是政府的责任，三农问题是中央政府每年出台的第

一号文件所关注的核心，汽车发展和城市交通拥挤问题也是

政府极力想解决的难题。所以，如果发生的某一社会热点与

政府的关联性不大，或是不是政府所要面临解决的问题，一

般就不会成为申论的命题范围。 再次，社会热点应该具有普

遍性。即所存在的社会热点问题不是刚刚出现，也不是还没

有出现，是已经出现，而且问题已经积累到比较严重的地步

，已经引起了政府高度重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议论，

对于该问题的解决，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措施，人们对此也

形成了一些科学的认识和看法，有些地方对解决此类问题的

做法也有值得借鉴的正面意义。所以，社会热点对于应试者

来说，不是新鲜事物，不是没有定性的问题，不是务虚的意



识形态问题。既然是热点，就应该是已经被人认识和了解的

矛盾，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热”问题。 金路公务员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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