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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9/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5_9B_BD_c26_389026.htm 日前，本报曾就２００８年国

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及公共科目考试大纲等问题进行了解读

和分析，本期就另一重要考试科目《申论》专门采访考试学

博士、公务员考试研究专家王文成先生，他从近１０年来中

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申论》的命题变迁，对大纲进行了

深度剖析。 据王先生介绍，从最新的考试《大纲》看，《申

论》科目部分的表述与２００７年相比没有任何变化。均表

述为：“主要通过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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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全

部为主观性试题，考试时限１５０分钟，满分１００分。申

论材料通常涉及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

，要求报考者能够准确理解材料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全面分

析问题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并能在把握材料主旨和精神的基

础上，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思路或解决方案，准确流畅

地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但今年《申论》科目的测查目标

、考试难度却在发生着变化。 一中心变多中心 《大纲》指出

，“申论材料通常涉及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社会问题或社

会现象”，其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指明了今年申论材料

内容的复杂性。从历年来申论取材的主题变迁看，２００１

年是ＰＰＡ事件，２００２年是网络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

，２００３年是有关安全生产与伤亡事故问题，２００４年

是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及城市交通问题，２００５年是“三



农”中的扶贫、维权问题，２００６年是突发性公共事件应

对，２００７年是国土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在材料主中心确

定的情况下，２００３年以前的材料是一中心模式，围绕一

个特定的社会问题组织材料，便于考生阅读与分析。从２０

０４年开始，申论材料的一中心模式未变，但在选材上从更

多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从不同侧面形成了多个分中心，

要求考生从不同的分中心来把握、概括主中心。由此带来第

一个变化就是，材料字数逐年增加。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５７

４字，逐年增加至２００７年的６７５６字，在考试时间长

度不变的情况下，增大了考生的阅读难度和信息捕捉难度。

第二个是理解分析难度加大。阅读量的膨胀背后是信息的杂

糅和对主旨的干扰。而这正体现了当今信息时代对行政工作

的新要求。所以，今年的申论命题会继续体现并强化这个思

想。要求考生用联系的观点来整体把握材料，在此基础上进

行强归纳、精概括，抓住主要问题。 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

７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申论试题都要求虚拟公务员

身份，但虚拟公务员的身份发展轨迹是由“虚”变“实”。

从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申论考试要求考生从岗位出发

解决问题。如２００７年第四题：“假如中央有关部门成立

联合检查组，对地方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费管理使用

情况进行专项检查，请列出此项检查所查的主要内容。”如

果考生对此职位要求不很了解，答起题来必然难以切中主题

。从我国政务工作的务实性要求和便于阅卷人员掌握统一尺

度两个方面看，这个趋势只会加强，不会削弱。 评判标准变

化 历年的《大纲》都“要求报考者能够准确理解材料所反映

的主要内容”，对“准确”突出强调。其主要原因在于公务



员每天要处理很多事务，对于新录用的公务员而言，工作标

准求准甚于求新。命题对这一思想的落实，就是材料无限杂

糅，通过让考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剔除申论材料中的大量无用

信息、次要信息，找出主要信息、有效信息，来推断考生理

解、分析和操作的准确性。因此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必须有意

识锻炼这方面的能力。在申论的作答上，《大纲》指出解答

的手段是“在把握材料主旨和精神的基础上”。其中的“精

神”，指的是国家出台的与材料反映问题相关的政策。如２

００５年的扶贫问题，就涉及国家有关“三农问题”政策，

２００７年的国土资源问题，就涉及日益刚性的土地政策。

这些政策可能在资料中提及，也可能在材料之外。这就要求

考生首先知道与材料相关的国家政策精神，其次是在国家政

策指导下，理解、剖析、运用政策，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对策

。一个突出的趋势是，材料涉及的政策越来越具体、越微观

。如２００７年的“持续土地利用管理”评价问题和“对地

方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费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问题，所涉及的政策非常具体。要求考生在备考时一定要

把工夫下在平日，注重积累，否则很难拿高分。 鼓励创新 《

大纲》指出，要“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思路或解决方案

”。每年都在强调答题中要有自己的东西，但这个问题每年

绝大多数考生都没有解决好。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最大的不

同，申论是主观性试题，要测查考生的政治鉴别能力、依法

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学习能力、沟通

协调能力、创新能力等，命题者希望看到考生能提出自己对

社会问题的独特观点，从差异性中见水平、选人才。所以考

生在答卷中一定要尽可能地提出较为新颖的观点、思路或解



决方案。但这种创新必须在试题和考生能力规定的范围内，

否则就天马行空。考生申论成绩的优劣，与所提观点、思路

和解决问题方案的创新性密切关联。目前我国政府大力提倡

“创新”精神，十七大报告中也把创新提到了突出的位置。

所以，考生应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独特视角，提

出操作性强、有所创新的答案概括、对策能力考核。 在命题

的变迁中，题目形式和问题数量都发生了变化，但无论是概

括归纳，还是“对策有效性分析”，或者是问答题命题取向

，落实到具体作答上，还是“分析概括对策”。但如何概括

、概括的工具有哪些、概括到位的标准是什么，对策应该怎

么提出、如何保证对策的有效性，这些对于非公务员而言，

尤其是对于应届大学毕业生而言，是一个需要破解的难题。

对策是申论考试的灵魂与核心，而且随着国家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公务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

求会越来越高，申论考试对策的要求也会随之提高。建议考

生要注重抽象概括能力的训练，在对策与问题情境的匹配性

、与规定身份的契合性、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上下工夫。□记

者辛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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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