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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5_91_98_E7_c26_488675.htm (一)命题模式有所改

变 “对策有效性分析”模式正取代传统的“三部曲”式的命

题模式，2000年～2002年的申论试题是严格遵守“三部曲”

模式的，即包括“分析概括”、“方案策划”、“论证表述

”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用150字左右概括给定资料所反映

的主要内容或问题；第二部分是假定某一角色，对资料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第三部分是根据资料的内容自拟

题目，进行论述或论证。但2003年和2004年题目由3道减为2道

，传统的“三段论”模式在形式上有所改变。2005年和2006

年申论考试的命题模式有了新的动向，即不再严格遵循“分

析概括”、“方案策划”、“论证表述”的“三部曲”命题

模式，增加了“不确定选项”的内容。试题要求应试者根据

给出的选项内容做出对错选择，并对错误选项做出合理的解

释。如2005年的《申论》第一部分要求：给定资料中提到扶

贫资金被挤占挪用的问题。下面列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A～E

五项措施，其中不正确的是哪几项?请写出这几项的序号，并

分别说明为什么不正确。说明的字数不超过200字。2006年的

《申论》第一部分要求：在线结束后，网友发表了帖子，有

的与D部长观点不一致，请在答题卡的相应位置上，对与D部

长观点不一致的帖子，具体说明为什么不一致。这实际上就

是“对策有效性分析”模式。 (二)命题资料紧跟社会热点 

《2007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录公共科目考试大纲》规定

“申论资料通常涉及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社会问题或社会



现象”。从2000年开始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问题

，到2001年的“PPA风波”问题、2002年网络安全问题、2003

年安全生产与重大责任事故问题、2004年汽车工业及交通拥

堵问题和2005年农村、农民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当年的热点

，而且这种将考点集中在社会热点上，并选取合适的切入点

命题已成为命题人固定的命题趋势。这种趋势在2006年

、2007年的考试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当然，考生也应该注意

到，申论命题的热点不一定是当年的“最热点”。也就是说

申论的命题可能考“次热点”；不一定考近期热点，可能考

往期热点。这一点务必要给予注意。 (三)对考生归纳概括能

力要求提高 分析近三年的申论试题，可以看出，命题者在设

计题目时对考生归纳概括能力的要求明显提高。例如，2005

年的试题要求考生对资料的部分内容进行归纳，这种题目的

难度在于考生能否挖掘出这两种思路的实质以及所体现的精

神是什么，每个思路又包含哪些具体的措施并且对此进行简

述，由于资料的内容庞杂，导致许多考生并没有找出具体的

思路或者概括的思路不明确。2006年的试题D部长谈话的内容

有七八千字，而题目要求用500字将其归纳出来，这是具备高

度的概括能力才能完成的工作。2007年“给定资料1、2”共

有3500余字，包括土地被征用的原因，引发的后果，国家出

台的保护法律法规和专家的分析和建议等诸多内容，难度也

很大。 (四)更重视对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查 2007年 公务员

考试申论第2题、第4题两个小题，都是要求运用资料提出解

决问题的措施、办法。而且考查的不是就某个宏观问题提出

对策，也不是对既有对策的有效性分析，而是对某个非常具

体的微观问题提出对策。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对公务员的最基



本的要求之一，近年考试都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点。 (五)题目

和内容都有所限定 2000年～2002年的申论写作大多要求考生

自拟题目，自立角度进行论证。但近两年的申论要求，却都

给出了明确的范围和限制，包括题目和体裁，甚至内容都有

了一定的限制，这就要求考生既要紧密结合给定资料的内容

，又要能挖掘出资料所隐藏的实质问题，做到一矢中的，以

防跑题。如2005年申论第三部分要以“评解决我国农村农民

问题的两种思路”为题，写一篇800～1000字的文章。2006年

的申论第三部分要求考生就我国政府如何提高应对突发公共

事件的能力，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2007年申论第

五题要求考生以“命脉”为题，写一篇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

。这种类型的试题题目已经给出，申论的范围也有所限定，

这就需要考生加深对资料的理解，围绕主题展开，要求观点

鲜明，措施得力，条理清晰，逻辑性强，不可以随意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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