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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申论概述 一、申论考试性质 《申论》第一次进入公务

员考试，是在2000年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中。

当年公务员考试的笔试部分由《公共基础知识》、《行政职

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申论》三部分构成。其中，申论部分

是新增加的内容。此后的历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中

，申论一直作为考查科目出现。2002年公务员考试分为A、B

两大类，B类不参加申论考试，而大多数A类的考生都需要参

加申论考试。而且考试内容和形式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

。2006年公务员考试公共科目考试大纲规定：公共科目笔试

分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个科目。其中，综

合管理类招考职位的公共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一)》

和《申论》；行政执法类招考职位的公共科目为《行政职业

能力测验(二)》和《申论》。自此，申论被确定为公务员考

试必考科目。 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有一种八股文考试形

式，要求就给定题目论证某项政策或对策，撰写论文，称之

为“策论”。八股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

。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

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

字义敷衍成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

、后股、束股、落下等组成部分。申论与“策论”及传统的

作文有些类似，但又有很大的不同。申论考试的内容、方法

及其产生的测评功能，涵盖了给材料作文和策论两种考试的



基本方面。与古代“策论”中的八股文及现代给材料作文相

比，申论要求考生摒弃那些套话、闲话，形式新颖、灵活，

更不需要遵守八股文似的僵死格式，它要求考生分析、解决

问题要更加透彻、全面、精辟、清晰，把阅读理解和写作有

机地结合起来，能够更好地展现出考生的综合素质。当然最

重要的是，申论写作要求考生必须进行“角色扮演”，以政

府公务人员或其他特定的身份对给定资料“申而论之”。  二

、申论命题原理 中国是最早采用考试的国家，据《礼记学记

》记载，中国古代西周时“国学”中的大学，就设有定期的

学业考查制度。学生入学，每隔一年必须考一次。中国又是

最早采用考试取士的国家，隋朝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

，即设进士科，这是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发端。科举考试的

项目和内容，不同的科目有不同的侧重。进士科重在考杂文

诗赋和策论，明清时特别注重经义。明经科，以五经为主。

明法科，以律令为主。明书科，以书法为主。在考试方法和

考试组织方面，科举考试可谓集古代考试之大成，其中的经

验教训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可以说，从古至今录用人才是一

种社会现象，按什么标准进行考核录用，这是至今为止人们

尚未解决却又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为此，力求公开、公正、

客观的人才录用方法之一申论考试就产生了，申论考试的内

容、考试方法和测评功能都体现了人才考核的基本设计基础

和设计思路。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测试考生的基本知识、专

业知识、管理知识、相关知识以及综合分析能力、文字表述

能力等素质及能力要素。 申论考试，是具有模拟公务员日常

工作性质的能力测试。但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考试，无论如何

不可能与日常工作等同。在考场上，不可能召开调查会开始



着手调查研究，也不可能把大量原始信息一股脑儿摆在考生

面前令其筛选。所以申论考试所面对的背景资料，是经过初

步加工的“半成品”，但也仅仅是“半成品”头绪往往并不

很清楚，前后的顺序也未必很有条理，究竟反映了哪些问题

也并不分明还有待考生阅读资料时完成进一步的“梳理”。

虽然这种资料已不是纯的“毛坯”，但进一步梳理、进一步

加工的工作，与公务员日常工作仍然是类似的。 申论考试所

提供的，一般都是社会性较强的背景资料，对政治、经济、

法律、文化问题均有所涉及；申论考试的试题，一般也都是

现实性问题。因为公务员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当关心

，应当有所认识、有所思考，对社会热点或大众传媒关注的

焦点也应有所了解，否则很难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较强的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申论考试，要求考生具有比较丰

富的常识，但不会对某种专业知识特别倾斜。由于考生来自

各个方面，所学专业很不相同，所以申论考试中让考生处理

加工的资料必须具有普遍性、非专业性。 申论考试给定资料

，可能涉及面很广，但试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合理性，也

就是说，问题的解决一定是具有可行性的。申论考试不会引

导考生漫无边际地遐想，不管问题多么复杂，涉及面多广，

人们的见解多么莫衷一是，都是可以解决也能够解决的。这

样的命题思路，是由公务员考试性质决定的。 第二节 考试内

容与测试环节 一、申论试卷结构 第一部分：注意事项 (

以2007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试卷为例) 

一、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

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

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二、第1题、第2题、第5题，



所有考生都必须作答。 第3题仅限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综

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第4题仅限考省级(含副省级)以上

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未按上述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 三、请在答题卡上指定的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

、填涂准考证号。考生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

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四、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

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

，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第二

部分：给定资料 给出约几千字的材料，内容涉及政治、经济

、法律、教育等社会现象的诸多方面。历年申论给定资料具

体字数见历年申论主题列表。 第三部分：申论要求 具体见下

文历年申论要求。 二、申论测试环节 根据中央、国家行政机

关公务员录用考试《考试大纲》，申论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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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问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申论考试主

要侧重考查应试者的上述能力，这是与行政机关的工作性质

对合格公务员的能力素质的要求相统一的。这是因为：第一

，公务员应有全局观念和综合能力，具有全方位、多角度的

思维方式，善于把多种事物、多种因素联系起来综合分析，

具有较强的分析归纳能力；第二，公务员应能够认识和掌握

客观规律，要有深邃的洞察力，在通过对大量的资料进行科

学分析的基础上，能透过纷繁的外在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

善于从微小的征兆中发现大的问题，能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

和选择，能提出很好地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具体措施；第三，

申论考试能测查考生掌握信息的多与少、快与慢、对与错；

第四，申论考试形式既严格又灵活，能有效地考查考生的文



字表达能力。 申论考试对考生这四种能力的考查在申论考试

的测试环节上有突出体现。申论考试的测试环节可归纳为如

下几个环节： 第一环节，阅读资料。该环节对应的是申论考

试的“给定资料”部分，这是申论考试的基础性环节。这个

环节虽然不用文字在答卷上直接反映，却是完成其他三个环

节的前提条件，而且在时间顺序上居于首位，不能放在最后

进行。申论考试，对给定资料的阅读会给予充分的时间。如

果考试时间为150分钟，那么对给定资料的阅读一般不会少

于40分钟。花40分钟阅读给定资料，对着手文字作答只有好

处，决不会导致文字作答时间不够用。只有细读给定资料，

真正掌握资料内容，才能保证以下三个环节的质量。 第二个

环节，概括要点。该环节对应申论要求的“分析概括”部分

，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它是阅读资料环节

的小结；另一方面，这个环节完成得好不好，又会直接影响

下一环节提出对策是否更具针对性，影响到将进行的论证是

否有扎实的立论基础。概括要点的目的，在于准确把握住给

定资料，以进一步着手解决问题。能不能有效解决面临的主

要问题，取决于对复杂情况的准确判断。有时候情况复杂，

问题纷呈，彼此交错，就得分析出主要症结所在，才可能着

手解决问题；有时候问题比较集中，但反应千差万别，就得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否则解决问题就难以把握适当的分寸尺

度。例如，2000年申论考试要求考生概括出给定资料所反映

的主要问题；2001年申论考试要求考生概述给定资料的主要

内容；2002年申论考试要求考生根据给定资料概括网络给社

会生活带来的影响；2004年申论考试要求考生概述我国汽车

工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2005年申论考试要求考生根据给定



资料概述我国近年来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

；2006年申论考试要求考生概述D部长谈话的主要内容，以供

领导审阅；2007年申论考试要求考生根据“给定资料1、2”

的内容，整理一份供有关负责同志参阅的材料。 第三个环节

，提出对策。该环节对应的是申论要求中的“方案策划”部

分，这是申论的关键环节，重点考查应试者思维的开阔程度

、探索创新意识、应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给应试者

提供了充分发挥的自由空间，应试者可根据各自的知识阅历

，对同一问题各抒己见。例如，2000年申论考试要求考生以

省政府调研室工作人员的身份，提出解决给定资料所反映的

问题的方案；2001年申论考试要求考生以某职能部门的工作

人员的身份，就“PPA风波”所引发的问题提出善后处理意

见；2002年申论考试要求考生从政府制定政策的角度，就如

何克服资料所反映的种种弊端，提出对策建议；2003年申论

考试要求考生从政府职能部门制定政策的角度，就如何“减

少事故，保障安全”，提出对策建议，供领导参考；2004年

申论考试要求考生根据给定资料，写一份“关于我市交通拥

堵情况的报告”；2005年申论考试要求考生对解决扶贫资金

被挤占挪用问题的措施进行可行性分析，实质上也属于“提

出对策”的范畴。 第四个环节，进行论证。该环节对应的是

申论要求中的“论证表述”部分，这是申论的最后一个环节

。它是“论”的能力的充分体现。它要求考生充分利用给定

资料，切中主要问题，全面阐明、论证自己的见解。前面三

个环节尽管非常重要，不容任何懈怠，但相对于最后这个环

节来说都还是铺垫。论证环节需要浓墨重彩、淋漓尽致的表

达。这不仅因为它所占字数多、分值相对较高，更因为一个



人的知识基础、能力水准、思维品质、文字表达都将在这个

环节得到更全面、更充分的展示。纵观历年试题：2000年申

论考试要求考生就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自拟标题进

行论述；2001年申论考试要求考生根据给定资料，自选某一

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2002年申论考试要求考生就

所提出的对策建议进行论证，既可全面论证，也可就某一方

面重点论证；2004年申论考试要求考生根据给定资料写一份

“关于我市交通拥堵情况的报告”，其中也暗含进行论证的

要求；2005申论考试要求考生请以“评解决我国农村农民问

题的两种思路”为题，写一篇文章；2006年申论考试要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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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出自己的看法；2007年申论考试要求考生要求考生以

“命脉”为题，写一篇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 当然，随着近

年申论考试的变革，申论考试“分析概括”部分、“方案策

划”部分与“论证表述”部分各为一题的局面已经时有突破

，已出现两道题或四道题的情况，例如2003年和2004年中央

、国家公务员申论考试的题目为2个问题，在2005年变为4个

问题，2007年则有5个问题，考生要回答其中4个问题。但总

体上讲，申论的测试环节及测评要素并没有变化，只不过是

侧重点不同罢了。 三、申论文体定位 从上面申论考试的测试

环节来看，虽然测查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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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归根到底核心仍是写作能力，或者说是通过写作显现

出来的综合素质，可以说申论考试实质是一种写作能力的考

试。那么在申论的要求部分中，“分析概括”、“方案策划

”、“论证表述”三个部分内含的文体究竟是什么? “分析概



括”部分要求考生把握问题的实质，然后用大约200个字有条

理地概括叙述出来。“方案策划”部分则是针对问题的实质

，或以国家公务员的身份，或从发文机关的角度，用大约400

字并以条款形式提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意见、实施办法及具体

解决问题的方案。申论的“分析概括”部分和“方案策划”

部分仅仅是一个单项或片段。其中“分析概括”部分因字数

较少谈不上文章的体裁。“方案策划”部分的文体属于计划

文种，当然这里的“方案”是一种专业性强，可操作性强，

目标、任务、措施等明确的计划。但是考生需要注意的是“

方案”的内容不限于狭义的方案，还可以是“提出对策建议

”、“提出处理意见”、“综述”、“分析原因与根源”、

“总结经验与教训”等内容与形式。其中“处理意见”与“

对策建议”可以落实到事务文书的计划文种及行政公文的意

见文种内，与“方案”很接近，“分析原因与根源”、“总

结经验与教训”则与事务文书的总结和公务文书中多数文种

也有类似之处，但“述评”、“综述”、“短评(简评)”更

接近“进行论证”部分的文体，分别属于新闻评论或政论。 

“论证表述”部分要求考生选取一个新颖的角度，将自己的

创新思维、求异思维、理论联系实际有条理地、完整地写出

来。这才是一篇完整意义上的文章，文字、语体、结构乃至

风格等也都应该符合评论或者议论性文体的要求。体裁应是

评论，若将概念扩大一点，则是一种议论性的文体，而不是

单纯的议论文，因为它不仅仅满足于议论文三要素格局和形

式逻辑的简单实现，也不再满足于堆砌论据来图解论点，它

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辩证法为指导，从

具体、全面、现实三大原则出发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当然所谓评论也不过是一个大类的概念，具体到公

务员申论考试中“论证表述”部分，常用的文体则通常包括

政论、思想评论、新闻评论。纵观历年的申论考试，政论、

思想评论、新闻评论三种文体基本上覆盖了绝大多数申论考

试“论证表述”部分的文体。 当然，写作的过程不仅仅是需

要文体的契合，而且还包括了从阅读积累材料到立意、架构

、行文、修改的整个过程，这是一个需要考生悉心准备的大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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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