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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9_A2_84_E6_c26_488737.htm 专家预测公务员申论

：必考“有效性分析”一、申论试题结构围绕“有效性分析

”进行变化 近年来，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申论部分从大的方面

来看，正在由概括问题解决问题申论论述的三段式向概括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转变。申论的基本题型是概括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申明论述。其中20002002年都是

遵循概括问题解决问题申明论述的基本结构。这种结构的一

个基本问题是，第二部分要求解决问题，而第三部分要求写

一篇以论文，而议论文一般又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三部分。这样，从题目本身的考察要素来看，第二题

和第三题重复考察了考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从应试的

角度看，很多考生感到迷惑，第二题和第三题的解决问题有

何区别？很多考生因为不太明白这种模式下第二题和第三题

在答题层次上的区别，往往把第二题的答案搬到第三题，只

是论述的更为详细一些，这就使得他们的得分不理想。2003

年去掉了概括部分，变为解决问题申明论述两部分。2004年

去掉了解决问题部分，变为概括问题申论论述两部分。2005

年增加了分析问题部分，去掉了解决问题部分，变为分析问

题概括问题申明论述三部分。2006年变为概括问题分析问题

申明论述三部分，不过在申明论述部分明确要求解决问题，

而不再是单纯地论述一个观点。2007年基本延续了这一结构

，而且论述部分明确要求解决问题，不过分析部分题型更为

丰富。这也使得2007年北京市（应届）公务员考试申论科目



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很多考生不适应这些新题型。 二、申论

试题题型围绕“有效性分析”进行变化 从具体的题目要求看

，分析部分成为题型变化的主要阵地。从近年来北京市公务

员考试（申论）的问题部分我们可以发现，分析部分的提问

形式变化最大，以往是对针对背景材料所体现的问题提出解

决对策，但现在变成命题人已经把对策提出来了，你的任务

的选择并作说明哪一个有效，为什么，哪一个无效，为什么

。我们把这种模式叫做“对策有效性分析”。从2005年出现

“对策有效性分析”这一主观问题客观化的题型之后， 2006

年仍然保留了这种判断型分析，但2007年题目大大变化，出

现了以前公务员考试很少出现的题型。 如2007年北京市（应

届）公务员考试申论科目的第二题： 针对给定材料所反映的

目前听证会存在的问题，试拟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措施。要求

：条理清楚，字数不超过300字（20分） 2007年北京市（应届

）公务员考试申论科目的第三题： 结合“给定材料5”、“

给定材料6”和“给定材料9”，谈谈在现阶段用网上听证的

方式召开价格听证会是否可行，要求：简要明确，字数不超

过300字（25分） 应该说，这些题型的变化在各个地方的申论

考试中都有过痕迹，如2005年和2006年的公务员考试中出现

的判断型分析题就在2002年上海市公务员考试中出现过，

而2006年的变化更是与2006年山东省考试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因此，可以预测，2007年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仍将从各地公

务员考试申论的题型中汲取有益成分。 三、越来越强调对部

分给定材料的“有效性分析” 因为材料越来越长，而且题型

越来越丰富，近年来各地方公务员考试及国家机关公务员考

试的申论考试的大部分题目的作答不要求对全部给定材料进



行总体把握，而是建立在对部分材料进行深刻把握的基础上

。如2006年山东省公务员考试题目的前两题： （一）阅读给

定资料1~10，请按照逻辑程序和方法将其资料排序，并编写

出不超过200字的摘要。（满分15分） （二）根据给定资

料11~20，标注出7个关键词，并从中找出3个，做相关背景链

接，字数不超过300字。（满分15） 因此，本人认为，2007年

公务员考试必然以“有效性分析”题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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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