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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0/2021_2022__E4_B8_93_E

5_AE_B6_E6_8C_87_E5_c26_500760.htm 对于申论考试，高校

毕业生一般都认为，其问题复杂、题型多样，很难应对。但

新天地公务员考试研究院研究认为，报考者只要了解了申论

作为“工作研究”的性质、特点，以公务员开展工作研究的

心态应对申论考试，一些复杂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一、申

论具有“工作研究”的性质 根据公务员录用考试大纲的规定

，申论不同于传统的作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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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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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

规定来看，申论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工作研究”。 公务实

践中的“工作研究”，是专门研究实际工作中新情况、新问

题、新政策的应用文体，它通过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具有普

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政策性问题进行研究、

探讨，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制定政策的积极建议，提请有

关部门注意，为领导机关出谋划策，推动实际工作的开展。

而在申论考试中，通过对给定材料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

分析研究，使局部的、片面的、表象的认识系统化、理性化

，升华为整体的、本质的认识；分析研究某项工作为什么要

做、能不能做以及怎么样做，得出正确的、建设性的见解和



对策；借助逻辑思维，完成从特殊到普遍、从普遍到特殊的

推理过程，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因此，新天地公务

员考试研究院老师普遍认为对申论的思维和写作的过程，与

实践中“工作研究”的性质和特点是完全一致的。 二、申论

作为“工作研究”的题型 既然申论具有“工作研究”的性质

，那么，根据实践中“工作研究”的类型，结合多年来申论

考试命题的情况及新天地公务员考试研究院的研究和预测，

本文从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上将申论划分为以下几种题型。 （

一）总结式申论 总结是研究的基础。总结是以“概述”作为

语言标志的。总结式申论，就是根据给定的材料，总结过去

工作成功的经验或失误的教训，对照现在进行着的工作主、

客观状况，探讨后一阶段工作的途径和方法；或者是总结某

单位、某部门的某项工作经验或教训，对照面上工作存在的

问题，探索在面上推广的可行性或对策；或者总结、概述领

导、专家讲话的主要内容，供学习、参考。例如，国考申

论2006年试卷中，申论要求：假设你是一位新录用的公务员

，请用不超过500字的篇幅，概述D部长谈话的主要内容，以

供领导审阅。这种以材料的总结、研究为基础，对工作的基

本方针政策以及专家谈话主要内容进行概述，即属于此类题

型。 （二）对策式申论 申论本身就包含着对策性研究，没有

对策，不提出建议或意见的申论是没有价值的。申论命题都

有关于对策性研究的要求。例如，国考申论2002年给定材料

的中心事件是网络对生活的影响，以及人们使用网络的利弊

与安全，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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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则属于对策式的

申论。 （三）辨析式申论 辨析式申论，就是根据给定的材料



，把相同或相近类型工作的几种说法、几种思路、几种做法

加以比较、辨析，指出各自的利弊得失，然后结合所要做的

工作的具体情况，选择最优化的方案，提出自己的见解。例

如，在国考申论2005年试卷中，申论要求：“1． 给定资料罗

列了解决我国农村农民问题的多种意见。其中反映了两种不

同的思路，请对这两种思路分别加以简述。简述文字要简明

扼要，不超过150字。”“2． 请以‘评解决我国农村农民问

题的两种思路’为题，写一篇8001000字的文章。”在前题“

简述两种不同的思路”的基础上，要求后题比较分析二者的

优劣，这种题目，显然属于辨析式的申论。 （四）探索式申

论 探索式申论，就是根据给定的材料，以实际工作为研究对

象，或者以与之有关的方针、政策、法规为研究对象，探索

解决实际问题的对策性意见。例如，在国考申论2006年试卷

中，给定材料是有关紧急公共事件的预防、处置的话题，申

论要求，“在我国，妥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是政府面临的重

大课题。请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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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就重大课题谈出自

己观点、看法的内容，就属于探索式的申论。 （五）预测式

申论 预测式申论，就是根据给定的材料，在前阶段和现阶段

工作的基础上，推断工作的发展方向和趋势，预测未来工作

的目标、前途，及其实现的途径、方法、对策等。例如，在

国考申论2004年试卷中，申论要求“认真阅读给定资料，概

述‘我国汽车工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即属于预测式的

题型。 （六）质疑式申论 质疑式申论，就是根据给定的材料

，对某些既定的方针、政策、法规，或某些工作的思路、计

划、提法、做法提出不同见解，展开讨论乃至争鸣，力图说



服有关方面改变规定或做法。质疑式申论是在对被质疑的对

象提质询异议的同时，更要提出自己的见解、对策，让人不

仅知道为什么不能那么做，而且知道应该怎么做。不过，这

种申论题型，据新天地公务员考试研究院了解，暂时还没有

出现。 （七）情境式申论 情境式申论，是指通过给定材料，

设置情境，虚拟身份，研究并解决给定材料中的实际问题，

拟写实用文章。例如，在国考申论2003年试卷中，申论要求

：“下面提供了两种讲话情境，请任选一种，为设定的发言

人拟出一篇现场讲话稿或电视讲话稿。”“情境之一：⋯⋯

”“情境之二：⋯⋯”这种申论，要求应考者“身临其境”

，通过分析研究给定材料，拟写“现场讲话稿或电视讲话稿

”。这种情境式的申论，不论其命题中的文种名称如何，仍

以“工作研究”为基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核心，命题中的

文种只不过是“工作研究”成果的特殊表现形式而已。 需要

说明的是，在同一张申论试卷中，可能包括了以上多种题型

。另外，申论作为一种特殊的“工作研究”，由于公务实践

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题型也会经常发生一些变化

。因此，报考者更应当以公务员开展工作研究的心态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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