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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的重要科目，近两年来的命题有了变化的趋势。这些变

化，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申论的考试内容、形式，对于多角

度、多侧面地考察应试者的综合素质，为国家选拔合格的管

理型人才，显得非常必要。而分析申论命题的变化趋势，掌

握其中的规律，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对于考生同样显得十分

必要。 从多年来国家、地方公务员考试的申论试题看，近年

来申论命题显示出两个重要的变化： (一)命题模式的多样化 

在2000年至2002年的三年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

申论试题，往往按照“三段模式”来进行命题，即人们常说

的“概括”、“对策”、“议论”三大部分。然而，这种“

三段模式”不久就被打破了。从2003年起，中央、国家机关

公务员考试及一些省市公务员考试的申论试题，都先后出现

试图打破“三段模式”的倾向。即：由命题的“三段模式”

变为“两段模式”或“四段模式”，呈现出命题模式多样化

的特点。 2003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申论试题只

有两个部分：“对策部分”，明确规定的题目为《关于减少

事故保证安全的建议》；“议论部分”，不写议论文，而要

求写成“讲话稿”。2004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

申论试题也只有两个部分：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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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求

以“市交通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身份”，写一份“关于我市交

通拥堵情况的报告”。在西部，2003年广西地方公务员考试



的申论试题也展现出改革变化的风采试题只有两个部分：第

一，要求“用200字左右的篇幅概括出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

问题并列举各种现状”；第二，要求自拟标题，“针对给定

资料反映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并加以论证”。

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东部，地方公务员考试的改革变化之

风也自然相当强劲。2004年山东省公务员考试的申论试题，

在给定资料之后要求考生写四篇作文：第一篇，用150字对材

料进行分析概括；第二篇，要求写400字，题目是《别摁下了

葫芦起了瓢》；第三篇，以政府官员的身份提出解决问题的

相应措施，要求写500字；第四篇，以1500字的篇幅对有关对

策进行论述。 (二)文体类型的多元化 过去的“三段模式”，

主要是要求写成议论文体。而现在，要求写成的文体已多种

多样。比如，2003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申论试题

，其对策部分要求写成一份“建议”。这种“建议”，实际

上就相当于“意见”这一公文文种；在议论部分，它要求写

成“讲话稿”，这又是另一种应用文体。又如，2004年中央

、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申论试题，第一部分要求概述“我

国汽车工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这实际上就是将给定资料

“改写”成说明文；第二部分，要求以“市交通主管部门负

责人的身份”写一份“关于我市交通拥堵情况的报告”，这

又是要求以公文的形式来进行写作。 申论试题中文体类型的

多元化，表明申论试题已不再局限于议论文一种文体，而是

越来越倾向于应用写作能力的考察。一个公务员所应具备的

写作能力，不是一般议论文的写作能力，更不是文学创作的

能力，而主要是应用写作的能力。因此，在申论试题中突出

考察应用写作的能力，更能贴近公务员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的



实际。 2003年以后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公务员考试的试题

，虽然在命题的模式、所要求的文体方面都有很明显的变化

，但是，这些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只要能够透过现象抓

住本质，掌握规律，考生完全可以适应这些新的变化。 (一)

关于命题模式变化的规律 由申论命题的“三段模式”变为“

两段模式”或“四段模式”，似乎令人扑朔迷离，其实这仅

仅是表面的变化，在本质上并没有变化。 “三段模式”应是

申论命题的基本形式。申论考试，与高考作文考试大为不同

。高考作文，除直接命题之外，最多是给出一二百字的阅读

材料，由考生阅读材料之后抒写自己的认识和感受。而申论

考试所提供的给定资料，就不仅仅是一二百字的阅读材料了

。它的给定资料长达三千字左右，头绪众多，事件纷繁，时

空跨度大，给考生展现了一幅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画面。申

论考试要求考生所写的文章，不是那些抒发个人情怀的文学

作品，也不是那些谈论个人认识和体会的文章，而是针对给

定资料所反映的有关社会问题谈论治国之道、安邦之策！在

这些给定资料之后，“三段模式”的命题，一般是按照“概

括部分”、“对策部分”、“论述部分”三个步骤提出申论

要求的。通过申论考试，可以测试出考生分析驾驭材料的能

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可谓一石三鸟！ “两

段模式”或“四段模式”，则不过是“三段模式”的翻版

。2003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申论试题属于“两段

模式”，虽然只有“对策部分”和“论述部分”，但是，对

给定资料的分析概括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对给定资

料进行准确的分析概括，就不可能有效地提出对策，也不可

能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深入论证。2003年广西地方公务员



考试的申论试题只有“概括部分”和“论述部分”，也属于

“两段模式”，但是，它同样需要考生针对给定资料所反映

的主要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否则，“论述部分

”无从谈起。可见，所谓“两段模式”，不过是在“三段模

式”的基础上或隐含“概括部分”，或隐含“对策部分”而

已。而“四段模式”，则少不了“概括部分”、“对策部分

”和“论述部分”，只不过在此基础 上又增加了文种的考察

而已。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申论命题模式无论如何变化，都

离不开对考生进行分析概括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语言

表达能力的考察。“概括部分”、“对策部分”和“论述部

分”是互为关联的三个环节，缺一不可。“概括”是提出“

对策”的基础，“对策”是进行“论述”的依据，“论述”

则是正确地进行“概括”和提出“对策”的必然结果。 (二)

关于文体类型变化的规律 曹丕说得好：“夫文本同而末异”

。据此考察申论命题所涉及的文体，便可抓住其中的规律。

可以这么说，即使是议论文或是“建议”、“讲话稿”、“

报告”以及其他文体，也都离不开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进

行论述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文体类型

不同，写作过程中对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就不能平均使用笔墨

，需要有主有次，有轻有重。 关于“建议”。“建议”性的

文体，严格说就是国家行政机关公文中“意见”这一文种。

在申论试题中，要求写一篇“建议”性的文体，这实际上是

“换汤不换药”。它只是名称的变化，没有内容上的变化。

因为，“建议”就是“对策”，“对策”也就是“意见”。

在“建议”中，同样需要针对给定资料所反映的问题把有关

“对策”拿出来。而要拿出“建议”、“意见”，又免不了



要反映情况、进行议论。不过，这种“建议”、“意见”，

并不需要像议论文那样展开深入的论证。 关于“报告”。“

报告”属于法定的公文文种。行政公文“报告”的主要用途

是：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

。在申论试题中以“报告”的形式写作，就需要认真分析概

括给定资料以便“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同时要谈到一些

相关的认识，当然也需要议论。 关于“讲话稿”。“讲话稿

”虽不是公文，但与公文一样同属于应用文体。与“讲话稿

”相近的文体，就是“演讲稿”。不过，“演讲稿”并不在

乎说话人的身份，领导人物可以“演讲”，一般人物也可“

演讲”。“讲话稿”、“演讲稿”都是为了进行宣传和鼓动

的，都需要进行议论，发表意见和主张，本质上是一致的。

因此，“讲话稿”、“演讲稿”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议论

文。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讲话稿”、“演讲稿”的受体是

听众，需要特别注意现场气氛，注意讲话人与听众的感情交

流、互动，而一般的议论文的受体是读者，就不必突出现场

的气氛和感情的交流、互动。 关于其他相关文体。2004年中

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考试试题，第一部分要求概述“我国

汽车工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这就是“改写”，把原来散

乱无章的“给定资料”整理成一篇文章。所“改写”成的文

章，不是说明文，便是调查报告，也都属于应用文体。 一般

来说，“改写”有四种不同的方式和要求：①改写文体形式

。即把某一种文体改成另一种文体，如把诗歌改成记叙文或

散文，把新闻材料改写成说明文或调查报告等。②改变作品

的人称。即把原作的第一人称变为第三人称，或把第三人称

变为第一人称等。③改变作品的主人公。④改变作品的情节



顺序，如将顺叙变为倒叙，将倒叙变为顺叙等。 在以上四种

“改写”中，只有第一种改写适合于申论考试。因为，申论

考试，需要考生申述治国之道，需要的是经国济世的文章，

而不是什么抒发个人情怀的文学作品。申论中的“给定资料

”，一般是各种新闻材料(或曰调查材料)的无序组合，要求

对它加以整理，写成说明文或调查报告，则是顺理成章的事

情。而要把“给定资料”改写成说明文或调查报告，也同样

需要进行分析概括，也需要在反映情况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

建议和主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申论试题中不

管所写的文体是议论文还是其他文体，其实也都是万变不离

其宗。它们都需要分析概括，都需要提出对策，都需要进行

议论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只不过是文体不同，在内容

方面有不同的侧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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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