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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0/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85_AC_E5_c26_510054.htm 在申论考试中，由

于考生的年龄、生活及工作经验限制，不可能对提出对策这

部分做到完全游刃有余，在这里人事考试网公务员研究中心

的专家把通常情况下政府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的手段列出来

，以供参考。下面是一些申论常用的方方面面的对策手段套

路。 一、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是政府处理公共管理问题的常用

手段，包括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立法是对要解决的相关问

题从制度上进行规范，从而建立起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执

法就是通过司法手段解决已发生的问题，如提起诉讼等。 人

事考试网公务员研究中心的专家认为对策中常用的法律手段

包括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来检验

有关行为的正确与错误，衡量其是否合法；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来处理有关问题；通过有关法律程序例如民事、刑事、

行政诉讼、调解来解决有关矛盾、争端，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严格依法办事，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

好法、理、情的关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有关方面和群众

的合法权益；加快有关方面的立法步伐；加大普法教育力度

，树立全民法治意识；深化司法制度改革等。 二、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就是直接用下命令的方式解决问题，是政府管理的

主要手段。行政手段具有直接性、强制性和时效性特点，但

其往往只在短时间内奏效，这也恰是其局限性所在。 常用的

行政手段包括制定机关政策、贯彻执行政策；实施职能管理

，例如城市管理、规划管理、市场管理、人事管理、文化管



理；改革行政审批运行机制，切实转变职能；推进行政民主

化进程，实行透明管理；转变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法；坚

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树立服务意识，提高办

事效率；加强督办、查办，强调落实，提高执行力；加强信

息工作，加速推进电子政务等。 人事考试网公务员研究中心

的专家认为行政手段还应该掌握好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包括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科学的人才观、正确

的群众观；还要掌握好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

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

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重视调查研究，充分体察民意；重视

可行性研究，重大决策出台前举行听证会，营造良好的投资

环境、社会环境；切实加强民主集中制，遏制“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不正之风；遏制行政腐败，克服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建立预警机制，妥善应对突发事件；实行政务公开

，推进民主化进程；努力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政

府、阳光政府、节约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各级领导要认真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情为民系、权为民用、心为

民想、事为民办、利为民谋”。 三、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就是

采取经济调节的方式解决问题。经济手段具有间接性、自愿

性和长期性的特点。经济手段一般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和微观

经济规制。在宏观上，政府要运用财政、金融、收入、产业

政策等手段，采用参数调节的方法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在

微观上，解决问题往往要求采用经济手段，引导人们的行为

，使人们配合行政措施。 经济手段通常包括制定有关经济法

律、法规、政策；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处理好环境、资源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治理



经济环境，改善经济秩序；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深化改革开

放；运用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等经济杠杆，加强宏观经

济调控；培育规范各种经济要素市场，建立良好的市场运行

机制；熟悉WTO规则及有关经济法规，妥善应对经济纠纷；

从实际出发，发展地方经济、特色经济，调整产业结构等。 

加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和建立

全新的竞争机制、风险机制、分配机制；加强工商管理，反

对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采取有力措施，缩小

城乡差距、东西部地区差距；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关注弱势

群体；建立诚实守信的经济道德、社会道德；按规定对有关

方面实施经济处罚、经济赔偿；提高产品质量，搞好售后服

务；实行政府采购制，公开招投标制；认真进行成本核算，

严格控制预算；厉行节约，建设节约型社会等。 四、管理手

段 常用的管理手段包括掌握管理规律，实现管理规范化、制

度化、科学化；探索先进管理方法，提高管理水平；建立管

理规章制度，做到照章办事；明确职责、权利，切实加强对

有关工作的管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强化社会管理、社

区管理、属地管理、行业管理；树立“人本”意识，加强人

性管理、柔性管理；加强协调沟通，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

、社会环境，人际环境、上下级环境、劳资环境；加强人流

、物流、信息流的管理；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素质；

节约管理成本。 五、教育手段 教育手段包括实施普法教育，

树立全民法治意识；推行社会主义全民道德教育，提高全民

公德水准；加强党性教育，搞好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

教育、特殊教育、扫盲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关心青少年教

育，加强有关适应性、针对性短期培训；加强继续教育，建



立学习型社会；努力培养选拔科技人才队伍、企业家队伍和

管理者队伍；深化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改革；充

分利用新闻媒体和计算机网络，加强宣传教育，做好舆论引

导工作等。 六、监督手段 监督手段包括党纪国法监督、司法

监督、新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内部监督、审计监

督等。 七、协调手段 协调手段主要包括树立协调意识和利他

观念；注意协调沟通，形成工作合力；统筹兼顾，注重齐抓

共管，综合治理；注意利益协调，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双赢

多赢；注意协调方法与技巧；选择适当的协调方式；注意上

下级协调、干群关系协调、矛盾各方协调等。 八、自律手段 

自律手段主要包括建立有关机关单位的自我约束机制；有关

方面不断自我完善、自我调节、自我修正；领导干部要接受

监督，加强自律；要加强公民道德修养、职业道德修养、官

德修养；自觉树立诚信观念等。 人事考试网公务员研究中心

的专家提醒考生以上手段虽比较全面，但要看准材料所反映

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地使用，切忌盲目套用。 百考试题公

务员站收集整理"#F2F7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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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