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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6_8C_87_E7_c26_510290.htm 申论”一词的意思是

申述、申辩、论述、论证。申论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录用考试

，考试试题的政治导向明确，不容出现偏差。试题的客观性

很强，不许随意发挥。文中的观点和内容都有定论，无可非

议。题材的多样性和答题的规范性，使得答题必须有一套完

整有效的方法才能从容应对。下面我以某范本进行分题论述

。（申论考试一般有三部分，下面分三页显示--编者） 一、

请用不超过150字的篇幅，概括出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 理解题意： （一）字数限定。150字。弹性限度只能在10%

以内。过高或过低原则上都要扣分。 （二）表述方式:要求答

案覆盖全文主要内容，但表述要求语句精炼，简明扼要，不

冗长，不罗嗦。一般不直接引用具体事例或数字。 （三）范

围限定:只能在给定材料中概括，不能跳出材料圈定的内容，

旁征博引或随意发挥。 （四）轻重权衡:反映的主要问题，也

即表述的主要事实或观念。答题时不要圃于细枝末节，要统

观全局，高瞻远瞩，从宏观的范围来把握主要问题。可以认

为，主要问题是在文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它在文中决定或

支配着思路的走向或观念的变迁。 答题步骤: （一）在阅读

的过程中勾划出文中的主要词句。主要词句一般不包括具体

事例或数字，也不包括阐述的内容。 （二）将勾划出的句子

再进行分析，去除限定性的语句，只留下其主干成分。 （三

）用通顺的语言把留下的语句组织起来，就是全文所反映的

主要问题。 答题方法: 通过对书上所有答案的分析，我认为



，一个完整的答案主要应该包括三个部分:总述句 分述句 道

理句。 （一）关于总括句的提炼:总括句一句话，高度概括全

文主要问题。句式模型为“这是一篇关于主语 事件1 事件2 事

件3的文体。”其中，主语是文章涉及的主要任务的姓名或所

涉主要单位名称。文体是指所给材料的文章体裁，如新闻报

道、调查报告、工作总结、讲话、案例等。多数时候是案例

。事件1是指主语的第一个动作，也可理解为事件的第一阶段

。对于个别文章只有一件核心事件，就只需要事件1就够了。

如“这是一篇关于纯净水广告论战的报道”。 （二）分述句

。就是要把总括句里涉及的内容，分条列项地表达出来。这

时候，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注意:由于《

申论》考试的答案一般都是客观的、有一个基本确定的答案

，因而以下各种方法只是切入角度不同，但最终答案都应该

是相同的，所谓殊途同归是也，考生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不

然，就会违背答题要求） 1、环节分析法。对于那些以纵式

结构写的给定材料，也就是以时间阶段性为序或逻辑上的逐

层深入为序的文章，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如模拟试题(一)的

分述句可概括为“（这是一篇反映医药行业药价虚高情况的

报道。)生产厂家自己定价，中间商层层加价，医生或医院为

了自身利益给病人开高价药，病人购买高价药品。”这是按

医药流通的四个环节来分析的。 2、参与方分析法。一件事

情可能有几方参与。在分述句里，我们可以就各方的行为进

行分述答题。如模拟试题（六）的分述句可概括为“（这是

一篇关于中国的10家苹果汁生产企业应对美方反倾销起诉取

得成功的案例。）成本低廉的中国的苹果汁进入美国市场，

引起美方不满，美方提出反倾销调查起诉。中方积极应诉，



充分发挥有利因素，觅得了诉讼胜利，保护了中方苹果汁生

产企业的利益。”广大考生反映，这种方法最为简便易行。

3、链式分析法。有时候，一则材料中所涉及的事件是一环扣

一环的，各个事件之间有明显的关系，这时就适用链式分析

法。如模拟试题(七)的分述句可概括为这是一篇关于我国9家

彩电企业结盟限价销售彩电的报道。9家彩电企业深圳结盟之

后，国家有关部门对此提出了质疑，专家认为价格联盟是变

相垄断，消费者对此无动于衷，结盟商家内部意见也不统一

，最终导致彩电限价失败。） 4、类型分析法。对于一则材

料所涉及的是不同类别的人事物，则可以进行分类表述。如

模拟试题(九)的分述句就可概括为:“(这是一篇关于我国玩具

市场的调查报告。)调查表明:我国的玩具消费拥有难以估量的

发展潜力。家长望子成龙心切，愿意为孩子买更多的玩具。

但调查还表明，我国的成人玩具市场基本是一片空白，到目

前为止，还未出现专门生产成人玩具的企业，存在着巨大的

商机。玩具的开发和销售面向成人，是世界玩具有新热点。

” 5、关键词分析法。对于给定的材料，有时我们会感到无

处下笔进行概括。这时可以将文中出现频率高的词语罗列出

来，然后结合文中事实或观点把它们串联起来。这对于初学

者或心理素质差者有较大帮助。 二、用不超过350字的篇幅，

提出解决给定资料所反映问题的方案。要有条理地说明，要

体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理解题意： 1、字数限定：350字。

弹性限度只能在10%以内。过高或过低原则上都要扣分。 2、

解题对象:针对给定材料，提出解决方案。问题在给定材料之

内，一般是近涉关系，很少是远涉关系。 3、适用性。由于

招考的公务员，是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才，因而，所思所想，



都必须站在政府的角度，提出的方案要就事论事，可以执行

，不能大而空，要切实可行。 答题步骤: 1、根据前边所述的

方法，勾划出文中反映的主要问题。这是保证对策是否具有

针对性的重要依据。 2、寻找问题发生的环境和条件。这是

保证解决问题的方案具有可行性的重要依据。 3、根据环境

和条件，从不同角度或层面提出解决方案。 答题方法: 1、分

层法:有些问题，可以从观念、制度、具体行为三个层面来提

出解决办法。"a、转变观念，改变现有的⋯⋯观念，通过⋯

⋯，树立⋯⋯观念。"。b、建立⋯⋯制度(体制)，⋯⋯" “C

、加强⋯⋯管理，(实际行动)"。 2、职能分类法:很多模拟试

题，都与法律有关。因而答这类题时，方案可以是按 "企业或

单位"、 "政府"、"法律"、"个人"四方来分。通常情况都是"企

业应当做些什么"，"政府应当做些什么"、"法律做些什么的方

式"、"个人应当做什么"。 3、核心元素分析法:抓住核心元素

，提出解决方案。需要注意的是，在关于人的解决问题上，

一般都需要从观念和行动两个方面来提出解决方案。如模拟

试题(二)中"撞了白撞"的核心元素是 "人、车、路"，那么解决

方案就是 (1) 提高路人的安全意识，监督路人的行动。(要列

举一些具体办法，如加强交通安全教育，设置交通路口安全

监督岗等)。 (2) 车主必须尊重路人生命，不能因为法律授权

就任意作为，在可能避免的情况下要尽量避免撞人事件发生

。 (3) 路的问题主要靠政府解决，政府要多修路，修好路。(

也要列举一些具体方法，如拓宽主要街道，在交通要道架设

天桥，修地下通道，或封闭一些事故多发路口等) (4) 参与方

分析法。就是一个事件的双方或多方，各有什么问题分别解

决什么问题。这种题要忌讳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要根据具



体情况提出解决办法。这种办法也是考生最易接受的，考生

平时可多演练此法。 (5) 焦点问题分析法。找出矛盾斗争的焦

点，解决它，就如解开争斗的死结一样。模拟试题(十四)中

就是如何很好地解决新闻曝光案件。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法律

的、政府、新闻的实际出发，可以从宏观的、微观的两个方

面来思考提出解决方案。 三、就给定资料的反映的主要问题

，用1200字左右的篇幅，自拟标题进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

，内容充实，论述深刻，有说服力。 理解题意： 1、文体:议

论文。就是对事物或道理进行论述的文章。 2、论述内容:给

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可以看出，《申论》考试时都要

求考生抓主要问题，因为招考的国家公务员，行使国家权力

，必须要注意平衡问题。要平衡最重要的就是考虑问题时主

次分明，对于轻重利弊能较好地权衡。 3、中心明确。就是

观点鲜明，肯定或否定，赞扬或贬斥，清楚明了，不含糊其

辞。在文中最好使用段旨句。一是方便阅卷教师迅速获知文

章主要信息，二是方便考生自己写作时紧紧围绕中心来写，

使文章思路清晰，层次清楚，条理分明。 4、内容充实。就

是要求论述过程中理论与事实要能很好地结合，既要讲道理

，又要摆事实。事实与道理紧密相连，互相支持，为中心论

点服务。道理上讲，《申论》考试的一般事例都主要来自于

给定资料，理论可以从给定资料中来，也可从中引发。 5、

论述深刻。就是要求论述时能看到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只看到

现象，不能囿于事物的表面，应深人事物的核心，一针见血

地指出问题的实质并旗帜鲜明地表明观点。对一件事，不只

是看到其操作层面存在的问题，更需要从体制、观念、心理

等方面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当然，深



刻性的前提是必须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当前实际。

6、有说服力。这是对文章的论点、论据、论证提出的要求。

论点要鲜明，论据要有力，论证要合逻辑。三者就像屋顶、

墙壁、结构一样密不可分。 7、从本次考试的目的，也就是

录用国家公务员来看，评卷的基本要求是客观公正，因而即

使是论述题，各位考生在答题时虽然有一定的发挥余地，但

总的来说规范性是很强的。因而作文必须从标题、结构、语

言、文面等方面表现出规范性来，这样才有利于写作与评卷

。 写作步骤: 1、通读全文，抓住主要问题。 2、思考资料提

出的主要问题，提炼出中心论点。注意要从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的角度，为国家利益着想。 3、围绕中心论点选择能证明

恰当的材料，在头脑中酝酿写作提纲，对全文进行谋篇布局

。 4、将头脑中酝酿成熟的文章内容表述出来。注意不要随

意修改，不写错别字，保持卷面清洁。 文章写作: 1、标题。

统观书中参考答案，标题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陈述式，

主要包括标题揭示内容和揭示主旨两种情况。揭示内容的如"

关于MBA的思考"，揭示主旨的如加快"针对医院"的改革、为

了中国能有更多的海尔、要敢于和洋人打官司、三讲教育绝

不允许走过场。这种标题的好处是让人一看便知论述的内容

或主题。一种是设问式，如你能承受多大的噪声，这种标题

的好处是能让人产生悬念，引发读者思考。我个人认为，既

然是公务员考试，那标题多数时候就应当直陈其事为宜，对

那些见惯不惯的事件，使用设问句能促人警醒，起到震聋发

馈的作用。再有，标题中一般都有文中涉及的最常见词语。

这样，考生就不该随意拔高主题，作宏篇大论。要贴近材料

来。 2、正文的写作一律采用三段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提出问题要简明扼要，开门见山，一般都选

用资料中提供的事实材料和理论材料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要紧密结合材料，不能东拉西扯，海阔天空地乱谈。要集中

力量论述主要问题，论述时有详有略，重点内容详写，次要

内容略写，但要兼顾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既要看到正面情

况，又要注意到次要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案要有条理，有层

次，涉及到相关部门时方案要体现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互

相合作精神。分析问题要按照由此及彼、由表象到本质、由

微观到宏观、由特殊到一般的方式进行。 3、解决方案要紧

承分析问题的步骤。最好是前后对应，一个盖子对应一个杯

子式的提出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既要有总体上的思路，也要

列举切实可行的手段或措施。使解决方案既照顾到全局，又

照顾到特殊情况，既解决主要问题，又控制次要问题，特别

是杜绝新问题重新滋生。在分析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时，建

议采用分条列项的方式，使阅卷教师一目了然。或者使用段

旨句。每一段的第一句话都概括表明本段的大意。总之，考

生应当明白，无论从阅卷教师的具体情况还是机关工作作风

采衡量，这种简洁快速的作文方式都是应当和值得提倡的。

无论如何，文章的写作语言都要求不使用华丽的词藻或复杂

的修饰语言。毕竟机关工作作风要求稳重，不能表现出轻浮

和幼稚来。要使用简明平实的语言，语言服从于和服务于文

章体裁。《申论》要求写作的文章，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一

定要便于阅读和接受，才能切实担负起管理国家事务的作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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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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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时作出正确的判

断和选择，能作出很好地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具体措施；再次

，《申论》考试能测查考生掌握信息的多与少，快与慢，对

与错。另外，《申论》考试形式既严格又灵活，能有效地考

察考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要求考生摈弃套话、闲话，要求分

析、论证和解决问题透彻、全面、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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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