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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5_AC_c26_511185.htm 一、“注意事项”的变化趋势

与规律分析 作为试卷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注意事项”是

答题前给予考生的规范提示和应试指导，主要就是对本试卷

考试的目的、规范、时间等方面的要求作出说明。它一般都

包含三项内容： (1)说明本次考试的目的和侧重点。 (2)说明

本次考试的总分值，规定阅读与作答的时限。 (3)说明本次考

试先读后答的基本应试步骤。 然而，它在2006年以前总体上

变化不大，基本模式如下： 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阅读理解能

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

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

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然后按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

作答。 目前，在各地方公务员申论考试当中的“注意事项”

仍采用此模式，有的只是在微观上略有变化调整，但并无实

质变化。如2007年上海市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的“注意事项

”： 1.申论考试与传统的作文考试不同，是分析驾驭材料的

能力与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

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

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在答题纸指定位置上。 4.答题时请

认准题号，避免答错位置影响考试成绩。 5.作答时必须使用

钢笔或圆珠笔，在答题纸有效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

作答无效。 但是，这个传统的“注意事项”模式随着2007年

、2008年中央国家申论的考试而被逐渐改变。 2007年中央申

论试卷中的“注意事项”则没有上述第一项内容方面的规定



，具体如下： 一、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

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二、第一题、第

二题、第五题，所有考生都必须作答。 第三题仅限报考行政

执法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第四题仅

限报考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未

按上述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三、请在答题卡上指定位置填

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填涂准考证号。 考生应在答题卡

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四、监考

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将试卷、答

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方可离

开。 2008年中央申论试卷中的“注意事项”仍沿用了2007年

中央申论考试中的“注意事项”模式。具体如下： 一、本试

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

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

分钟。满分100分。 二、第一题、第二题，所有考生都必须作

答。 第三、四题仅限考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

职位的考生作答。 第五、六题仅限考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综

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未按上述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三、请在答题卡上指定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填

涂准考证号。 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并书写在答

题卡指定位置。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四、监考人员宣

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将试卷、答题卡和

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由

以上变化可以看出，“注意事项”部分的变化是以大纲规定

、考试目的和题目设计为依据的，体现了公务员录用考试的



规范性、公平性、科学性。总之，考生在作答之前一定要认

真阅读“注意事项”的规定，确保应试的正确方向。 二、给

定资料的变化趋势与规律分析 (一)申论取材的热点性 给定资

料实际是试卷的主体部分，也是实质性的考试内容。虽然命

题人对材料进行了标号分序，但并不具有整体性。实际上，

这部内容就是对写作考试在内容上的限定和提示，不同时期

的不同热点都可能成为申论材料的主题。下面将结合中央与

地方(北京)考试实际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历年申论材

料的变化趋势与规律： 申论测试的目的是选拔合格公务员，

是对在处理实际问题潜能的测试，也是在考查考生是否关注

生活中的热点、焦点问题，是否具有关心国家大事的大局意

识。中央申论的材料一直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对经济社会发

展具有全局性影响的社会问题。从2000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相协调的问题、2001年的“PPA”问题、2002年的网络问题

，到2003年生产安全问题以及2004年汽车工业发展和交通问

题，无不是当年的社会热点问题，选取合适的切入点命题已

成为申论考试的命题趋势。这种特征在近几年的申论命题中

体现得更加明显。 2004年初，中央发布了免除农业税的一号

文件，进而又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关注“三农”问题，在

当年的中央申论考试中，命题人以“三农”问题为材料背景

，设置题目，考查报考者对“三农”问题的理解。这正体现

了命题人试图通过“命题导向”来使更多的“准公务员”关

注社会热点、关注国家大政方针的命题思路。以2003年“非

典”爆发为标志的各种突发公共事件的频繁爆发，各级政府

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迫在眉睫。2006年的中央申论

考试正是以此为题材，把妥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作为政府必



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来考查。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

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两次提到土地征用问题：一是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从严控制征地规模，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提高补偿标准，

探索确保农民现实利益和长期稳定收益的有效办法，解决好

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二是在统筹协调各方面利

益关系中，要“着力解决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

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中群众反映强烈的

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而2007年的中央申

论考试就以此为考查题材。2006年4月5日至14日，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前往云南提交报告指出，

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正在规划的

水电开发，被改划边界以适应开矿、建大坝等经济发展需求

，以及旅游业的发展。2007年初，怒江州提出了自己的发展

思路。据有关人士介绍，怒江州提出了“三大目标”：构建

国家级水电基地、国家级有色金属基地、打造“三江并流”

怒江大峡谷知名旅游品牌。以水电、矿业和旅游开发为主线

，扎实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怒江水电开发再次提上日

程。2007年7月20日至22日，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西部开发办

组织有关部委实地考察和调研，并于23日与云南省政府就怒

江总体发展举行工作座谈会。至此，有关怒江水电站开发的

利弊再一次引起争议，而2008年的中央申论考试就以此为考

查题材。 不仅中央公务员申论考试给定资料具有热点性的特

征，而且地方上的申论题材也具有很强的热点性。以北京为

例具体分析如下： 2004年初，《北京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关



于对自行车和其他非机动车征收车船使用税的规定〉的决定

》已经于2004年3月11日市人民政府第2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在这之前即2003年，市政府就此问

题进行过讨论，只是未形成文件，于是在2003年的北京申论

考试中，命题人以“超前”的意识，以“征收自行车税”问

题为给定资料背景，设置题目，考查报考者对该问题的看法

，这有利于为下一年即2004年的相关文件的出台集思广益。

2004年北京市市长王歧山在中共北京市委九届七次全会上提

出，在筹办2008年奥运会过程中，北京奥组委及其他相关部

门必须牢固树立“节俭办奥运”的观念，尽最大努力降低工

程造价。2004年北京申论就以此为给定资料取材角度，把与

之相关的背景资料组织起来命制了一份试卷。 为适应信息网

络时代的新形势，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少年正确使用网络、树

立健康上网理念和有效戒除网络成瘾，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

于2005年暑假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一次全面、深入的青

少年网瘾调查行动。 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网瘾青少年约占青

少年网民的13.2%；在非网瘾群体中约13%的网民有网瘾倾向

。因此，在大力发展健康网络产业的同时，引导青少年正确

使用网络、预防青少年上网成瘾，已经刻不容缓。因此

，2005年北京市面向应届毕业生公开招考公务员申论考试就

是以此为命题点，成功命制了当年的申论试卷。 2006年北京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一份《关于加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文件，就进一步加强北京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要求。随即在2006年北京面向社会在

职人员申论考试中，就以此为切入点，让考生从不同的角度

概括、分析、归纳和阐述与之相关的问题。 2007年1月28日，



在两会政务咨询会上，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柴晓钟认为，随

着听证会的不断召开，一些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因此发改委

计划对本市的《听证办法细则》进行修改，使听证会更多地

反映民意。在这之前，北京在面向应届毕业生的申论考试中

，就以“价格听证会”为给定资料来命题。 从以上对北京申

论给定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地方上的申论命题规律：给定资

料多以已经出台或即将出台的文件或当年召开的重大会议和

社会广泛讨论过的重大议题为模板来命制当年的申论试卷。 (

二)材料的阅读量加大，对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 纵观中央历年申论考试的材料，2000年、2001年、2002年

提供的材料字数都在1 500～2 000字，2003年、2004年、2005

提供的材料字数远超过前三年，达到4 000～5 000字左右，这

说明对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到2006年，

更是史无前例地达8 000多字，2007年、2008年也都在6 000多

字，难度更是大大提高。具体参考数据如下： 2000年申论给

定资料的字数：1 500字左右； 2001年申论给定资料的字数：1

600字左右； 2002年申论给定资料的字数：2 300字左右； 2003

年申论给定资料的字数：4 500字左右； 2004年申论给定资料

的字数：4 100字左右； 2005年申论给定资料的字数：4 000字

左右； 2006年申论给定资料的字数：8 800字左右； 2007年申

论给定资料的字数：6 600字左右； 2008年申论给定资料的字

数：6 200字左右。 从量的方面看，不论中央还是地方，近年

申论试题的给定资料在字数上大都接近万字，远远超出最初

申论试题的容量。以后申论试题的给定资料最低也不会少于3

000字，但是最高也不会超过10 000字，因为考试时间150分钟

决定了给定资料的篇幅不可能太长。太长的话，不能给考生



留出充分的思考时间，也不利于准确地评价一个人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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