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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命题原理五大定位 基于“依事顺理，递进而论”的原

理和“发现或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正常逻辑

过程，申论考试有四个基本环节，即阅读理解、归纳概括、

提出对策、论证分析等。不论题型如何变化，或写评论性的

文章，或进行名词解释，但都离不开上述的四步骤。另外，

随着近几年考试的发展，文字表达能力的要求越来越受到重

视。因此，这些都成为申论命题的主要依据原理。 一、阅读

理解能力 阅读理解是申论考试的第一环节，也是基础性环节

。这里主要是测评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而阅读理解能力却

是考生阅读给定材料的速度、准确性和透彻性之总和，是承

担公务员工作、进行现代脑力活动的一项基本功，因此它是

公务员能力的基础。 这个环节，时间一般在40分钟内。在这

段时间里考生必须快速完成高质量的阅读理解活动。这样的

活动实质就是分析给定材料、提取有用信息、体会意图、分

析事实的内在联系与区别、切实把握事物本质和特征、把握

问题的实质，为开始正式答题做好准备。阅读质量如何，将

直接影响到后面每一步答题的质量。 根据申论考试的实践可

知，给定材料通常没有严密逻辑，但却有一定主题，近似于

“半成品”。要从这样看似杂乱的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甚

至是政务信息，显然是有难度的，也是要有较高阅读理解能

力的。具体而言就是必须有主见、有逻辑、主次分明、能抓

重点、理顺关系、删除枝节地浏览和研磨材料，由此逐步地



辨析并分离出所有重要的和有价值的信息，以备回应之用这

就是阅读理解的本领。这样的本领包含了很多具体内容，既

要熟悉并善于运用多种多样的阅读理解技巧和方法，也要讲

究阅读理解的应试策略。 二、归纳概括能力 归纳概括就是考

生运用严谨的思维逻辑来分析给定材料、分类整理其中信息

、归纳合成完整的信息并由此形成完整精要认识的思考和写

作过程。它包括概括主要问题、概述主要内容等多种形式。 

从模拟实践的角度看，这正是形成政务信息的过程。从考试

的角度看，这里的实际任务不仅仅是对给定材料的简单概括

，而是把握该材料的主要内容、中心思想，并用极为简短精

练的文字概述出来。这实际就是对给定材料进行分析、梳理

、归纳和概括。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把握主要问题，即发现问

题或提出问题。 这是申论考试的第二个环节，旨在测评考生

的分析归纳能力。这个能力是应试概括材料的速度、效度、

准确性、深刻性和完整性之和。这是公务员从事公职工作所

必备的基本能力。但是，从心理过程上看，这种能力与阅读

理解能力中的“理解”部分是对应的，甚至是重合的。 对于

考生来说，这是进行申论应试的第二步，但却是进入实质性

考试即写作考试的第一步。这里的质量与成效如何，角度、

立场、着眼点的高低或者具体出发点如何，都将直接影响到

后面各部分写作的思路与内容。要走好这一步，就要熟悉和

运用多种相应的技巧、策略，要具备较强的概括能力，特别

是发现或提出问题的能力。 三、提出对策能力 提出对策就是

指通过阅读理解和分析归纳等活动发现问题、把握住问题的

全部、找出问题的主线、确认出问题的实质与关键、寻找到

解决该问题的有效办法和途径，最终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解



决方案。这通常简括为提出对策、解决问题，实质就是出主

意、想办法、拟对策和定方案。 提出对策、解决问题就是这

样一种过程，即针对已经发现或提出的问题、信息、潜在的

重要价值或意涵，为对付、消除这些已经摆到面前的问题，

或者为处理已经摆到面前的信息，对潜在的重要价值或意涵

作出积极反应，提出成套有效的具体对策或措施等等。 这个

过程要求考生能够有积极、负责的态度，以娴熟的技巧，切

要、得体地提出对策、解决问题。从模拟机关运作过程的角

度看，这是形成处理问题的具体意见、建议、举措或方案的

最重要的政务运作环节，也是申论考试向纵深推进的中间要

害。 提出对策是申论考试的第三个环节和具体答题应试的第

二步。很明显，这个环节就是要测评考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对公务员来说则是最主要的基本职业能力，其最大特点和

价值就在于它具有创造性和具体处理问题的实际功效，是直

接满足公务员工作需要的最实质性本领和素质工具。所以，

它成为申论测评的最主要目标。这就是说，这里在侧重考查

考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同时，也考查考生的应变能力、创新能

力和思维广度等其他重要素质。 在实际考试中，这里要求考

生必须从某种特定的公务员的角度出发，针对材料中所反映

的主要问题，提出对策和可行的解决方案。这里的思考和写

作将随申论考试结构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形态。 总的来说，这

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写作部分。要做好这一部分的应试，就一

定要紧扣前一部分已经“发现”出来的问题，按不同层面和

轻重秩序，逐渐推展解决问题的措施，确保从思考到落笔建

议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是目标明确、针对性强；此外，应考者

还必须具备优良的思想素质、敏锐的才智和严密的逻辑处理



。否则，写起来就容易把握不住要领，抓不住内容要害和主

体实质。 四、论证分析能力 论证分析能力就是考生用符合机

关运转规则、满足公务员工作要求的书面形式写出在阅读理

解、分析归纳、提出和解决问题等心理活动过程中产生的认

识结论，并进行的解说、分析和证明。 这是申论考试的最后

一个环节，也是申论答题应试的最后一步，更是申论伸展到

极致之处，所测内容也最综合多样。其实质就是作文论说，

其核心就是对决策方案进行一次论证说明。 其实，这里所做

的一切在写作上就是“立论”式作文，是提出或树立整个写

作考试的主要观点和中心内容。应该说，材料概括确定的问

题、做出的论断事实上都已经直接界定了这一部分所要写的

内容和应有的写作思路了，因而这里就必须要以“提出或发

现问题”为直接基础和直接依据，根据并针对材料概括中显

示出来的问题、论断和价值取向来提出对策、建议或方案，

然后做透彻的分析和充分的论述。 这里写作具有自己鲜明的

特点和要求。首先，这里要求必须写出一篇完整的文章来，

不像前面“两写”那样不展开求全而只写短小精粹的作品。

其次，这里的篇幅很大，经常在1 000字上下。再次，这里的

写作必须结构完整，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正常的文章架构，

包括标题、头尾、主体、起承转合等都要具备。还有，这里

侧重基于“发现或提出问题”来对“解决问题”进行论证、

分析和作出说明，实质是自圆其说、使人信服。最后，这里

在文字上和内容逻辑上必须保持前后一致、完整一体。 这种

论述问题既不是“第一写”那样侧重进行客观的材料概括，

也不是“提出对策”那样侧重进行主观能动的意志主张，这

就是一种基于“提出对策”的最后的递进与伸展，是申论的



“申”的最高表现；也是申论应试时要高度重视并做好的“

重头戏”。 事实上，这一环节正是所模拟的政务信息后处理

或后运作阶段。它作为申论考试的最后一步，实质就是根据

概括材料所发现或提出的问题，特别是根据第三步所提出的

对策，具体考虑对这些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解释说明，因此

，这一环节就可以简要地概括为“论述问题”，实质就是对

可行性解决方案进行详细的论证说明。 这个环节测评考生在

运用作文知识与技巧、逻辑知识与技巧来完成限定在机关运

作需要层次上进行综合性写作的速度、娴熟性、规范性、清

晰性、透彻性和简洁扼要性等品质之和，包括考生的思想水

平、综合素质、逻辑能力、分析能力、论证能力、沟通能力

和写作能力等。 五、文字表达能力 文字表达能力是阅读理解

能力、分析概括能力、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综合表现

，是借助语言文字将自己的思想、意见表达出来的能力。没

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就无法将前面四种能力的成果较好

地表现出来，也就无法让上级准确地了解自己的想法。良好

的文字表达能力能使考生把自己的思维过程再现出来，做到

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结构严谨、语言准确、深入浅出地说

明问题，切实中肯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能力将始终

体现和贯穿在整个申论考试的答卷中。 上述这五个环节各有

其独到的功能，能够分别完成不同阶段的考试任务，达到不

同阶段的考试目标，最后从整体上完全实现申论考试的测评

用意与价值。事实上，这些环节科学地模拟了政府运作在政

策制定、面对和解决实际问题上的实际过程，也科学地模拟

了在面对实际问题时的思维过程和行为过程，实质就是科学

而准确地反映了在申论考试上所包含和显示出来的思维与行



为规律。这样，这些环节就构成了申论考试的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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