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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_E8_AE_BA_c26_516639.htm 所谓的论证分析命题新走向，

是指近年来申论的论证分析在传统论证分析题型的基础上，

演变出许多新的题型，并且这些新题型逐渐被认可，代表着

今后一两年申论论证分析命题发展的方向。论证分析命题的

新题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引申型作文，二是评论型作文

。具体分析如下： 一、引申型作文 所谓的“引申型作文”，

主要是指申论论证分析部分在传统论证分析题型的基础上，

演变出一种“从⋯⋯说开去”、“由⋯⋯所想到的”的新题

型。 2008年中央、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的申论考试第四题要

求： 请以“从‘怒江水电开发’说开去”为题，写一篇文章

。(40分) 要求：1.结合给定资料，自选角度。 2.符合题意，观

点鲜明，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3.总字数800～1

000字。 2007年北京市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考录用公务员的申论

考试第四题要求： 结合给定资料，请以“从我国听证会制度

的发展说开去”为副标题写一篇1 000～1 200字的文章。要求

：观点明确，论述深刻，文字流畅，自拟主标题。(40分)

2007年山东省机关录用公务员的申论考试第五题要求： 请根

据给定资料，以“由网上募捐所想到的”为副标题，自拟主

标题，写一篇不低于800字的文章。(30分) 要求：从给定资料

入手，观点明确，判断恰当，论述集中，语言流畅。 这种题

型的实质就是考生通过材料阅读，尤其是概括主要问题之后

，在某一点上有所触动，从这一点上升到理论高度，申发开

去，论述成文。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围绕一个论点进行阐述



，论证说明，可以使得论文结构紧凑，观点分明。这是大部

分考生，尤其是应届毕业生喜欢选择的一种论证方法，也是

阅卷人比较喜欢看的一类文章。 但是，这种方式也有缺点：

用这种方法写成的论文，容易产生脱离资料、内容空泛的毛

病，而且一旦选择的角度、观点不对，就会全盘皆输。 所以

，运用这种方式作文一定要注意选好一个“点”。考生在选

“点”时，最简单、最经济的方法是按照标题中所提示的论

证论点展开论述。这样可以使整个申论答卷按一个思路顺下

来，不必专门在论述问题这一步重新选角度思考。 我们以《

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靠制度还是找熟人》的文章

为例来说明： 靠制度还是找熟人 江苏省徐州市国税局在纳税

服务活动中提出“找单位，不找熟人”。他们制定便民措施

，在税务登记、资格认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等方面提供优

质便捷的服务，按规定为900多家企业办理税收优惠8 000多万

元，安置下岗失业人员1 000多人，没有一家是“找熟人”的

结果。相反，不管是什么样的个人关系，国税局也没有随意

减免税。此举受到纳税人的好评。 在一些人看来，想去机关

办点事情，总得找个熟人，心里才踏实。看病、贷款、办执

照、上牌照、买车票等等，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办。这种明

明有制度，但不靠制度找熟人的现象如此普遍，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一些机关单位服务态度差，办事效率低，有的还吃

拿卡要，不找熟人就办不成事、不好办事。 “找熟人”弊端

甚多。对于办事者来说，既然托人办事，往往要向所托的人

支付一定的报酬，至少也欠下“人情债”，这无形中增加了

办事成本。对于受托人来说，考虑到亲戚、朋友、同学、战

友等的“面子”，往往违反政策乱办事。结果是，本来是党



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和职责，却变成了少数人进行“权力寻租

”的工具，“研究研究”成了“烟酒烟酒”。不少干部的“

落马”，往往是从熟人、朋友找自己办事开始的。因此，“

找熟人”现象，不仅造成政府信用缺失，败坏党风和工作作

风，也是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滋生腐败的温床。 形成靠制度

而不是找熟人的良好风气，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不必

要的审批，转变工作作风，提高服务质量。政府职能部门、

司法机关和其他社会服务单位等等，都承担着各自不同的职

能，不论来办事的是否是熟人，是否有亲戚关系，都应依法

依规办理，服务的依据和标准是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这样

就可以避免“不是熟考，试大网站收集人不办事，碰着熟人

乱办事”。要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方便群众，提高办事效

率。增加工作透明度，让老百姓知道办事程序、收费标准、

处罚依据等等，群众就会心里有数。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全国

推行“一窗式”服务，将申报、抄税、认证在一个窗口办完

。简化办事程序，推行集中办理，群众就会真切地感受到办

事的方便。还要有完善的制约监督机制，对作风拖沓、服务

态度不好的人，要通过警示教育，使其明白“今天不爱岗，

明天就下岗”的道理，对那些以权谋私的人，应坚决绳之以

法。 “靠制度而不找熟人”，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实质则

是建立为民、务实、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

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务公开、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做到这

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我们有求真务实的态度和

改革创新的精神。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推进这方面的改革，

通过制度建设更好地体现和落实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的老

百姓都能够通过“靠制度”办成事，谁还需要“找熟人”呢



？这个问题解决好了，老百姓一定会更高兴、更满意。 【评

析】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引申型的，在这篇评论中，作者从江

苏徐州国税局提出的一个服务口号联系到社会上普遍存在的

办事“找熟人”现象，进而分析“找熟人”的弊端，引申出

“靠制度”而不是“找熟人”的良好风气，并进一步指出转

变这种风气的关键之处。这样从事件出发，结合实际，引申

展开，层层深入，发表见解，进行论述，立意很新颖。 二、

评论型作文 所谓的“评论型作文”，是申论论证分析部分在

传统论证分析题型的基础上，演变出的一种评论性的新题型

。具体分析如下： 2007年四川省法院、检察院系统招录公务

员的申论考试第三题要求：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电力工

业的科学发展，自拟题目，写一篇评论性的文章，1 200字左

右。 200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录用公务员的申论考试第二题

要求： 在材料的第一部分或第四部分中任选一个，完成下列

两题。(每题20分，共40分) 提示：两题一定要选择同一个部

分，否则总分将扣10分。注意两题要求的差别。 1.就你选择

的部分，以给我们的“绿色教益”为主题，自拟题目，写一

篇评论性短文。 要求：(1)观点和结论明确、结构清晰、说理

性强。 (2)语言简练、规范，字体端正，卷面整洁，标点正确

。 (3)字数不超过400字。 2.以你选择的部分为内容，提出解

决该部分所涉及的问题的对策或建议。 要求：(1)所提对策或

建议符合实际，有针对性、创意性、可行性。层次清楚，逻

辑性强。 (2)语言通顺，简练、规范，字体端正、卷面整洁，

标点正确。 (3)字数不超过350字。 评论型作文实质是指针对

材料中提及的事物、事件在述说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评价。

它的主要特点为：有述有评，述事评理，就事论理。写这类



文章应该注意三点： (1)明确评与述的关系。评是目的，述是

手段，要以评为主，以述为辅。 (2)评与述在运用中有不同的

要求。述要有选择，评要有针对性。对材料的引述，要力求

精要，能抓住关键，因为只有这样，评论才能切中要害。 (3)

要使评与述紧密结合，联为一体。思想评论、时事评论、文

学评论、一事一议等都可以归入评述型。 我们以《人民日报

》发表的一篇题为《会、会风与作风》的评论来作说明： 会

、会风与作风 如今，领导干部用在开会上的时间确实很多。

有事找领导，往往会被告知：“领导在开会”、“等我开完

会”。有领导干部坦言：我们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在开会。会

议也成为他们的身心之累。毋庸置疑，主持会议、参加会议

是领导干部的重要工作。制定政策、布置工作、调查情况、

宣传动员等等，都离不开会议。然而，并不是什么工作都需

要开会。诸如发布会、开工会、剪彩会、答谢会、评比会，

还有什么歌会、酒会、舞会、茶话会等等，细究起来，有相

当一部分会并无实际内容，无非是大家聚在一起，凑凑热闹

而已。会连着会，会赶着会，便出现种种不正考试，大网站

收集会风：有的会本来内容很严肃，却开得稀稀拉拉，迟到

的，早退的，搅乱了会场；有的会该来的人没有来，不该来

的人却来了，代会的不在少数；有的会“台上作报告，台下

睡大觉”，讲话的人口干舌燥，听会者不知所云；有的会台

上言之凿凿，台下交谈热闹，手机、呼机、商务通，铃声不

断；有的会“八点开会九点到，十点开始作报告”，开会的

人啧有烦言。 会风连着作风，作风反映会风。会议过多过滥

，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不良作风。有的干部说起话来头头是

道，做起事来心浮气躁。喜欢坐在台上讲，不愿具体抓落实



，满足于“以讲话传达讲话，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

文件”。有人因此戏称，落实就是开会，开会就是落实。结

果文件越发越多，会议越开越多。政策是否有效推行下去，

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有的人并没真正去关心。把大部分

时间用在开会上，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基本功就荒疏了。

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是我们掌握第一手资料，

摸清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基本情况的重要手段，是我们

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的一个重要前提。毛泽东同志曾经

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的干部未做调查研究，却

不愿放弃发言权，练就了嘴上功夫，很少触及实际问题，鲜

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可以说，官僚主义和虚报浮夸之风由此

滋长，与群众的距离和感情越来越疏远。实践证明，少开会

，开短会，开高质量的会，不但该做的工作没落下，而且有

利于工作的推进。因此，一方面，我们应端正作风，既要认

识到会议的重要性，又要看到会议的局限性。不能把抓落实

仅仅理解为抓开会。另一方面，我们应端正会风，这本身也

是改进作风的一个重要途径。要精减压缩会议，把该开的会

开好，可开可不开的会坚决不开。在开会的方式和手段上也

应该加以改进，比如多开现场办公会、对话会，借助广播、

电视、电话等现代化通讯手段开会，并建立和严格会议的有

关制度规定，如限时发言等。建议各地各部门以转变会风为

改进作风的一个突破口，破除形式主义，消除官场习气，努

力使求真务实的要求切实落到实处。 【评析】 这篇文章可以

说是评述型的，分析事件领导开会；发现问题会议过多，浪

费时间，会风不正；围绕问题，进行评说端正作风，深入群

众，破除形式，落实求真务实，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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