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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9B_BD_c26_516657.htm 每年的公务员考试申论科目总

是难倒了一批考生，很多人踌躇满志的走进考场，可是等到

的分数却不是自己所满意的，分析其原因除了对申论这个特

殊科目的了解不够、在语言的运用，申论写作的格式不明白

等原因之外，对整个考试趋势的分析也是众多问题之一。 在

考试时间越来越临近之际，这篇文章希望能给广大考生一点

指点。让大家注意到申论考试中的技巧，在备考的过程中做

到事半功倍。 从近些年中央国家机关和许多地方的出题情况

来看，近些年呈现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更活、更难”的主

要特点，活是指在作答要求上给考生们设置了更多“陷阱”

，就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难是指材料选材、阅读、

理解等多方面都在往前的基础了有了比较大的提升。接下来

大家一起看看现在的命题为什么变得更加活和更加难。 第一

、材料字数增多，阅读时间占去了更多。国家申论考试2001

、2002、2003等年的材料字数大约在3000到4000字之间，相对

来说字数不多。2004年和2005年逐渐呈现阅读材料增多的趋

势。2007和2008年国家申论考试就给定材料部分的阅读量都

达到了7000字，较之以往，阅读量增幅不小。很多地方申论

考试也是这样的一个变化特点，浙江07年和08年的阅读字数

都高达近7000字，江西省申论考试从2006年到2008年，分别达

到了7000、7400、7600的阅读量，广东，山东等地方均如此。

由于公务员报名人数的不断增多，为了加大考试难度，提高

考试的区分度，所以字数增加就成为了09年申论考试的首要



趋势。在申论的注意事项上给出大家的阅读参考时间为40分

钟，但是老师们都希望大家能尽量将时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

。虽着字数的增多，在阅读上面会占去更多时间，希望大家

能加强阅读方面的训练，尤其要注重阅读技巧的训练。 第二

、作答题目增多，时间分配上需要更加科学。这是一/百考试

题收集/个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问题。申论文章一直都是概况

、分析、对策这样的题型。从前几年的试卷上能看出这样一

个特点，一般都是三道题目。但是从07年开始，就分为了四

到题目，其中有一道题目又分成两个问题，这样一共就有五

道题目，这样在解题部分就占去了更多的时间。比如一道200

字的题目，大概要占去15分钟左右，但是两道100字的题目，

虽然两道题目的字数相加起来也是200字，但是两道的时间上

会更多一些。2007年国家申论考试中，第三题为地市级的两

道题型，分值分别为10分和15分，第四题为省级的，分值和

字数要求跟地市级的一样。到了2008年，分析部分分为地市

级和省市级的，最后一个大文章也分为地市和省级的。作答

题目延续了07年的格式。专家分析，2009年在题型上不会增

加，很可能还是五道的模式，但是大家平时训练的题型很少

是这样的，所以应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第三、给定材料中，

在概况、分析过程中一般是针对限定材料的。这是近几年国

家和地方申论考试的特点之一。200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第一

题概况部分就是针对“给定1、2”第二题是针对材料7.2008年

的除去最后的大题，别的题目都是针对材料的。有了这些具

有针对性的“重点材料”，考生在作答的过程就能节约更多

时间。这些都是整个材料中透露最多关键信息的材料，把握

住这些也相对能把握住整个申论材料的主旨。这是相对来说



节约时间的一个方法，但是在别的材料中仍有许多重要信息

，考生们在把握申论材料的时候要做到对限制材料的重点把

握的同时，加强对整个申论材料的领会，提取散步在别的材

料中同样重要的信息。 第四、申论问题的答题要点和分值分

布的更加合理，需要考生细致掌握。很多时候申论问题要求

考生们进行概况的问题时，考生只明白字数的限定，确并不

了解字数、要点和分值之前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以2008年中

央国家机关申论考试的第一题为例，在怒江开发水电资源问

题上有重大争议。指出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并对主张怒江水

电开发和反对怒江水电开发的理由分别加以概述。分值20分

，字数为500字。文章的问题分成了三个部分：焦点、支持的

观点和反对的观点。在500字这样相对字数比较多的情况下，

就可以进行分段了。文章中例举了ABCDEFGH八个人的观点

，加上题目要求的“焦点”我们就能分析出大概情况是，焦

点为4分，每一个人的观点为2点。在分析到这样的情况后，

就不能落下任何一个人的观点，这样才能达到概况全面，也

才能完全符合申论作答要求。近些年的申论考试更加清晰的

具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大家能够根据分值、字数要求和文

章中涉及的要点，进行统一规划，达到申论给分要点的要求

。 第五、申论试卷中，在概况、分析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

需要考生进行自己判断的部分。包括考试大纲中仍在强调申

论是对广大考生概况分析能力的一个考察，其实目前的申论

考试已经远远高于这个层次。如200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第二

题，题目考察的是对持续土地利用的一个评价，但是这个要

求是建立在申论材料基础之上的。这也是导致大家觉得为什

么2007年国家申论考试特别难的一个原因。而到2008年这个



问题相对来说就没有隐藏的太深。2008年国家申论考试第三

题的第一小题：“给定资料7”引了上海某研究所G所长的话

，“美国人民把搁浅的鲸鱼归入大海，这值得赞扬.鲸鱼被非

洲难免捕食，这也应赞扬，因为它救活了一群人。”请说明

，这表达了G所长怎么的观点。其实这道题目只是材料中的

一段话，并没有解释，那么这就需要考生在针对这句话结合

怒江实际情况，看看G所长所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这

样的题目就体现了申论考试不只是停留在概况和分析这样一

个层面上，而是需要考生进行判断的能力了。 第六、在答题

过程中给考生一定的立场和角色，限定了考生身份，加大了

语言难度。其实公务员写作难就是因为他的语言方式跟我们

平时生活中的说话方式不一样，比起我们生活中，申论文章

要求叙述更加简洁，结构更加明晰，语言更加富有逻辑。但

是这样的改变都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在作答中，题目要求

考生站在一定的立场进行作答，在这个时候考生就要完全的

“换位思考”了。比如2008年国家申论考试谌獾牡诙√饩褪

且蟆扒肽阏驹谒绻婊棵诺牧⒊。主编的意见做出答复。”这

里有涉及到立场，所以在行文的过程中就要特别注意。这样

的要求在2009年国家申论考试中很可能出现，因此大家应该

加强公文的写作，在行文中能够最大限度达到申论文章的写

作。 第七、申论文章的题型越来越丰富，涉及到更多的公文

类型。近些年来，题型丰富化是国家和地方公务员考试变化

的一个趋势。虽然主题上仍是基本的写作为主，但是时常会

加入一些“新鲜”元素。这些“新鲜元素”就包括演讲稿、

报告、请示等新类型的文章。这是值得广大考生注意的一个

问题，应该在平时的训练中就注意这个问题，了解各种类型



的结构，特点等，做好了这些工作，出现这样的文章就能从

容应对。而现在的基础文章写作中，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比

如议论文，评论问，还有大家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策论文等

等。申论文章的写作一定要结合申论要求，申论文章的议论

文和我们在作文中的议论文是有很大的差别，这一系列的细

微变化，应引起考生的高度关注。 第八、目前申论材料呈现

出跟时事结合更加紧密的特点。申论考试一般都是近几年的

一些社会特点时间的分析。时间跨度上可能会比较大，但是

最近两年这个时间跨度呈现缩短的形式，许多材料甚至是当

下的热点。如2008年正月刚过的广东省公务员考试其申论材

料就是来自南方雪灾的，时间跨度不过2个月而已。2008年5

月底河北公安公务员考试的材料涉及的是四川地震的问题。

时间跨度仅为半个月。而2008年11月1日的黑龙江省公务员考

试申论材料涉及的是产品免检的问题，材料中就举到了三鹿

奶粉的例子，从9月中旬到11月时间跨度仅为1个半月。所以

所申论材料更加的反映了当下，时下的一些社会问题。2008

初到现在，从南方雪灾到地震到三鹿奶粉的问题有太多太多

的社会热点。考生们在平时就应当加强对时事的积累。对时

下热点的了解有利于申论材料的把握。新东方不支持培训机

构在考前进行压题这样的做法，因为申论问题中需要考生作

答的内容，在材料中都会有一定的涉及，因为考什么并不重

要。考生在考前加强了一系列热点的了解，就一定能促进自

己在考试过程中快/百考试题收集/速有效的把握整体材料。 

第九、申论考试加强对了概况、分析等基础题型的要求。这

是近两年来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较为显著的特点之一。

很多考生在平时的训练中都是重点在练习最后一道题目，但



是现在最后一道题目的分值尚不足一半，这就犯了“因此失

彼”的错误。从200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题型分析中不难看

出，概况、分析这样的题型在考试的比重呈增加的趋势

。2007年一共有5道题目，前面四道题目分别为一道概况和三

道分析题，分值为30分、15分、10分和15分，共有70分。2008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基本延续了这样一个特点。2009年很可能

延续这一特点，就是概况和分析部分大约会占有60-70分的分

值。所以广大考生在平时的练习中，不能只停留在训练最后

一题的写作的习惯上，而是必须加强对概况、分析、对策等

这些基础方面的练习。概况是分析的基础，而概况、分析和

对策又往往是最后一题的构成方式。因此特别加强概括、分

析和对策这些基础能力的训练，对于考生来说特别重要。 第

十、命题和半命题成为了最后一片文章的主要命题方式，具

有更强的针对性。很多考生以为命题作文相对来说是限制性

比较强的文章，其实不是，命题作文依旧给了考生非常大的

“自由发挥”的空间，命题只是相对来说规定了一个写作方

向。如200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命题是“命脉”。通过材料

阅读大家应该能了解，在写作过程中，相对会衬托出“土地

”对农民的一个重要性，但是写作行文空间仍是相当大的

。2008年地市级和省级的最后一题分为为“从怒江水电开发

说开去”和“人与自然”这样的命题作文，很多地方公务员

考试也是这样的特点。命题作文成为申论考试中的一个新特

点。2008年北京应届毕业生考试的最后一题题目要求是：“

行业自律是非常必要的，但它不能解决商品质量和价格方面

的一切问题。”请结合材料，联系实际，就如何解决这一问

题写一篇议论文。这个题目要求虽然没有明确的给出作文题



目，但是给了大家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就是针对商品质量和

价格的。因此这样的命题模式，我们称之为半命题模式。命

题和半命题成为了2009年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的趋势之一。 

公务员考试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值此之际，希望这十个命题

趋势希望能给广大考生一些行之有效的借鉴。"#F2F7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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