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国家公务员申论试题六大特点公务员考试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7/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9B_BD_c26_517214.htm 2009年国家申论试题谜底已经

揭开，考查的核心问题是“粮食安全”。本试题表现了以下

几大特点： 一、紧密联系最大现实热点。该试题以当前国际

国内最大现实热点，即“金融危机”为背景进行考查。这一

特点，与近几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试题有所不同。2006

年考查的是“突发事件”，2007年考查的是“土地问题”

，2008年考查的是“怒江水电开发”，这几个题考查的虽然

也是重要的现实热点，但不是当年最大热点，而是第二或第

三热点。本次考试考的是今年的最大热点，即“金融危机”

背景下的重要问题。 二、重在考查国策。该试题体现了我国

当前一个相当重要的国策“粮食安全”作 为突破口进行考查

。这个问题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突出问题。以此

做突破口，既体现国策，问题又具体而集中，看得见，摸得

着，并且此问题具有某种前瞻性，便于出题考查。 三、单独

出题考查“原因”。本试题单独出题考查发生问题的原因。

这在国考，试大收集整理家公务员考试当中是比较少见的。

此前在有些省市的考试中出现过此类试题，但是，国家公务

员考试本次当属首例。可见，国家公务员考试愈来愈重视对

原因的考查。 四、重视对辩证思维的考查。本试题第三题：

资料16谈到“谷贱伤农，米贵伤民”，结合资料谈谈如考试

，大收集整理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第五题：结合资料7、8和

温家宝总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谈谈我国粮食生产如

何处理好自给与进口的关系。这两道题都是考查考生在处理



实际问题中辩证思维能力。 五、深入考查对策有效性分析的

能力。本次考试试题中，要求考生对粮食安全的对策进行修

改补充。要对对策进行修改补充，就必须首先判定该对策是

否具有有效性，然后才能提出修改补充意见。这实际上是在

变相的、深入的考查对策的有效性分析。该题型较之2005年

的对策有效性分析题型又前进了一大步。 六、着重考查论说

性议论文。该试题中要求就胡锦涛考查中发表的讲话，引发

思考，以开阔式的思维，写一篇有深度的文章。本试题要求

文章的主题及论证的深度和广度，这与此前常见的对策性议

论文有明显区别。可见，该试题加大了深度和难度。从深层

次上考查考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写作功底，进而更好地实现

对考生实际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考查的目的。 总之，本次申

论考试从考查的问题的深度上、解题的难度上以及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方面，较之以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展现出新的

特色与趋势，值得考生深思与留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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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