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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1_9F_EF_BC_9A2_c26_534803.htm 一、题型越来越丰富化

2000-2004公务员申论考试虽在命题形式上有一定差别，但都

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三段论”模式。即一般包括三个

部分：一是对材料的理解、分析、整理、归纳、概括、综合.

二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三是对问题、对策进行论证。一般

情况下是通过三个问题来体现，而浙江省是通过两个题目来

体现的。“三段论”式的模式，多年采用过于僵化，考生的

应对已经模式化了，并且很难考查出考生的真实能力，改变

题型结构势在必行。因此题目要求往往会有变化，可能会变

为“二段三问”或者“二段二问”或者干脆“一段三问”，

但是无论提问形式怎么变，申论考核内容都不会发生本质变

化。 1.从题目的整体结构方面来看，是由“概括主要问题(主

要内容)解决问题申论论述”的形式向“概括主要问题(主要

内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申论论述”的形式转变。就浙江省申

论考试而言，除2003年有{考试 大整理}两道题目外，其他年

份都是采取三道题目的形式，而且从变化中上可以看出增加

了对分析能力的考核，考核考生的综合能力。例如2005年的

第二题，不但让考生进行判断，而且要求考生进行可行性分

析，其实就是考核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融合.2006年的

第二题，先让考生进行概括，然后进行分析，是对考生概括

和分析能力的考核.2007年第二题虽然是考查公文写作，但是

要求写出文化建设的目的和对现状的认识，分析其原因、意

义和作用，提出可行性对策等，实际上就是考核概括、分析



、解决问题三种能力的综合。2008年也延续2007年的命题形

式，这种新的形式既增加了考题的难度，也使考生难以适应

，造成失分过多。 2.从题目的具体类型看，可以说是稳重有

变。以概括题目为例: 2001、2002年的申论考试要求概括主要

内容.2003年2006年的申论考试要求概括主要问题.2007年的申

论要求概括主要内容并点明主旨.2008年的申论要求概括主要

信息。以论证题为例：2001年2007年的论证都是材料作文，

自拟题目.2008年的是命题作文。这说明浙江申论考试也随着

改革的大趋势在不断改革。 3.从题目要求看，分析部分题型

的变化是重点。2005年的第二题给出解决对策让考生进行选

择并进行分析.2006年让考生对公平和效率关系的两种不同观

点分别加以概述并谈谈自己的看法.2008年浙江省申论第二题

：假如你是浙江地方政府的一名公务员，请问评价当地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应从哪几个方面考虑?要求参考给定资料，评价

应有具体内容。由此可见，分析部分成为申论考试的重点，

因此考生平时在复习时要加强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强化训

练，扩大阅读面，多读一些涉及社会热点问题的文章。 这些

题型的变化不是突然袭击，而是在各个地方的申论考试中都

能够看出蛛丝马迹，如2005年出现的判断型分析题就在2002

年上海市公务员考试中出现过，在2005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

员申论考试中也出现过，而2006年的变化与2006年其他各省

申论考试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因此，可以预测2009年浙江省

公务员申论考试仍将从各地公务员考试申论的题型中汲取有

益成分，丰富命题方式。 二、越来越强调对部分给定材料的

把握 因为材料越来越长，题型越来越丰富，近年来浙江省的

申论考试的部分题目的作答不再要求对全部给定材料进行整



体把握，而是建立在对部分给定材料进行深刻把握的基础上

。因此，可以预测2009年浙江省公务员申论考试仍有可能将

以这种要求对部分材料进行深刻把握的题目为主。 三、公文

型题目越来越受青睐 申论题目的要求往往是处理行政机关中

的日常事务，因此公文写作一直是申论考试的重要题目。

在2003年、2004年和2008年等，以及地方公务员考试的申论考

试中都出现了公文型题目。因此，参加2009年浙江省公务员

考试的考生要加强对公文写作的练习。"#F2F7FB"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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