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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首次采用申论作为公务员考试的一个重要考试科目以来

，截止到2006年，申论考试的命题思路以及题目要求没有发

生很大变化，基本上遵循“概括主要内容或主要问题”、“

提出对策”、“写一篇论说文”的模式，重在考查解决问题

的能力。2007年北京市申论考试无论是社会在职，还是应届

生或京外生源，在命题思路和题目要求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注重考核考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转变为注重考核分析问题

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并重。这体现了命题者思维方式的变化

，主观题型客观化的倾向。 时间题材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第

四题2006年(社招)传统文化问题抽象概括(不超过400字)分析

题(不超过150字)概括(不超过150字)论说文(800-1000)2006年(

应届)招商引资问题概述(不超过400字)提出对策(不少于600字)

论说文(不少于800字)2007年(社招)物权法问题概述(200字以

内)提出对策(不少于200字)分析题(300字以内)论说

文(800-1200)2007年(应届)听证会制度问题概述(200字以内)提

出对策(不少于200字)分析题(不超过300字)论说

文(800-1200)2008年(应届)行业自律问题概述(200字以内)提出

对策(不少于6300字)分析题(不超过400字)论说文(800-1200) 下

面根据以上表格分析一下北京市历年申论考试的情况。 一、

申论考试的题材越来越热 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申论科目的材料

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北京市情为立足点，范围涉及

全国，选择的都是社会热点、焦点问题。 例如，2004年，奥



运会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当年的北京市应届生公

务员申论考试就以奥运会为背景材料，考查考生对政府调整

举办奥运会相关政策的理解。 2005年北京市申论考试的材料

比较复杂，包括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现状、社会各界针对该问

题采取的措施，以及我国网络游戏的现状等问题。 2007年，

《物权法》颁布实施。当年的北京市社会在职公务员申论考

试也以此为切入点进行命题，对民生问题进行考查。 2008年

，北京市应届生公务员申论考试选取了与全国人民密切相关

的物价问题、行业自律作为背景材料，考查考生综合分析社

会热点问题的能力。 所以，关注社会热点、关注国家大政方

针，正式命题人的命题导向和命题思路。 二、评论性文章成

为申论文章考核的重点 纵观北京市公务员申论考试的试题，

不难发现评论性文章成为考核重点。例如： 2004年北京市社

会在职申论考试： 文章要求以“不仅仅是生计问题”为副标

题，将原因对策深入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 2006年北京市

社会在职申论考试： 假如你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公务员，请就

上题中的某一对矛盾，进行评论，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2007年京外生源申论考试： 根据材料内容，结合北京市实际

情况，请以“由黑车整治所想到的”为副标题，写一

篇1000-1200字的议论文。 2007年北京市社会在职申论考试： 

根据材料信息，请以“关于北京市城市摊贩管理的思考”为

题，写一篇议论文。 评论性文章考查的是考生提出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难度比较大。因此，考生在平时

复习的过程中要加强评论性文章的写作练习。 三、历年申论

考试题目要求 1.概括部分 2006年北京市社会在职公务员考试

申论第一题： 用不超过250字的篇幅，概述给定资料提供的信



息。要求：概括准确，表述简洁。 2006年北京市社会在职公

务员考试申论第三题： 给定资料探讨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中

的几对矛盾问题，请用不超过150字的篇幅归纳出这些矛盾。

2006年北京市应届毕业生申论考试第一题： 用不超过400字的

篇幅，概括材料所反映的主要内容。 2007年北京市社会在职

公务员考试申论第一题： 根据材料提供主要信息，要求概括

准确、全面、叙述简明、清楚，字数控制在250字以内。 2007

年北京市应届毕业生申论考试第一题： 概括给定材料的主要

内容。要求：全面，准确，字数不超过200字。"#F2F7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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