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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已经公布，由资格考试改为职位考试，难度加大。我认为

，要搞好备考，考生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申论命题出现了新的特点和趋势。 1、注重考察“国策”

。所谓“国策”，是指考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重要理论

。国策主要包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荣辱观。其中

“科学发展观”是考查的重点。科学发展观主要考查五个要

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

统筹兼顾”。2007年北京市公务员考试考查的“北京城市摊

贩管理”，主要考查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观点

；200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考查的是“土地问题”，主要考查

了“以人为本”、“可持续”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观点

；200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考查的是“怒江水电开发”，主要

考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的观点。 2、命

题有“个性化”的特点。试题往往是某个个性化问题，比如

国家考试考过“土地问题”、“怒江水电开发”，以及09年

考查的“粮食安全”。北京市的近年申论考试，考过“听证

会”、“北京城市摊贩管理”等。对“原因”的考查，不再

是笼统的考查，而是考查某个现象发生的原因。如2006年北

京市（社招）公务员申论试题，要求回答资料中划线部分所

列现象的原因。对“对策”的考查，不再是抽象的考查一般

性对策，而是考查某个事件解决的方案和措施。如2006年北

京市应届生申论考试，要求提出解决“普宝事件”的意见。



3、注重考查“辩证思维”。关于辩证法的考查，在国家和省

市的考试中越来越加强。这里考查的题型主要有“提炼矛盾(

争议的焦点)”、“分析资料蕴含的辩证观点”、“就某对矛

盾写文章”等。如2006年的北京公务员考试，要求概括“文

化遗产保护”中的几对矛盾，并就其中一对矛盾写文章

；2007年北京市公务员考试，要求以“北京城市摊贩管理的

思考”为题，写一篇文章。从给点资料看，这种思考应该是

“宽容”“疏导”的管理方式，这是一种辩证的思考。在对

辩证法的复习中，考生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对立

统一规律；（2）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3）矛盾的二重

性；（4）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5）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

方面；（6）现象与本质；（7）部分与整体；（8）内因与外

因。这些方面，在近年的北京市申论考试、国家申论考试和

各省申论考试中，都曾经做过考查。 第二，议论文的写作模

式 写作议论文，难度较大，分值较重。它的成败决定申论试

卷的成败。议论文的写作，关键是列提纲。首先是题目，题

目不要太大，题目不要太空，稍微小一点。下面分三大部分

。 第一部分是论点。 第二部分是论据，论据最艰难，一般的

同学都写不好，这里面最见真功夫，我建议写两层，第一层

叫“为什么”，即“原因”或“理由”；第二层就是“怎么

样”，即“对策”或“措施”。 第三部分是结论，给文章做

一个总结。我建议分两层，第一层是收拢全篇、深化主题；

第二层是提出希望或号召。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模型，我们还

有很多个性化的模型。 第三，北京市申论考试命题趋势 1、

当前国内最大现实问题乃是金融危机的影响问题。这是大背

景，而且时间相当深远，当前出题很难超越这个大的背景。



比如近期的山西省考试，考了农民工提前返乡和转“危”为

“机”，这是紧扣金融危机的。国家考试刚刚考过的“粮食

安全”，其中涉及到的沿海企业调整经济结构，和金融危机

也有关。所以各位考生请严密关注国家的经济大背景。我在

这里提一下要点：消除金融危机的影响，核心是扩大内需，

在国务院出台的十个措施里面，核心是这个。其中有两个方

面，一个是扩大投资，一个是促进消费。投资为主，消费为

辅，请各位留意。与此相关的的就业等问题，应该留意。 2

、非传统安全问题。传统安全是战争，非传统安全就是金融

安全、网络安全、环境安全、食品安全、社会安全等等，这

些安全对人的威胁越来越明显，人类应重视这方面。考试容

易从这里出题。这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方向，具体的正在进一

步探讨。 第四，备考建议 1、我认为关键是掌握写作和答题

的模式，这个是比较直接的。如果说从标点学习、语法学习

，那时间可能来不及了。现在应该快马加鞭，走捷径，这样

应该好一些。主要是掌握写作模式，我们研究出28种写作模

式可供广大考生参考。 2、掌握“热点”。热点，就是现实

问题。热点问题怎么掌握？各位可能说看报纸、听广播、看

电视。这样也对，但是这不是主要途径，主要的途径是对热

点的思考，这方面可以看一些资料，我建议看以下几方面的

资料。（1）《半月谈》，它的面很宽，可惜不太深刻，但是

可以浏览掌握面上的情况。（2）《望》，这个杂志内容比较

深刻，有很大的参考价值。（3）2008《理论热点面对面》。

（4）《新华文摘》，这个也比较有价值。（5）胡锦涛同志

的《十七大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这都是考

试的热点、政策性的问题。比如刚刚结束的国家考试就考了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问题，就是粮食安全问题，这个非常重要

。这里面提出的政策措施，解决农村问题的措施，排在第一

位的就是粮食安全。所以大家要注意研究各种重要会议的内

容，发现其中新的亮点，重大的政策是很容易被考查的。 3

、演练，就是练真题。我不太强调练模拟题，因为模拟题编

得不太像，典型性不够。有的同学说真题考过了，但是我以

为，考过的内容虽然考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题型的样式和命

题的特点却容易重新出现。对提高解题技巧、拓宽解题思路

颇有参考价值。特别是近二、三年的北京市真题、山东省真

题和国家真题，更具参考价值，应认真予以演练。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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