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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即将开始，去年国考报名人数达到105万，公务员考试的

火爆，再加上就业形势的严峻，预计今年国考也会相当激烈

。在备考初期，针对申论科目的考试的总体概况，考生要有

一个清楚的认识。下面中公教育的老师为考生讲解一下国考

申论的基本概况。 申论考试的准备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

一、注意申论考试的变化情况。从最近几年申论考试的发展

趋势看，特别是02年以来，申论考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

传统的概括、对策、文章的题型发展到概括、对策、文章加

分析的新题型。而且增加了具体分析的题型，对片段的分析

也增加了。这体现了命题者思维方式的变化，主观题型客观

化的倾向。 第二、在申论备考时要把握申论本质精神。首先

要理解申论考试是从材料中来，到材料中去，即答案要从材

料中获取。申论考试考查的是考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以及阅读和写作能力。申论不同于阅读方面

，考生要把握材料的精要，即材料的主旨、所要反映的问题

及原因、解决对策等。阅读的一些技巧有，对材料首句尾句

的揣摩。还有一些快速阅读的方法，比如对材料中的例子、

数据部分略读。另外考生要学会做眉批。眉批就是用简练的

话语概括每段材料的要点和论点依据。例如电动车问题，有

一则材料讲的是浙江不禁止电动车。这个眉批就可以写成：

浙江、不禁、便民、缓解交通、产业发展。这样就有利于反

复阅读。 概括方面，考生要把握概括主要问题和主要内容的



差别。概括主要内容要对全篇材料的内容都要概括；而概括

主要问题就是概括材料中所反映的问题。 概括的方法有罗列

法，罗列法要找到材料的线索。申论材料的特点是有争论，

或对负面现象进行剖析。有争论的材料就是作者提出了一个

有倾向性的观点，然后指出这个问题存在的正反两方面的意

见，并有相应的依据。中公教育建议考生在概括时要把作者

倾向的观点和正反双方的意见都列出，然后找出相应的对策

。 概括的题型有很多，有概括主要内容、主要问题、主题焦

点和变相概括主要内容的题型，如以秘书的身份，向领导提

交一份材料整理，再比如要求概括材料内容拆要、背景链接

。 对策方面，考生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脱离了材料，凭自己的

主观臆断提出对策。其实申论考试虽然是主观考试，但其还

是有一定的标准答案的。阅卷老师手中有答案的几条要点，

如果考生的答案中有标准答案中的要点就得分，否则即使文

字能力再好也不得分。这就是有些考生文采很好却得分很低

的原因，评分是以要点优先的。因此考生在作答时，要把握

要点和书写能力。对策作答时的基本格式包括铺垫、主体意

见和建议、总结。在铺垫上不要花费太多时间，可以采用“

针对⋯⋯问题，作为⋯⋯身份，本着⋯⋯、以⋯⋯原则提出

⋯⋯对策”的形式。在具体对策的写法上可采取顺承式和总

分式。建议考生掌握总分式的写法，以便阅卷老师找出答题

要点。总句就是用一句话概括所要表达的要点。顺承式写法

是相关部门、对策、作用、效果、意义的行文方式。比如电

动车问题，总句可以这样写：“交通管理部门应该加强驾驶

员的驾驶技能和安全意识的培训，使其树立安全守法的观念

，文明守规上路行驶，减少电动车造成的安全事故。”对策



作答时就是要从材料中找到要点并完善对策。关于对策，考

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积累，比如关于社会救济的材料中就提

到完善法律法规的问题。又比如加强制度建设，其中制度有

听证制度、问责制度、综合协调制度、政绩考核制度、咨询

制度等以及加强领导、加大投入、建立健全领导机构、加大

监管执法力度、思想大解放等方面。考生可以从中积累和借

鉴。 申论新题型中的分析题有针对一段话提出分析的。比如

“某主编提到一句话：美国人把搁浅的金鱼放回大海，这是

值得赞扬的；非洲人把金鱼吃掉救活一群人这也是值得赞扬

的。请问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回答这道题首先要点题，做

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分析美国人的态度。美国作为发

达国家，更高的要求是可持续发展，所以把金鱼放回大海是

正常的，值得鼓励的。但对于非洲国家解决生存问题是第一

要务，也是值得的。接着回到材料中就要分析我国作为发展

中国家，特别考虑怒江的贫穷落后的情况，就要开发怒江水

电站，但要注意适度的原则。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分

析题中还有一种概念分析题。比如关于网络募捐的材料中要

求考生分析“慈善”和“公益”的内涵和外延。内涵是指概

念的本质属性。外延是指概念的范围，即包括什么。比如“

人”的概念，内涵是“人是能够生产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

高级动物。”这是人的本质属性。外延从地域上包括亚洲人

、非洲人、美洲人等；从肤色上包括黑种人、白种人、黄种

人。 还有一种关系题型。比如天津考过的一道题：论述科学

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这种题型考生要采用辩

证的分析方法，首先论述二者总的关系，再分别论述二者对

对方的关系。 概括标题类的题型总的思路是主题词 核心思想



。有的考生只能概括主题词，却不能概括核心思想，这样就

不能表达出全文的意思。 关系题中还有一种辨别对策的题型

，辨别题目给出的对策的正与误，并对错误的加以说明。这

种题型作答时要结合给定材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析对

策是否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合理性、合法性。 文章题的核

心精神也是从材料中找答案。文章题型考生可发挥的部分比

较大，个人觉得文章的书写可以采取4：6或3：7的比例处理

。在文章内容上，标题要求与文章的主旨、材料要求相符合

；论证部分也可以从材料中获得。 文章的类型可以分为：观

点型、对策型、公文型、评论型、综合型。对策型文章的书

写很容易与对策题目重复，区别方法一种是可以在原因和意

义方面进行扩写。第二种是可以从原则、思路角度书写文章

。第三种方法是可以将对策部分缩写。比如“人与自然”的

问题。可以从法律、监管、制度等角度中选取一个角度来写

。制度角度可以谈及政绩考核制度、协调机制等。 论证有四

个步骤：描述现状、分析危害(包括基本面和理论面，理论面

分析是重点)、政府对策、对策的效果意义。例如电动车问题

，对于“禁电举措损害手低收入群体利益”这个分论点的论

证可以这样写：电动车的价格不高，方便出行，与汽车相比

更符合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现实需要，但一些省市出于交通

考虑采取了禁电举措。这是提出问题。阐述不足可以这样写

：（基本面）该举措直接影响到群众生活，特别是广大中低

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使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现实利益遭受

损害。（理论面）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现实利益遭受损害是

与党执政为民的理念相违背。执政为民要求以人为本，而违

背这一原则必将动摇执政基础。（对策）为此我们要从广大



中低收入群体的现实利益出发，取消违背科学发展观的举措

。（意义）这样既有利于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有助于国家的

长治久安。 评论型题型首先要对评论的要点进行描述，然后

评论这种观点的利与弊，最后做一个总结。 综合型就是以上

几种方式的综合运用。 最后，中公教育提醒考生一定要放松

心态。虽然每年公务员报考人数很多，就业压力很大，但考

生要调整好心态，从自我努力做起。报考中还出现了热门越

热，冷门越冷的现象，这就会有调剂的机会。另外还有省考

市考等机会，因此考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要放松心态。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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