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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1/2021_2022__E5_85_AC_

E5_8A_A1_E5_91_98_E8_c26_641068.htm 申论考试越来越难，

给定的材料从原来的3千字增加到8千字，阅读量也明显地增

大，很多考生有点措手不及。 应对申论考试有一个最基本的

原则，就是系统思考。有一句话说，人类要解决问题要进行

系统思考，我们把这种方法、精神、理念应用到公务员考试

上，也要进行系统思考。我们对公务员考试的这些题目，脑

袋里应该有一个很清晰的框架，不管你怎么考，不管考什么

，我都用这套方法来应对它，这样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可以轻松应考。 具体来说，怎么样才能系统思考呢？比如提

出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提出问题呢？有很多考生把提出问题

当成摘抄材料，把给定的材料中自认为很重要的话摘抄一些

，摘抄下来以后，认为自己就完成了概括。还有的同学，根

据自己的主题，发表一些议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提

出自己的分析评论，要知道这些不是在第一题考察，而是在

第二题或者第三题考察。第一题要概括材料所反映的主要内

容。谈到系统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样系统思考？概括主要内

容我们应该怎么系统思考，概括主要问题应该怎么系统思考

，再有概括影响、观点、思路等等，又应该怎么样系统思考

？这都是有套路的。 一、概括主要内容，可能要用四段论来

概括。 概括主要问题可能要用三段论。概括影响、观点、趋

势、思路等等，可能要用总分总的思路。 二、怎么样解决问

题。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怎么解决问题？这是广大考生感到

很难的一个问题。从政府的角度来思考怎么样解决问题，一



般说，可以有七个方面。也就是说在看到任何一个问题时，

可以从这七个方面来思考如何解决： 第一，教育手段。通过

教育转变人的观念。观念是人行动的先导，只有解决了观念

，人们才会想到去解决它。比如曾经有一道题目，考的是“

党政干部欠债”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让这些

党政干部意识到欠债不还是不对的。可能有人觉得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不一定这样吧，很多大学生用国家助学贷款毕业

之后，两年后换了好几个单位，他一想，反正找不到我了，

我也不用还了，他就不还银行贷款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

办？首先让他意识到不还贷款是不对的。第一采取教育手段

。第二采取行政手段。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最擅长的或者我

们国家的政府最擅长的就是行政手段。 第二，行政手段。什

么是行政手段，就是直接用下命令的方式解决一个问题。它

具有什么特点呢？第一直接，直接针对要解决的问题。第二

强制性，你如果不解决，我要处罚你。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国家的房地产问题是一个很糟糕的问题，在我们

的“国六条”实施细则里，就规定了这么一条“新开发的楼

盘面积小于90平米的，不得低于70%”。这就是一种行政手段

，就是说我直接告诉你应该怎么办，“下命令”，这是一种

行政手段。所以考生们一定要从这方面进行考虑。 第三，经

济手段。经济手段有它自己的特点就是间接性。比如房价问

题，可能不是直接把房价调下来，而是要减少流通领域货币

的供应总量，通过减少货币的供应量来控制投资，从而达到

控制住房价格上涨过快的势头。还有一种特点就是自愿性。

这是一种经济手段。 第四，管理手段。通过加强管理来解决

问题。社会学、法律学的考生可能知道，管理学包括四大块



：计划、组织、引导、控制。计划就是做好决策，组织就是

配制好人、财、物等资源，引导主要是谈激励，再一个是控

制。这是管理手段。 第五，法律手段。现在我们国家强调依

法治国。政府更多的还要从法律的角度考虑如何解决社会问

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执法，第二就是立法。

所谓的“执法”就是通过司法手段解决已经发生的问题，比

如党政干部欠贷，通过起诉欠债不还的领导干部，强制收回

他归还的贷款，这是一种执法。再一种是立法。我们可以规

定建立一些关于贷款的规章制度，预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这是立法的问题。 第六，监督手段。现在我们还要强调监督

的手段解决问题，也就是构筑一个体系，预防此类问题再次

发生。说到监督，大家对中国的监督体系应该有一个很明确

的了解。权力监督包括什么？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行政

监督。行政监督包括上级对下级的监督等等。还有法律机构

的监督。检察院、法院也可以作为监督的主体，我国人民政

协也具有监督的职能。还有人民监督、群众监督、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又分为两个部分：一种是一般的群众监督，比如

上访、往来信、来访等等，再一种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舆论

监督。这都是应该注意的。 第七，伦理手段。所谓的“伦理

”就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解决问题时，有时可以从

这些方面进行考虑，促使建立自我约束的机制，加强自己的

思想道德修养，尤其是反腐败问题等等，我们可以通过这样

一种简单的手段，来解决。 三、分析问题怎么进行系统思考

。 第一你要搞清楚分析原因，分析原因可能要搞清楚主要原

因、次要原因、直接原因、间接原因、根本原因等等，考生

应该掌握一些分析问题的方法。有三种基本的分析方法：利



益分析法，供求分析法，在考虑到一个问题时，要考虑到它

涉及到哪些问题的主体。 四、写文章。 公务员考试一般有四

种：第一种就是一般的议论文。第二种评论性的文章。第三

种对策性文章。还有一种就是公文，意见、建议、报告等。

申论性的文章就是一般讲的自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文。评论型

，比如给出一个题目，解决农村农民问题的思路，对策性的

文章，2006年的问题就是谈谈如何提高政府应对公共事件的

能力，这就是一种对策型文章。可以作一点考试的意见、报

告等等，是一个讲话稿，是一种公文式的。作为考生来说，

要进行系统思考，四种不同的文章有四种不同结构要求，考

生要好好把握。 以上这就是中公教育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思

考和总结，希望对考生的申论备考有所帮助。 更多信息请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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