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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考试、2009年北京市社会在职人员公务员录用考试、2010

年北京市应届毕业生公务员录用考试和全国各地公务员录用

考试的考生，先知先觉，已开始备考复习。他们大多比较茫

然，不知复习从何入手。 申论的复习从哪里入手呢？我认为

，申论复习最大的、最重要的突破点，就是熟悉、演练最近

几年的真题。因为近几年的真题与以前的真题有较大区别，

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们体现的命题方式和新题型具有相

当的惯性，容易在最近的申论试题中出现。考生认真熟悉和

演练此类试题，掌握其解题思路和技巧，就可以在临场时应

对自如，取得高分。 那么，近几年申论试题中，有哪几种新

的题型呢？ 第一种，提炼矛盾。前些年的申论试题，往往要

求概括给定资料的主要内容或主要问题。为加强对考生抽象

概括能力的考查，近几年开始要求考生提炼给定资料中某些

问题中包含的矛盾。例如：“国家2008年申论试题第一题：

在怒江开发水电资源问题上有重大争议，请根据给定资料18

指出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并对主张怒江水电开发和反对怒江

水电开发的理由分别加以概述。该试题要求提炼“争议的焦

点”，实质就是要求提炼矛盾。再如，山东省2008年申论试

题第一题：给定资料13反映：湖北襄樊5名贫困大学生，因为

在受助的一年多时间内没有任何“感恩”表示，被取消继续

受资助资格。此事一经报道，评论纷至沓来，形成了两种对

立的观点：一是认为这些贫困大学生懂得知恩图报是最基本



的道德要求，应该感恩；一是认为资助者资助的目的不应该

是为了得到回报，不必要求受助者以一种方式感恩。观察各

方观点，请你说明：1、争论双方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什么？2

、争论的焦点何在？该题与上题有相似之处，也是关于提炼

矛盾方面的考查。 第二种，指出对策存在的问题并做修改补

充。例如：国家2008年申论试题第五题：给定资料11列出了

其职能部门准备对反对意见给予答复的基本内容，请指出这

样答复存在哪些明显问题，并就存在的问题分别说明怎样修

改补充。再如：国家2009年申论试题第三题中第2题：某学术

团体为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就我国粮食问题召开

的研讨会在关于解决问题对策的讨论中，有人发表“四点对

策”⋯⋯这“四点对策”，内容上、表达上都存在问题。请

指出这份“对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修改意见。该题与上

题相似，要求指出对策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修改补充。这一

题型是对策有效性分析题型的演变和拓展，是一种新的考查

形式。 第三种，分析比较。这里说的“分析比较”，是指对

给定资料中的某些内容进行分析比较。例如：北京市2009年

应届毕业生公务员录用考试的申论试题第一题：请对新加坡

、美国、韩国三个国家关于提高国民素质所采取的措施进行

分析比较。要对这三个国家进行比较，就要从资料中概括出

各自措施的特点，并找出异同处。可见，该题型重在考查考

生的概括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第四种，对资料中某些问

题的理解或评点。例如：国家2008年申论试题第三题的第1题

：“给定资料7”引了上海某研究所G所长的话：“美国人把

搁浅的鲸鱼推入大海，这值得赞扬；鲸鱼被非洲难民捕食，

这也应赞扬，因为它救活了一群人”，请说明这表达了G所



长怎样的观点。北京市2009年应届毕业生公务员录用考试申

论试题第二题，在给定资料中，杭州一个居民区里的“红领

巾望哨”对不文明行为予以曝光，取得明显效果。请对此进

行评述。再如：国家2009年的申论试题第二题的第2题：“给

定资料11”提出了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对策，认为提高粮食

价格是关键之策，不必担忧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他的这种

观点有没有道理，为什么？请谈谈你的见解。以上三题，虽

具体内容不同，但基本形式一致，都是要求考生发掘给定资

料中某问题的深刻内涵，考查考生对特定问题的理解能力。 

第五种，论说性议论文。所谓“论说性议论文”，就是要求

考生就考试题目指出的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述和说理，阐明

自己见解的理由和根据。此种议论文以“论说”为主，以“

对策”为辅。而“对策性议论文”，以“对策”为主，以“

论说”为辅，与“论说性议论文”有明显区别。近几年，国

家及各地的申论试题，逐渐强化对“论说性议论文”的考查

，明显加强了议论文写作的深度和难度。国家2007年申论试

题的第五题要求：请以“命脉”为题，写一篇关于土地问题

的文章。从“命脉”这一题目可以看出，此文中心意旨是论

证土地的重要性，明显地显示出“论说性议论文”的特点。

国家2009年的申论试题第四题：胡锦涛总书记到河南、安徽

考察，引发我们许多思考。请联系“给定资料”，整理自己

的思考，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还要求：报考省级(含副省

级)以上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要深入思考，紧密结合“给

定资料”所反映的问题，写一篇视野开阔、见解深刻的文章

。报考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

可结合“给定资料”中反映的一个主要问题，写一篇见解比



较深刻的文章。在该题的要求中，无论是“要深入思考”也

好，还是“视野开阔、见解深刻”“见解比较深刻”也好，

都表明要求写一篇“论说性议论文”。再如：国家2008年的

申论试题第六题：请以“人与自然”为题，写一篇文章。我

们从“人与自然”的文章题目中可以意识到，该文重心在于

阐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该文明显以论说人与自然的辩证

关系为主，属“论说性议论文”。 提请各位考生在备考复习

中，尤其在开始阶段，注意上述几种新的题型，予以认真思

索和演练，提高解题的技巧和实战能力，胸有成竹地应对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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