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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5_85_AC_E5_c26_645156.htm 在把握住申论作答

的角度之后，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是考生应该按什么样的思路

和方法来写呢？很多考生也和我交流，说自己尽管能把握住

角度了，但还是无从下手，不知从何写起，这就进一步体现

了思路和方法的重要性。如果说角度是申论作答的灵魂的话

，思路和方法就可以看做是申论作答的骨骼，而对于材料的

结合程度及语言的运用则是申论作答的血肉。三者的有机结

合才能形成一片好的申论文章。对材料的结合及语言的运用

必须结合历年的试题，结合实战来讲解，此处不再多讲，但

需要强调的是离开材料作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组织有关专家编写的《中央机关及

其直属机构2009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考试大纲》指

出，申论主要通过应试者对给定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

加工，测查应试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阅读理解能力

、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通

过这句话不难看出，申论是对考生综合能力的考察，但其重

点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此处讲的思路与方法主要

是讲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从宏观上讲，要解决一个问题

，通常的思路是：一要加强学习，提高认识，这是解决问题

的内部和主观因素，是治本之策。无论干什么事情，只有想

通了、弄懂了，才能从根本上把问题解决掉。学习既包括对

党的方针、政策、理论和形势的学习，也包括实用性的业务

知识的学习；既要学习书本知识，也要深入基层进行调研，



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既要想干事、又要会干事。二要

加强和改进各种体制、制度和机制。在申论材料里通常会涉

及一些体制不健全、制度缺陷等，这也是我国当前的社会现

实相符的，考生作答时可结合材料灵活掌握，比如出台完善

法律法规、改进管理体制等。三要加强监督、考核，如实行

问责制等。阿克顿勋爵说过，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当前我国很多问题的发生并不仅仅是制度、体制方面的原因

，监督、考核不到位也是而且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这也是

一个重要的对策。最后一个对策是通过教育、政策引导等措

施，调动民众参与管理的积极性，真正做到问计于民、问需

于民、问政于民，并让群众成为最重要的监督主体和政府政

绩的最后评判者，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以上从宏观的角度讲

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至于具体采用何种对策，还要结合

材料。刚才说过，离开材料作答申论没有任何意义。对策的

针对性、可行性，都是针对材料而言的。事实上，在每一个

给定材料里面都已经隐含了对策的思路，考生应该结合材料

和上面的基本本思路灵活掌握，而不要生搬硬套一些模式化

的东西，这也是能力性考试与知识性考试的区别所在。 在写

文章的时候，还有一个对策如何排列组合的问题，这就涉及

一个分析问题的方法问题。我认为，在分析申论问题时有两

种基本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我称为主体利益分析法。简单说

，在一个申论问题里，肯定要涉及多方的主体，比如政府、

企业、社会、群众等。我说的站在政府角度思考问题，不是

仅仅找政府自身的原因，政府的责任是管理社会，政府在改

进自身管理、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社会的管理

。比如对谷歌中国进行行政处罚，来净化网络环境，从而规



范、引导企业树立公共责任意识。因此，考生在分析问题的

时候，必须根据材料找出涉及哪些主体，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就要切实关切各方利益，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终出发

点和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任何一

个体制、制度的设计过程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从实质上说都

是一个利益的博弈过程，只有关切各方利益，找到一个各方

均能接受的利益契合点才能制定出一个好的政策等。比如， 

马路摊贩问题就涉及到城市的交通、市容，群众的生活便利

以及一些困难群众的就业和生计问题，如果仅为了市容而一

禁了之或者置交通市容于不顾放任不管，都是不妥的，事实

上一些地方的管理在两个极端之间游走，就是没有照顾到各

方的利益从而收效甚微。而有的地方通过规范、引导，限时

限地经营，变管理为服务，最大程度照顾了各方的利益就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二种方法就是环节分析法。唯物辩证法

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作为过程的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分为多个环节，比如事前、事中、事后等，然后

根据不同环节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对策。比如，三鹿奶粉事件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过程分为生产、流通、消费以及事后补

救、善后等环节进行分析。 当然，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思

路和方法还有很多，上述几种思路与方法是基本的、常用的

，也是其他方法的基础。我认为，在实际考试过程中，很多

细的东西大多考生根本顾及不上，因此，思路与方法不宜过

多，考生应抓住最基本的，然后在平时的训练过程中紧密结

合材料反复应用，在应用中内化为自己的能力，而这也恰好

与申论的考查目的相一致，从而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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