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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5_91_98_E7_c26_645483.htm 近几年的公务员申论

试题出现了“观点比较”型的试题，2006年国家公务员申论

考试就是这种新题型。所谓观点比较，是指要求对给定资料

中的某些观点进行比较，判断它们之间的异同，考查考生对

概念、语句的概括、理解和辨别能力，属于较为深层次的考

查。2009年的申论考试考生应注意这种新题型的出现。 (一)

例题及参考答案 2006年国家公务员申论试题第二题：“在线

交流结束后，网友发表的帖子，有的与D部长观点不一致。

请在答题卡的相应位置上，对与D部长观点不一致的帖子，

具体说明为什么不一致，说明的字数应在规定篇幅内。对观

点一致的帖子请勿作答，否则扣分。 在资料中，给出了题干

中提到的相关内容： 在线交流结束后，有不少网友发表了如

下帖子。 网友甲：要使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地发展，就要提高

政府职能部门的执政水平，以消除突发性公共事件的主要来

源，如：海啸、地震、火灾、大雪堵路等多种自然或人为的

相关事故，从而把社会损失降到最低。 网友乙：非典疾病虽

然是由病毒引起的，但我国2003年春夏之交的非典事件却不

仅仅是自然灾害，而是由于各种社会因素引发的突发事件，

是一次公共事件。这一事件说明我国的卫生防疫体制有待完

善。 网友丙：能否妥善处理突发公共事件，与国家是否强大

并没有关系，关键是社会制度是否优越。比如前不久美国新

奥尔良的飓风灾害，造成了惊人损失，就说明不是国家强大

就一定能应付得好突发公共事件。 网友丁：“上帝”要惩罚



人类，并不是在人类有准备的时候。在情况不明的时候，采

取防御性措施，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即使灾难

并没有降临，也得承认这些代价是必要的，而不应认为是浪

费。 网友戊：政府必须完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机制，

但并不是说有了这种管理机制一般事件就不会变成突发公共

事件。预防突发事件，不能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靠经济

介入也不一定就能预防得了。 网友己：成功应对突发公共事

件的关键，是在其爆发之后有能及时应对的专门机构。因为

未知的、社会原因不明的公共事件。不可预见度太高，如果

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在D部长的发

言中，有如下与上述网友帖子相关的内容： D部长(甲)：“

因为海啸、地震、包括大的飓风，这类灾害以及灾害的严重

影响是不可预料的”；“由于我国处于工业化进程的特殊时

期，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社会矛盾引发的公共事件在增多

”。(资料3) D部长(乙)：“非典属于未知传染病，突发事件

不一定成为公共事件，如果卫生防疫体制有效，就会及早发

现这种病，及早隔离，就不会成为公共事件。由于卫生防疫

体制本身出现问题，一直到出现小规模流行的时候，才引起

了我们的警觉，这样一个突发事件就变成了公共事件。”(资

料6) D部长(丙)：“美国的飓风这次很大，但是令人们惊讶的

不是飓风的破坏力，而是一个政府、一个最强国家的政府竟

然在飓风发生后一个相当长时间没有采取有力行动。同样类

似级别的飓风，在加勒比海经常发生，有一些人不屑古巴的

体制，但古巴的每次飓风没有造成大的影响，因为国家采取

动员体制，有一套应急机制，很容易形成大家迅速疏散。”(

资料13) D部长(丁)：“‘浪费’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不



应该花的钱花了，是浪费。有一些情况，特别是当突发公共

事件原因不明的时候，有一些防御性措施要付出代价⋯⋯我

们不能认为撤离就是浪费⋯⋯。”(资料12) D部长(戊)：“我

觉得经济手段不能直接(绝对)化。目前提到的经济手段是一

种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只能对已知自然原因的灾害作出反映

，不能对未知的自然灾害或者社会根源的问题做出反映。⋯

⋯对未知、社会原因不明的公共事件，还是需要政府做出反

映。”(资料19) D部长(己)：“非典以后，相当多的境内外学

者向国务院建议要成立国务院或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被

国务院内部讨论否定了。原因是，既是突发公共事件，有很

多原因我们是不知道的。最重要的是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突发

事件，在发生突发公共事件的时候，建立一整套工作原则，

组织体系和协调机制。” 我们通过网友观点与D部长观点的

比较分析，得出如下“参考答案”： 网友甲D与部长对于突

发公共事件主要来源的界定，观点不一致。甲认为，可以通

过提高政府职能部门的执政水平，消除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

来源；而D部长则认为，海啸、地震、飓风等自然灾害及其

影响是不可预料的，另外，由于我国处于工业化进程的特殊

时期，由社会矛盾引发的突发事件在增多，所以，很难消除

突发公共事件的来源。 网友丙与D部长的观点不一致。丙认

为要妥善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关键社会制度是否优越；而D

部长则认为，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是具备较为完善的应急

机制。 网友己与D部长观点不一致。己认为，成功应对突发

公共事件的关键，是有能及时应对的专门机构；而D部长则

提出，国务院内部讨论否定了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建议，

最重要的是建立一整套工作原则、组织体系和协调机制。 (



二)解题思路和解题模式 要找出与D部长观点不一致的网友帖

子，就必须把网友的帖子逐一与D部长的相关观点加以对照

，才会得出结论。 (1) 我们从网友甲的帖子中提炼出“消除⋯

⋯来源”的关键字眼。D部长的观点中的关键词有与此含义

不同的“不可预料”，“不可预料”便“无法消除来源”。

两相对照：可以消除来源≠无法消除来源，网友甲与D部长

观点不一致。 (2)我们从网友乙的帖子“我国的卫生防疫体制

有待完善”中，提炼出“体制” 一词；从D部长“由于卫生

防疫体制本身出现问题”中，提炼出“体制”一词。二者均

表达卫生防疫体制方面存在缺陷、有待完善的观点，可简化

为：体制＝体制，所以网友乙与D部长观点一致。 (3)我们从

网友丙帖子的“关键是社会制度是否优越”中，提炼出“社

会制度”一词；从D部长的观点中，提炼出“体制”“机制

”的关键词。很明显，社会制度≠体制、机制，可见网友丙

与D部长观点不一致。 (4)我们从网友丁的帖子中，提炼出“

代价⋯⋯不是浪费”，从D部长观点中提炼出“代价⋯⋯不

能认为⋯⋯就是浪费”，二者含义相同，因此网友丁与D部

长观点是一致的。 (5)网友戊的帖子中“预防突发事件，不能

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靠经济介入也不一定就能预防得了

”的观点，与D部长“经济手段不能直接(绝对)化”的观点，

都认为经济手段有作用，但作用有限，二者的看法是一致的

。 (6) 我们从网友己的帖子中提炼出“专门机构”的关键词，

又从D部长的发言中发现“否定”(紧急状态委员会)一词，可

见：专门机构≠否定(专门机构)，网友己与D部长观点不一致

。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要找出观点间异同，简

捷有效的解题思路，就是分别提炼双方观点中重要话语的关



键词，再加以对照，便会得出结论。 如果我们把上述试题的

“参考答案”加以抽象，便会得出关于观点比较型试题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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