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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96_B0_c26_645800.htm 200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务员

考试共有88258人报名，招考比例约为1：13，竞争最激烈的

职位竟然达到了450：1的火爆。 据有关部门透漏，2009年新

疆自治区公开考试录用6610名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公

务员、工作人员报名情况统计、核对工作结束。备考工作全

面启动，中公教育专家针对新疆申论考试特点提出了相应的

应对方法，以供考生参考。 青出于蓝胜于蓝 材料把握不容忽

视 申论给考生一项的感觉无非就是写一篇文章，但是从近些

年的国考与各个地方考试的题目来分析，从整体结构方面来

看，已经完成了由“概括问题解决问题申论论述”的三段式

向“概括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申论论述”的四段式结构的

完美转变。申论的基本题型是概括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和申论论述。这也使得2007年、2008年和2009年中央国家机

关公务员考试申论科目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很多考生不适应

这些新题型，但是很多省事的省考仍然借鉴了国考的形式。

从题目的具体类型看，可以说是灵活多变，几乎每年都有一

个新的变化。以论证题目为例，2000年至2003年论证都属于

材料作文，自拟标题；2004年和2005年论证部分是材料作文

，命题作文。并且，2005年申论考试的论证部分发生了巨大

变化，就是通过题目限定了议论文的形式是评论文；由此可

以看出论证部分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分析说理能力的重要性

。20062008年都明确要求在论证部分解决问题。2009年国考又

要求自拟题目。从具体的题目要求看，分析部分成为题型变



化的主要阵地。地方考试的试题大多参照国考的标准，但是

由于地方性的加入可能会在给考生造成一定得难度，此所谓

“青出于蓝更胜于蓝”，考生在备考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一

点。因为材料越来越长，而且题型越来越丰富，近年来中央

国家机关的申论考试的大部分题目的作答不要求对全部给定

材料进行总体把握。因为申论题目的要求往往是处理行政机

关中日常的事务，因此公文写作一直是申论考试的重要题目

。 掌握方法 从容应对 一是真正懂得申论的命题机制；二是学

会整体性系统思考。这里所说的申论命题机制是指2007年以

后，尤其是2008年国家及地方公务员考试所体现出来的突出

特点所有申论的答案都直接、间接体现在材料中。这里所说

的系统性思考是指应从材料的整体框架、总体特点、反应的

主旨等多方面考虑问题。 应对申论的最根本方法主要有两个

方面 （一）把握申论根本应对方法所有答案都在材料中 这是

应对申论最根本的原则，考生在作答所有题目时必须全面应

用这一原则，无论是客观性较强的概括性题目、对策性题目

，还是主观性较强的分析性题目、论证性题目，都必须把握

好这一原则，这是目前应对申论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 （

二）把握申论根本应对方法系统性思考问题 概括部分的系统

思考 考生应怎样对复杂的材料进行概括呢？从授课、辅导、

批改作业和阅卷的实际情况来看，存在的错误认识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第一，有很多考生把概括当成摘抄材料，从给

定的材料中把自认为很重要的话摘抄一些，认为这样做就完

成了概括；第二，还有的同学不是根据题目要求，而是根据

自己拟定的主题，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表分析评论。

要根据分析评论能力不是在概括部分来考查，而应该是在分



析部分、论证部分。具体说来，概括部分有四种题型：第一

种是概括主要内容，第二种是概括主要问题，第三种是概括

部分内容，如影响、观点、思路等，第四种是概括主题。每

种题型都有相对固定的思路来加以应对。考生可以根据申论

题目的具体要求和对材料的充分把握来确定答题的框架和思

路。 分析部分的系统思考 首先考生要明白，申论考试的作答

是建立在给定材料的基础上的。对分析能力的考查就是对给

定材料进行分析的能力的考查，因此，答案往往就在给定材

料中，只需要准确筛选所需信息就可以了，而不是要考生自

己另起炉灶，独立地进行分析。这其实相当于抽象概括。当

然，即使这样，分析部分也还是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如考查

得较多的分析原因的题型，需要考虑三个环节：首先要搞清

楚原因的种类，包括主要原因、次要原因、直接原因、间接

原因、根本原因等等；其次要掌握一些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

，如利益主体分析法、供求分析法、内外因分析法等；最后

要掌握原因的一些基本维度，如观念方面的因素、体制机制

方面的因素、管理方面的因素、监督方面的因素、制度方面

的因素等。 对策部分的系统思考 根据行政管理的一般原理，

政府人员解决问题可能采取以下七个手段：一是教育手段，

二是行政手段，三是经济手段，四是管理手段，五是法律手

段，六是监督手段，七是技术手段。考生在作答时，可以针

对给定材料的具体问题，结合这七个手段进行系统思考。这

样，考生就会有一个明确的思路，而不再是天马行空式地自

己进行“哥德巴赫”猜想。 论证部分的系统思考 论证部分是

考生最头疼的一道题。公务员考试一般是四种题型：第一种

是要求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般的议论文。第二种是要求



写一篇评论文章。第三种是明确要求写一篇对策型文章。第

四种是要求写一篇公文，如意见、建议、报告、讲话稿等。

四种不同的题型有四种不同结构要求，一般的议论文应该怎

样写，评论型文章应该怎样写，公文又应该怎样写，考生都

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作答思路。"#F2F7FB">转贴于：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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