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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5_91_98_E8_c24_646088.htm 策论文作为公务员考

试申论考试文章写作的中最重要的两种类型之一，是考生备

考的重点也是难点之一。本文中专家针对考生常见疑问“在

策论文的写作中是否需要分析原因？”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

的分析。 策论文章，题中应有之义即是以对策为核心的文章

，但是，经常有学员困惑地问，文章中是否也需要交待原因

，或者在申论考试中，文章之外有一道专门的分析原因题，

文章中是否还需要写原因？ 第一，策论文章的思路和结构。

策论文章以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宏观决策为核心，已经不是单

纯的文章写作，而是涉及到公共权力运作的基本原理。当公

共权力作出决策方案时，它不但需要其对策具有良好的针对

性，而且还要考虑到，如何去说服社会公众接受这些决策，

如何让人大或议会表决通过这些方案，通常会以问题具有哪

些重要的意义和存在哪些问题不足为逻辑上的铺垫和政治上

的游说，以使人们更好地接受这些决策，在具体写作结构安

排上则可以有两种情况安排：一、先交待正面意义，再指出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二、先交待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再指出

正面的意义。 既然，策论文章遵循的并非传统意义上议论文

写作的“三段式”，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一

思路，而是以公共权力运作原理为内在的写作逻辑思路，那

么，有一个重大误区需要澄清，分析原因在策论文章中本身

并不重要，可写可不写，要写固然不算错，至少表面上符合

传统的议论文写作思路，而实际上却不符合公共权力运作的



内在机理，最佳的选择是不写原因，免得导致叠床架屋、逻

辑不紧凑，只需清晰有力地以对策为重点，以问题的意义和

存在的不足为逻辑上的铺垫和政治上的游说。 第二，2010年

国家公务员考试大纲中关于申论部分的表述其实已经对策论

文章的写作思路和特点作了充分的说明：“提出和解决问题

能力要求借助自身的实践经验或生活体验，在对给定资料理

解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和界定问题，作出评估或权衡，提出

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措施。”它所对应考察的正是策论文章：

所谓“发现和界定问题”，即指出该问题存在的不足；“作

出评估或权衡”，也就是指出该问题的宏观意义和重要性等

，从而说服他人，然后提出对策方案。考试大纲其实也在强

调，策论文章的思路在于公共权力的运作原理，指出负面存

在的问题、看到问题的正面意义和重要性、然后提出解决问

题的方案或措施，而分析原因则并非是策论文章的必要部分

。 正如学员问到的“如果2 X中的X题型为分析原因题，那么

最后的大作文是不是还要写上原因，或者是可以略写原因？

”答案就是，无论有否一道单独的专门分析原因题，策论文

章中的原因都不是文章的必备环节，可写可不写，除非题干

中有明确要求，一般不写，记得，策论文章已经不是单纯的

文章写作，而是涉及到公共权力运作的基本原理。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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