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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B9_BF_c26_646024.htm 2010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

务员考试笔试工作已经结束，全国各地公务员考试即将拉开

帷幕。现在考生除了要关心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成绩和面试

外，还应该及时关注各个地方的公务员考试，尤其是在国家

公务员考试中没有发挥好的考生更要抓住地方公务员考试的

机会，争取在下一轮竞赛中脱颖而出。 许多参加过公务员考

试的考生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得申论者得天下，申论成绩的

高低直接影响考生能否进入面试。因此，考生要对申论的复

习引起足够的重视。申论备考的关键是对材料的分析能力。

那么怎样才能更好的总结分析申论材料呢？专家建议考生在

阅读材料之前先要对材料有整体性的把握，在此基础上运用

不同方法对材料进行具体分析，最后对主题所反映的社会现

象所产生的原因加以探索和研究。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

、提炼材料主旨 申论所给定的资料往往都是围绕一个问题，

这些资料大都是不够全面准确不够清晰的半成品资料。所以

考生要善于透过这些资料的表象抓住事物的实质，而不能简

单地就事论事。 申论材料涉及面广，社会救助、网上募捐、

环境保护、生产安全以及粮食安全等问题都有可能进入考查

范围。考生要在阅读材料的同时，要迅速清楚地分辨和提炼

出这些材料是围绕什么问题进行叙述，也就是材料的主旨是

什么。 在概括材料时，考生要善于抓住关键词句。申论考试

中给定的资料虽然比较繁杂，但是不管材料多么冗繁，总有

一些标志性的关键句在引导考生，这些关键句在揭示材料主



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句在材料中的作用一般有

三种： 1.提示段意。主要是段的起始句或结论性的句子； 2.

提示材料中心、主旨、观点、情感的句子。主要是位于材料

开头、结尾的结论性、概括性语句和段落的中心句； 3.提示

材料脉络层次的句子。 申论材料中的重点词一般表现为：根

本原因、主要原因、直接原因、前提、性质、特征、实质、

观点、认为、方式等等。 对于这些意义比较重要的词语，考

生要先理解词语所在句段的内容，从该词的基本意义出发，

结合上下文做出合理的引申或推断。 二、掌握分析方法 考生

在对材料产生的问题或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时，思考问题的方

法和思路至关重要，对此，华图公务员考试申论辅导专家建

议考生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1. 从政治、经济、社会、

环境等角度进行分析 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瞬息万变，每一社

会问题存在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因此，考生在分析问题时

可以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加以进行。 譬如2007年国家公务

员考试申论真题涉及的“土地征用与土地的持续利用”问题

，就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角度进行分析。 从政

治角度分析，某些政府角色定位错误，直接参与其中，从中

谋取私利，或在态度上倾向企业一方，严重影响了政府在人

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 从经济角度分

析，最大的问题是征地赔偿与征地收益之间存在巨大的差额

，不符合价值规律，势必造成社会矛盾；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

，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农民的利益，引起

了失地农民的不满，导致了冲突、上访等社会现象；另外，

要清醒认识粮食安全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从

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要解决好土地的合理利用与环境可持续



发展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 2. 内外因分

析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所谓内因，就

是内部矛盾，外因就是外部矛盾。在事物的发展中，内因与

外因同时存在，缺一不可。 内外因法是分析问题、提出对策

的常用方法，尤其适用于分析解决某一问题。譬如，2005年

国家公务员申论考试的解题秘诀就是运用内外因的辩证关系

原理来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两种思路，而不是简单地从

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来考虑。换句话说，只要能够想到内外

因关系原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透过材料，我们可以得出

解决“三农”问题的第一种思路是以国家扶持为主。具体地

说，就是要增加财政支农资金和贷款，转变政府职能，改善

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推进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和完善，通过完善制度，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二种思路是以发挥农村农民自主性为主要途径。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扩大农民的生产自主权，鼓励和扶持农村地区

劳务输出，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各

项权利，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其中国家扶持是解决农村农民

问题的外因，发挥农村农民自主性是内因，只有把两者结合

起来，才能切实解决我国农村农民问题。 3.利益分析法 现实

社会是一种各方利益相互较量博弈的社会。和谐社会的要义

之一就是要平衡社会各方的利益，寻找一个平衡点向前发展

。利益不平衡，便会产生矛盾，有矛盾就有可能引发社会问

题。所以，运用利益分析法，也能准确抓住矛盾产生的根源

。 利益分析法，适用于对很多申论考试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分

析，尤其在分析社会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时，

更是透彻到位。 使用利益分析法的前提是主体分析，只有找



到利益主体，才能明确各方的利益需求，从而满足不同主体

的合理需求，最终解决社会矛盾。所以考生在运用利益分析

法时，首先要确定利益主体，并且分析哪些利益是合理合法

的，哪些利益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做完这两个分析，对策就

非常明确保护合法合理的利益，破除不合法不合理的利益。 

还有一点考生需注意，用利益分析法解决对策的重点是“利

益的导向”而不是惩罚非法行为。仍以2007年国家公务员考

试申论真题中“土地征用问题”为例，在政府方面就是确定

其“协调者”角色，履行其职能，建立“利益导向机制”，

并严格实施；对于农民，利益导向的关键就是征地补偿制度

的完善与失地农民的合理安置；对于企业来讲，利益导向就

是要在保护其合法利益的基础上，破除其不正当的利益所得

。 总之，考生要学会运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析各种社会问题，

深层挖掘问题产生的根源，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地提出解决问

题的对策，从而突破申论，为赢得进入面试的机会增加筹码

。最后祝各位考生在广西公务员考试申论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