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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策论型文章作为公务员考试申论中一

种重要的文章类型，广大考生一定要深入理解和把握。专家

从多种角度为各位考生解读 这种文体，并为各种考生解析申

论和策论的关系。 一、申论与策论的关系 在现行公务员考试

申论科目的用语环境里，策论型文章基本等同于以对策为主

、兼有论述的文章。 从考试史和文章史上看，严格意义上的

策论，是古代官吏选拔考试中的一个科目，正规名称是“策

问”，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预先拟制好书面问题，向通

过会试等前几道考试程序的知识分子提出，出题叫做“问策

”，考生作答叫做“对策”。其题目多为最高统治集团比较

关心的治民、治官、治国方面的现实问题，如需要什么样的

官员，官员怎样效忠帝王、修身为官、治理国家等。典型的

试题如万历五年殿试策问，试题为“习先王之术，于古今治

理讲之预矣”，即要求考生阐述古今治理治国治民的原则和

方法；下一次殿试万历八年的试题为“用思追古帝王之治，

悉心敷对”，即阐述古人的治国方法。考生的答案名为“对

策”，但与现代汉语中的“对策”意义完全不同，是对应“

问策”的意思。 可以看出，古代策问考试的内容偏重伦理、

理念的导向，不涉及时政，不提具体问题，没有诸如“黄河

水灾应当怎样治理，赈灾资金如何防止被贪污挪用”的问题

，也不要求回答具体可行的措施，即制定现代意义上的“对

策”，这与当代申论考试通过具体问题检测考生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有根本的不同。策问考试的答案名为对策，内容实

际以论为主，如万历八年张懋修的对策卷开篇写道：“臣闻

帝王之道，天道也。故必有合天之心法，以端化理之原；亦

必有宪天之治法，以妙化裁之用。”随后的答卷主体为阐释

理论，阐明考生对“古帝王之治”的理解，没有结合当前政

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提出具体措施建议，考试也不要求提出

措施，而现行申论考试却要求以作答对策措施为主。策问考

的是考生的理论、道德修养和书面表达能力，申论考试除上

述项目之外还有拟定对策、解决问题的实际工作能力，并且

重点是实际工作能力；策问的试题包括字数较多的“材料”

，内含出题者代表皇帝表达的关于待解问题的意见，对作答

有一定的指向和提示作用，这与申论的给定资料有一定相似

性，但策问的试题内容完全是理论性的，与申论给定资料的

理论与事实混杂有本质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古代策问考试

指导思想是儒家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出题者和作答者都不

能违反儒家思想，不能脱离这一思想体系，这与申论考试依

据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现代科学精神命题根本不同。 根据

以上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古代曾有过的策问考试与当前通

行的申论考试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虽然两者有一定的渊源

，也具备一定的可比性，但不宜将申论中的策论型文章与历

史上的策问考试及其答卷等同起来。 二、“策论型文章”的

题材特点和写作思路 策论文章在古代官员选拔考试中也有相

对应的名词，是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层次的科举考试科目制

科考试的两种作答文章体裁，“策”与“论”是分开的，以

对策措施为主的文章叫“策”，以论述阐发事理为主的文章

叫“论”。宋代嘉六年，仁宗皇帝举行不定期的制科考试，



苏轼应试，作“进策”25篇，《教战守》是其中一篇“策”

；作“进论”25篇，包括《留侯论》、《晁错论》。这里的

对策，同现行汉语中的同名词语基本是同义的。 对策与论述

内容在文章中可以统一起来，但古代考试或文章写作的历史

上并没有出现过“策论文章”或“策论型文章”这一名称，

现代申论考试作答要求中的“策论型文章”是从其字面本义

来定义的，笼统地说，就是把对策与论述内容统一起来、融

为一体的文章。 从文章的内容来看，申论所称的“策论型文

章”接近于古代政论文体中的“策”，这是以皇帝为对象的

，就国家政治事务中的某一实际问题陈述见解、提出谋略和

对策性建议的文章体裁。其基本套路是篇首提出问题，如“

当今生民不知安危，如何使百姓居安思危”；然后就问题的

各个方面展开分析，如不知安危的危害何在，居安思危的意

义何在，采取措施促使百姓居安思危的必要性；主体部分是

阐述解决问题的办法，措施一般比较具体，如开展国防教育

、组织民众参加民兵训练、对优秀典型给予表彰奖励等。我

们可以看出，由论述引入对策的“策”这种政论文体，是从

古代绵延至今、一直都在使用的，其撰述内容、基本结构与

当今的“对策建议”、“策论型文章”本质上是相通的，形

式上也有近似性。可以认为，符合兼有问题分析、理论阐述

与对策措施条件的文章，即为策论型文章。借鉴古代的“策

论文章”，像历代名臣就时政问题进献给皇帝的奏议，参考

其中的安排结构、组织材料、阐述论点的方法，乃至一些至

今仍有价值的观点，摘引一些名言警句，作为一种知识积累

和参考范例，是有积极意义的。 对于申论作答者，理解“策

论型文章”一词，最实用的还是头脑中要牢牢记住文章必须



有对策内容，并以对策为主。有多种方式可以提高对策提炼

、形成和表述能力，阅读学习古代的“策论型文章”就是可

行途径之一。相关推荐：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在线题库申

论试题全新上线2009年社会时政热点与2010年国考申论命题

趋势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新大纲)申论习题及答案汇总2010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测模拟试题练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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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