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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感慨，说申论太难了，考试感觉越美好的，往往遭受的

打击也越沉重。的确，从我们对历年国考申论的及格人数和

平均分的研究可以看出：2006年国考，参加的考生有40万人

，申论及格的不到1万人。2007年国考，参加的考生有50万，

申论平均分28分。2008年国考，参加的考生有70多万，申论

平均分不到30分。2009年国考，参加的考生有80多万，申论

平均约32分。由此可见，申论总的来说，是一门比较难的考

试项目。 但是，申论正是因为比较难，才是我们超越其他人

的一个捷径。在正常智力和考试状态下，两个考生行测成绩

很难相差几十分，但是申论可以。所以，申论正是我们的弯

道，在这个弯道上实现超越，总分才能突破。困难，恰恰是

我们实现高分突破的助推器。 一、申论考试的本质与特点 考

申论，首先必须透彻理解申论考试大纲。2010年中央、国家

机关公务员考试大纲大概会在考前一个半月的时候出炉，由

于我国的公务员考试政策一般来说会有一定的延续性，因此

，2009年国考申论大纲对我们复习2010年国考申论仍然有极

大的指导意义。 2009年申论大纲第一段指出：“主要通过报

考者对给定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测查报考者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

出和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我们努力对申论大纲

的每一个词都作出解释。首先，给定材料是我们解决所有问

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材料是申论解题的命根子。在考试脱



离了给定材料，就相当于在现实生活中脱离了实际工作，那

么分析出的原因和提出来的对策就不可能具有可行性。因此

材料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所谓分析，就是要把握

住材料的主题以及各段材料之间的关系。所谓概括，就是要

概括各段的段意、概括材料的主要问题和主要内容。所谓提

炼，将所有问题的表现、成因、对策都提炼出来，并且进行

一个归类。所谓加工，就是在内容上，要按一定逻辑顺序组

织成文.在形式上，要按中正平和的原则，提出自己的行政方

案。 申论考查四大能力，最终要是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上。在现场考试中，申论要考查四大能力，即： 阅读理解

能力：要求考生善于把握事物的整体和本质，而不是简单地

就事论事，善于从各类材料中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区

分问题的类别、性质、主次、轻重、缓急。 综合分析能力：

指的是在正确理解给定材料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分门别类

地筛选、加工，理出逻辑思路，提练材料所反映出主题思想

。 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指的是针对提出的问题提出行之

有效的措施、方法和方案。这是应试者能力测试的关键方面

。 语言表达能力：就是借助于语言文字将应试者的思想、意

见和看法等表达出来。这是上述三项能力的综合表现。 2009

年申论大纲第二段指出：“申论要求报考者能够准确理解给

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全面分析问题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并能在把握材料主旨和精神的基础上，形成并提出自己的

观点、思路或解决方案，准确流畅地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

” 根据对历年国考申论真题的分析，我们发现，申论材料涉

及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对政治、经

济、法律、文化、社会等问题都有所涉猎，具有普遍性。所



以，考生只有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行

政管理等知识才能答好申论。 二要关注社会现象。要求报考

者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关心，有所认识，有所思考

，对社会热点或大众传媒关注的焦点也应有所了解。注重政

策热点、改革难点、社会焦点的关注，尤其是考试前两年内

发生的重大事件、案例。 三要沉着应对题型变化。近年来申

论考试题型多变，出题灵活。只有在深刻把握申论的含义与

实质基础上，才能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结合申论考试大纲和

历年国考真题，可以看出，我们申论考试其实是材料分析题

。申论测查的内容是致力于成为国家公务员的考生的行政能

力，是一种典型的“能力”考试和“思维”考试。它模拟行

政机关的日常工作，看你能否在这种模拟行政行为中体现出

岗位所要求的工作能力，看你能否以明确的自我身份认定(国

家工作人员)，以书面文字的形式传达你明确的意图，传达给

你明确的受众(领导、同事或行政对象)。 申论考试基本特点

就是： (1)材料来源的社会性、广泛性、实践性。申论考试所

提供的材料都是现实社会发生的社会现象和出现的社会问题

，尚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涉及整个社

会的各方面，诸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问题。 (2)题目

的非专业性。申论考试的考查对象大部分是应届毕业生，要

求考生具有比较丰富的常识，但不会对某种专业知识特别倾

斜。对于某些重要概念，材料会有补充说明，注意后面的参

考文献。 (3)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和可行性。材料可能涉及面很

广，由于社会问题比较复杂，多种矛盾交织，需要考生提出

解决这些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4)考试答题的特殊要求。

申论考试的每一道题目都有文字、内容的严格限制，所以要



求考生逻辑思维清晰、语言表达简明、通顺。 二、申论考试

的认识误区： 从我们对历年考生对考题的反应来看，多数考

生对申论有或多或少的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 (一)申论考

试是写作考试? 2000年以前，申论是一种命题作文，主要考查

考生的文字表达能力。2000年之后，申论考试是一种材料阅

读与理解基础上的集概括材料主要内容、分析问题成因、提

出解决问题对策于一体的材料分析题。同时考查考生的阅读

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所以，赢得申论关键是靠对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与加工

。用材料说话，从材料中来，到材料中去，材料是根本。 (

二)申论是杂文评论? 杂文评论具有片面的深刻性，文风犀利

泼辣、尖酸刻薄，评价有失公允，重在评论得失，兼顾发泄

情感，无益于解决实际难题。 而申论风格厚重沉稳，主要是

通过合理地推论材料与材料以及观点与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

，重在对案例和材料中提出的问题阐述观点、论述理由，把

问题概括清楚，把原因分析清楚，把对策论证清楚，这才是

我们必须做的三项工作。 (三)申论是学术论文? 不要将申论论

证写作题写成学术论文。如果不小心犯了这样的错误，那说

明你还不知道自己将来干什么。这是一种角色定位与业务范

围的错位。很多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应试者都是应届大学毕业

生。写申论文章时总想深刻到底，恨不得在申论考试中实现

重大理论创新。这种思维是致命的。申论的思维和学术的思

维完全是两个思维，我们写学术论文的思维是概念、判断、

推理。申论的思维逻辑则是表现、原因、对策。写申论不是

写论文，少论证为什么，多说怎么做，不是每个行为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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