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读四川下半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的“得与失”公务员 PDF转

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8_A7_A3_

E8_AF_BB_E5_9B_9B_E5_c26_646507.htm 四川省2009年下半年

公务员考试已经结束了，就这套申论试卷给各位考生介绍下

这套试题得分点和易失分点。一、给定话题切合申论要求此

次四川省下半年公务员考试的申论话题完全符合申论考试大

纲的规定以及申论给定话题的要求。申论的给定资料需要满

足几大规律：社会问题，具有重大影响，不带有敏感性，能

够考查考生解决问题的能力，符合历年命题规律。（一）社

会问题。申论考试大纲要求申论给定资料的话题一定是社会

问题，即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每个人都能接触

到的问题，那些要求非常专业的话题不会出现在申论的考试

中，例如“创业板”的问题、金融股市问题、军事问题等。

而本次“民工荒”就符合这样的要求，他虽然是经济领域的

问题，但是专业性不强，每个人都可以对此发表几点看法。

（二）具有重大影响。申论的话题一定是对国民经济、社会

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这里

需要考生具有长远和深邃的眼光来看待，有些问题可能话题

较小，但同样对社会的影响比较大，仍然可能会出现在申论

材料中，比如“活把绒”“醉酒驾车”“短命建筑”等。而

本次的“民工荒”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就不必言说

了，正如材料中所言“也许在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城市化、工

业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就业将成为牵绊中国经济最敏感的那

根神经。”（三）不带有敏感性。这一点自不必深言，凡是

带有敏感性的话题肯定不会出现在申论的考题中，这些问题



如果国家都不明确该如何解决又怎么会为难考生呢？同样，

带有政治性的话题也不会出现在申论材料中。而本次的“民

工荒”话题就不带有任何的敏感性，也不属于“不能说的秘

密”，它就具备了成为申论话题的第三点要求。（四）能够

考查考生解决问题的能力。申论考试的目的在于选拔人才，

替国家政府解决问题，为人民服务，因此申论考试形式也注

重考查考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民工荒”涉及到我国经济的

发展形式，户籍制度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企业用人

制度以及社会氛围等方方面面，因此，该问题能够充分测查

应试者解决问题的能力。（五）符合四川省历年命题规律。

总结四川省从2001年至2009年的申论话题，可以发现四川省

的申论材料给定话题越来越宏观，同时越来越贴近国家的热

点问题。且各省在命题时，都会选择那些对本省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话题，但是在设置材料时所举的案例却

是外省的情况。因此，研究今年的新闻话题可以发现，“民

工荒”对四川省的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正如材料中所言“

央视《经济半小时》2009年9月播出了《四川也现民工荒 建筑

工月薪5000》的专题。”但是材料的主体仍然围绕着沿海省

区，例如温州、东莞等地的民工荒进行探讨。二、传统题型

的得分点本次四川省考的申论题型设计比较传统，第一道题

是概括题，第二道题是提对策题，最后一道题是写文章。三

道题分别考查的是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

力，最后是论述问题的能力。这样的题目设计比较传统，考

生从整体上都感觉难度不大，写起来也比较顺手，而平时注

重练习四川省公务员考试历年真题，掌握四川省公务员考试

特点和解题方法的考生更是游刃有余，正常发挥。第一道题



概括民工荒产生的原因。考生只需要做好“分段细读，提取

信息”，将要点（民工荒产生的原因）找全；做好“整合分

类，修剪枝叶”，将找出来的要点做好整合分类，使其条理

清楚，逻辑性较强，语言简洁即可。第二道题解决民工荒问

题。该题为提对策题，考生只需要按照“提对策”的四种方

法，任选其中的一种，对照提出对策解决民工荒问题即可。

提出的对策只要符合“归口管理、措施得当、手段适宜、分

工明确”即可，或者只要符合检测方案的六大要求“针对性

、可行性、实施机构适当、合法性、独立性和全面性”亦可

。第三题撰写文章。该题为阐述问题的题目，该题在文段结

构、段内结构、论点阐述以及语言表达等方面与传统的申论

论述题没有区别，因此考生在这几方面只需要按照申论文章

写作的方法进行阐述即可。三、细节要求的失分点虽然本次

四川公务员考试的申论题目从整体上看，比较传统，难度指

数较低，但本次考生加重了对细节的要求，而这些细节直接

决定考生最终分数的高低。第一题，该题的关键在于要点一

定要全面，即不能遗漏重要信息；语言一定要概括，即不能

照搬材料；最后就是条理性要强，不能逻辑不清。同时需要

注意，此处让各位概括的是“产生民工荒的原因”而不是民

工荒的具体表现，即各位考生一定要区分“问题”和“原因

”。第二题，容易失分的点在于“身份限定”，解答这道题

的考生需要站在“输入地A市劳动部门（即用工主管机关）

”的立场和角度来提出对策。一定要记住，“所归的口”是

“输入地的劳动部门”而非“输出地的劳动部门”，此处需

要考生多加注意，否则就可能导致措施不符合“归口管理”

的要求。第三题是目前最有争议的一道题，部分考生搞不清



楚第三题的角度是什么，即立场是谁。有人认为是应该站在

政府的立场上阐述问题，有人认为应该是企业的角度来阐述

，还有人认为应该是两者结合。下面博大考神公务员考试研

究中心的许甜甜老师就和各位考生重新分析这道题，确定角

度。首先审题，“请根据给定资料反映的情况和社会生活实

际，针对企业如何留住农民工，围绕“建设和谐企业”这一

论题，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800-1000字的议论文。

（50分）要求：审题准确，观点鲜明，论据充分，阐述深刻

，条理清晰，语言流畅，书写工整，卷面整洁。”那些认为

应该站在企业立场上的考生依据的是“针对企业如何留住农

民工”。这句话只是告诉我们在论述该问题时，一定要针对

着企业来谈，而不是针对其他的主体（例如农民工、社区、

就业平台等），并不是要求站在企业的立场上谈论问题。大

家需要明确的是此为公务员考试，各位考生应考的是政府机

关，不是企业选拔管理者。站在政府的角度，针对企业如何

留住农民工来谈是可以的，但依据材料，最全面的观点是“

政企结合”。材料（五）中明确指出，“应对民工荒要政企

联手”。这套题在09年上半年公务员考试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09年招警考试的醉酒驾车问题的这两套题目的基础上，再

次强调“审题”的重要性。因此，这就告诉广大考生押题不

是“捷径”，申论考试最便捷的方法在于平时复习时掌握方

法，考试的过程中“审题准确”，此为万能之钥匙。相关推

荐：四川2009年下半年公务员行测数量关系真题答案及解

析2009年四川省考\2010选调生\法检系统真题解析四川公考

超13万人报考申论考解决“民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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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