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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9B_BD_c26_646568.htm 正值国考冲刺阶段，在深度研

究申论试题的基础上，总结答题技巧，为大家在临考时再次

详细梳理申论“分析题”的答题技巧。 分析题是国考申论的

重头戏之一，大约在国考申论考试中占到40分，属于必须要

紧紧抓住的项目。这两年来，分析题渐成趋势，原因是分析

题能够贯彻申论考查“能力”的要求，而且也比较灵活多变

，不宜被“模式”套中，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考生的素质。

分析题基本算作采分与酌情给分相结合的题目，因此比较主

观，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阅卷的印象分和中庸化。所谓中庸化

，这是主观题阅卷博弈过程中而凸显的一个特点。我们都知

道，国考采取的是电脑扫描、人工阅卷，每道题两人分别打

分，如果两人相差分值超过一定数额就需要第三人打分，如

果第三人打分也超过分数区间，则该题被界定为没有共识，

则需要重新再来。这将大大拖住阅卷的进度。经过人与机器

的多次博弈，最后阅卷老师倾向于靠中间段打分。比如，20

分的题目，一般10分算中间档，这样如果分数浮动区间是4分

，则6-14分都可算合格。如果打到15分，则11-19分才是合格

，而这个分数段很少出现，会加大阅卷者的风险。这样，往

往扼杀了杰出人士崭露头角的机会，而水平不高者也不至于

太惨。这就造成了国考申论跳出50分很难。 要想拿高分，需

要概括题这种严格采分的题目上得分率提高，分析题这种半

采分的题目上有突破和文章题这种完全主观题上吸引人眼球

。本文仅就分析题得分要点作出解析。 分析题要想得高分需



要以下四个要素：定性准确、理由充分、条理清晰、引人注

目。下面就以2009年第二题关于“粮价上涨”的分析为例，

通过这道题的分析来管中窥豹，以使读者深入体会这四个特

点。 2009年第二题的题目要求是这样的：“给定资料11”提

出了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对策，认为提高粮食价格是关键之

策，不必担忧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他的这种观点有没有道

理。为什么?请谈谈你的见解。(20分)要求：观点明确，分析

恰当，条理清楚，不超过400字。 1. 定性分析 粮价是否要提

高?要进行判断首先要参考材料的权威观点，材料中谈粮价是

在第一段：“今年9月8日至10日，胡锦涛同志前往河南焦作

市农村考察粮食生产，在玉米丰产示范田，询问乡亲们对国

家惠农政策有什么要求。一位村民答，希望粮食价格提一点

，政府补助多一点，农资价格稳一点。总书记表示一定把这

些意见带回去。”读完这段大家可以发现，胡锦涛没有明确

表态。再就是第9段国家粮食局领导Z先生“2008年供求基本

平衡，主要粮食品种小麦、稻谷、玉米供大于求。在这种情

况下，粮价很难涨得很高，如果说出现粮价涨得很高的情况

，国家也一样有能力采取措施来平抑。我们有足够的库存，

使价格保持基本稳定，对此我们很有信心，也请大家放心。

”通过国家粮食局领导的话我们得出，粮价不能涨，要保持

稳定。因此，主张粮价上涨的观点是片面的。 2. 理由充分 坚

持辩证分析，提出粮价上涨有一定可取之处，体现了对弱势

群体利益的关心，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其立论是站不住脚

的。 网友支持粮价上涨的理由是：第一，上涨有利于农民，

而农民是弱势群体.第二，农资上涨无关紧要.第三，城市贫民

可以享受国家补贴，数额不大，共18亿元.第四，上涨对城市



中高收入者无关紧要。 那么，仅从材料出发，可发现其问题

：第一，农资上涨并非无关紧要.第二，城市贫民补助18亿元

数字可能算错，他认为每人每年平均78公斤粮食，这显然不

符合常识。第三，并非每个农民都种粮，不种粮的农民怎么

办? 以上是从材料里得出的信息，是“场内”信息，对于分析

题来说，大纲明确说明，需要结合自己的经验，因此考生还

需要一定的“场外”信息。 结合自己的经验的要求，我们可

以补充：第一，粮食是特殊商品，关涉到社会安全，经不起

折腾。第二，粮价一定程度是市场行为，政府不宜直接插手

。第三，粮食问题根本的还是要政府的大力扶持。 通过这些

思考，该题答案应该算作理由充分了。 3. 条理清晰 考生接下

来要做的是要把以上理由分类整理一下，大体可从粮食的特

殊性、论据的问题等来展开，可分为两三类。注意语言要简

练，同时，加大信息含量。 4. 引人注目 考生在完成了以上几

步之后，如果不进行必要的包装是达不到脱颖而出的目的，

所以我建议考生，答题时可尽量分点，用简练的语言进行总

括，再加上权威观点。最后，形成的答案如下： 有网友认为

，应该提高粮价，能够促进农民增收。至于农资价格上涨和

城市中高收入者可以不予理会，城市低收入者国家可以补贴

，数额不大，可以承受。 虽然该网友出于关注弱势群体的良

好愿望，但是我认为该观点是片面的，理由如下：第一，粮

食是特殊商品，事关安全，不应迷信市场力量。市场调节具

有盲目性、滞后性，粮食完全由市场调节，单纯依靠价格激

励则会出现大起大落，不利社会稳定和民生。第二，粮价是

基础，牵一发而动全身。粮价上涨可能带来食品上涨，进而

出现工业品价格上涨、CPI上涨，最终对全社会经济和社会发



展不利。第三，粮价一定程度是市场行为，政府不宜直接插

手微观经济运行。第四，从国际和我国经验看，解决粮食问

题最终还是依靠科技和政策，进行补贴，保证基本农田，允

许流转土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等。第五，该网友立论有硬

伤：农资价格上涨、不种粮的农民等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城

市贫民的年人均粮食78公斤数字不实。 以上通过对国考申论

真题的讲解，从分析题的角度出发，提出解答“分析题”的

思路和高分技巧，希望能对即将参加国考的考生朋友有一些

帮助。相关推荐：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测模拟试题练兵

场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题练兵场2010年国家公

务员考试在线题库申论试题全新上线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

考前行测冲刺全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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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