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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7_94_B3_c26_646787.htm 祖国60华诞刚过，人生又掀波澜

。对于众多即将参加2010年国考的应试者而言，今夜无疑是

令人激动的。2010年国考大纲的公布，让大家的梦想离现实

更近一步。中公教育，与公考学子们同呼吸的引路人，像过

去10年一样，以自己特有的激情和积淀，为大家奉上精彩的

解读。它点燃了公考学子前行的明灯，也吹响了大家胜利的

号角！ 2010年国考大纲对申论的新定义：固有基点上的再出

发 一、《大纲》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 （一）基本定义高度

简略 同以往各版考试大纲相比，2010版《大纲》对申论所做

的基本定义十分简略，仅在首句指出“申论是测查从事机关

工作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的考试科目”。这与以往的《大纲

》表述明显不同，篇幅高度精简，内容高度原则化、概念化

，很难从中得出具体信息。这一基本定义只有与下文的测查

要素及其说明结合起来看，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考试组织实

施部门对申论的新定义、对报考者的新要求。 （二）试卷结

构首次明确 随后，《大纲》对申论的试卷结构作了说明：“

申论试卷由注意事项、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三部分组成。”

这是国考《大纲》第一次对试卷结构做出明确规定，而新版

《大纲》中的这种表述，与历年申论考试试卷的实际结构基

本相符。 （三）不同级别分卷考试 《大纲》申论部分的第三

层，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信息：省级以上将与市地以下分卷

考试，“申论考试按照省级以上（含副省级）综合管理类、

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职位的不同要求，设



置两类试卷”。我们知道，过去历次国家级申论考试，省级

以上和市地以下职位是同卷的，试卷相同、试题不同，有些

试题是有选择性的，选择做哪几道试题，与报考者自身准备

报考的职位密切相关，有些题是副省级考生做的，其他考生

不能做；有些题是市地级以下考生做的，副省级以上考生无

须做，尽管部分试题不同，但卷子还是同一张卷子。而2010

年《大纲》明确规定，将按照职位等级，分别设置两类试卷

，意味着报考不同层次职位的考生，同科不同卷，所面对的

申论试卷是不同的；报考中直机关公务员的主体市地级以下

职位的考生将不会在同一张试卷上看到省级以上职位的试题

，这对集中精力作答、防止超范围作答是有利的。这点试卷

设置上的重要变化，值得报考者和研究者关注。 （四）测查

要素重大调整 最后，《大纲》申论部分以主要篇幅介绍了省

级以上、市（地）级以下职位申论考试的不同测查要素，每

一类职位的测查要素都是4项，但具体要素的内容却有所不同

，表述上也各有侧重。 在4项测查要素中，省级与市级以下

基本相同的3项：阅读理解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或解决

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大纲》对阅读理解能力的表述

是常规性的，与以往没有显著区别；但在提出和解决问题能

力、文字表达能力方面，却做出了重大调整，前者增加了“

发现和界定问题，作出评估或权衡”，“运用自身已有的知

识经验，对具体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等新语句，后者

增加了“指定语种”、“运用说明、陈述、议论等方式”等

新语句，分别体现出考试组织者对应考者适应机关工作能力

的新要求。同时，不同层次考试的测查能力具体说明也有重

要差别，如“发现和界定问题，作出评估或权衡”、“运用



说明、陈述、议论等方式”两项要求，只针对省级职位考生

，市级以下考生则没有。 省级与市级以下申论考试测查要素

完全不同的是1项：省级测查综合分析能力，市（地）级以下

测查贯彻执行能力。这表明招考职位的级别不同，测查的重

点也不同，报考者所具备的能力要与其职位级别相匹配，省

级以上侧重考查分析能力，更强调分析的主动性、判断的准

确性，这与实际工作中高级领导者驾驭全局能力的要求是相

一致的；市级以下侧重考查贯彻执行能力，这也是由较低层

职位人员在公务员体系中的位置、在处理问题上所站的高度

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中公教育考试研究院专家认为，2010

版大纲对申论的界定出现了以下几点本质变化： 对考试的重

新审视。不再是为考试而考试，而是反观自身的发展，在新

一年的考试中更加重视从考试的目的出发，重在测查考生是

否具备各项基本能力，是否能够胜任政府各项工作。 考试规

则的细化。详细规定了申论考试的各项基本形式和要求，是

申论考试的规范化、体系化的最大体现。 对考生的重视。内

容的大大扩充，使考生可以更为直观的了解申论考试的各项

要求，是对考生地位重视的体现，同时也表明政府工作的进

一步完善以及信息公开的力度。 二、更加明确的测查要素、

更加具体的能力要求 今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大纲申论介绍部

份对省级以上（含副省级）综合管理类职位申论考试和市（

地）以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职位申论考试两类考试的

不同能力要求做出了具体的解释，同以往相比，申论考试得

到了更加明确的指导。具体如下表： 从以上列表中我们可以

清楚地看出两类考试的区别，申论是测查从事机关工作应当

具备的基本能力的考试科目，对能力的测查要求，是与考生



报考的职位相对应的，从字面上看，省级以上（含副省级）

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能力要求显然要比市（地）以下综合管理

类和行政执法类职位高出一个层次。从大纲的文字表述中，

我们也可以对命题思路进行一些分析。下面我们将一一对应

为考生进行详细解读。 第一，从阅读理解能力上看。省级以

上（含副省级）综合管理类职位对阅读理解的全面性、准确

性，以及透过现象发现本质的能力要求更高，而且要求考生

理解材料的含义。比较而言，“把握给定资料各部分之间的

关系”“对给定资料所涉及的观点、事实作出恰当的解释”

的难度明显降低。从中我们也可以大致看出，省级以上（含

副省级）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试题中可能事实类材料所占比例

可能更大一些，这对考生的概括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省级以上（含副省级）综合管理类职位要求的是综合

分析能力，而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职位要

求的是贯彻执行能力，这是与报考职位工作性质联系最为紧

密的一项能力要求。省级以上（含副省级）综合管理类职位

大多是从事宏观管理工作，制订政策时需要考虑各方面因素

和各方的利益需求，全面、协调性强是其重要的工作特点。

因此对分析能力要求较高。从大纲中看，分析、归纳、判断

、推理等逻辑思维以及发散性思维方式都是考生在备考中需

要锻炼的能力。对于政策和社会问题的评价是以往考试中出

现较少的考查方式，现在不可忽略，极有可能出现在考试当

中。对于报考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职位的

考生而言，需要明确依法行政的原则和要求，在做答中不能

违背其根本原则。 第三，省级以上（含副省级）综合管理类

职位不仅仅要求考生解决问题，而且要求能够“提出问题”



。“发现和界定”“评估和权衡”“借助自身实践经验”都

表明了材料主题的新颖性和灵活性，考生可能之前没有见到

过类似问题，没有现成的知识储备可以调用，而且问题的表

现形式较为抽象，因此对于社会上新出现的热点问题要给予

一定关注。而对于报考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

类职位的考生来讲，作答重点则在于切实可行四个字。 第四

，同样是文字表达能力，省级以上（含副省级）综合管理类

职位要求“表述思想观点”，方式是“说明、陈述、议论”

，这就要求考生不但要形成主观色彩较浓的独立性观点，而

且需要自圆其说，做到观点鲜明、论证有力。而市（地）以

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职位仅仅要求“对事件、观点进

行准确合理的说明、陈述或阐释。”对材料的依赖性就显得

较为突出，偏重于对客观材料的理解。相应的语言方面要求

是，“熟练使用指定的语种”，按照申论考试的要求，“指

定的语种”，只能是规范的现代汉语，也就是官方所通行的

、提倡全社会普遍使用的语种。同时，还要注意申论作为政

论性文章，所运用的特定语汇、语体和语言方式，默认的语

汇应该是“官方语言”，即官方通用的、规范化的书面语言

、政治术语体系，语体和语言方式要庄重平实，大方得体。

这是申论作答中考生必须注意的。 相关链接： 2010年国家公

务员考试录用公务员考试大纲 2010年国家公务员申论考试大

纲专题解读 2010年国考大纲申论解读申论命题的新变化 国家

公务员考试今年重大变革申论设两类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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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