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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是经历过公务员考试的考生（无论是成功还是暂时

失利）的共同心声，从中我们也可以想见申论考试在整个公

务员考试中的极端重要性。因此，考试之前，对于申论热点

问题的深刻把握，从而展开有针对性地复习，就显得尤为重

要。2010年国家公务员百考试题概会在两个月之后进行，申

论热点问题的确定原则有哪些？大概会考哪些方面的材料？

这是大家特别关心的话题。这一问题主要是由申论考试的基

本特点决定的。 申论考试是模拟行政机关的日常工作的能力

型考试。考查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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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以明确的自我身份认定(国家工作人

员)，以书面文字的形式将明确的意图（问题、分析过程和结

果、解决方案等）传达给你明确的受众(领导、同事或行政对

象)。 从申论考试本身的性质来看，申论考试是标准化和程序

化的考试，绝不是求新求特的个性化考试。申论文章本身就

是四平八稳的现代八股，具有中庸、平和、凝重、沉稳的风

格，绝不需要凸现个性。“中庸”的考试，导致我们的申论

热点不可能突破“中”的特点，具体就体现在申论热点要贯

彻落实中央精神，选材是中等热度的，是中性的，同时又是

中观层面的。 一、中央精神 申论考试自诞生之日起，其特殊

的考试性质就天然地要求其主题必须贯彻落实（至少是体现

）党中央的基本精神和中央政府的工作重点。自2000年以来

，申论每年的主题都属于近3年的社会热点、改革难点和政策



焦点，反映着复杂而又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中

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申论考试命题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近年来

考查的热点问题多来自党中央和国务院近3年出台的重要文件

。例如2003年非典事件的深刻教训之后，中央着力研究解决

突发公共事件问题，并于2005年4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突

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当年国考即2006年国考申论就

考查了突发公共事件问题。 2006年2月，中央发布“一号文件

”，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若干意见》，全面启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8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

要求必须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切实加强土地调控，解决

建设用地总量增长过快，低成本工业用地过度扩张，违法违

规用地、滥占耕地等问题。2007年国考申论就考查了规范用

地问题和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问题。 2007年5月，国务院发出《

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开发工作方案的通知》，10月党中

央把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十七大报告，成为报告的一大亮点

。2008年国考申论就以怒江水电开发为切入点考查了生态文

明建设的问题。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为新一轮中国农

村改革指明了方向，尤其是在土地流转问题上的政策调整，

为农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009年的国考申论，就用大量

篇幅论述了土地问题和粮食问题。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2002年新一届中央领

导集体在经济领域的重点工作。所以，2009年对这一问题的

考查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 就2009年国务院印发的文件来看

，会成为2010年国家公务员申论考试热点问题的，可能有：

如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如何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如何



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如何发展社会事业（教育、就业

、新型医疗改革、新农合、新农保等）；如何促进产业振兴

（尤其是文化产业）等等。 二、中等热度 申论考试，总是以

社会热点为依托，综合考查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知识储备

和基本素养。因此，申论的背景材料一定会取材于社会热点

问题，或者与社会热点问题密切相关。 当前最重大的热点理

论问题，无疑就是科学发展观，因此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相关的问题，都有可能考到。从历年国考的真题来看，恰恰

反映了这一特点。2006年国考申论考查了突发公共事件问题

，2007年考查的是土地征用和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问题，2008

年考查的是生态文明问题，2009年考查的是产业结构调整和

农业问题（重点是粮食问题）。通过分析，我们能够发现这

些热点问题都是围绕着最重大的热点问题也就是科学发展观

而展开的。以当前重大理论为指导，以社会热点、难点和焦

点问题为依托，选取具体的切入点进行命题的方式已经成为

申论考查考生基本素质和能力的主要趋势。这一思路将继续

指导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命题。 但是，申论的选材不一

定是当年最热的问题。首先，最热的问题，社会关注度高，

考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对其有个全面的了解，对该问

题也可以发散出其他更高更大的问题。因此，选取这类最热

的问题，往往会造成区分度小的结果，这样就不利于选拔能

力强、素质好、知识面广的考生。另一方面，社会上最热的

问题一般都是没有定论的问题。申论考试主要考查考生解决

问题的思路成不成熟，考查重点不在于你能不能有效地真正

地解决某一个特定问题。没有定论的问题，一般不会考到。 

因此，关注中等热度问题的意义可能会更大。中等热度的问



题主要包括两方面，即前两年的热点问题和当年的非最热问

题。因为前两年的热点问题，反映了人们的关注度，说明该

问题的影响面；同时，该问题很有可能已经基本解决了，因

此，可以作为考查公务员解决问题基本思路的考试素材。当

年的非最热问题（当然中央已经下发解决方案了），可以有

效地选拔出那些广泛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考生。 三、中性话

题 作为一种严格的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形式，申论试题的背

景材料所反映的问题大部分都已有定论。一般不会涉及过于

敏感的问题。因为申论考试不是单纯的知识型考试，也不仅

仅为了特定和具体问题的结论而考试，它主要是试图通过以

考题的形式，通过审阅考生的答案，了解考生的思维是否清

晰，是否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考题往往

是大家在社会生活中比较熟悉的问题，而且政府部门已经有

较为明确的解决方案。而某一问题争议太大，说明政府乃至

整个社会都没有明确清晰的解决思路，所有人都在观察，都

在慢慢摸索，逐步认识和解决。如果申论考题涉及到这类问

题，不同的考生就可能会发表南辕北辙的观点，将无法真实

地考查出考生的素质和能力。 申论考试的试卷需要专人去评

阅，如果考题争议太大，阅卷人和考生如果持有针锋相对的

观点，那么评阅试卷时很有可能有失客观，倾向于否定考生

的最终结论，而忽略了考生分析论证的过程。因此，考生在

复习时没有必要去浪费过多的精力于暂时没有解决的问题和

正在发展、解决思路还不清晰的问题上。 另外，一切特定领

域的问题，考查的可能性也不太大，如纯政治类问题，大致

包括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问题、如何处理民族和宗教问

题、如何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如何开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如何推进“一国两制”的实

践和祖国和平统一的问题、如何发展对外关系和构建和谐世

界的问题等。但是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设，包括公务

员队伍建设的问题，应该有所关注。百考试题论坛 四、中观

层面 应试者来自各个领域，公务员本身也不是“通才”或者

“专才”，申论考试命题者必须考虑到这些问题，不会设置

过于宏观或微观的考题。过于宏观的问题，比如如何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样的问题容易使应试者夸夸其谈，空

喊口号，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无法拉开档次，只

能做表面文章，无法体现应试者的真实水平和创新能力，不

能达到公务员考试选拔人才的目的。过于微观的问题，比如

如何确定某一种食品的检测技术或者某一种药品的销售价格

，这样的考题选拔到的人才可能只是某个领域的专才，这样

会造成公务员考试既有失公平，又无法体现广纳贤才的初衷

。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因此，“申论”题目必定是“

中观”的，出题者往往选择兼具广泛性、现实性、紧迫性的

热点问题。素材还具有非专业性。申论考试的考查对象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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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后面可能会有参考文献。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

申论的材料无论是中观的还是微观的，反映的都是宏观问题

，考生在申论复习中都要把握宏观政策，要在宏观政策和基

本理论的指导下去关注现实，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 根据中

央精神，结合近3年中央的工作重点，我们认为2010年国考申

论的热点问题大概有：如何建设新农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

、提高农民收入；如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如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如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扩大

内需、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如何促进文化事业发展、振兴文

化产业、加强互联网管理工作；如何正确处理社会管理难题

和人民内部矛盾（如群体性事件等）；如何加强政府自身建

设和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如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保障民

生（就业、教育、医疗等）；如何提高国民素质包括文明素

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国民教育、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等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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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