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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6_8C_87_E7_c26_646873.htm 老师指出在备考申论

的过程中，把握好申论测试的特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样

既避免了备考过程的盲目性，浪费不必要的时间；也能在紧

张的备考过程中把握重点，这是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关键

。以下就包括了申论测试的几大特点，望考生在复习过程中

领悟精髓，在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一）模拟国家机关

工作的特点 现在中央国家机关在制定各项政策时，都要做充

分地调研论证，要收集材料，这就是专项调研。然后对调研

的材料进行分析、消化，找出问题，在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分

析出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并对相应的对策进行阐述

，从而达到政策制定的目的。而这也是申论考试的逻辑，给

考生一组材料的时候，专项调研这项工作已经做完了，接下

来是让考生消化材料，摸清事实，发现问题，然后形成观点

，提出对策，最后是合理论证，说服领导。具体如下所述：

1.专项调研：实地考察，收集材料。例如，为规范企业用工

行为，创造和谐劳动关系，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促进浙江

省衢州市衢江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衢江区人大常委会

组织区人事劳动局、区经贸局、区社保局、区总工会、区妇

联、开发区管委会等部门参加的调研组，深入全区30多家企

业，采取集中走访、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等形式，对企业

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

合同法》）情况进行专项调研。 2.消化材料：摸清事实，发

现问题。衢江区现有各类企业1200多家，自《劳动合同法》



颁布实施以来，法律意识有了明显增强，劳动者合法权益有

了基本保障，劳动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但调研组在深入调研

后也发现，许多企业对照《劳动合同法》的要求，还存在着

劳动合同签约率不高、劳动合同条款模糊、社会保险参保率

偏低、社会保险关系接续难、企业内部管理欠规范等问题。

3.整理材料：形成观点，提出对策。对此，调研组提出五条

意见和建议：(1)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努力消除认识上的误区

。(2)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积极规范协调企业、职工守法行为

。(3)规范劳动合同的签订与管理，避免用工风险。(4)调整部

分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缓解成本压力。(5)循序渐进逐步完善

，引导企业严格执行法律。 4.说明理由：合理论证，说服领

导。对提出上述意见和建议的论证如下： （1）加强宣传教

育力度，努力消除认识上的误区。一要加大宣传学习培训力

度，努力形成认真贯彻《劳动合同法》的浓厚氛围。政府要

结合当前执行中有误解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大宣传力

度，采取组织集中学习、举办研讨会、培训班、报告会、法

制讲座等形式，加大对《劳动合同法》的学习宣传。二要把

《劳动合同法》的宣传普及工作纳入“五五”普法工作计划

。三要针对有等待、观望、侥幸心理的经营者，政府要组织

各种培训活动。要分期分批地举办企业法人、劳资人员、工

会干部法制培训班，全方位、多层面地进行广泛宣传，正确

引导企业和职工依法用工、依法务工的行为，对有争议、异

议的条款要重点解读，利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现身说法。 

（2）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积极规范协调企业、职工守法行为

。政府要加大劳动用工的检查和执法力度，运用定期不定期

检查方式，掌握用人单位劳动用工情况，及时掌握当前形势



下，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依法

处理违法行为，提高劳动争议处理效率，及时化解劳资纠纷

，确保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3）规范劳动合同的签订与

管理，避免用工风险。政府要研究制定相适应的管理方式，

要加大对企业规范用工行为，建立健全招工录用登记、职工

名册备查等制度检查，及时与被招用人员按法定程序签订劳

动合同。为避免支出不必要的违法成本，用人单位应当树立

不使用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用人理念，要从根本上解决

劳动者不愿签劳动合同的问题，提高人员聘用质量，预防潜

在用工成本的增加。 （4）调整部分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缓

解成本压力。对于一些社保缴纳历史情况较差、利润率低的

企业，政府要与企业共同努力寻求对策，协助企业通过将工

厂化生产改为家庭式生产，将部分或全部订单发给下属或其

他地区同类企业进行加工，或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等办法来

调整经营方式。并结合企业实际，推行以劳务派遣形式来化

解风险。 （5）循序渐进逐步完善，引导企业严格执行法律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是实施法律的重要原则。目前《劳动

合同法》实施的时间不长，有的企业在管理工作中仍在沿用

以前制定的制度及办法，还没有严格地依据《劳动合同法》

执行，也有的少数企业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还存在误解

和存有侥幸心理，或期盼着实施细则早日出台。因此，政府

及其职能部门要加大工作力度，要让企业树立信心，严格执

行《劳动合同法》。 具体到申论考试当中，命题者就是围绕

一个话题，给定几组相关的材料（包含取得的成绩、存在的

问题、专家学者的观点、媒体的关注，等等），让考生根据

给定材料归纳出主要问题或主要内容，再提出观点、对策、



论证。由此可见，申论考试其实质就是模拟国家机关工作的

特点来考察考生的能力，非常吻合上述特点。 （二）依据思

维逻辑过程的打分，努力使打分过程体现结构化和标准化（

三）主题材料具有热门性、易谈性、广泛性、非专业性、公

共性、非政治性、中观性 1.热门性。多为近年来的热点话题

。申论考试给出的材料虽然涉及面广，头绪较多，但一般重

点都比较突出，考查的目的也比较明确。尽管每一年的考题

在要求上都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别，但一般还是可以归结为概

括、对策、论证三个基本内容；考查的方面也不外乎阅读理

解、分析归纳、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文字表达等几个方面

的能力，目的非常明确。因此，在应考时，考生要仔细阅读

材料，理清其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复杂的事件，要抓住

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2.易谈性。从近三年申

论给定材料的主题来看，2007年申论考试的材料主题为“农

村土地征用与管理”问题；2008年的材料主题为“怒江水电

站开发争议所涉及的人与自然”问题；2009年的材料主题为

“产业结构调整与粮食安全”问题。这些问题考生在平时听

过，在读报、听广播时也可能偶有涉及。因此，其话题并不

生僻，考生都有话可说。 3.广泛性。申论考试十分注重考查

考生是否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热点、焦点问题，是否具有关心

国家大事的大局意识以及是否具备日常工作中处理实际问题

的行政潜能。因而，申论所给定的背景材料涵盖了政治、经

济、法律、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涉及范围极其广泛。其

涉及面广，多来自互联网、主流媒体、流行语等。如《人民

日报》及人民网、《光明日报》及光明网、《凤凰周刊》、

《半月谈》及其专题部分，等等。 4.非专业性。从上述对申



论材料的“易谈性”、“广泛性”分析可知，其主题材料都

具有“非专业性”。其目的是尽可能准确地考察出考生的能

力，而非专业水平。同时尽可能体现“专业公平”，这里所

说的专业公平就是让不同专业背景的考生，都能利用所学的

专业知识、固有的知识结构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力。 5.公共

性。从政府自身工作出发，“非公不谈”。就是考生最终在

答题的时候一定要落脚到政府应该怎么办？如果考生所学内

容，跟政府没什么关系，那考生得分肯定不高。如2008年考

的人与自然，主要是谁的关系？政府在进行资源开发的时候

，要注意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要注意统筹资源开发与

经济发展同当地人民生活改善的关系，这是政府要做的。在

进行水资源开发之前要进行充分规划和论证，进行环境测评

，这也都是政府要做的。 6.非政治性。主题不过分敏感，但

应有政治观。 7.中观性。避免抽象宏观，或具体琐碎。申论

考试给定材料所反映的问题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既不是

宏观的问题，也不会是微观的问题，当然也不会是难以定论

或者争论激烈的前沿问题或敏感问题。申论关注的往往是一

些中观问题，那些涉及千家万户的焦点或热点问题，有一定

的影响范围，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像环境污染、网络、

生产安全、交通等等，这样的问题都是有一定影响范围，又

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问题。这个特点是由申论考试本身的性质

决定的。相关推荐：复习要有针对性名师解答申论测试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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