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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临近，广大考生的备考也进入了紧张状态。专家在对近年

来国家公务员考试真题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申论考试的命

题规律，并对2010国考申论题型作出预测。 从历年国家公务

员考试中可以看出，申论的题目数量各年来均有不同，但基

本稳定在45道题。题型按照考察类型分，大体可以分为归纳

概括型、综合分析型和文章写作型三大类型。 一、归纳概括

型比重加大、难度提高 定义及分类 归纳概括型题目是一类基

于给定资料内容的题目，是以再现资料内容为目的、以归纳

概括为特征、以摘要复述为手段的题型。 归纳概括型题目包

括狭义的基本型概括试题和广义的归纳概括型试题。狭义的

基本型概括试题是指对于材料的主要内容、提供的信息、反

映的问题、展示的观点、蕴藏的对策措施等的概括；广义的

归纳概括型试题还包括标题拟定、摘要提取、资料排序、名

词解释等试题类型，题型更加丰富多样。 举例 2004年国考：

概述我国汽车工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2005年国考：概述扶贫

政策和解决农村、农民问题的不同思路。 2006年国考：概

述D部长谈话内容；归纳与D部长谈话不一致的网友观点。

2007年国考：整理参阅材料；概括土地整治的目的和意义； 

归纳评价“持续土地利用管理”的角度。 2008年国考：概述

主张和反对开发怒江水电的理由； 分析资料9、10对于搞好水

电开发的启示。 2009年国考：概述当前经济需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分析林老板的心态。 考查能力 信息筛选能力、归纳概



括能力 趋势及预测 从历年题目数量可以看出，归纳概括型题

目占总题量的比重较大，基本保持在40%50%，最高占总题量

的2/3；从题目难度来看，归纳概括型题目题型变化在不断增

加，提问方式越来越突破常规，并且越来越与观点归纳、综

合分析、错误辨析、引申阐述相结合，综合性增强，因此难

度也在不断提高。 难度系数 ★★★★ 二、综合分析型“创新

”变为“常规”，对分析能力要求提高 定义及分类 综合分析

型题目是一类较为新颖的综合性题目，最早以判断辨析题的

形式出现在200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中。 综合分析型题目包括

判断辨析、挑错改错、原因分析、成果分析、可行性分析、

必要性分析等题型。 举例 2005年国考：判断解决扶贫资金被

挤占挪用的方案的正误，并对错误选项进行辨析。 2006年国

考：辨析与D部长谈话不一致的网友观点并作出说明。 2007

年国考：评价“持续土地管理”问题； 区分两大类土地转让

市场。 2008年国考：分析搞好水电开发提供的启示； 改正职

能部门对反对意见的不恰当答复。 2009年国考：辨析材料观

点的正确性；辨析“欢迎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口号的正确性

； 辨析给出的“四点对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修改意见。 

考查能力 资料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 趋势及预测 从2005年

国考首次出现判断辨析题开始，2006、2008、2009三年都出现

了判断辨析题，并且题量和难度都在不断增大。由此可以看

出，判断辨析题这类形式新颖、技术含量高的题型已从最初

的创新变为申论中的常规固有题型，并成为综合分析型题目

的重点。这就要求考生要有很强的资料理解能力和综合分析

能力。 难度系数 ★★★★★ 三、文章写作型方案对策拟制题

融入其中，考验实践能力 定义及分类 文章写作型题目是申论



考试的论证部分，即最后的“大作文”部分。要求通过对材

料的阅读与分析，找出材料反映的主要问题，并在给定字数

范围内全面阐述、论证自己的观点。 文章写作型题目包括议

论文和公文式文章的写作。 举例 2003年国考：应用文写作。

撰写现场讲话稿或电视讲话稿。 2004年国考：公文写作。作

为交管部门主管，写一份“关于我市交通拥堵情况的报告”

。 2005年国考：命题作文。以“评解决我国农村农民问题的

两种思路”为题。 2006年国考：自由命题作文。就我国政府

如何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论述。 2007年国考：命题

作文。以“命脉”为题，写一篇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 2008

年国考：命题作文。以“人与自然”为题。 2009年国考：自

由命题作文。联系给定资料，自拟题目。 考查能力 实践能力

、综合应用能力 趋势及预测 国家公务员考试中，以考查解决

问题的方案、对策、思路为目的的“对策拟制题”不再作为

一种专门的题型独立出现，而是融入到机关常用文书等应用

问题、文章或者归纳概括等题型中。对策要求由显在变为潜

在，由专门的“提出对策”题变为交叉性、综合性题目，难

度增大，要求考生不仅要改进做题方法、提高做题技巧，还

要从增强实践能力的方向进行准备。 难度系数 ★★★ 结合对

于申论考试中上述三类题型的分析，中公教育专家提醒广大

考生，在备考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过程中，应当根据申

论命题规律的新变化进行准备。只有随事而变，才能真正把

握考试重点，事半功倍。 相关推荐：个性问题的对策在2010

年国考中的重要性2010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备考策略纵

横谈2010国家公务员考试指导：申论公文写作六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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