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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0_E4_B8_

8A_E6_B5_B7_c26_647771.htm 上海公务员考试的复习已进入

关键时刻，在考前的一个月里，中公教育专家根据历年上海

公务员考试申论的试题题材为考生从试题类型以及备考技巧

等方面做了详细的指导，帮助考生更好的应对即将到来的考

试。 一、申论的主题：体现公务员管理和考核机关的“本位

意识” 2004年以来，上海市历次申论考试的试题题材分别是

： 2004年，世博会和上海市城市“软实力”的问题，为经济

文化与政治交叉的主题. 2005年，行政许可法实施的问题，为

政治主题. 2006年，上海新录用公务员基层实习锻炼制度的问

题，为政治文明建设主题. 2007年，培育和弘扬公务员精神的

问题，为道德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交叉的主题. 2008年，科学

发展观和政府绩效评估的问题，为明显的政治主题. 2009年，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问题，为教育事业建设与社会公平两大

主题的交叉。 上海申论考试题材自2004年以来，均围绕政府

及其公务员本身工作命题，而2005年以来则尤为明显，这体

现了人事部门作为公务员管理和考核机关的“本位意识”，

人事部门亦是公务员的招考主管机关，因此考生在复习时吃

透国家的相关政策理论则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广义上所有

的申论命题都可归结到政治问题，都可与履行政府职责、建

设服务型政府联系起来，无论经济、文化、社会建设，还是

环境保护问题，申论作答中都要谈到“落实政府责任，履行

政府职责”，这样“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是否专门考

察狭义的“政治问题”，对于实现申论的考查目的并不重要



。要考查考生对政治理论的掌握水平、对政治问题的分析与

解决能力，通过经济、民生、环保等问题与政治的联系点来

切入，运用政府建设、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理论来

分析和解决，可以更具体、更精确地测试出考生的理论水平

和实践能力。 上海申论考试具有多侧重政治类主题的明显特

点，考生应多关注历年的上海市委全会、人大会及其专家述

评，了解上海市情。此外，上海申论材料往往立足于融入大

局的上海城市特色，比较中观，考生须微观入手、中观展开

，对材料作申论化分析、概括、提炼和加工。 二、申论的试

题：出题形式相对稳定 2007年以来上海市的申论试题多稳定

在以下四种题型： (1)辨析：根据试卷给出资料，罗列若干陈

述，要求应试者根据题意作出正确选择，并以不超过200字的

篇幅，简要说明错误项理由。 (2)概括：要求应试者在仔细阅

读试卷给出的材料后，根据题目要求，概括出材料反映的主

要内容。 (3)对策：要求应试者就材料中所反映的问题，提出

对策建议，篇幅不超过300字。 (4)议论(作文)：要求应试者根

据答题要求，充分利用给定的材料，切中主要问题，全面阐

明、论证自己的见解。 国考与沪考在本质上都是测查考生的

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及文字

表达能力，要求考生认真阅读给出的材料，通过对材料的分

析、概括、提炼、加工，按要求进行作答。但是在题型方面

，沪考为四大题型，出题形式多年来相对稳定，而国考题型

在形式上变化多端。 (一)沪考稳定保持一个个性化题型辨析

，且每年错误率均大于等于50%，虽然每年让考生辨析的条

数不尽相同(如2006、2007年是五条，而2008年为四条).而国考

只在2005、2006，2009年用此题型。20072009上海申论连续三



年使用“判断正误并说明理由”题型，表明这已成为上海申

论考试的一种常态和固定题型，对此应加以重视，并研究总

结其规律性。大体来看，应牢牢把握“依据材料、准确理解

题目表述、分析辨别材料与题目表述的差异”这一原则，仔

细比较材料与题目备选项的异同，重点是“求异”，即找出

题目备选项与材料所表达意义的不同之处。 (二)申论试题中

解决问题的方案、对策或思路，越来越多地要求写成应用文

体或融入作文之中。试题中对策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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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或归纳概括等

题型之中。 2008年上海公务员考试将对策拟制题融入综合分

析题里面，运用材料中有关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分析材料

中政府管理出现问题的原因，简要提出相应的对策。2009年

上海公务员考试 将对策拟制题融入概括类题型及分析型题型

中，针对材料回答问题：1)分析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存在

的主要问题.2)分析上述问题的主要成因，并提供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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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题型，把握的难度更大，考生不仅要具备从

材料中发现并形成对策的能力，还要具有一定的处理公文等

实践能力，如2009年上海公务员申论考试第三大题则考察考

生对公文的熟练程度。备考不仅要从改进做题方法、提高技

巧来准备，还要从增强实践能力的方向进行准备。 (三)未来

图表或多媒体材料，不仅存在进一步加大在给定资料中的比

重的可能性，而且存在成为图表、多媒体对象分析试题的可

能。如根据给定资料中的图表或图像资料，甚至给出一段录

像，要求就此进行分析，说明反映的问题，评论原因、影响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对策，或根据图表或多媒体材料作文



等。随着技术发展和观念进步，不仅无纸化阅卷成为趋势，

无纸化考试也成为可能。以电脑为试卷载体和作答工具的考

试形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多媒体、大题量、新形式申论题

型，并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此应有足够的前瞻性关注。

这种从内容到形式的根本性变革，不是会不会出现的问题，

而是哪一个层级的考试率先“吃螃蟹”的问题。 三、备考技

巧：复习应全面准备，下足功夫是关键 1. 注重公务员能力的

培养 申论考试考查的是作为一名公务员的各项能力，主要是

综合分析能力、对社会的认知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分析与

概括材料的能力、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文字表达与

写作能力，这些能力中都包含应具有一定的政治精神和公共

管理思维能力这一共同要件。这些能力能否得以提高，如何

提高，是考生准备申论所面对的首要难题。一个很好的办法

是多阅读，多读那些反映社会热点同时又包含公共管理思想

和政治精神的文章。 2. 关注社会热点 申论考试考的就是热点

，因此考生应该关注热点。中公教育建议大家，首先，看《

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因为中国一旦有什么大的事情，

人民日报都会有评论员文章。其次，看政府文件和领导讲话

稿。这些材料可以给考生提供一种参考和启示：政府要解决

一个问题，会从哪些方面进行思考。要注意，只看政府文件

是不够的，还要找一些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稿，因为政府文件

只告诉你怎么做，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稿则会进行论证。再次

，广大考生可以到人民网和新华网等政府官方网站看一些时

政热点。在阅读的过程中，一方面获得对社会热点的整体认

知，另一方面可以记住一些好的词语、句子，在申论写作的

时候灵活运用。 3. 大量练笔 一般考生容易犯的错误是看的多



写的少，重视热点但不重视练笔，重视观点而不重视文字表

达。练笔时可以用往年真题，写好后按照申论理论自行修改

多遍，也可以找老师批阅。在修改过程中，消化申论理论，

提高写作水平，形成自己的写作套路和写作风格。在考试过

程中，把平时的积累发挥出来，就可以获得较为理想的成绩

。 申论是非常考验考生平时积累的成果的，多分析、勤练习

是取得考试成功的重中之重，希望每个考生都能取得优异的

成绩。 相关推荐： 2005年上海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文字

版) 上海：2006年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试卷 上海：2007年

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试卷 2008年上海公务员考试申论真

题及参考答案 2010上海公考申论综合分析增加靠近国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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