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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笔试将于4月25日举行，在总结归纳了历年湖南省公务员

考试申论科目的命题思路和命题趋势的基础上，对湖南省申

论科目考试的命题情况进行了详尽解析，帮助考生了解命题

趋势，更有针对性地备考，突破申论难点和重点，最后一举

成“公”!一、湖南省申论题材的规律湖南申论在遵循申论命

题普遍规律同时，又遵循着本省命题的特殊规律，具有其鲜

明的地方特色：1．湖南申论之“高”湖南申论习惯于从宏观

角度组织题材，从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高度来认识经济、

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问题，命题思路层次高、站位高。

例如，2005年全国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的命题，考察的角度是

“农业发展的问题”；2006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湖

南的命题角度是“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2009年个税制度改革问题，命题角度是“政府与民众的关

系”，从金融危机的角度更加深入的探讨了民众与政府的关

系。可见，从宏观的层次、经济的层面高度组织题材，是湖

南申论的重要特征，体现了公务员考试对于申论的定位和长

期稳定的命题思路。因此认识和把握湖南申论题材，作答湖

南申论试题，就要以宏观的角度看待试题和材料，运用宏观

的方法解决各个领域中的具体问题。2．湖南申论之“细”湖

南申论习惯于选取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某一个横截面，如价格

上涨问题，烟花爆竹的“禁改限”，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外

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都是将宏大的主题与某一阶层



、某一领域、某一行业相结合，并且又将这些问题与本省省

情紧密结合起来，既有较高的理论认识价值，又有较强的现

实指导性，体现出命题思路紧扣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紧扣

当前地方政府施政重点，又紧密结合民生主题。3．湖南申论

之“全”湖南申论试题给定的材料内容全面，包括有待解决

问题的各个方面，如2006年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方面

的介绍，需要农民、政府、企业、社会的多方参与才能更好

的推进新农村建设。2007年关于烟花爆竹的“禁改限”，不

仅提到了民俗的重要性，也涉及了政府关于民生问题的听证

制度和管理制度，同时也在法律上探讨了这一问题。2009年

的个税制度改革问题，同样涉及全面，不仅是关系着所有纳

税人的利益，关系着政府的施政能力，体现了建设和谐社会

的重要要求。因此，在材料中要阅读全面，把握重点。“内

容全面、充实”的作答要求被一再强调，客观上要求作答必

须概括要点全面、拟定对策全面、提出观点全面、分析论证

全面、作答湖南申论乃至全国申论都应该秉持这一要求。4．

湖南申论之“重”湖南申论试题的题材，偏重经济问题，习

惯于从经济角度去考察考生的能力。从全国历年真题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经济问题历来是申论考试的重头戏，这一点

在湖南的申论考试中同样适用。对于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

建设“两型社会”目标的提出，经济问题更是成为了重中之

重。甚至于在关注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的同时，也是为了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努力。而未来申论考试更将会以“经济发

展”为主线，或直接考察经济发展指标性问题，或与民生切

实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而这些归根到底都对经济发展有促进

作用。未来可能会结合“长株潭两型社会”发展的相关问题



加以考察，读者需要密切注意这一热点。5．湖南申论之“近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时间之近，一为内容之近。首先，

湖南申论选题的时效性强。所选题材通常为时下理论界或者

政府、民众关心的话题，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湖南省的政

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施政重点也会在试题中得到展现。例

如2006年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题，直接体现了党的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

，提出了在湖南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的一些问题和难

题，这也关乎湖南农业大省的发展大局。又如2008年金融危

机爆发，而湖南申论从个税起征点的角度引发了金融危机对

民众生活的影响，同时也是结合09年两会代表的提案而选材

。其次，申论选材紧扣本省省情，地方特色突出。历年申论

材料的选择都偏向于选取与湖南密切相关、或选择与湖南发

展有比较性的材料，如2008年对外来务工人员给了特别的关

注，而湖南省历来是外出务工人员的输出大省。6．湖南申论

之“新”湖南申论材料选择上都会选择人物访谈的言论或媒

体报道的言论，观点上给人很新颖的感觉，同时言论的材料

更利于考生阅读判断、掌握考试要点和材料主题。如2006年

湖南申论材料中抛开一贯摘录媒体报道或者选择事实性材料

，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就是再现座谈会的方式来传达信息

。材料通篇都是座谈会中各位人士的发言，给人耳目一新，

很有新颖性，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种选材方式，无论从国

家公务员考试还是从地方公务员考试来看，都是很少见的。

综上可以看出，湖南省申论考试的选材，比较符合国考的特

点，不排除大问题。需要备考者关注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

同时，把着力点放在学好解题的方法上，如果把准备的重点



放在“押题”、“猜题”上，那么势必事倍功半。二、湖南

省申论题型的规律1. 基本试题结构趋于稳定湖南申论已稳定

为以概括（资料内容）题、对策题、作文题三种题型为基本

构成的试题结构的模式。2. 概括类试题比重加大，难度有所

降低历年试题基本保持概括类试题、对策类试题、作文类试

题三类题型固定。但是对于概括类题型，05年和08年要求概

括给定材料的主要内容，06、07、09年要求则对于某一具体

问题进行概括，概括的难度有所降低。作文题中对字数的要

求不断降低，也给考生作答留出了更多的时间。3. 对策与分

析相结合，更多考察综合分析能力对策类试题占试题分值总

量的比重从15分到现在维持在25分，原有的“针对问题，提

出对策”除在08年出现过，其他年份已经很少涉及，现在更

多的是将对策与分析归纳结合起来，进行详细的阐述。具体

有以下几种：一是问题对策型。对策在问题表述之后。如05

年“就如何应对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

影响，提出相关政策性建议或意见”。二是观点对策型。

如09年“给定资料涉及是否应该再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问题的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请梳理给定资料，加以分析综

合，分别列出两种意见各自的理由。”只要区分出两种不同

意见，并把理由罗列出来，更像是概括题型的加强版。专家

在这里姑且把它放在对策题型中。三是现状对策型。如06年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着

力解决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对策。”题目指明了在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现实条件下，应该提出那些对策。作答时就应该

有针对性。三、湖南省申论题量的规律和发展趋势申论的题

量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题目的数量，二是指作答的字数



要求，即答案的字数。（一）题目数量从湖南省以往真题来

看，题目数量基本稳定，都是三道题，概括题（包括概括问

题或者是现象或者是内容），对策分析题，作文题，可以说

，湖南省考试是典型的“3题模式”。（二）答案字数和材料

字数统计由真题统计可以看出，湖南省申论材料的字数稳中

有升，这就提高了考试的难度，需要考生在一定时间阅读更

大量的文字。作答的字数一般在1800字左右。在保持数字的

稳定性的同时，我们估计会稳中有升，因为对参考人员的要

求会不断的提高。这就需要考生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文字书

写能力，不仅仅要读的快、理解的准，而且还要写的快、写

的好。四、湖南省申论试题难度的规律考察申论试题的难度

，主要涉及三个指标：一是题型；二是题量，包括题目和作

答文字的数量；三是提问方式，而最核心、最主要、与难度

关系密切的提问方式在于“作答任务”这一部分。湖南申论

考试的试题难度在一定时期内会保持稳定，但也不排除试题

整体难度转变的情况，如题材难度不大，某些题型的作答难

度却很高。下面通过对湖南申论试题的题量、提问方式进行

分析，可看出湖南申论考试的难度和发展趋势：（一）试题

的难度与题量成正比，题量越大，难度越高通过总结，专家

发现，近年来湖南多采用概括 对策 作文典型的“3题模式”

，从2003年以来，题量维持在三道，但我们估计，随着各个

省市考试的借鉴性增强，题量增多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把提

问分解成好几步，必然要求作答更加细致。可以说，湖南省

考试会有题量增大，难度加大的趋势。（二）提问方式越新

颖独特、复杂多变，试题的难度也将随之提高专家认为，湖

南申论考试的提问方式不再是单纯的“依据材料，给出对策



”的提问，而是变得新颖奇特、层层出新、摆脱窠臼，更多

地考查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这无疑增加了申论试题的难度

，使考生在解题思路和答题要点的选取上更加迷惑。以近几

年湖南申论考试的问题为例，简要分析提问方式在湖南省的

新异、多变：“角色设定题”2006年申论考试的第一题，“

假如你作为本次座谈会的记录员，会后，请你归纳参会人员

提出的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政府所面临的困难。”

虽然此题目从本质上看是归纳题，但是前提是角色的定位，

是会议的记录员不单单是作答者。申论考试不是一般的写作

，而要符合政府公务员身份。“阐述观点题”2007年申论考

试第二题：根据所给材料的分析和理解，为使百姓过一个安

全、和谐的春节，你认为政府应该如何解决在实施“禁改限

”政策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2009年申论考试的第三题：针

对提高个税起点与地方财政之间的矛盾，发表你自己的看法

，写成一篇议论文。不仅仅要求考生概括出材料中的主要观

点，而且要提出考生自己的观点，这增强了公务员考试的实

用性，同时也增加了考试的难度。（三）作文题的类型有新

的变化从往年比较模糊、允许自由选择角度发挥到09年的就

“提高个税起点与地方财政之间的矛盾”写一篇文章，将角

度设定好。指明角度作文第一次出现，这是湖南申论作文题

的发展方向，能比较有针对性的考察考生的比较分析能力，

也存在限制部分考生的发挥的问题。往后是不是会坚持这一

命题方法值得考量，专家建议考生，不妨在平时的训练中也

加强命题作文的练习。虽然这几年湖南省考试的提问方式变

换比较平缓，但专家可以预测：湖南省考试提问方式必然遵

循着多样化的趋势走下去，这是在借鉴国家公务员考试和参



考各个地方公务员考试的基础上做出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公

务员考试“热潮”涌动，难度必然增大的结果。所以，考生

在准备湖南省申论考试的时候，要多训练，多借鉴国家和地

方考试的新题型，多积累一些新奇的提问方式，但最重要的

还是掌握其中的解题思路和答题技巧，平时刻苦训练，以不

变应万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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