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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与当前的理论热点密切相关。 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是公务员必备的基本素质。应试者必须有坚定的政治信念

、远大的理想、服务的意识、求实的作风等，必须对当前国

家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中心任务具有深刻的理解，必须熟悉党

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必须深刻把握当前的理论热点。毋

庸置疑，对政治理论不重视的应试者，难以在考试中脱颖而

出。申论考试首先是对应试者政治理论素质的考察。2009年

国考申论以目前中国发展中最重要的两大产业问题，即农业

中的粮食问题和工业产业升级转型问题为主题进行命题，旨

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决实际问题。2008年国家公务员考

试考察的是“怒江水电开发”，主要考察了“全面协调可持

续”和“统筹兼顾”的观点，也是围绕科学发展观来命题

。200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考察的是“土地问题”，主要考察

了“以人为本”、“可持续”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观点⋯

⋯这都紧扣科学发展观等基本国策和理论热点。在2009年各

地的公务员考试中，山东省考察的是群体性事件问题；北京

市考察应试者对国民素质、公民道德与国家软实力知识点的

理解；浙江省以金融危机为背景，谈浙江经济发展如何走出

困境；江西省以返乡农民工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中小企业发展受困等为话题，考察在转“危”为“机”的过

程中，如何解决好民生问题。2008年，湖南省和云南省考察

的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广东省是社会救助问题；山



东省是社会感恩意识匮乏问题；天津市是公共安全问题⋯

⋯2007年，广东考察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问

题；重庆考察的是食品安全方面的话题；贵州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问题；上海市是公务员精神和价值取向问题；河

南省是“洋垃圾”问题；江西是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

⋯通过后面的分析，我们能够发现这些热点问题都是围绕科

学发展观展开的，都紧扣重大理论热点。事实充分证明，以

理论热点为背景，以社会热点问题为依托，以国家政策为指

导，选取合适的切入点命题已成为命题趋势。这一思路将继

续指导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命题工作。 那么当前最大的

理论热点是什么？是金融危机？大学生就业？社会救助？新

医改方案？家电下乡？农民工返乡？能源危机？食品药品安

全？⋯⋯所有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命题的热点，但必须强调的

是，一定要深挖热点问题的理论依据，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

的阶段，一定要结合理论来进行分析。 二、易考的热点问题

须是中观层面的问题，往往采取宏观引领，中观立意，微观

切入的考察办法。 我们研判发现，宏观引领，中观考察，微

观切入是近年来申论命题的一大思路。公务员考试的目的在

于选拔优秀人才，申论测试只是考察和测评人才素质的手段

。由于国家行政工作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各行各

业的“行家里手”参与其中，为此，公务员队伍必须囊括全

方位、立体化的社会精英。由于应试者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

，从文史哲到数理化，并没有一定之规。申论考试命题者必

须考虑应试者相差较大的专业素养，不会设置过于宏观或微

观的考题。过于宏观，容易使应试者夸夸其谈，空喊口号，

无法拉开档次，不容易找到切入点，只能在表面上做文章，



看起来四平八稳，实际上无法体现应试者的真实水平以及创

新能力，不能达到公务员考试选拔人才的目的；过于微观，

选拔到的人才可能只是某个领域的优秀者，其他专业的精英

有可能成为“漏网之鱼”，这样将使得公务员考试既有失公

平，又无法实现广纳贤才的初衷。为此，“申论”题目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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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应试者的视野锁定在统揽全局的角度上，思

考空间置放在广阔的现实社会背景下，跳出一件简单的具体

事件或一个单纯的具体问题的牢笼，以期解决具有一定代表

性的 “中观层面问题”。 宏观引领，中观考察，微观切入是

近年来申论命题的一大思路。应试者在申论应试过程中一定

要把握宏观的政策，宏观的政策是管总的，比如教育乱收费

，收入分配，社会安定，医疗费用等问题，这些都会涉及科

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涉及党中央、国务院具体的

方针政策。脱离了国家的宏观政策会导致两个严重后果，一

方面容易离题万里，无的放矢，其结果必定是“败走麦城”

；另一方面容易浅尝辄止，没有深度，也难获命题人的青睐

。应试者不能脱离微观分析，不能泛泛而谈，也不能一叶障

目，不见泰山，只抓一点，不及其余。也就是说，应试者必

须用宏观政策，分析中观问题，解决诸多具体的微观问题，

将三者有机结合。 三、易考的热点问题涉及的面一定较广，

须以点带面。 申论考试往往以某一中观问题为中心，多角度

、多方面、多层次考察实际问题。申论试题不可能把所有的

热点问题或者相关的理论知识都包括进去，它只能选取代表

性强的，同时也能够反映较为广阔社会背景的问题为切入点

来命题，这样一来既能够考察应试者的真实水平，也能够满



足考试条件的限制。易考的热点问题，倾向于能够体现宏观

性、突出现实性、体现操作性的社会热点问题，应试者关注

的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具体事件，解决的也不只是一个单纯的

具体问题，而是着眼于更广泛、更深层次的“问题”及性质

、根源和影响。比如，2009年，山东省通过 “重庆出租车罢

运”、“瓮安事件”、“玉湖水利群体事件”等考察如何应

对群体性事件问题；北京市通过新加坡、韩国、美国等提升

文明意识，强化文明行为的做法和杭州市红领巾岗哨做法，

考察应试者对国民素质、公民道德与国家软实力知识点的理

解；浙江省以金融危机为背景，谈浙江经济发展如何走出困

境；江西省以返乡农民工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中

小企业发展受困等为话题，考察在转“危”为“机”的过程

中，如何解决好民生问题。再比如，2007年，广东省公务员

申论试题，以六合彩在农村盛行为材料，考察农村文化建设

的相关问题；江苏省公务员申论试题，通过农村农民、城市

居民、受灾群众、外来务工人员、退役运动员、贫困大学生

和流浪乞讨人员等多个社会群体的社会救助切入社会保障、

社会公平问题。2006年浙江公务员申论试题，通过贫富差距

、行业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问题切入社会公平问题

；山东公务员申论试题，通过证人作证制度、见义勇为保护

制度切入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等。 四、易考的热点问题须较为

中性，没有太多争议，不涉及敏感问题。 申论考试不会直接

考察敏感而有争议的事件，而通常会对事件所延伸出的社会

问题进行考察。申论考试不是单纯地为考试而考试，也不仅

仅是为了要某个问题的结论而考试，它试图通过以考题的形

式，通过审阅应试者的答案，了解应试者的思维是否清晰，



是否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了解应试者是否能够

尽职尽责依法行政。因此，考题往往是大家在社会生活中比

较熟悉的问题，而且有较为明确的答案。而争议太大的问题

，整个社会还处于对它的观察思考的阶段，换句话说，大家

的认识还处于模糊期，应试者本人也极有可能对该问题具有

偏激的认识，从而无法反映他的真实素质和能力。另外，申

论考试的试卷也是需要专人去批阅的，如果考题争议太大，

阅卷人和应试者如果持有针锋相对的观点，阅卷人很可能有

失客观，倾向于否定应试者的最终结论，而忽略他分析论证

的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年度发生的过于敏感的问题，

争议较大的问题，没有结论的问题，一般不会涉及，这是申

论考试命题的重要原则。也就是说，并不是事件一直没有争

议过，有争议多是过去的争议，而且带给人们无限的思考。

以2008年国家公务员申论试题为例，试题围绕怒江开发探讨

人与自然的问题，其背景资料是怒江于2003年7月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自然遗产，同年8月，国家发改委通过了在

怒江中下游修建十三级水电站的方案。汪永晨和其他环保人

士展开了反对建坝的“怒江保卫战”。2003年9月在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召开的怒江项目听证会上，来自动物学、植物学、

地学、生态学等不同领域的30多位学者发表了他们的观点。

同时，越来越多的关心怒江命运的民众的声音也加入到对怒

江大坝的争议中来。2004年2月18日，温家宝总理作出批示：

“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

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 怒江建坝工程被搁置

。2005年水电专家对《提请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公

开信予以澄清。这一问题，在经过充分讨论后，双方观点已



经定型，国家也有了明确的政策，而且延伸出的人与自然关

系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思考，故而能在2008年成为命题点

。 但是，并不是年度焦点问题就不会成为命题点，只要不是

敏感、争议、没有结论的三位一体的话题就有可能成为命题

点。2009年山东省公务员申论真题，就是以 “重庆出租车罢

运”、“瓮安事件”、“玉湖水利群体事件”等社会舆论热

点话题考察如何处理群体性事件，对于这些问题，从党中央

国务院到基层政府，都是高度重视的，国家的政策也是很明

确的，不属于争议较大或没有结论的问题，只是由于地方政

府处事不当而引发而已。应试者在备考过程中不可忽视食品

药品安全、拆迁、农民工返乡、家电下乡、扩大内需等年度

焦点问题。 五、易考的热点问题须是社会上当前存在的实际

问题，但不一定是最热的问题，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申

论的性质类似于古代的策论，以社会热点问题为依托，综合

考察应试者的逻辑思辨能力和知识积累水平。自2000年开考

申论以来，无论是中央、国家机关的申论试卷，还是各省市

的申论试卷，都是选取普遍的社会现实问题或某一时期的社

会热点问题作为考试的背景材料。 因此，申论的背景材料一

定会取材于社会热点问题，和社会热点密切相关。但为什么

说不一定是最热的问题呢？因为，申论考试的题目必须要体

现一个“不可预测性”。首先，从考试的区分度来讲，最热

的问题应试者通过种种途径都能感受到，而且很可能所有的

应试者都能对该问题侃侃而谈，大家考得都不错，应试者间

的分数也就难以拉开，就失去了通过公务员考试选拔人才的

目的；其次，社会上最热的问题一般都是争议较大而没有形

成定论的问题，设置这种考题的弊端我们前面已经论述过了



。公务员考试是规范的考试，一般不会涉及这种类型。因此

，我们必须关注当年的理论热点问题，同时，如果有充分的

时间备考，我们还应当关注“往期的”热点问题(特别是最近

五年的热点问题)，往年的真题，特别是地方公务员考试，重

复命题或围绕同一话题出题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公务员考试

考察的是思维，是能力，而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 什么是 “

往期”的“热点”话题？简单地说，就是这一社会话题在过

去的某段时间内曾经是公众相当关注的话题，在当时曾经被

广泛讨论过，但现在公众焦点已经不是主要集中在该话题上

了，这就是“往期”时事。为什么还是“热点”问题呢？是

指该话题虽然已经不是目前公众注意力的焦点所在，但这一

话题仍然对现在的社会有重要的影响，对现实的发展仍然有

影响，还是“热点问题”。前文已述，2008年怒江中下游修

建十三级水电站的方案，是发改委在2003年提出的建议，由

于当时争议较大，被搁置，当时也就没有成为命题的焦点，

经历几年争论后，争论双方的观点已经定型，所以在2008年

才成为考点。再比如，2006年的突发公共事件问题，也不是

当年的热点，早在2003年“非典”出现之后就引起了人们的

关注和思索。再例如，2008年奥运之年，众多人都以为北京

会以奥运话题为中心命题，然而，在2009年才以奥运会这个

往期话题，与国民素质提升相结合进行考察。此外，2006年

下半年，广州公务员申论考试的话题“专家信用(诚信)危机

”的社会问题，这一话题在社会上的广泛讨论其实源于2005

年 《中华工商时报》对香港教授丁学良的访谈。在访谈中丁

学良批评国内经济学家一心为利益集团代言，并放言：中国

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这一言论在当时可谓是一石激



起千层浪，引起了公众和传媒的广泛谈论，而专家的诚信问

题也就开始被公众所关注。可以说这是2005年的一大新闻，

但却在2006年下半年的广州公务员考试中成为背景资料

。2005年的“三农”问题，早在2004年年初，中央就发布了

免除农业税的一号文件，接着又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解决

“三农”问题，从而把全社会的焦点导向了“三农”问题。 

在此，我们重申一个观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后

，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是知识更全面、素质更高。公务员考试

，需要应试者持续不断地关注国家大事，厚积而薄发，不能

为应考而简单备考。我们反对猜题押题，尽管我们经常与申

论试题不谋而合。备考会让你暂时通过考试，但公务员更需

要提升综合能力和素质。考试的目的是通过考试引导应试者

具备关心国家命运、关注民生疾苦的习惯和思维，提升个人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试者应正确定位，明确自身努力

方向，持之以恒，保持关注分析国家大事的敏锐性和辨别力

，这对应试者今后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也是非常有利的。 六

、易考的问题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启迪意义。 申论考试

范围在材料的选择、具体要求方面进一步体现了对应试人员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考察，注

重了应试人员从事行政机关工作和岗位职责所需要的能力素

质的掌握和运用。纵观历年考题，可以发现，申论考题都有

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启迪意义，对于应试者今后走向社会会有

很大的帮助，能够引导应试者思考，也能引起社会关注，以

形成合力，形成共识，解决问题。 现实针对性是指申论材料

涉及的都是十分现实的社会问题，都是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

实实在在的事情，都是需要国家予以解决或应对的问题。启



迪意义是指通过考试唤起应试者和社会公众对某一社会问题

的思考和反省。可以说，公务员考试的命题点大都曾在新闻

联播、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早间读报节目“媒体广场”、经

济频道《第一时间：读报》中出现过，这些话题都有其现实

针对性和启迪意义。公务员考试是通过考试引导应试者树立

关心国家大事和社会民生的习惯，注意思考解决社会热点问

题的办法，以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成为一个为国

为民做事的人。 公务员申论话题一般是“情理之中，意料之

外”。也就是说，对这些问题你不陌生，但也不会成竹在胸

。也就是说，具有现实意义和启迪意义的社会热点问题，我

们平常一定接触了，只是没有进一步地去思考，所以才在考

试中如此被动。 相关推荐：#0000ff>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

申论模拟题及范文点评汇总 #0000ff>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

申论范文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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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