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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917_c26_649989.htm 917联考帷幕缓缓落下，为帮助大家更

好把握申论尤其是联考申论命题特点。特撰此文，以飨广大

考生。 一、命题缘由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温家宝总理在十二

五规划纲要中强调指出：“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

。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在加大，特

别是耕地、淡水、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强化。在这种形势下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靠科技。而当前我国科

技方面，最大的阻碍就是国民科学精神缺失，科学素养低下

。这一问题的存在，不仅导致伪科学盛行，学术浮躁，也影

响到了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乃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因此，917联考选择以“弘扬科学精神提高科学素养”为题

，实乃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选择。 二、命题特点 从命题特

点看，917联考申论是稳中有变，特点突出。表现在 一是话题

呈现多重性。什么是话题？也就是申论命题的切入点，材料

的中心点。917联考，话题有两个：一是伪科学盛行（张悟本

事件）；二是学术浮躁。这意味什么呢？，我们不妨回顾下

公务员考试的历史。最初的公务员考试，不管是哪一级别的

，国考、省考、政法也好，话题往往只有一个。但是，

自2009年国考开始，双话题甚至是多话题材料开始出现，并

逐渐成为主流。简单梳理一下，09年国考话题有两个：一个

工业生产，一个农业生产。2010年425联考话题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市政公用事业改革，二是水资源管理与使用。而2011

年趋势更为明显，国考省部级两个：一是黄河文化，二是黄

河开发；国考地市级两个：一是乡村教育，二是乡村文化

；424联考两个：一是人口普查，二是老龄化。从这一点看，

今年917联考，各省省考，可以说是延续传统，贴近国考。而

政法的考试则是突破常规，因为在917联考之前，政法干警考

试，尚未出现多话题的情况。 二是材料来源网络化。紧贴民

生，关注社会一直是申论考试的一大特点。那么，民生在哪

？网络时代、信息时代，网友即是民众，民众即是网友。剖

析917联考的申论材料，不难发现，网络热门材料很多，张悟

本事件就是一典型。这意味着，对广大有志于公考的考生而

言，平时上网就该多关心时事，多关注百姓身边的事儿。 三

是理性批判色彩浓厚。与先前公务员考试相比，917联考的一

大突破就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整个材料，除去温总理的

那段讲话之外，其他的几乎全是社会的弊端，伪科学盛行，

学术浮躁。看到这些，什么感觉？最直观的就是我们这个社

会病了，而且病的不轻。如此选材，看似意外，实则不然。

实际上，这是政府网络问政的延伸。也就是说政府是想借着

公考，营造社会舆论，寻求治国之道。既是如此，这样的材

料，怎么看？记住：怀疑与批判精神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

，怀疑不是无原则地怀疑一切，批判也不是无根据地盲目批

判。对考生而言，就是要要带着理性批判的态度，辩证分析

，给政府出谋划策。 三、备考建议 结合917联考申论的命题

特点，向广大考生尤其是意欲参加2012国考、省考的考生，

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吃透真题。当前，公务员考试难度越来

越大。没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解题方法，公考是不可能成功的



。合理的方法哪里寻？报班，可以。看书，也行。但一定要

记住：吃透真题才是王道。那什么样的真题合适呢？建议大

家尽可能以2010年以后的国考、联考题目做练习。 二是多看

多思。申论考试，材料是基础。如果你能提前感知材料，价

值可想而知。那申论材料来自何方？一是党的文献，二是网

络报纸。所以，建议考生，没事多上网看看，尤其是人民网

、新华网看看。近几年，申论考试的很多材料就出自人民网

、新华网。但是，需要特别提醒广大考生的是，只是看是不

行的，要学会思考。因为申论考试：材料是基础，思维是关

键。 最后，恭祝各位考生考个好成绩！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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