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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0/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_E5_B8_82_E5_c26_650043.htm 通过研究近六年的

九次的申论真题，教育专家发现，北京市公务员申论考试已

经有了一整套稳定的命题体系，在题材选择和题型设置上，

都有自己的特色。下面教育专家就为考生一一介绍： 一、北

京市申论考试题材选择特点 北京市申论考试的题材选择，呈

现出两个特点：注重考查中观问题和关注社会热点问题。 （

一）注重考查中观问题 北京申论的命题，不同于国考热衷于

从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问题，而是习惯从社

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五大领域的微观层面入手，选

取特定领域具体的某一主题来命题，例如，2009年上半年的

“国民文明素质”和下半年的“酒后驾车与交通安全”

、2010年上半年的“全民健康”和下半年的“国民健康”以

及2011年的“城市规划”，相比较与国考申论的“社会道德

建设”、“海洋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等主题，北京市申论历

年所考查的题材多为中观性问题。 （二）关注社会热点问题 

从历年的真题来看，北京申论题材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例

如2011年北京申论考试的题材为“城市规划”。这一主题的

选择和北京市的发展方向非常契合。2009年年底召开的北京

市委十届七次全会提出，要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审视首

都的发展建设，提高科学发展水平、规划建设的档次和服务

管理的水准。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有大量的名胜古

迹，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城市。在建设“世界城市”的

过程中，必然面临着传统与现实、人口与环境、经济与文化



等方面的问题和矛盾。这一主题的选择，同当前北京地区的

社会热点联系紧密。 此外，2005年的“节俭办奥运”、2007

年下半年的“城市摊贩管理”以及2009年下半年的“酒后驾

车与全民健康”等题材都和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热点问题相关

联。这是北京市申论考试题材选择的又一特点。 二、北京市

申论考试题目设置特点 2006年以来，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申论

的题型设置和题量都基本稳定。 （一）四道题模式基本稳定 

北京申论真题，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坚持四题模式，

分别为归纳概括、综合分析、提出对策或贯彻执行和文章写

作。 归纳概括题，多以概括归纳特定资料内容的形式出现，

字数要求、分值和难度都相对较低，多为试卷的第一题或第

一问。综合分析题，一般是要求考生对给定资料中深层次的

、隐含的意义作出理解，多角度地思考，并作出自己的推理

或评价，一般紧接着归纳概括类试题出现在试卷中。 北京申

论考试大纲中虽然未出现贯彻执行能力，但2010年上半年

和2011年北京申论考试都考查过这一题型。这类题通常要求

准确理解上级的工作目标或组织意图，及时有效地完成任务

，通常有格式上的要求。提出对策题，要求考生在全面理解

给定资料内容的基础之上，发现资料中的问题，然后给出合

理、有效的解决对策。文章写作是最后一道题，无论是从分

值、字数要求还是难度上来说，和其他三类题目相比，它都

是最大的。文章写作，要求考生就围绕给定材料的核心内容

，写出一篇立意准备、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流畅等要

求的的文章，是对考生文字表达能力的集中考查。 （二）题

量基本稳定 教育专家发现，2006年下半年以来，北京申论试

题的题目数量基本稳定，主要以概括 分析 对策 作文的四道题



组合形式出现，在题目数量上，没有任何变化。 从作答字数

上来看，总字数要求基本稳定在18002100字之间而且各题的

分布也相对稳定。通常情况下，归纳概括题和综合分析题作

答字数相差不大，提出对策或贯彻执行字数稍加但和前两道

题差别不大，稳定在100字左右；文章写作题的字数要求

在8001000。 点击进入： #0000ff>2012年北京市公务员高分冲

刺指导 #0000ff>2011年北京公务员考试试题及答案 #0000ff>北

京市各级机关2012年上半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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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