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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0/2021_2022_2012_E5_B9_

B4421_c26_650048.htm 提出对策类试题考查的是考试大纲中“

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国考和多数省份都会涉及

的一种题型，然而，对策题不容易拿到高分，最重要的原因

之一是多数考生提出的对策大而化之，不具实际可操作性。

下面从对策题作答的基本原则来谈如何做好提出对策类试题

。 一、角色意识 所谓角色意识，是指考生在答题的时候要有

一定的身份定位，而不是仍旧以自己原来的学生、白领等身

份作答。关于角色意识考生需分两种情况来对待：一种是题

干中没有虚拟身份要求的，另一种是题干中有虚拟身份要求

的。 1.题干中没有虚拟身份要求的试题 对于此类试题，考生

要以公务员的身份要求自己。由于申论考试考查的是作为公

务员处理日常事务的基本能力，因而考生要始终把自己当做

一名准公务员，站在政府角度思考问题。提出的对策须是政

府部门应当采取和能够采取的措施。此时一定要跳出自己学

生或者白领的角色。 2.题干中有虚拟身份要求的试题 有些对

策题会在题干中要求考生以某种虚拟身份作答，如某政府职

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观察员、人口普查员等。对于这类题目

，提出的对策一定要符合题目限定的身份要求。 【示例】请

以“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分析未成年人网络成瘾问题

的原因并提出对策。（15分）要求：条理清楚、观点明确、

语言流畅、对策可行，字数不超350字。 某考生对策部分答案

如下： 第一，教育学生认清危害，形成正确认识，把握上网

的度； 第二，强化管理，避免学生逃课上网，关心学生在校



外时间的活动； 第三，协调政府有关部门整治校园周边环境

，落实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禁令； 第四，与家长建立沟通和

联动机制，控制学生上网时间，必要时切断上网的经济来源

。 第五，实行网络管制和技术监控，在未成年人上网时间超

时后强制下机。 【分析】第五条对策不符合虚拟身份的要求

。既然题目要求以教育人员的身份做出分析、提出对策，那

就要侧重于从教育部门的角度作答。这就需要考生考虑教育

部门的职能是什么，教育部门的首要职责是教育引导学生的

成长，那么主要分析角度就要侧重于网络成瘾对青少年身心

健康成长、知识结构培养、人格塑造的影响，能够采取的手

段主要是教育引导，即前四条对策。至于网络管制、技术监

控等，这些显然超出了教育部门的职能，在对策中提出这些

是不适宜的。 二、针对性 针对性是指考生提出的对策一定是

特定指向题目指定的问题，而不是其他问题；指向题目提出

的所有问题，而不是部分问题。“针对性”有两点要求：一

是符合题目要求，二是从材料中来。 1.符合题目要求 如题目

要求“就给定资料中某市在人口普查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提出解决措施”，那么就是针对“人口普查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而不是其它任何问题；是给定资料中所反映的人口普查

工作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而不是部分问题。 2.对策源于材料 

“符合题目要求”一般考生都能做到，但是很多考生都没有

依据材料作答的意识。 考生一定要立足给定材料答题，原因

有二：第一，这是申论本质的要求。申论是选拔政府工作人

员的考试，因此申论考试实际上也是对政府工作的一种模拟

。政府公务活动，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处理各种材

料。提出对策题的目的就是考查考生从给定资料中发现问题



，提出对策的能力。所以考生作答的依据必须是给定材料；

第二，这样有助于考生答题。给定资料给考生指明了作答方

向，材料中一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或者可以推出对

策的事例等，只需考生进行归纳、总结或引申。考生常出现

的问题有两种：一是脱离材料，随意发挥。二是盲目使用所

谓的“万能对策”。 三、可行性 所谓可行性，就是指对策要

具备可以实施的条件。提出来的对策如果在现有条件下根本

无法实施，那就是不可行的。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可行性 即对策要在经济上具备可以实施的条件。政

府做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成本的，这要求我们必须注意投入

和产出的比例。 例如，曾有专家在两会期间提议恢复使用繁

体汉字。众所周知，我国大陆地区大多数通用刊物、书籍使

用的都是简体中文汉字，如果要恢复使用繁体汉字，就要对

所有中文书籍进行重新印刷。更重要的是，目前我国大陆地

区大部分居民都不认识繁体字，重新启用繁体字就意味着需

要重新学习和培训。这些投入远远超出恢复繁体字所带来的

效益，因此这种对策就不具备经济可行性。 2．政治可行性 

即对策在政治上要具备可以实施的条件。这一点包括两个方

面： 第一，不提反动观点。即对策的提出要符合国家的大政

方针，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 第二，不越权。即应试者提出

的对策不能超越一国政府的权力范围，以2009年国家公务员

考试第三题第2小题为例，题目列举了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四

点对策，要求考生指出这四点对策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修改

意见。其中第四条对策为“建议切实加强国际合作。发达国

家、国际组织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政策指导。世界银行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向受到粮价攀升冲击严重的发展中国



家提供近期紧急粮食援助，并对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在中长

期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给予切实帮助。”这条对策显然超越了

我国政府的权力范围。 3．法律可行性 即对策不能违背法律

的规定。如我国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有国家立法权，

也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是国家立法机关，因此就立法

这一方面提出对策时就不能说“县级政府必须尽快出台相关

法律，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这要求参加公务员考试的

考生应当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避免在答案中出现法律上的

硬伤。 四、可操作性 即对策要具体，要真正能够解决问题。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对策内容，即措施如

何开展，政府部门应当做什么，依照怎样的程序。这是对策

是否具备可操作性最为重要的要素。 第二，对策主体，即由

哪一个政府部门实施对策。 第三，对策客体，即对策实施的

对象是什么。 第四，对策目的，即对策要达到什么目的或效

果。 其中，对策内容是必备要素，其他三个方面考生可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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