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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实施以来，由于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
取”的原则进行，打破了身份和地域的界限，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用人效益，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
了良好的环境。
近年来，公务员录用考试竞争越来越激烈，同时考试的试题难度也逐年增大。
因此，要想在公务员录用考试中顺利通过，必须认真复习准备、严肃对待。
另外，近年来一些公务员录用考试用书存在着低水平复制、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甚至误导报考者。
正是为了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时事出版社组织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从提高报考者的复习效率和考试的成功率出发，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
新颁布的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共科目考试大纲，编写、推出了这套教材。
　　本套教材由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命题组原组长、资深考录专家周盈教授主编。
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申论》、《公共基础知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标准预测试卷及真
题详解》、《申论标准预测试卷及真题详解》、《公共基础知识标准预测试卷及真题详解》和《面试
》。
本套教材具有三大鲜明特点：　　一、重点突出。
内容精炼。
本套教材根据2010年考试大纲，按照简编精华的取舍标准，确定编写范围和深度，既要知识面宽广，
又要突出重点、难点，即：“普遍撒网，重点捞鱼”；文字表达精炼，简洁明快。
这是在总结13年教材编写经验的基础上出版的精品教材。
　　二、与时俱进。
素材新颖。
本套教材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新成就，以及跟踪近年来公务员录用考试的新变化、新动向
和命题规律特点，采集新内容、新素材，布篇谋章，章节分明，层次清楚，让考生能在最短的复习时
间内得到最大收获，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三、深入浅出，形式灵活。
本套教材理论联系实际，在详细剖析各类典型例题的基础上，从提高考生的应试能力出发，设计了众
多灵活多样、由浅入深的训练题以及全真模拟试卷，并从中央、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建立的国家级和
省级公务员考试笔试面试专家题库中，抽取了部分试题补充其中，具有预测性和实战性，使考生在复
习中得到强化训练和提高。
　　《申论》是模拟公务员日常工作的一种能力倾向测试，就是给广大考生一个虚拟的空间进行一次
虚拟的公务行为。
它相对于其他考试更加综合、更加随机，主要是通过考生对给定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测
查考生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及文字表达能力，
它的选材通常是社会的一些重点、热点问题，不会涉及太多的政治敏感问题或尖锐不好解决的问题，
所以大家在平时的准备中也应尽量关注社会上的热点问题，而不是犄角旮旯的小问题。
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申论》考试题型的几个部分，其中包括总结归纳、提出对策方案和进行论述
的三段论等，有时也会将这几个部分有机重组，要求考生作答两个部分乃至一篇大文章，或者提出问
题让考生判断分析并答出原因。
所以，测查的内容、目的不变，但具体题型结构和作答要求方面是随时变化的。
这就要求考生要认真准备，应该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不要死死地抓住三段论不放，要善于适
应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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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总结前十年《申论》考试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推出的最新版《申论》教材，其最大的特色是
：    一是理论联系实际，知识点论述系统、精辟。
对申论考试的特点、性质、结构、测试要素以及解题方法和技巧都作了精辟论述，特别是翔实地介绍
了如何提升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议论论证能力的方法及注意问
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二是例题及实例剖析透彻。
对2000-2009年中央、国家机关申论考试试卷作了解析及答卷点评，深入分析了申论考试十年来的发展
变化，客观地预测和点拨了申论考试的命题趋势，具有很强的实战性和指导性；    三是选择最新资料
，集合当前社会热点问题。
结合最新的时事政策、社会热点，我们将申论试卷考的热点问题归纳整理，共分为八大类，并对每一
类热点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原因对策分析，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预测性。
因此，考生使用本书，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掌握《申论》考试的，要领和考试规律，提高应试能力
，取得考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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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申论备考必备知识　　第一章　全面了解申论考试　　第一节　申论考试的内涵及测
试目的　　一、公务员考试为什么要考申论　　随着公务员考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现在国家公务员
考试和大部分的地方公务员考试中，申论已经成为了必考科目，但对于大部分考生来说，并没有对申
论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普遍的考生认为申论就是写议论文，这也是导致申论成绩普遍偏低的根本原因
。
要想申论考试取得好的成绩，我们首先必须对申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申论第一次进入公务员考试，是在2000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中。
当年公务员考试的笔试由《公共基础知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三部分构成。
其中的《申论》部分是新增加的内容，因此也更为广大考生所关注。
在2001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中，申论再一次出现。
从2002年起，国家录用公务员考试分为A、B两类。
A类公共科目考试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B类只考《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而2005年
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则将录用的职位分为甲、乙两类。
其中甲类职位要考《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科，乙类职位的公共科目只考《行政职业能力
测验》，2007年以来公共科目笔试分为《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和《申论》两个科目。
　　增加《申论》部分，是公务员考试所作的一种尝试。
这种考试是根据目前机关工作的需要，对考生实际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考查方法。
当然，申论考试只是公务员选拔考核的初选，考生来自社会方方面面，专业不尽相同，尽管申论考试
所给出的材料涉及面很广，但所列试题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合理性，也就是说问题的解决一定具有
可行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机关工作人员更需要具备搜集、分析、概括、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通常的写
作考试基本上已形成固定的模式，难以真实地表现出考生的实际能力。
申论考试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公务员处理日常工作的各种能力。
申论一词来自于古代汉语，顾名思义，即申述、申辩、论述、论证之意。
其基本的涵义可以从“申”和“论”两个层面来分析。
　　所谓“申”，就是申说、议论的意思。
“申”字当“说明”、“申述”讲，大家并不陌生，如“申明理由”、“三令五申”等。
一般字典、词典都把“说明”、“申述”列为“申”的基本义项。
因而，如果从字面的一般意义来讲，“申”是对材料、事件或问题有所说明、阐释的意思。
　　“论”则是在申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个更高层次的发挥与阐释，至少包括观点、逻辑和结构三个
组成部分。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讲述文章体式的一本权威著作，其中《论说》篇指出：“论者，弥纶
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可见，凡融通种种见解而深入阐发某些道理的文辞，一概都可称之为“论”。
但每种“论”又各有特点。
　　由此可见，“申论”一词最本质的涵义就是要在“申”的基础上“论”，即在实然性判断的基础
上进行应然性的阐释。
申论考试首先要求考生读懂材料，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现问题症结所在，进而提炼出核心概念
，然后在这一基础上通过发掘自身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和理论功底，对这一事实加以系统分析，最后
提出解决方案，论证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所以，只要我们深刻理解了“申论”一词的涵义，也就已经掌握了一半的申论答题方式和技巧。
　　古代的策试，是指被选拔者（应试求仕之士）根据一定的问题，在竹简上逐条应对，故“策试”
也称“策问”或“对策”。
　　作为一种文体，刘勰这样概括了策论的特点：“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
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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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议对》）译成现代汉语，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策论”要求所论的事理要反映出
对政治的深刻理解，要紧密联系时下重要的事务；要考虑时代的发展，熔铸出合于当世的见解，而不
是脱离时代的高谈阔论；要通权达变来克服世俗的不良风气，而不是发表刻薄的伪谬之论；文辞要有
气势，像吹得很远的劲风和流淌的江河，但又毫不远分（注：“三五”，语出《史记·天官书》“为
国者必贵三五”。
旧注解释为：三十年一小变，五百年一大变。
故现译为“考虑时代的发展”）。
这里谈了“策论”文体的四个特点：　　第一，从内容上看，要深刻反映政务需要；　　第二，从观
点上看，能够反映出作者具有远见卓识；　　第三，提出的方法要切实可行；　　第四，语言文辞要
有表现力。
　　应当说，刘勰的这些概括相当深刻而全面。
他不仅着眼于“策论”的文体特点，而且准确把握住了这种文体所具有的选拔功能。
运用“对策”方式，正是要选拔这种既熟悉政治，有匡时补弊才能，又具有很强表达能力的人才。
刘勰在《议对》中列举的晁错、董仲舒、公孙弘、杜钦和鲁丕等，无不是这方面的杰出人才。
　　通过对策试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选拔考试对今天的公务员考试有借鉴意义。
首先，“对策”是根据国家实际需要所创造的选拔、录用人才的方法。
其次，这种考试虽然要求应试者写作，但并没有体式上的限定。
这一点，对我们今天选拔人才大有借鉴。
　　只要联系一下公务员的实际工作就不难发现，他们在进行科学决策、贯彻执行决策的过程中，时
时要针对实际问题查证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处理意见，并对所提出的方案进行论证，有的还要写
出书面材料。
从这一角度来看，申论的构思与写作过程实际上就是公务员日常工作流程的一个缩影。
　　公务员考试之所以设置申论测试科目，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对应试人员的分析能力、
概括能力、提炼能力、加工能力、阅读理解、综合分析、提出问题的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等多方面进
行综合检测，考核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法律、行政管
理等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选拔出高素质的行政管理人才，充实公务员队伍。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申论测试的目的是为国家选拔优秀的公务员人才。
　　二、申论考试的性质和特点　　按《公务员法》要求，公务员录用考试均会先有相关职位及要求
，而后再举行公开招考。
为了对申论测试目的有一个感性的了解，我们在此列举几个中央和省市地方公务员职位录用条件：　
　中共中央宣传部某个职位的资格条件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熟悉党的基本理论，有
独立研究能力和较强的文字能力，能熟练操作计算机”；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法制司的某个职位要
求“起草、审核、修改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草案及其他政府的法规”；　　省教育厅的某个职位要求
“日常机关公文写作，机构、编制管理，行政管理体制及其职能设置研究”；　　省市办公室文秘职
位的资格条件为“本科以上学历，综合分析能力和文字能力强”。
　　因此说申论测试具有双重性：既具有选拔性考试的“择优汰劣”功能，又具有测评考生实际工作
能力的功能。
考生如果仅仅会写“命题作文”和“材料作文”，但缺乏快速、准确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是很
难顺利通过申论考试的。
由于考试时间有限，命题者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考查全部所需要的信息，因此考生对试卷各问题的
作答过程实际上就是公务员完成日常工作流程的缩影，因此申论考试中出现的背景材料也不可能是大
量的原始信息，而是经过初步加工的“半成品”，所以材料一般会呈现出脉络不清、段落不明、顺序
颠倒、内容散乱的状态，需要在考试的过程中进一步归纳、整理、加工。
需要考生留意的是：申论考试的答案往往可以从材料中得出。
　　经过我们的归纳和总结，我们认为申论考试具有以下特点：　　（一）所选背景资料广泛、“杂
乱”　　申论测试十分注重对考生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综合素质的测试。
为反映这一要求，申论所给定的背景资料涵盖了当前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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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范围极其广泛，而且内容分布显得杂乱无章，这就需要考生从几千字的背景资料中去理解、分析
、判断和提炼，并作出结论。
　　（二）测试角度灵活多样　　申论除了测试所给出的材料部分外，其答案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一
是概括；二是方案；三是议论（但2005年中央机关公务员申论测试就打破了以往的规律，第一部分为
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内容分析，判断所给A、B、C、D、E五个选项的正误，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考生分
析能力的要求）。
2008年公务员考试卷面设置虽然出了六个题（要求分类作答），但整个套路仍由三个部分组成。
就文体而言，概括部分可能是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中的某一种形式，也可能综合了多种
文体形式；方案部分，则是应用文写作、议论文写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申论测试既考查了考生普遍文体写作能力，也考查了公文写作能力，测试角度非
常灵活、实用。
　　（三）测试目的有较强的针对性　　申论命题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即要求考生就一些
社会现实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及途径。
因此，考生应在充分把握所给定材料内容的基础上，抓住材料中预设的环境和条件，有针对性地、有
重点地去分析和论证问题。
申论考试中给定材料所反映的问题基本都是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不一定有现成的解决方案，但肯定是
能够解决的。
　　（四）测试答案的不确定性　　申论测试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确切、固定、唯一的标准答案。
从背景资料来看，都是有关当前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问题，有的已有定论，有的尚未有定论，
完全需要考生自己来解决。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提出对策还是进行论证，都不会有一个确切、固定、唯一的标准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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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用于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国家机关　　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告科目教材　　公务员考录资深专家
、公务员考试命题组原组长周盈主编　　名师讲堂　　专家联袂 权威实用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0-申论-新大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