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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首先，申论是归纳性思维。
而不是演绎式思维。
申论答题的思维从根本上说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性思维，不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演绎式思维。
申论命题和申论答题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径。
申论命题是演绎式思维，即命题专家确定申论所需考查的抽象主题之后，根据选定事实的表现、原因
和对策搜集、选择和设计材料，完成命题。
而申论答题则相反，考生要完成的是对材料中所隐含的特定事实的表现、原因和对策的归纳、概括和
梳理。
申论水平的高低和申论成绩的高低取决于上述两种思维吻合度的高低。
这启发我们，申论考试要从宏观上把握材料的内在逻辑，善于从具体的材料中归纳出抽象的观点。
答案要力求高度概括和精炼，防止琐碎和零散。
　　其次，申论是辩证性思维。
不是教条式思维。
申论考查的重点是思维，尤其是全面的、灵活的辩证思维。
辩证法是联系和发展的科学，其精髓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所以，申论考试绝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循，绝不能撇开材料自由发挥，绝不能片面、僵化地对待特定事
实。
因此，要全面地概括材料的内容，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原因和评价问题；要根据问题的特殊性，灵
活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尤其不能把“万能八条”当成不变的教条和现成的答案。
　　再次，申论是规律性思维，不是经验式思维。
为什么阿基米德在洗澡时能发现浮力定律，而曹冲在“称象”时没有，这就是规律性思维和经验式思
维的区别。
善于思考的智者总是能透过事物的现象发现其背后的本质和规律，并且根据规律揭示事物未来的发展
方向。
而经验主义者的眼光是面向历史的，只能死记硬背过去的教条，不能从历史特殊性中发现未来的普遍
性。
申论考查的重点不是经验性的知识，而是解决社会具体问题的规律性和普遍性思维。
社会问题和社会实践的千差万别决定了其解决方案的各不相同，但是解决问题的思维程序和思维方式(
如“万能八条”)却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因此，我们切不可把普遍性、规律性的抽象思维与特殊性、经验性的具体答案混为一谈。
　　最后，申论是实践性思维，不是空想式思维。
申论考试要“顶天立地”，即“理论顶天，实践立地”。
在这里，首先是“实践立地”。
实践的丰富性决定了申论的复杂性。
申论考查的是驾驭理论、立足实际的实践式思维，绝不是不着边际、空发议论的宣泄式、空想式思维
。
无论是归纳性思维、辩证性思维，还是规律性思维，都是建立在对材料中特定事实的客观、全面和系
统地把握之上的。
离开了材料，离开了特定事实，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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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回 申论考试之道　　第一节 申论考试的迷雾　　公务员考试已成为中国第一考。
据统计，2006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中有近40万考生参加，申论及格者竟然不到1万人，及
格率低于5％。
根据人事部资料显示，2007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中有50多万考生参加，申论平均分为28
分。
2008年，参加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的考生超过80万，申论平均分依然不够30分。
2009年，报名参加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的考生超过100万，申论平均分徘徊在40分左右。
这些统计数字使得许多考生“谈申论色变”，同时也引起了多方关注和思考。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众多考生在申论考试中遭遇滑铁卢之痛？
是分析能力欠佳，或者是写作能力不行，还是理论材料准备得不够充分？
经过对历年申论真题的仔细揣摩和在授课过程中与考生的交流，我发现这些都不是造成申论低及格率
的根本原因。
“恐惧申论”已经成为一种群体症候，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么它的成因也不可能是微观层面的。
我个人认为其根源在于考生对申论考试的解题方法、思维方式和写作规律认知模糊或知之甚少，绝大
多数考生不懂得申论之“道”。
　　《倚天屠龙记》里张三丰向张无忌传授武功时强调要“得意忘形”，要求张无忌要忘掉剑招，掌
握剑意，以意御剑，千变万化。
这是大道，大道无形，功力无边。
武功招数如是，申论考试亦如是。
只有掌握了它的“道”，才能一招制敌。
所谓“道”，指的是天地万物运行的内在规律。
《申论》之“道”指的就是申论考试的本质理念、思维方向和写作规律。
所谓掌握申论之“道”，指的是要对《申论》的考试目的、思维方式、写作规律、评卷标准有一个准
确而深刻的认知。
可以说，准确把握申论之“道”，是取得公务员考试成功的关键性前提。
尽管“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大“道”往往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存在着。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参破，事实证明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在公务员申论考试研究和教学的过程
中对申论之“道”加以归纳和总结。
　　近年来，随着报考公务员人数的增加和申论考试难度的加大，申论考试的淘汰率越来越高，申论
考试的平均分也呈下降趋势，由此形成了人们对申论的种种迷惑和困惑，从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申论
误区。
申论开始变得众说纷纭，迷雾缭绕。
要了解申论，不妨让我们从申论的误区开始。
　　误区一：申论成绩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很大提高　　日本人藤田在《犹太人生意经》的开篇就说道
：犹太生意经里面，存在着一条法则，犹太人正是因遵循了这条法则，所以做起生意来，得心应手，
常胜不败。
这条法则就是“78：22效应”，它构成了犹太生意经的根本。
研究表明，这条法则不仅在商业领域产生神奇的效应，而且存在于不为人们意志所转移的总的宇宙法
则之中。
众所周知，空气中的气体比例为，氮气占78％，而氧气等其他气体占22％；人体是由78％的水和22％
的其他物质构成的。
美国人理查德·考茨把这一法则概括为“80：20效应”，并称之为改变命运的黄金法则。
他举例说明，世界上大约80％的资源，是由世界上20％左右的人口所耗尽的；世界大约80％的财富为
世界上20％左右的人口所拥有；在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中，20％的人口与20％的疾病，会耗尽8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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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一本书80％的价值存在于20％的页码中；人类社会生活中80％的乐趣来自20％的休闲活动
，等等。
　　同样的道理还有，企业80％的利润来自于20％的技术与产品投入，也就是说80％的财富来自于20
％的投资，因此选择准这20％的投资领域就变得极其重要。
中国的海信集团在2000年推出“8：2”发展战略，其主要内容是，在3年内按照8：2的结构比例对海信
电视从技术、产品、经营三个方面进行战略调整。
在技术上投入新产品研发资金10亿元，其中8亿元投资于胶片信息彩电，2亿元投资于数字化彩电升级
换代产品；在产品结构上，胶片信息彩电与数字化彩电升级换代产品的比例调整为8：2。
海信的这一战略调整实际上是对“80：20”决策法则的成功运用。
　　因此，一个成功企业的经营决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能从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找到达到80％利益的
那20％的关键所在。
万事皆同此理。
　　我们当然不是在谈论经商之道，而是希望借助于“80：20”原则传达这样一个信念：申论成绩完
全可以在付出20％努力的情况下，获得80％的收益。
换句话说，申论成绩能否在短时间内获得显著提高，取决于考生能否掌握申论之“道”和“术”，能
否掌握属于申论的那“20％”。
　　参加过公务员考试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遗憾：申论考试竟然有章可循！
不管申论是什么，不管你是爱它还是恨它，为了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面对它，吃透它！
在你看本书后面章节前，我先告诉你：只要你把握了规律，掌握了技巧，申论成绩是可以大幅度提高
的！
　　对付申论考试考生无需搞题海战术，这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一样。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需要通过大量习题练习来熟悉题型，提高解题速度。
但对付申论，一方面要靠平时知识的积累、写作能力的锻炼以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则是
对规律的揣摩和技巧的把握，在某种程度上说，后者的重要性要大于前者。
只要能够把握申论测试的目的、性质和行文规律，辅之以一定的解题技巧，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强
练习，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申论成绩。
　　误区二：申论考试就是写作考试　　人们通常情况下会把申论考试理解为对人们写作能力的考查
，认为申论考试就是纯粹的写作考试。
这其实是关于申论考试最大的误区。
　　众所周知，写作能力是一种需要长期积累才能获得的能力，它无法靠简单的突击训练就能够获得
迅速提高。
在这样的认知逻辑下，人们便认为申论考试的准备与否无关紧要。
对于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较差的、理工科背景的朋友们来说，申论成了永远不敢正视的痛楚；对于写
作和表达能力都较强的、文科背景的朋友们来说，申论似乎成了势在必得的“利器”。
实际上，这正是误读申论考试的两个极端。
按照这种逻辑，很多人轻视申论考试的准备，只注重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的复习，热衷于报名参加行政
职业能力测试的辅导班，并把大量的时间用于练习“行测”的试题。
实践证明，．无论是对申论的惧怕意识，还是对申论的轻蔑意识都源于这种关于“申论就是纯粹写作
考试”的认知，这致使人们偏离了正确的申论备考方向，从而距离公务员的梦想越来越远。
　　其实，2000年以后的申论考试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写作考试了，而是一种在阅读与分析材料基础
上的集概括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于一体的案例分析题。
申论考试诞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时考试的内容就是命题作文，也就是单纯的写作考试。
然而，随着公务员考试制度的日趋完善和公务员考试竞争的日趋激烈，我们在公务员申论考试中逐渐
引入了西方发达国家文官制度中的案例分析的相关内容，使申论考试由开放式向封闭式转变，由自由
写作向定向分析转变，考试的针对性逐渐加强，试题的指向性更加鲜明，审题难度降低，答题要求更
严。
现在的申论考试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来考查考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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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的绝对不是单纯的写作能力，而是包括概括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在内的综合能力；考查的
也绝对不是单纯中文写作方面的积累，而是包括中文写作、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综
合知识的积累。
具体说，现代申论考试的题目主要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概括材料，二是提出对策，三是分析问题，四是综合论证。
这四部分考查的能力和知识储备各有不同。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申论考试取得成功的前提首先不是依靠写作表达能力，而是依靠对材料的阅
读概括和分析能力。
简单来说，申论考试取得成功的关键就是“用材料说话”。
根据阅卷的经验来看，如果没有把三成熟的材料通过消化加热到八成熟或九成熟，那么即使你具有作
家的书面表达能力，也不可能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
这是因为申论考题的答案往往都来自对材料的概括和分析，而不是完全脱离材料的自由发挥。
尽管，当前有很多申论文章的题目在设计时，往往给人以高考作文的错觉，但实际上，请大家注意，
申论考查的绝不是简单的写作。
例如，2007年国家公务员申论考试最后一题是以《命脉》为题写一篇文章，2008年国家公务员申论考
试要求以《“从‘怒江水电开发’说开去”》或《人与自然》为题写一篇文章，2009年国家公务员申
论考试要求根据胡锦涛总书记的考查引发的思考，写一篇见解深刻，视野开阔的文章。
2008年浙江省公务员申论考试要求以《蓝图》为题写一篇文章，这些题目看起来很容易给人写一篇普
通议论文的假象，但是只要认真察看题目的要求，就能发现这些题目都要求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考
查的是思维的综合性和思想的深刻性，而不是简单的议论文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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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遍四步法”；概括主要内容的“万能框架”；提出对策的“万能八条”；申论写作的得分法
宝；申论考试的经典真题详解；申论备考热点的清晰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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