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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5_91_98_E8_c26_646980.htm 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

考试，是具有模拟公务员日常工作性质的能力测试。国家公

务员录用考试《大纲》指出：“申论考试主要通过应考者对

给定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测查应考者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以及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问题

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其中，阅读资料、概括内容、提出

方案、进行论述是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考试的四个主要环节

。这四个环节前后衔接、互相呼应、共同构成“申而论之”

的整体。而阅读理解给定的背景材料则是其中最基础的环节

。 根据考试的难易，申论给出的背景材料约1500～3000字左

右(说明：自2007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考试及

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起，各地的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考试的

背景材料已增加到8000字左右)，其内容既不局限于某一社会

方面，也不偏重于某一学科领域，而是尽可能地全面铺开，

涵盖了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诸多方面。从材料的组合

形式上看，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考试的背景材料常常由几个

或十几个子材料构成，这些子材料的内容都具有相关性或连

带性。子材料的排列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而是错落杂糅的

结合体。纵观近几年全国各地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考试

的材料，其组合方式大致有两种：第一种，按材料所反映事

件(或案例、社会现象)的性质来组合，各个材料紧紧围绕某

个社会事件(案例、社会现象)摘录、组装而成，各个子材料

之间是一种并列的关系，是一种横式组合。如2004年3月××



省检察院系统录用工作人员的申论试卷，给出的“留学的利

与弊”的材料，即是按问题的性质来组织材料的。第二种，

按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即按事件发生、发展、高潮、结局

来组织试题材料。各则子材料环环相扣，共同讲述某一社会

事件，具有案例的某些因素，是一种纵式组合。如2000年中

央、国家机关录用国家公务员的“申论”材料，就是按时间

顺序来组织的。 要顺利通过阅读这个环节，应解决以下三个

方面的问题： 一、领会出题者的命题意图 命题意图，即命题

者为什么选择这些背景材料，它究竟要考查应试者什么。命

题意图是作答的依据和切入点，出题角度不同，答题也应有

不同的针对性。综观近几年的申论试题，其背景材料都是社

会上不断涌现出来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如

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申论卷2002年的互联网问题

、2003年的安全生产与伤亡事故的问题、2004年的汽车业的

发展与交通拥堵问题⋯⋯这些问题是国家、社会、个人必须

面对的现实问题，理所当然也会受到命题者的关注。这类热

点问题在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又常常有其消极的一面，影

响着我们的生活。针对消极的一面，考生拿出有针对性的办

法，以减少负面影响，这正是出题者的命题意图。如2004年

××省申论卷给出的“助学贷款”背景材料，一方面，在国

家、银行和教育系统的共同努力下，助学贷款业务已取得了

很大的进展。而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学生对助学贷款申请难

与银行对助学贷款回收难、如何加强学生诚信教育、如何加

强政府对银行工作的监督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

助学贷款政策的进一步实施。能从材料中找出这些问题，并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就是读懂了材料



，就是领会了命题者的命题意图。 二、理清材料的逻辑关系 

可采用浏览的方式快速阅读全文，把给出的每条材料都看明

白，不能遗漏，全面熟悉背景材料所传递的内容。由于公务

员录用考试“申论”试卷给定的材料并非完整的文章，只是

略经整理的半成品，因此，其排列次序是错落的、杂糅的，

没有规律。在认清了材料组合方式之后，在阅读材料时就要

找准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 阅读纵式组合的材料，可按事件

发展时间顺序来梳理材料内容。如2000年中央、国家机关公

务员录用考试的“申论”试卷，给定材料的中心事件是“一

桩复杂的噪音扰民诉讼案”。噪音污染引发的连环事件涉及

居民群体、个人、印刷公司，市、区两级环保局及市、区两

级法院等。背景材料内容彼此交错，纷繁复杂。材料中出现

的时间按顺序排列如下：1997年2月～1997年6月～1998年9月

～1998年10月～1998年12月～1999年6月～1999年10月～1999

年10月后3个月。了解了材料在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其包含的

内容也就不难把握了。 阅读横式组合的材料，可采用合并同

类项的方法，把讲述相同“内容”的材料归口合并在一起，

来清理其逻辑顺序。如上述有关“留学的利与弊”的背景材

料，按此种方法可以将其内容归并为：第1、7、10个材料交

代留学热产生的原因.第4个材料讲述留学人员的积极作用.第2

、8、9个材料介绍各国教育机构向中国敞开留学大门的目的.

第5、11、13、14、15个材料提示留学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弊端.

第6个材料指明出国留学的七大误区.第3个材料说明IB国际文

凭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分类合并，原本杂乱无章的背景材

料就变得条理清楚了。 三、区分材料的主次关系 公务员录用

考试申论给定的背景材料文字很多，内容复杂。除有用材料



外，也包含着许多干扰考生阅读的次要材料或多余材料。要

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全面把握背景材料，对材料的筛选就成了

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筛选材料的依据是命题者的命题

意图。那些与命题意图关系紧密的材料，是主要材料，应该

作为我们阅读的重点.与命题意图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很密切的

材料，是次要材料，对其应作一般了解.与命题意图毫无关系

的材料，是多余材料，阅读时应大胆地舍弃。如前所述“留

学的利与弊”的背景材料，命题者的命题意图是要求考生就

目前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仔细阅读

原文，可以发现.15个子材料中的第2、5、8、9、11、13、14

、15个子材料谈的是留学过程中的问题，是主要材料.第1、2

、7、10个子材料谈的是留学热产生的原因及其积极作用，是

次要材料.其它两个子材料谈IB国际文凭和自费留学的误区，

与命题意图关系不大，可以舍去。 在筛选出重点子材料后，

应该运用精读与圈点关键词句的方法来阅读这一部分重点材

料，概括出它们的主要内容，归纳出它们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发散思维找出主要问题产生的原因及

其解决的方法。至此，阅读材料阶段的工作才算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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