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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能力训练》

内容概要

《申论能力训练(2010年版)》讲述了：考试录用是公务员制度的核心，也是当前建立民主政治的一项
重要内容。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建立，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标志着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开始走上
了法制化、科学化、民主化的轨道。中国是考试制度的故乡。科举考试创始于隋，完备于唐，废止于
清。在存续1300年的历史进程中，考试制度不断丰富发展，瓜瓞绵绵，根深叶茂，成为我国传统文化
宝库中的一件瑰宝。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对于民族的繁盛、文化科学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提高、国家
的选贤任能都是功不可没的。同时，也对推进世界文明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正如英国学者说的，“考
试是中国发明的，它将和火药与印刷术一样，使欧洲国家发生另一次的大变化”（引自邓嗣和著《中
国考试制度史》附录)）。英国学者所说的“另一次的大变化”，是指英国学习借鉴中国科举经验，颁
发《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令》，推行考试录用制度，首创了现代文官制度即公务制度，并
被欧洲以及世界各国所效仿。公务员考试录用是考试制度历史的回归和发展。无论是指导思想、考试
内涵和方式方法，都不可同日而语。公务员的考试录用，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开阔
了选入用人的视野，给社会上有知识、有能力、愿成为公务员的人提供了在平等的基础上凭真才实学
竞争的机会，有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从而为造就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国家公务员队伍创造了
条件。坚持选人用人的透明度，将选人用人置于社会、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之下，促进了政府机关的廉
政建设，从机制和制度上防止进人用人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坚持鼓励进取、奋发向上的机制，引导青
年认真学习、勇于进取，有助于促进全社会形成一种重才、爱才、惜才、用才的良好风气。坚持从实
际出发，不断丰富和发展选人用人的方法，尽力克服科举制度中存在的“朝有幸进之臣，野有抑郁之
士”的现象，力争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适才适用，促进全社会人才资源的整体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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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全面认识申论基本问题　　第一节 申论考试性质　　一、什么是申论　　申论，顾名思
义，自然是申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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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用的是这个意思。一般字典词典都把“说明”、“申述”列为“申”的基本义
项；《辞源》还引《礼记·郊特性》“大夫执圭而使，以申信也”和《楚辞·九章·抽思》“道卓远
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为例，证明这一义项来源久远，早已是“申”字的常用义。因而，如果从
字面的一般意义来讲，“申论”一词，肯定是对材料、事件或问题有所说明、有所申述，并从而发表
见解、进行论证的意思。　　但“申”字后面既缀上个“论”字，这个词自然就有点像“导论”、“
绪论”那样，可理解为“论说”的某种体式。可是它又并非写作知识中的习惯用语，因此就还得多解
释几句。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讲文章体式的一本权威著作，其中《论说》篇指出：“论也
者，弥冠群言，而精研一理者也。”足见凡融通种种见解而深入阐发某些道理的文辞，概可称之为“
论”。纵论时事政治的称之为“政论”，考辨历史的称之为“史论”，总揽内容予以阐述的称之为“
概论”，评优劣、论得失的称之为“评论”等等，总体来说都属于“论”，但每种“论”都各有特点
。　　“申论”也正是这样，有着明显区别于其他诸论的特点。它不是那种凭主观好恶选材、尽情张
扬个性的放言宏论，而是要求准确把握住一定的客观事实，作出必要的说明、申述，然后在此基础上
发表中肯见解，提出方略，进行论证。它的功能，与社会交际中广泛使用的议论文完全不同。它是根
据公务员工作的实际需要，适当借鉴了我国古代“对策”（“策论”）的某些特点，专门用于公务员
考试的一种应试文体。　　我国的考试制度源远流长，有些东西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对策”即是
其中之一。了解一点“对策”的知识，对深入理解“申论”是有帮助的。　　“对策”作为一种选拔
考试的方法，是西汉初年的产物。汉文帝十五年九月，“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正式颁布了这种选
拔办法：诏命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推荐“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
言极谏者”，让被荐者把自己的意见“著之于篇”，加以密封，由皇帝亲自打开，亲自考查他们的见
解恰当不恰当，透彻不透彻。如确有辅佐之才，就可被朝廷录用（见《汉书·晁错：传》）。由于当
时没有纸，被荐者的意见都写在竹简上。送交皇上考查的，都是好几张竹简穿联起来的“简策”，所
以这种选拔方法又被称为“策试”。　　文帝以后，这种方法有所发展，据《汉书》权威注家颜师古
说，汉代实行的“策试”有两种方式：一种叫“对策”，一种叫“射策”。“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
书之于策，量其大小属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
。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人文辞定高下也。”（见《汉书·
萧望之传》注）两种方式的区别，一是密封若干问题，抽签作答（射策）；一是公开提问，当场应对
（对策）。汉代有些大臣是通过“射策”选拔上来的，著名的如倪宽、萧望之等；有的是通过“对策
”选拔上来的，名气最大的是董仲舒。而不论射策还是对策，都是被选拔者根据一定的问题，在简策
上逐条应对，故“策试”也称“策问”或“对策”。　　这类文章，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列为一
种文体，统称“对策”。于是“对策”不仅指一种考试选拔方法，也成为特定文体的名称。这种文体
，后代亦称为“策对”、“策论”。　　作为一种文体，刘勰这样概括了它的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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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议对》）译成现代汉语，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对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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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权达变来挽救世俗的不良风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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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汤汤流淌的江河，但又毫不过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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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这里译为“
考虑时代的发展”）。　　这里谈了“对策”文体的四个特点：①深刻反映政务需要；②具有远见卓
识；③切实可行；④文辞有表现力。应当说，刘勰的这些概括相当深刻而全面。他不仅着眼于“对策
”的文体特点，而且准确把握住了这种文体的选拔功能。运用对策方式，正是要选拔这种既熟悉政治
，有匡时补弊的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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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是这方面杰出的人才。　　通过以上关于“对策”的简单介绍，我们不难看到
其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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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是个
很有作为的皇帝，早在他开始执政的时候，河南郡守吴公曾推荐贾谊。那时贾谊虽才二十岁出头，但
“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汉文帝在这样的“议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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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贾谊是难得的人才，不到半年，贾谊便被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一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
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于是汉文帝“议以谊任公卿之位”。但年轻的贾谊却招来周勃、灌婴等一
大批元老重臣的不满，文帝不得不疏远他（见《贾谊传》）。晁错比贾谊要晚好几年，原先地位也很
低，以上书言太子教育问题被提升为“太子家令”，又以上书言兵事，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等“当
世急务”，引起文帝特殊重视。文帝颁发诏书，决定用“对策”的选拔方法，这与晁错此前屡次对国
家大事提出出色建议有直接关系，所以班固的《汉书》没把汉文帝这篇诏书收入《文帝本纪》，而全
文引入《晁错传》。颁布“对策”方法时，贾谊已死，在百余对策者中，晁错脱颖而出，于是被擢升
为“中大夫”。可以说，用“对策”的方法选拔人才，是由于汉文帝在执政中充分意识到，议对确实
高明的人，正是当时国家急需重用的人才，因此他把考查对策能力作为朝廷选拔录用人才的制度固定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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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文帝那篇有名的诏书
中只有内容性质的规定。刘勰从晁错、董仲舒、公孙弘、杜钦和鲁丕等五人应试佳作中概括出的四条
，虽可称为“对策”的四条文体特点，但其实并非一般对文章体式的要求。就这一点而言，“对策”
比明清的“八股文”是高明得太多了。“八股文”在文章体式上限制极严，因而明清两代，一篇有生
命力的八股文也　　找不到，而“对策”却产生了一批千古流传的名篇。贾谊的《治安策》、董仲舒
的《贤良对策》以及苏轼、苏辙大量的策论，都是非常有名的作品。其实，在汉文帝之前，诗歌、辞
赋的体裁已比较完备，记言、记事、说理等各类文章也都不乏范本，但他根本没考虑写作体裁的要求
，只要求经世致用韵表达。这在“八股”取士残余尚存的今天，应当说也是特别有借鉴意义的。对于
公务员写作能力的考查，不应受与其工作没有太大关系的文体限制。用什么文体写作，要服从于目的
的需要；不应倒过来，不应为文而文。　　“申论”从“对策”中借鉴的，主要便是这两点。一是用
什么来考查，要充分考虑用人的实际需要；二是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大可不必拘泥于现成的文体。“
申论”的提出，与这两点有一定关系。　　尽管以前的写作知识中并没有“申论”这种文体名称，但
“对材料、事件或问题有所说明，有所申述，并从而发表见解、进行论证”，却是公务员经常需要做
的事情。比如，对所属单位汇报的各种材料，要读懂弄清，要辨明主要问题之所在，要向有关方面说
明申报，要能提出处理意见，还要对处理意见的可行性有所论证。比如，对调查研究得到的各种情况
，要分析归纳，要抓准症结，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甚至还要能提出推进工作的完整方案。比如，
要随时关注与自己工作相关的各种信息，要善于收集、筛选，要有驾驭处理信息的能力，要能透过复
杂纷纭的现象抓住本质，要有预见，还要有善于谋划恰当的策略。这些，无疑都是公务员的经常性工
作。　　人们常常把一项复杂的工作比喻为“做一篇大文章”。如果把上述公务员的经常性工作也称
为“做文章”，那么这些“文章”其实就具有“申论”的性质。只不过这不是坐下来“起、承、转、
合”，敷衍成篇，而是面对实际问题，反复“申”之“论”之的一项艰苦的工作过程。这个过程完成
得出色，肯定是高水平的公务员。若给这样的工作过程冠以“申论”的名目，当然未必确切，但“申
论”比一般性作文更贴近公务员的工作实际，是没有疑问的。　　公务员未必需要进行文学创作，也
用不着按一般文章套路洋洋洒洒地去写空话套话，但必须具备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因为公务员的工
作，与各式文字资料的阅读理解、提炼概括、综合分析是分不开的。为了能恰当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公务员在语言表达上必须做到准确、简明、生动，必须善于透彻、全面、清晰地说理，善于根据需
要采用恰当的行文方式，否则是很难成为优秀公务员的。而“申论”的写作，避开了传统“作文”中
那些未必适合于考查公务员的因素，使必须考查的能力得到了突出。　　这些，就是把“申论”定为
公务员考试中一种专用文体名称的原因。其中也许有些“对策”的影子，但今天的公务员毕竟与汉朝
的大夫有着天渊之别，所以“申论考试”也就有一整套与“策试”截然不同的做法。　　二、申论考
试的性质　　申论考试，是具有模拟公务员日常工作性质的能力测试。但在规定时问内进行考试，无
论如何不可能与日常工作等同。在考场上，不可能从召开调查会开始着手调查研究，也不可能把大量
原始信息一股脑儿摆在考生面前令其筛选。所以申论考试所面对的背景材料，是经过初步加工的“半
成品”。但也仅仅是“半成品”——头绪往往并不很清楚，前后的顺序也未必很有条理，究竟反映了
哪些问题也并不分　　明——还有待考生阅读材料时完成进一步的“梳理”。虽然这种材料已不是纯
的“毛坯”，但进一步的梳理、进一步的加工的工作，与公务员日常工作仍然是近似的。　　申论考
试所提供的，一般都是社会性较强的背景材料，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问题均有所涉及；申论考
试的试题，一般也都是现实性问题。因为公务员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当关心，应当有所认识、
有所思考，对社会热点或大众传媒关注的焦点也应有所了解，否则很难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较强的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申论考试，要求考生具有比较丰富的常识，但不会对某种专业知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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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倾斜。由于考生来自各个方面，所学专业很不相同，所以申论考试中让考生处理加工的材料必须具
有普遍性、非专业性。因此，申论考试的试题，对学哪个专业的考生都是公平的。　　申论考试所给
的材料，可能涉及面很广，但试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合理性，也就是说，问题的解决一定是具有可
行性的。申论考试不会引导考生漫无边际地遐想，不管问题多么复杂，涉及面多广，人们的见解多么
莫衷一是，都是可以解决也是能够解决的。这样的命题思路，是由公务员考试性质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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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高级公务员培训中心隶属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承担中央国家机关
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务员初任、任职、晋升等有关培训工作；依托政府、科研机构和国内外著名
院校，汇聚整合国内外优秀的学习培训资源，研发公务员培训教材和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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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纸质很一般，有点泛黄的感觉，内容还没看，不过应该挺新的题型、
2、上个月订书从下订单到拿到书足足一个多星期啊等的花都谢了这次我前天夜里十一点多下单现在
已经拿到手啦书刚拿到还没看呢感觉纸张还可以是正版的送的学习卡已经用上了可以下载视频课程随
便翻翻感觉内容还可以认真做下来应该会有收获的
3、纸质一般，内容Ok
4、很不错的一本,找了好久终于在当当上发现了它！嘿嘿！很好！
5、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当当网上买东西了，但是每次都是这样的快捷，让人感到欣慰。承诺是几号到
就是几号到，让人感到很踏实。还有，所购的商品也很令人满意，希望当当网真正做大做强，成为网
上购物中的佼佼者！
6、不想说，印刷的页数不对，但是因为所在地区邮局的服务有问题，也就不提出退换的事情了

Page 9



《申论能力训练》

精彩书评

1、这本书还不错听讲华图的也不错哦更多详情、备考资料下载：  http://cang.baidu.com/agrress

Page 10



《申论能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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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