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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写作技巧50例》

内容概要

《申论:写作技巧50例(申论写作词语汇编)》分为四大部分，分别为：申论写作技巧篇、历年真题解答
篇、写作词语精选篇、写作资料精选篇，旨在通过具体实用的实战技巧、精准到位的热点专题精讲、
具有相当针对性的历年真题实战分析等内容，为广大考生特别是因工作或学习原因没有充足时间备考
的人士提供一条简单而又切实有效的应试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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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写作技巧50例》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申论写作技巧篇第一章　申论考前准备一、申论考试考什么？二、申论资料哪里找？三、
申论涉及的社会问题有哪些？怎样归类？四、怎样把握社会热点问题？五、哪些范文值得借鉴？六、
怎样理解“社会问题”多面看？七、复杂社会问题如何变得简单化？八、面对陌生社会问题怎么办？
九、面对社会问题怎样理出自己的观点？十、怎样理解“社会问题天天碰”？十一、怎样模拟写好申
论文章？十二、什么是社会问题的关键触点？第二章　常用阅读技巧十三、阅读为何如此重要？十四
、怎样读快读懂申论材料？十五、申论材料中的要点怎样把握？十六、怎样读懂复杂性申论材料？十
七、阅读时怎样快速找到社会问题的关键触点？十八、社会问题的新观点哪里找？十九、什么是申论
材料的有效信息？二十、怎样阅读申论的答题题目？二十一、阅读时要不要摘记段落概括？二十二、
申论阅读方法有哪些？第三章　常用答题技巧二十三、申论写作的思维技巧有哪些？二十四、申论标
题有否模拟运用技巧？二十五、怎样写好申论标题？二十六、申论文章的体式怎样写为好？二十七、
申论导语的写作技巧有哪些？二十八、申论文章中怎样表述好问题？二十九、申论文章写不下去怎么
办？三十、怎样把握申论的“大写与小写”？三十一、怎样做好申论概括题？三十二、怎样做好观点
评述题？三十三、申论文章中的对策措施怎样写出新意？三十四、怎样做好申论实际操作题？第四章
　卷面处理技巧三十五、卷面处理为何非常重要？三十六、怎样的申论文章易得高分？三十七、怎样
迎合评卷老师的评判？三十八、卷面作答字写不好怎么办？三十九、卷面文章层次处理技巧有哪些？
第五章　公文式申论文章写作技巧四十、申论考试要掌握哪些公文写作知识？四十一、申论考试中通
知怎么写？四十二、申论考试中的报告怎么写？四十三、申论考试中的意见怎么写？四十四、申论考
试中的请示怎么写？四十五、申论考试中的函怎么写？四十六、申论考试中的规划怎么写？四十七、
申论考试中的实施方案怎么写？四十八、申论考试中的公开信怎么写？四十九、申论考试中的计划怎
么写？五十、申论考试中的情况综述怎么写？第二部分　历年真题解答篇第六章　申论真题作答示
范2006年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真题解答2007年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真题解答2008年浙江
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真题解答2009年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真题解答2009年中央、国家机关公
务员录用考试申论真题解答20lO年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真题解答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
录用考试申论真题（地方级）解答第三部分　写作词语精选篇第七章　申论写作词语汇编一、综合类
二、民主政治类三、经济企业类四、三农类五、民生类六、其他类第四部分　写作资料精选篇第八章
　备考资料精选一、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二、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三、浙江省委关于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四、打造“人文浙江”，提升发展软实力五、在“加快”上下工夫，在“转
变”中求实效六、竞争选拔干部笔试命题分析七、科学发展观八、社会热点问题热点之一：三农问题
热点之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热点之三：和谐文化建设热点之四：医疗改革问题热点之五：收入分配
问题热点之六：民工荒与就业问题热点之七：生态文明专家谈热点之八：建设服务型政府热点之九：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热点之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九、参考评论文章选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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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多数考生在写作申论文章中的对策措施时存有三点不足：一是由于写作水平所限，照抄照搬给定
资料中的一些做法；二是对策措施过于陈式化，论点论据很好很规范，但没有新东西表述论证，成为
“空壳文章”或“八股文”；三是对策措施写作混乱，想到哪写到哪，条理不清。　　写好申论文章
中的对策措施是考试能否成功的关键。　　第一，论据即对策要点须规范，要有新意。如加强干部作
风建设问题，有篇文章的论据叫“树四气”：一是要有朝气，二是要有才气，三是要有骨气，四是要
有正气。这里的朝气、骨气都有新意，四个论据也比较规范，词句排比齐整。对考生而言，对策部分
的要点不十分难写，但写出新意，就很困难。如对生活低碳问题的对策要点，考生先多考虑几个，比
如：提高生态文明意识，促进节能减排；改革垃圾管理，实施分类处理；提倡低碳生活，保护生态环
境；完善政策法规，引导低碳生活；重视家庭低碳，倡导从我做起；规范公务行为，做好低碳示范；
实施垃圾减量改革，推进生态城市建设等。对上述对策措施进行选择加工，尽可能写出既有新意又比
较规范的对策措施。根据上面的思路，考生可归纳成以下对策措施：①理念至上，合力减排；②垃圾
减量，多管齐下；③突出重点，限高制高。理念至上就是强化生态意识；垃圾减量有许多措施；限高
制高就是限制公务高碳消费，制约富人高碳生活。对策措施要点写好了，接下来论证就比较容易了。
　　有的考生还表示，在申论考试中，一时想不出或想不好对策措施。这里有一些小窍门供参考。一
是“拔高”，就是将给定资料中的对策措施进行“拔高”，变成考生自己的思想。如对环境保护问题
，资料中列举了某市采取“用钱买排污”的对策措施，对此，考生可对“用钱买排污”作法进行“改
变”，“拔高”成“创新环保机制，实施多元管理”，或拔高成“排污权交易”。二是“变型”，对
策措施的“变型”实际上是理论的嫁接。如对“用钱买排污”，可变型成“创新有偿排污机制”或“
组建环保公司，推行集约治理”，也可变型成“堵疏结合，变堵为疏”等。三是“倒置”，对策措施
的“倒置”，也就是将原有的观点改变成为相反的措施提示。如“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树“四气”
，考生可将原对策作“倒置”处理，就成了干部作风建设要防“四气”：一是防娇气，二是防傲气，
三是防邪气，四是防泄气。这样一倒置，对策也能出新意。　　第二，论证要严密，要深刻。对策措
施的论证水平是检验写作水平高低的标杆。许多考生在写作时，认为对策要点写到了，证论一般化地
做些叙述就可以了，这是不正确的。申论文章的对策措施，就是考生的思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要千
方百计地写好，写成新意。如提出“垃圾减量，多管齐下”这个对策要点，论证时，就要在“多管”
上下工夫。可以用推行宾馆餐饮打包制、少用一次性用品、推行净菜改革、实施废弃食品集约利用等
措施。其亮点可以在：就餐剩菜硬性打包制、家庭垃圾排放奖罚制等。对策措施中的深刻论述，主要
是在论证中，既要有实证，又要有理论深度。如“垃圾减量，多管齐下”的论证，考生要抓住社会反
映强烈的贫富不均，即富人高碳生活，穷人低碳生活，以及行政机关铺张浪费等社会现象，进行深度
地论述。考生可写作成：“垃圾减量，首先要从富人开始，对少数富人生活中的奢侈消费，排放大量
垃圾之行为，要从法律、税收、道义等方面加以限制。”这段文字就很有深度。另外，在对策措施中
也可以用极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去加深文字的表达深度。如对解决民生问题的对策中，考生可以写出
这样通俗的话语：“要改善民生，先要从改善底层百姓的‘吃喝拉撒’做起，让他们的家中能放得下
张床，饭桌上有碗青菜萝卜，生了病配得起‘阿莫西林’。”话语看似通俗，但寓意却十分深刻精到
。　　第三，对策措施不能脱离实际。创新与亮点，是在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基础上的创新，不
是空发议论。考生要把握好这个“度”。如对节能减排的对策措施，你可以写行政机关的节能减排，
也可写垃圾回收奖罚制度，但你如果不切实际地作出“大排量汽车限购或限制度”，想法虽好，但不
符合法律法规，有侵害公民权利之嫌疑，是不科学的，也是行不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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