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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事业单位招录考试具有多样性，考试的科目组合多种多样，从申论加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标配
”，到综合基础知识加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再到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加写作，甚至综合基础知识加写作
的变形，不一而足。
考试科目的不确定性表明这种考试远未达到成熟和科学的程度，还具有很大的探索性和不确定性。
因而，事业单位招录考试从各种方面都体现出某种对相对成熟的公务员考试的“依傍”特征。
这也决定了其考试科目不仅从形式上取和公务员考试相同的名称，而且其内容也和公务员考试大同小
异，实质如出一辙。
　　在以往的事业单位招录考试中，有些地方的申论试图创新考查形式，如命题作文，但由于事业单
位从业人员实质的“公共管理”或“公共服务”属性，决定了其考查目标的相对确定性，因此这些创
新形式只如昙花一现，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几次之后就被更为“正统”的申论考试形式所取代了。
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综合基础知识则只有难度.上的变化，从考查形式上来讲，几乎和公务员考试没
有变化。
　　这种考查特征给广大考生提供了巨大的复习便利，认识的难度降低，复习的性价比提高，事业单
位招录考试往往作为公务员考前的模拟演练给大家提供了绝佳的训练机会。
当然，也有很多考生是有志于考人事业单位，从事更为专业的公共服务，那认真细致、带有专门性的
复习就显得更为必要。
　　这套教材是在综合考查以往各地事业单位招录考试的基础上，严格根据其考试难度和特色编写而
成，内容全面、讲解透彻，汇聚了众多一线授课教师的心血和智慧，定能为大家的复习提供巨大的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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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华图书·2011-2012浙江省事业单位招考专用系列教材：申论》有名师课程：备考复习方法与
战略、各地真题精析、公告与大纲解读、报名指导！
绝密资料：最新申论行测等科目真题、备考宝典、独家内部考情资料！
专家答疑：进入光华答疑专区与核心研发团队面对面，一语中的，茅塞顿开！
报考咨询：恰当的职位选择等于多考20分，光华职位分析专家为你指点迷津！
面试指导：备战策略、真题精讲、热点精粹、往届学员实战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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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进，光华系列《公务员考试录用教材》及《事业单位招考专用系列教材》总策划，对国家和各
省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考试、军转干部考试等有深入的研究，对申论和面试有深人研究，是面试特
训教学内容和组织模式的创始人，是第一、二、三代面试特训师资培养及训练的总负责人，是目前我
国公务员考试和事业单位考试辅导课程模式、教材模式、核心理念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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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热点的趋势重要热点聚焦第三节 2011事业单位考试申论重要热点“三农”问题民生问题转变政府职
能区域协调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第八章 应考申论必读的大政方针第一节 “十七大”报告第二节 2010年
“政府工作报告”第九章 最新真题精解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招录工作人员考试《申论》A类试
卷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招录工作人员考试《申论》B类试卷2009年中央、国家机关招录工作人员考试
《申论》试卷2010年浙江省招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考试《申论》试卷2009年浙江省招录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考试《申论》试卷第十章 往届考生的应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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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在唐宋时期，申论的涵义渐趋明朗，更多地和政事活动关联起来，多用于表达政事决策之
瑚撇述和分析过程。
　　申论作为一种正式的官方用法，首次出现在《旧唐书》记录的唐朝懿宗的一份诏书内：“段文楚
若实刻剥，自结怨嫌，但可申论，必行朝典。
”在此，申论有在充分论说、申辩之后下结论的意思。
此处实际也表明，申论一词和政事活动的紧密关联。
进行充分论述，是为了使政事决策显得明智。
这里的申和论均有表达观点的意思。
魏晋时期，申论之意多为申辩、申诉，“申”有展开之意，“论”则有分析、论述、观点、论点的意
思。
但是从整体上，申论和政事关联起来，都是为了力求政务决定的明智和准确。
　　吴潜：“改宝谟阁直学士，兼浙西都大提点坑冶，权兵部尚书、浙西制置使。
申论防拓江海，团结措置等事。
”明确地在国家重大事项的论述决策中使用了申论一词。
“申”有反复展开分析之意，论则暗含可行性、合理I生等的论述。
此后，以充分论述、分析之意被使用的申论又频频见诸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基础上，申论的涵义有所扩展，不只体现在对政事决策的论述上，也体现在对文
献典籍的理解上，表达的还是展开、论述、分析之意。
另外，申论一词的使用领域在此时得到了拓展，文学作品中也开始出现。
唐代张鬻所著《游仙窟》：“下官起，谘请日：‘十娘有一思事，亦拟申论，犹自不敢即道，请五嫂
处分。
”’陆贽的《翰苑集》：“每使申论，延龄率加毁訾，或指诬隐盗，或谤间阴私”⋯·”《资治通鉴
·齐纪》：“谌恃功，颇干预朝政，所欲选用，辄命尚书使为申论。
”宋代秦观《淮海集·后集》卷六《县尉累赠特进》：“申论其弊，章六七上，而其役竟罢之。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申论的用法基本确定：即为对未明之事、不明之理进行充分的分析、论述，
以求得正确决策、明白理解的过程。
在此，魏晋申论之“申述”意得到了延续，因为“申述”亦必须进行论述，而论述又必须分析、展开
。
其申论的思维过程是一致的，即同为某一特定事宜进行分析与论述。
　　（三）在明清时期，申论的使用范围广泛扩展到各类文体文章之中，和国家政务联系起来，表示
充分论述、科学决策的涵义更加明确。
　　《清史稿·卷一百六十·志一百三十五》中记有一事：“第五、第六两款，均申论设关事宜，章
程由两国酌定。
”在国家外交上的有关事务，需谨慎为之，因而更需申论，详细分析、反复论述。
更为明确地将申论同国家政务关联起来的是《清史稿卷三百七列传九十四陈宏谋传》中记载了朝廷选
用陈宏谋的经过：“陈宏谋，字汝咨，广西临桂人。
为诸生，即留心时事，闻有邸报至，必借观之。
监生旧有考职，多以人代。
世宗知其弊，令自首，而州县吏藉察访为民扰。
宏谋疏请禁将来，宽既往。
召见，徵诘再三，申论甚晰，乃允其奏，以是知其能。
”宏谋受召见，因为其面对问题，分析论述条理清晰，充分说明了自己的观点“甚晰”，于是，世宗
便知其“能”。
表明申论的能力即为分析与论述的能力，而这也是为政者能正确的分析事物、从而进行科学决策的能
力，所以，申论的能力在这里作为一种考查官员的方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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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体现为学术性的对重要经典意义的理解和阐发的用法也日益多见。
明代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二《穷理》：“故本末、精粗、大小、远近，皆所当穷，请申论之。
”清代秦蕙田《五礼通考·军制》：“孔颖达恐人不明其异，或反误为一，故又申论许慎之意⋯⋯”
清代牛钮等撰写的《圈讲易经解义》：“此二节又申论中四爻之义也。
近谓四近君也，柔指六言，刚指九言。
”此处，即是对其“中四爻之义”的进一步的说明、分析，而后所言，均是对其的论述。
由此可以明确地看出申论之用法：深入细致地分析、论述，进一步阐述。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申论的用法已经明确，即对一事件或一问题的充分分析、论述，从而达到科
学地决策，准确的认识。
而且还把申论能力和对人的分析理解论述能力的考查结合了起来，是这时的一个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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