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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務員必讀系列（五）】應考前的十大最後準備    撰文： 黃偉豪 

   

JRE 在本周末進行，時間無多，一次過給大家以下一連串的建議，以作好最後的準備！ 

1. 全面掌握政府政策難題，不取巧亂捉題目  

要預測 JRE 的題目並不困難，因它必定是政府現在正面對的政策難題。這使考試更具真實

性，而且因問題仍未解決，無標準答案，更能考驗大家的獨立思考和分析能力。但也有人

指出可「捉題目」，因出卷及印刷需時，近月發生的大事成為試題的機會甚微。這看似有

點道理，但卻極不鼓勵，原因是很多政策是互相關連，「捉題目」反而減低對政府政策的

全面了解，風險亦相當之高。再者，筆試後仍有面試，現在省了的時間，將來要全數歸還。 

2. 合作分工，自私形同自殺  

要對政府各政策難題，有充份認識並不困難。我有很多成功的學生，會自組學習小組，各

自研究自己負責的政策局的政策爭議及難題，然後在小組內互相交換心得。因此，公務員

考試所考的再不是有你無我的互相競爭，而是合作與分工。否則，要在短時間內了解政府

各政策範疇，自私的心態只會帶來自殺的效果。 

3. 有選擇性地善用提供的資料  

若考試提供額外資料及數據庫，是否要全面運用？答案是：一半半。提供數據給考生的目

的通常有兩個，一是測試考生分析數據的能力，但更基本的目的是測試考生是否有能力把

有用與不相干的資料分開。因此，在毫不思考下，嘗試用盡所有提供的數據在自己的答案

內，隨時「中伏」。 

4. 認清持份者，要有同理心  

制定政策是要在眾多的持份者（stakeholders）中建立共識，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

在答題中必須認清主要的持份者，用同理心（sympathy）了解他們的 stake 所在，從而照顧

到他們的需要。 

5. 考分析力，不是政府或個人立場  

公務員考試的重點是考生的分析力，因此單純支持政府的立場，沒有分析及理據支持，只

會「擦錯鞋」，注定失敗。也因此，個人立場和理念並不重要，切勿盡情抒發。 

6. 分析獨到，但不鑽牛角尖  

要知道，有九成以上的考生也是在 JRE 出局，因此，答案中的論點必須較為深入和獨到，

不能人云亦云。但也切忌走向另一個極端，論點過分鑽牛角尖，曲高和寡，無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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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點優先，切忌瑣碎 

政策分析或制定不是鬥 point 多的遊戲，永遠用最強最有力的論點行先。答案不能盡錄所有

論點也不緊要，最重要的是你的分析及建議已有足夠支持。 

8. 完整答案，具體建議 

考試是模擬政府文件及寫作，不能無頭無尾，也要有較具體的結論和建議。 

9. 重溫這個系列的文章 

這已是這個系列的第 5 篇文章，若錯過了之前的 4 篇，現在是時候把它們認真地看一遍。 

10. 瞓覺 

到了最後一刻，臨場應變及清晰的頭腦，往往更為重要。所以，足夠的休息反而是考試前

最重要的準備。 

  

在我所認識的學生中，所有成功在 JRE 過關的，日後每次也能順利過關。這說明了一切是

可以透過努力和練習來掌握，只要願意跟着提出的要點去耐心學習，成功指日可待。大家

要努力和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