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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2021_2022__E5_85_AC_E

5_BC_80_E9_80_89_E6_c25_20570.htm 中组部新近颁布的《党

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大纲》（以下简称《考

试大纲》），是规范全国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

考试与测评工作的标准和依据。 4年前，中组部曾颁布试行

了《考试大纲》，对规范全国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

考试，引导广大干部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增长本领发挥了

重要作用。 根据党中央对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

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还有党在理论创新

上取得的重大成果，以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对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工作作出的明确规定，中组部决定

对《考试大纲（试行）》进行修订。2002年6月以来，中组部

领导干部考试与测评中心组织了近百名国内著名专家分17个

专家组，对《考试大纲（试行）》中政治、经济、法律、管

理、科学技术、历史、国情国力、公文写作与处理、考试与

测评方法等内容进行修改，广泛征求意见，先后六易其稿，

于2004年4月正式颁布。《考试大纲》做了哪些主要修改修订 

《考试大纲》的基本思路是：在保持试行大纲基本框架的基

础上，主要围绕解决好领导干部选拔考试“考什么、怎么考

”这两个基本问题，重点调整考试内容，补充测评要素，完

善考试测评方法。具体修改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一、适用范

围、名称和体例做了较大修改 根据《干部任用条例》、《公

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和《党政机关竞争上岗

工作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对考试大纲的适用范围作了修



改，将竞争上岗考试由参照执行纳入了主要适用范围，在适

用范围的表述上与《干部任用条例》及两个暂行规定相衔接

。同时从当前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的实际出发，规定国有

企业领导人员的公开招聘和竞争上岗考试“可参照执行”。

由于适用范围作了调整，相应地考试大纲的名称也由《全国

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考试大纲》修改为《党政领导干部公

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大纲》。同时，将《考试大纲》修改

为法规性文件的体例，以章、条、款的格式表述。《考试大

纲》共分5章18条。二、公共科目笔试部分补充较多新内容，

删除过时、过专、过细的知识点 公共科目笔试内容是这次修

订的一个重点。修订后《考试大纲》的公共科目笔试内容仍

保留了试行大纲中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科学技术及历

史、国情国力、公文写作与处理等六个部分的结构框架，着

重对各部分学科内容作了修改和完善，补充了较多的新内容

，删除了过时、过专、过细的知识点。公共科目笔试内容由

原19个科目增加到21个。 《考试大纲》公共科目现共有784个

知识点，比原来净增178个，其中：保留原有知识点216个，

约占现有知识点总数的28％；原有知识点作了一定修改的239

个，约占30%；新增知识点329个，约占42％。修订后的公共

科目笔试内容，较好地反映了新形势新任务对领导干部在基

本知识素养和能力素质方面的要求。 学科设置、学科内部结

构调整和内容修改较大的是：政治部分新增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按照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全国人才工作会

议精神，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内容作了全面调整；对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党

和国家方针政策等交叉的知识点作了适当修改、调整。经济



部分由原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国际经济关系若干问

题，调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微观经济、宏观经济、

国际经济。法律部分在有关部门法中增加了国际法、国际经

济法的内容。管理部分由原来的行政管理、领导科学两个学

科调整为公共行政、公共政策、领导学三个学科，并相应地

对有关学科的知识点做了适当修改。三、明确笔试、面试的

功能及测评要素，解决领导干部考试“考什么”的问题 《考

试大纲》进一步明确了公共科目笔试、专业科目笔试、面试

各自的主要功能，新增了公共科目笔试测评要素和专业科目

笔试测评要素，并对原有的面试测评要素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进一步明确了考试命题和实施测评的基本依据，从而基本

上解决了领导干部考试“考什么”的问题。 具体地说，《考

试大纲》规定：公共科目笔试的功能是“主要测试应试者胜

任党政领导工作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特别是运用有关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分析解决领导工作中实际问题的

能力。”专业科目笔试的功能是：“主要测试应试者胜任选

拔职位工作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特别是运用专业知识分析

解决领导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面试的功能是：“在公

共科目和专业科目笔试的基础上，进一步测试应试者在领导

能力和个性特征等方面与选拔职位的匹配程度。”这三个科

目的考试都突出体现了对领导能力素质的测试。 新增了公共

科目笔试测评要素和专业科目笔试测评要素，是这次修订工

作的一个重要突破。在总结吸收近年来领导干部考试测评工

作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的基础上，《考试大纲》规定：公共

科目笔试测评要素主要有5项，即理论素养、公共知识素养、

政策法规水平、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专业科



目笔试测评要素主要有4项，即专业知识素养、专业政策法规

水平、专业管理能力和选拔职位需要的其他相关能力。同时

，对原有的面试测评要素进行了调整和完善。根据考试测评

实践经验和对领导干部能力素质的新要求，修改为10项面试

测评要素，即综合分析能力、言语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人际沟通能力、决策能力、创新能力、应变能力、激励能

力、选拔职位需要的特殊能力和个性特征。 总体上看，修改

后的《考试大纲》公共科目笔试、专业科目笔试和面试的功

能定位更加准确，测评要素更加全面，从而使考试能起到有

效检测应试者知识和能力素质的作用。四、为解决“怎么考

”的问题，调整和补充完善了笔试和面试的方式方法及实施

程序 一是重新确定了笔试试卷结构。笔试试卷结构是指试卷

中的试题内容比例、试题难易比例、题型比例等。为增强对

笔试命题的指导性、可操作性，提高笔试的测试效能，现行

的《考试大纲》对公共科目笔试和专业科目笔试的试题内容

比例、试题难易比例等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即“试题内容比

例根据领导职位对知识和能力素质的要求确定。”“试题难

度根据领导职位对知识和能力素质的要求确定。试卷中不同

难度的试题比例为：较难试题约占20％，中等难度试题约

占50％，较容易试题约占30％。”试题类型仍划分为客观性

试题和主观性试题，但对个别题型作了调整，如：在客观性

试题中补充规定，选择题包括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两种

；在主观性试题中取消了原有的改错题，增加了申论题，专

业科目笔试题型中还取消了写作题。同时，增加了“选拔职

务的职级越高，主观性试题的比例应越大”的规定。 二是完

善了面试环节的测评方法技术及其实施程序。《考试大纲》



规定：面试环节中可使用结构化面试方法，根据需要也可使

用无领导小组讨论、公文筐测验、角色扮演、演讲等其他测

评方法。并对各种测评方法作了更具体、规范的说明。删除

了面试测评实践中极少使用的工作取样法。为鼓励各地各部

门采用并推广先进的测评技术，提高测评信度与效度，规定

“有条件的可采用评价中心技术以多种方法进行测评。”同

时，补充和完善了结构化面试、无领导小组讨论、公文筐测

验、角色扮演和演讲等测评方法的实施程序。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