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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E_B6_E9_80_8F_E6_c26_22558.htm 一、背景介绍 通过考试

选拔人才、选拔官员的制度发端于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但

到近现代中外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却产生了分野。西方文官制

度自1870年英国起源以来已有130年的历史，它是 我国公务员

制度的形成较晚，试点工作从1988年开始，在1993年才正式

建立，至今不过十几年的历史。然而，由于人才市场结构不

完善、就业观念不开放等多种原因，导致社会就业压力不断

增大，公务员考试一下迅速演进为一股热潮。2006年国家公

务员考试有36万多考生参加，而实际招收只有1万多人，有的

岗位录取比例甚至高达2000：1，其竞争激烈程度已超过高考

、考研，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第一考”。 公务员考试报名

人数的激增引起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公务员考试的公正性

、合理性时时刻刻面临着社会各界的拷问，其中命题就是国

家公务员录用考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其质量高低直接

关系到国家公务员录用质量的优劣，公务员考试命题组承受

着很大的精神和舆论压力。 大凡考试，无非是用人单位测试

考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等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区别不同

的考生在应当掌握的知识和能力素质等方面的不同，以便于

甄选人才。公务员考试可以采用的形式有笔试、口试(面试)

、模拟操作测试、心理测试等。目前，我国中央国家机关公

务员考试的形式是笔试和面试，地方公务员考试有的还单列

“公共基础知识”进行考查，地方司法机关、公安机关在笔

试阶段可能对专业法学、法律基础进行专项测试。 中央国家



机关公务员考试的公共科目笔试内容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

验》、《申论》两科。报考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职位的

考生均须参加《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科考试，

其中《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试卷分为一、二两卷，分别用于

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的报考者，它们在题型、题量、难

度等方面稍有不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包括“言语理解

与表达”、“常识判断(侧重法律知识运用)”、“数量关系

”、“判断推理和资料分析”五大板块，全部采客观性试题

。《申论》则主要考查报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等。考试题型及其

模式一般在考前1个半月通过《招考简章》和《考试大纲》正

式对外发布，考试可以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网、人民网、新

华网等指定网站进行查询。 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题型设置

内幕 笔试是通过书面答卷的形式对考生进行有关知识、能力

和素质的测试。总的来讲，笔试命题量大、内容涉及面广、

试卷题型较为规范，评分结果也就较为客观和公正。但是，

笔试对于考生的工作阅历、工作能力、工作态度等难以检测

，需要通过面试等考查方式加以弥补。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的命题方式，2006年以前较为封闭，基本可以说是命题专

家“闭门造车”的模式。2006年，国家人事部公务员管理司

决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

部分试题。此次征集活动是一次为进一步提高考试公正性、

科学性的大胆尝试，所征试题全部为四择一的客观性试题，

要求能够考查应试者的综合能力和素质，要求有所创新且必

须是原创。试题如被采用，公务员管理司将通知命题人，与

命题人约定试题不得再转作他用并签订“命题保密协议书”



，然后支付一定的报酬。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命题总的要

求是：能够考查应试者从事国家机关工作必备的潜能，包括

理解事物发展变化的能力、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等。命题内

容主要包括常识判断(涵盖政治、法律、管理、经济、人文、

科技等)、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资料分析

等五大部分，全部为四择一的客观性试题。下面按照行政职

业能力测验各具体题型划分为八个部分加以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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