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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测验》命题总的要求是：能够考查应试者从事北京机

关工作必备的潜能，包括理解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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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常识部分有多

项选择题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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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部分的变化加以

简要分析： 1.言语理解与表达。2005年之前，北京社招公务

员考试对言语理解与表达考查的形式单一，全部是文章阅读

，2005年之后，考查重点转向考查面较广的片段阅读上，考

查目的更为明确，即着重考察考生语言基本功和对语言文字

的综合分析能力。从今年的考试形式和大纲要求来看，片段

阅读有可能会再考核，这也是考试中的重要变数之一，考生

朋友们应有足够的重视。 2.数量关系。数量关系包括“数字

推理”和“数学运算”。总体上看，数量关系题型未来仍面

临一定的完善、发展空间，尤其“数字推理”这种类型题在

北京人事考试中心和命题组内部曾有不同看法和意见，特别

是北京有一种特殊的数图推理，历年来考核的效果还是比较

明显， 2007年数字推理题仍会保留且其题量和难度方面会有

较大变化，就是还要加大考核的难度！“数学运算”类型题

主要考查考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反应能力，在近年来的考试

中，其难度逐步增加，已成为众多考生的“软肋”。 3.图形



推理。图形推理题的重大变化从2002年开始，北京社招公务

员考试图形推理题的难度没有很大变化，虽然国家考试部分

题目向综合化、立体化方向发展，以原有题型为基础加入了

“视觉推理”和“平面图形的空间还原”两种新题型，这就

对考生的图形观察能力以及空间想像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

要求；但北京社招图形推理一直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考核，我

个人认为，虽然大纲没有特别说明，今年北京社招图形推理

会在这方面有变化，考生不能掉以轻心！ 4.演绎推理。演绎

推理题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几乎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和思维科学等各个领域，有时还会出现很多专业的术语

。该题型近几年变化越来越大，且越来越趋向逻辑学专业化

，不具备逻辑专业知识的考生往往在答题时只能“跟着感觉

走”，目前要求命题远离专业逻辑学的呼声较高。但北京社

招在这方面的考核一直比较平稳。 5.定义判断。定义判断题

型较为稳定，长期被沿用，未来在题型、题量方面变化不会

太大，但题目难度方面会适度增加。 6.是考事件排序还是类

比推理。类比推理来源于江苏省的考试，是2006年中央国家

机关公务员考试新增的一种题型，该题型对考查考生在给定

参照标准下的快速辨识能力、归类能力较为有效。但北京大

纲明确规定考核事件排序，这里有两种情况：要么不考这种

题型，要么考事件排序。 7.常识判断。常识判断题型主要考

查考生的基本知识以及对这些知识分析判断的基本能力。该

类题在题型、题量方面已经基本稳定，但在形式和内容方面

面临变化。特别要注意的是：北京社招常识部分有多项宣择

题。 8.资料分析。资料分析题的题型已经由单一的图、表和

文字向综合化方向发展，其难度逐步增加。2007年资料分析



简单题将会减少，难度较大的题有所增加，难度较大的题目

则需要进行对比分析，同一材料的答项后项需要前项正确答

案提供数据的支撑。由此，资料分析难题已极易构成“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的答题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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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