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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5_85_AC_E5_c26_488828.htm 在当今高度信息化

的社会中，各种信息、资料不仅来得快，而且数量庞大，特

别是处于社会中枢的国家行政管理机关，是信息收集、加工

、处理、传递的基地。它所接收的信息和资料无论从数量上

，还是从复杂程度上，以及广泛性上，都是一般单位和部门

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作为国家公务员，必须具备对各种资

料进行准确理解与快速分析综合的能力，才能胜任其工作。 

资料分析测验主要考查应试者对各种资料(主要是统计资料，

包括图表和文字资料)进行准确理解、转换与分析综合的能力

。它是随着社会高度信息化及管理科学化的发展以及对人的

素质要求愈来愈高，而逐步从其他测验中分离出来的。 资料

分析测验的内容一般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对某项工作或任务

的进展或完成情况做出评价和判断，如对政策、计划执行情

况的检查和监督；二是对被研究现象的统计规律、现象之间

的依存关系及依存程度的规律等加以揭示和阐述；三是对被

研究现象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其变化特征进行预测或推断。 资

料分析测验的基本方式是：首先提供一组资料，这组资料可

能是一个统计表，一个统计图，或者是一段文字。在资料之

后相应地有3～5个问题，要求应试者根据资料提供的信息，

进行观察、分析、比较、计算、处理，然后，再从问题后面

的四个备选答案中找出正确的答案来。可以说，资料分析测

验的试题着重考查应试者以文字、图形、表格三种形式的数

据性、统计性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与加工的能力，应试者不但



要能读懂统计图表，即准确地把握各项数据的含义及其相互

间的关系，而且要能通过简单的数学运算把握数据的规律，

从而对我们的工作和学习起到指导、定向以及调整的重要作

用。 资料分析测验共有20道题，一般来说，问题的难度有三

级：第一是简单题，这种题在阅读资料之后只需要通过观察

就可以在资料图表中直接找到答案，比如判断最大值，最小

值或资料中某一具体数值等：第二级是中等难度题，常常要

经过一定的运算或对资料进行一定的分析组合之后才能得出

答案；第三级是较难的题，往往给出一组判断，要求应试者

判断这组判断的正误，这类题一般带有一定的综合性，需要

对资料进行比较复杂的分析与综合，有时甚至要用到资料上

没有直接给出的相关背景知识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需要提

醒应试者注意的是，答题的直接依据是试题提供的资料，切

记不要脱离资料本身所提供的信息，不要凭自己个人的经验

或非试题提供的同类信息作出判断，否则会严重影响考试成

绩。 统计表是把获得的数字资料，经过汇总整理后，按一定

的顺序填列在一定的表格之内的任何一种统计表格与统计数

字的结合体。利用表中所给出的各项数字指标，可以研究出

某一现象的规模，速度和比例关系。 统计图是根据统计数字

，用几何图形、事物形象和地图等绘制的各种图形。它具有

直观、形象、生动、具体等特点。统计图可以使复杂的统计

数字简单化、通俗化、形象化，使人一目了然，便于理解和

比较。但统计图与前面所说到的统计表与文字资料有着很大

的不同。统计表主要是大量数据的罗列，要求考生在复杂的

数据中针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量化比较和趋向分析，它主

要是对数据的驾驭。文字资料蕴涵大量相关数据于一大段材



料中，它需要你按照给出的要求，从材料中逐一筛选有用的

数据，并结合材料的原意，恰当得运用数字材料，是这类题

主要考察的。而统计图与它们不同，它有数据，但蕴含在形

象的图形之中，有时甚至需要你对图形进行过一定的分析之

后，才能得到所需的数字资料。当然相形之下，统计图在整

个材料分析中是最简单和容易的，它既没有复杂的数据罗列

，又不需要逐字逐段地去斟酌语意，通过一目了然的图形，

很容易就会得出正确的答案。当然，这要求你平时对统计图

有一定的接触，对这类题的解题方法有一定的了解。不论什

么题，无论它多么简单，假如你从未接触过，都是很难逾越

的。 在资料分析测验中，统计图被经常使用。统计图主要包

括条形图、平面图、曲线图和网状图。 (一)条形统计图 以条

形的长短来表示大小的条形统计图，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比较

常见的。用这种统计图对一些较简单的指标数据(如经济指

标)加以表达和比较，会收到非常生动和具体的效果，容易为

一般人所接受。对一般考生来说，在公务员考试中遇到这类

题，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因为做这类题，没有多大

的风险，看起来简单，可以将做资料分析的速度提高一半左

右，这样可以为以后的题目的整个试卷的检查保留重要的时

间，也是考生顺利通过公务员考试的一项促进因素。不过，

这类题虽然直观和简单，有时却需要用笔计算去验证自己的

直觉感应，毕竟，在有图有数据的同一题中，图没有数据有

说服力。题虽说容易，但容易就应保证正确率，实际上，在

公务员考试中，因为时间紧张，最重要的就是正确率。 (二)

平面图 平面图是用扇形面积来表示各项数量的统计图，它将

各种数据直观形象地综合到同一个圆中，你不需要像对待条



形图那样去比较各项的长短。这里，数据被直接指出，你可

以对图中的一切一目了然，根据题目中的要求，轻而易举地

便可以获取各项数据。不过，做这种，你必须适应相对值的

计算和处理，明确各个数据间的数量关系，在做答题时，尤

其要注意单位，明了哪些是需要单位的，哪些又是不需要的

。 (三)曲线图 生活中最常用到的统计资料，一是统计表，再

就是这个曲线图了，曲线图可以直观、形象地将一组数据的

发展趋势表示出来，在生活中，人们利用一些重要活动的数

据的走势对今后进行预测和规划。在材料分析中，这类题并

不直接给出极为准确的数据，而需要你根据一些联结点的位

置去推测和揣摩，这样，本类题目就不再需要大量的复杂的

数据运算，对这些题目，只能进行仔细地观察和分析，这对

那些热衷于数学运算的考生并不是很好，毕竟这是对另一种

能力的考查。不过，这类题在具体解答起来，只要不看错，

应该不太困难，当然，绝不可以心浮气躁，否则，什么题也

做不好。 (四)网状图 这种图形在1997年中央国家机关录取大

学毕业生考试中首次出现，2000年仍然作为考题出现。客观

地说，这类题没有复杂的数据处理过程，只需要你对一个由

众多小三角形组合成的大三角形进行综合的分析，就可以得

出正确的答案。然而，不难只是对“会者”而言的，因为这

类图题型新，图形复杂，对那些整天只知处理数据的考生来

说，遇上这种题根本无从下手。而且，题中决不明确给出数

据，那些善于猜答案的考生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因此，无论

应试能力多高的考生，都必须首先对这种题型有一个大体的

认识和了解，弄明白这类题的解题技巧。要会看题，弄清楚

题目都给了你哪些信息，在后面的解题过程中就可以较顺手



地去应对。另外，这类统计图中只有一些字母，字母所代表

的意义都有题外，在正式答题之前你必须把这些图形各自代

表的意义弄清，因为以后的具体题目给出的选项可能会脱离

字母，你一旦稍一粗心把它们搞混，就会作出错误的选择，

造成失分。 文字资料是用陈述的方式将一系列相关数字罗列

出来，要求考生对所提的问题进行解答。这类题与统计表相

比，其数据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为众多数据都隐藏包

容在一段陈述中，需要你从中将需要的数据逐一找出，并将

相关的数据串起来。这种题不像上面所说的统计表那样，有

众多的数据摆在你的面前，任你选择和处理。它需要你能将

文字资料中的数据首先组成一张“统计表”(至少在大体上

是)，然后才能进行下面的工作。应该说，在所有的资料分析

题中，文字资料题是最不易处理的一种。在遇到这类题时，

切忌一上来就找数据。因为这种题是一种叙述，叙述就有语

意，有语意就可能让人误解。如果一上来就直奔数据，而对

材料陈述的内容不屑一顾的话，很可能背离材料的本意和要

求，造成失误。做这样的题，在拿到题目之后，首先要将题

目通读一遍，从大脑分析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然

后仔细看一下后面的五个问题，与自己原先想的印证一下，

接下来就有针对性的再认真读一遍材料，最后，开始答题。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准确地把握材料；另一方面，对材料

中的各项数据及其各自的作用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有些人

可能不喜欢做那些统计表的问题，对大堆的数据觉得无从下

手，而以为文字资料非常容易，希望在做这类题上可以尽量

挤出时间以允给别的题。轻视加草率，却忽视了这类题往往

会有复杂的计算思路，综合且较难的判断，往往会在文字资



料题上丢分。在前面就已经说过，在资料分析中，最难的一

类就是综合性的判断，如果是在统计表中，这类题只涉及对

数字的比较和处理，虽说复杂点，却相对比较容易得分。而

文字资料，却又加上了对语意的把握和理解，也就是说，它

比统计表又多了一个环节。这对那些急躁而轻视文字资料的

考生来说，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解题技巧 1、首先应读

懂图、表或文字。资料分析试题是以图、表或文字反映的信

息为依据，看不懂资料，也就失去答题的前提条件。因此，

应当把图表内容的阅读和理解作为正确答题的首要条件。 2

、读资料时，最好带着题中的问题去读，注意摘取与试题有

关的重要信息。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对资料的理解，另一方面

也可减少答题时重复看资料的时间。 3、适当采用“排除法

”解决问题。资料分析题的备选答案，通常有一两项是迷惑

性不强或极易排除的，往往通过图表或文字反映出的定性结

论就可以排除；在进行计算时，往往通过比较数值大小、位

数等可排除迷惑选项。 4、注意统计图表中的统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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