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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5_89_96_E6_c26_488981.htm 随着烈日炎炎的夏天

到来，绝大多数地方性07公务员考试的结束，08年公务员考

试的序幕已经缓缓拉开。其中的重头戏，也是第一场“战役

”，就是将在07年11月份举行的0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 本文

所涉及的“数学”部分包括公务员考试中出现过的两大部分

试题，数量关系和资料分析。其中，数量关系包括数字推理(

一般为5道题)和数学运算(一般为15道题)；资料分析包括由图

形资料、表格资料、文字资料或者这三种资料之间的组合型

资料所构成的四道题目，每道题目都是5小题，总共20道题。 

纵观我国国家公务员考试题，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题目

在逐年变难。但是，如果这样告诉考生，未免做不到权威性

和有深度的把握。我们不妨在深层次剖析一下这个“难”字

。所谓的“难”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题目的长度

有所增加。数学运算部分的题目近年来以应用题为主，在07

国考中，15道数学运算题目全都是应用题。以前出现过的数

字运算题目已经消失殆尽了。这在无形中增加了题目的阅读

量。 第二，题目计算难度增大。这里有两层含义，(1)本身的

计算变得繁杂。比如07国考的最后一道“扇形图”图形资料

分析题，其计算量是以往资料分析题目前所未有的；(2)本身

题目设置了一些计算上的陷阱，如果计算不加小心仔细，很

容易掉入其中。比如07国考第54题就是一道乘船过河的题目

，题目本身并不难，但是由于题中提到“需1个人划船”以及

“9点17分”这两个条件，在计算中容易把握不好什么时候人



数应该减1这项运算。 第三，题目类型在变化。这是我们今

天的核心议题，下面进行详细说明。 一、数字推理部分 数字

推理的题目经常让人觉得“摸不着”。因为出题人对于数列

设定的规律经常让人“猜、猜、猜不透。”其实对于数字推

理的题目来说，其规律性是很强的。在考生的心里要始终装

着这几种最常见的数列规律。 1.二级或者三级等差、等比数

列 及原有数列逐项作一次差或者作两次差之后，得到等差或

者等比数列。在以往考题当中，这类数列是最常见也是最容

易的数列题目。在07年的国考题当中，5道题中有3道，分别

为第41题、第44题和第45题。 这类题目是有一种很简单的变

式的，及数列各项经过逐项作商之后得到等差或者等比数列

。举个例子来说明： 54，6，2，2，( ) A.1 B. 0 C. 6 D. 12 这道

题应该选C，其规律是前一项除以后一项分别得9、3、1、1/3

，这是一个等比数列。 2.运算递推数列 这类数列最经典的代

表作就是“斐波纳契数列”1，1，2，3，5，8，13，21⋯⋯这

个数列的规律就是从第三项开始，每项等于它前面两项之和

。2＝1＋1，3＝2＋1，5＝3＋2，8＝5＋3，⋯⋯对于这个数列

的变形是多种多样的。 (1)可以将运算递推规律改成减法，比

如2002年国考B类试题第4题 25，15，10，5，5，( ) A. 10 B. 5

C. 0 D. -5 这道题应该选C，其规律是第一项减去第二项得到

第三项。25-15＝10，15-10＝5，10-5＝5，因此5-5＝0 (2)还可

以将运算递推规律改成乘法，比如2005年国考二类试题第34

题 3，4，6，12，36，( ) A. 8 B. 72 C. 108 D. 216 这道题应该

选D，其规律是前两项乘积除以2得到后一项。3×4/2＝6，4

×6/2＝12，6×12/2＝36，12×36/2＝216 (3)更可以将运算递

推规律综合起来进行变化，比如2007年国考题第42题 1，3，4



，1，9，( ) A. 5 B. 11 C. 14 D. 64 这道题应该选D，其规律是前

两项差的平方得到后一项。(1-3)^2＝4，(3-4)^2＝1，(4-1)^2

＝9，(1-9)^2＝64 运算递推数列的变式很多，但是其变形方

法不出两个原则：一是运算规律的变化，由单一的加法运算

变成减法、乘法、除法、乘方，以及这些运算的混合运算；

二是添加了常数项，比如上面的第二道题，乘法运算之后添

加了除以“2”这个常数项运算。 运算递推数列是每年数字

推理题目的必考题目，掌握了以上两种题目规律的变化原则

，所有题目将迎刃而解。 3.自然数幂次数列 最基本的自然数

幂次数列就是自然数的平方数列：1，4，9，16，25，36⋯⋯

这个数列可以引申为立方数列1，8，27，64，125，216⋯⋯ 

这类题目在国考题中常有两种变形 (1)幂次改变，比如2006年

一类考题第32题 1，32，81，64，25，( )，1 A. 5 B. 6 C. 10 D.

12 这道题应该选B，其规律是各项分别是1^6＝1，2^5＝32

，3^4＝81，4^3＝64，5^2＝25，6^1＝6，7^0＝1。 (2)幂次

数加减1，比如2007年国考题第43题 0，9，26，65，124，( )

A. 165 B. 193 C. 217 D. 239 这道题应该选C，其规律是各项分别

是1^3-1＝0，2^3＋1＝9，3^3-1＝26，4^3＋1＝65，5^3-1

＝124，6^3＋1＝217。 关于自然数幂次数列的变化规律主要

就是幂次改变或者在幂次数上添加常数项。 自然数幂次数列

也是近年国考题的热点题型。 以上三种常见题型只是数字推

理题目的一瞥，还有很多题目有着各种各样的规律，但是纵

观这些规律，其题目发展的趋势不外乎这两点，一种是改变

原有的运算法则，比如变减法为除法，在比如添加平方或者

立方运算；一种是在原有运算基础上添加常数项。 把握了这

两种大原则，我们就能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准确、快速发现



规律。这对于08年的国考数字推理题，是至关重要的。 二、

数学运算部分 数学运算题目是数学题目的核心部分。从其题

目在考试中的位置看来，设置在46-60题范围内，这正是考生

在临考中思维、集中度达到最顶峰的时刻；从其题目本身看

来，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容易让考生感到眼花缭乱、不知

所措。那么，在国考题中，有没有一些题型每年必考呢？ 当

然有！ 1.行程问题 行程问题是考察考生数学运算能力最佳的

问题之一。因此无论是国家公务员考试还是各地公务员考试

，数学运算的题目当中都有行程问题，其难度也是历年考题

中难度位于前三的试题。 行程问题涉及到速度、时间、路程

三个量，一道题当中可以引入一个或多个运动的物体，每个

物体运动的路线可以是直线、来回折返、曲线，每个物体运

动的速度可以保持不变也可以发生变化⋯⋯如此繁杂的可能

性，造成了行程问题本身就有千变万化的感觉。 然而万变不

离其中，近年来的行程问题多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体运

动比如2007年国考题第53题、2006年国考题一卷第39题。对于

这类行程问题，如果抓住“速度比值＝路程比值/时间比值”

这个关系式，则可迎刃而解。由于行程问题求解相对复杂，

而且其解法呈现体系化的趋势，考虑到本文篇幅的问题，这

里不对具体题目进行详细的解答。 而近几年的国考题所涉及

的范围都是直线运动，其实对于行程问题来说，曲线运动是

一大块内容，因此在准备08年国考的时候，切不可忽略曲线

运动的行程问题。 2.工程问题 此类问题是有实际应用背景和

应用价值的题目，也是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热点题型。2007年

国考题第57题就是一道工程问题。一般来说，工程问题的难

度并不太大，关键在于求解时将涉及分式的运算，造成很多



考生不知如何快速求解，甚至有些考生由于紧张造成错解。 

工程问题的发展趋势很明晰，从最早涉及一家“工程队”；

直到后来涉及两家“工程队”，这两家有时候合作，有时候

还会互相“捣乱”(水管流水问题)；现在多为三家“工程队

”，这下题目则热闹很多，有时候一家单干，有时候两家合

作一家歇着，有时候三家齐上阵⋯⋯各种组合方式。 想快速

、准确的解决这类问题，最佳方式可以概括为“题目让我求

什么我就求什么、没让我求的量我大可扔在一边不去理会”

，及所谓的“设而不求”。 以2007年第57题为例来说明这个

快速求解的方法。 一篇文章，现有甲乙丙三人，如果由甲乙

两人合作翻译，需要10小时完成，如果由乙丙两人合作翻译

，需要12小时完成。现在先由甲丙两人合作翻译4小时，剩下

的再由乙单独去翻译，需要12小时才能完成，则，这篇文章 

如果全部由乙单独翻译，要( ) 小时能够完成. A .15 B .18 C .20

D .25 假设甲、乙、丙分别用A小时、B小时、C小时可单独完

成任务，则根据题意， 前两式相加可得，代入第三式可得， 

解得，B＝15小时。 这道题的问题只需要求出B，但是为了求

解B，我们需要引入A、C两个变量。如果花费了时间求A、C

，不仅容易错，还浪费了时间。 对于工程问题来说，其题目

可变空间并不很大，但是随着题目难度的增加，今后工程队

的数量可能还会逐渐增多。如果能真正掌握“设而不求”的

思想，即便是100个工程队在施工，我们也不会害怕了。 3.“

人数”问题 这里的“人数”大了双引号，原因是“人”字可

以变为“题”、“天”⋯⋯等多种类型的事物，但是这些题

目具有共同的特点，也具有共同的解法。 最早的人数问题是

这样，2004年国考题A类试题第46题。 某大学某班学生总数



为32人，在第一次考试中有26人及格，在第二次考试中有24

人及格，若两次考试中，都没有及格的有4人，那么两次考试

都及格的人数是( )。 A. 22 B. 18 C. 28 D. 26 逐渐演化成了这样

的问题，2005年国考题一卷第45题。 对某单位的100名员工进

行调查，结果发现他们喜欢看球赛、电影和戏剧。其中58人

喜欢看球赛，38人喜欢看戏剧，52人喜欢看电影，既喜欢看

球赛又喜欢看戏剧的有18人，既喜欢看电影又喜欢看戏剧的

有16人，三种都喜欢看的有12人，则只喜欢看电影的有( )。

A.22人B.28人C.30人D.36人 在2007年的国考题第50题中，问题

变得更为复杂。 小明和小强参加同一次考试，如果小明答对

的题目占题目总数的3 / 4 .小强答对了27道题，他们两人都答

对的题目占题目总数的2 / 3 ，那么两人都没有答对的题目共

有： A .3道B .4道C .5道D .6道 对于“人数”问题，通用的解

法，也是不会错的解法，也是当题目变得越来越难时，求解

速度会越快的解法就是利用“文氏图”。 就拿最简单的2004

年国考题B类试题第46题来初步体会一下文氏图的作用。 用

一个图来表示学生考试及格情况。其中横线以上代表第一次

及格的人，竖线以左代表第二次及格的人。由此可知，A代

表两次都及格的人，B代表第一次及格但第二次没及格的人

，C代表第二次及格但第一次没及格的人，D代表两次都没及

格的人。则根据题意， A＋B＝26 A＋C＝24 D＝4 A＋B＋C

＋D＝32 前三个式子相加，减去第四个式子可得，A＝22人。

这只是文氏图的最简单应用，随着题目的变化，图的结构也

在发生着变化，但是只要能掌握这种方法，所有的“人数”

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由于本身“人数”问题的题目其方法单

一，因此在题目发展的过程中，加入了其余的数学运算元素



。比如2007年的这道国考题就需要利用“整除性”先确定题

目的总数，之后还需要利用“不等式”来求解。因此今后的

人数问题将会演变成综合了整除、不等式等一系列其他数学

运算元素的综合性题目。 以上列举出了三类在国家公务员考

试题目当中连年出现的试题，对于15道数学运算题目来说，

这三类问题是无法覆盖整个题目类型的。这里仅仅罗列出它

们，让大家看到冰山一角。总体说来，近年来的数学运算题

目发展趋势是由单一性问题转变为综合性问题，由纯运算问

题转变为需要进行一定逻辑判断再进行运算的问题。 三、资

料分析部分 对于资料分析部分我们大可不必细谈，因为大家

也都能看出，近年来资料分析试题中的图形题只有一道了，

而剩下的三道题目中或是两道表格题目(2006年国考题)，或是

两道文字题目(2007年国考题)。因此在无形中，增加了题目的

阅读量。 另外，综合性资料的题目也是近几年的热点，其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表格与文字结合起来的综合性题目。 对于

解决资料分析题目来说，图形题最具有直观性、其次是表格

题目、最后是文字型的题目，因此在解答过程中完全可以先

解答图形题目，再解答表格题目，将文字题目甩在最后解答

。 以上篇幅介绍了数学试题近年来的发展规律，对于每一类

题型的一些关键点，以及08年国考试题的变化趋势。这些还

只是浅层面的剖析，因为每一部分的题目还没有跳出每一部

分的范围。 对于国家公务员考试来说，行测的五大部分是一

个整体，那么从深层次考虑，这五大部分之间又有什么区别

和联系，这五大部分之间的题目变化有没有共同的趋势，如

何站在整个公务员考试这个更高的层面来看待数学试题的变

化？相关资料注意参阅国家公务员考试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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