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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8/2021_2022_2007_E5_8C_

97_E4_BA_AC_c26_488996.htm 本文将解决三件事：第一，对

刚刚结束的2007北京市社招公务员考试第一部分数量关系的

所有25道题给出详细的解答；第二针对每道试题或每类题型

，找出以前公务员考试真题当中，与之相类似的题目；第三

，根据这次出题的思路，对今后试题的走向趋势做一个预测

和点评。 整体说来，考生普遍反映本次考试难度不大。但是

数量关系部分的数字推理题目难度较大，并且出现了以前在

公务员考试当中从未出现过的九宫格型数字推理题目；而数

学运算部分难度就比较小，因为所有题目都似曾相识。 由此

看来，题目类型是否见过，是影响考生考试心理状态的一个

最重要因素。因此单单从题目类型的变化来评价试题的难易

，就过于片面了。 客观来说，这次考试的试题并不是像很多

考生所说的那么容易。能否做对题目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考生

是否对考试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每一类型、每一道题都掌

握了方法和技巧。如果能做到这点，那么这次考试的题目对

于考生来说就显得游刃有余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公

务员考试的科学化程度也提高了一个档次，对于考生考前准

备的认真程度的要求提高了一个档次。 下面，就结合本次考

试的25道数量关系题目进行一一点评。 （数列推理，1－5题

） 1、33， 32， 34， 31， 35， 30， 36， 29， （ B ） A.33

B.37 C.39 D.41 解析：本题是一个“隔项数列”，即单看奇数

项、单看偶数项分别成为一个等差数列，规律非常简单。隔

项数列的特点之一就是题目所给的已知项比较多。 来龙：



（2002年国家A类第5题）34，36，35，35，（ A ），34，37，

（ A ） A.36，33 B.33，36 C.37，34 D.34，37 今年的题目

与2002年国家题几乎一样。不同在于2002年的这道国考题本

身所需填入的项就有两项，这也是隔项数列的标志之一。 2

、3， 9， 6， 9， 27， （ B ）， 27 A.15 B.18 C.20 D.30 解析：

本题是一个“循环数列”，后一项除以前一项的商分别为3

，3/2，2/3，3，3/2，2/3。 来龙：（2003年国家A类第1题）1

，4，8，13，16，20，（ B ） A.20 B.25 C.27 D.28 这道题是后

一项减去前一项的差分别为：3，4，5，3，4，5。不同在于

，2003年这道题所做的运算是减法，而本题所做的运算是除

法。 3、2， 12， 6， 30， 25， 100， （ A ） A.96 B.86 C.75

D.50 解析：2×6＝12，12－6＝6，6×5＝30，30－5＝25，25

×4＝100，100－4＝96。其实这也是隔项数列的一种，无非是

其所做的运算法则进行了隔项。 来龙：本题来源于两道题 

（2005年国家二类第32题）1，1，8，16，7，21，4，16，2，

（ A ） A.10 B.20 C.30 D.40 这道题每两项为一组来看待，会发

现后一项除以前一项的商依次为1，2，3，4，5。 （2007年北

京应届第4题）2，7，14，21，294，（ D ） A.28 B.35 C.273

D.315 这道题的规律为：2×7＝14，7＋14＝21，14×21＝294

，21＋294＝315，也是一个运算法则的隔项数列。 4、4， 23

， 68， 101， （ C ） A.128 B.119 C.74.75 D.70.25 解析：4×6

－1＝23，23×3－1＝68，68×105－1＝101，101×0.75－1

＝74.75。这种运算我曾经反复给学生强调过，这个叫做“等

比变形数列”，即数列的比例系数在减小。我也强调过这种

题目的答案中出现了小数的时候，一定是选择有小数部分的

答案。因为从出题角度来说，如果本题的答案是一个整数，



那么设置这两个完全无关的小数形式的答案是浪费卷面。 来

龙：（2007年北京应届第1题）2，13，40，61，（ A ）

A.46.75 B.82 C.88.25 D.121 这道题的规律与本题简直如出一辙

。只是将“－1”改成了“＋1”而已。连答案的选项设置也

非常相似，有两个含小数部分的选项，还有两项是整数。 5

、323， 107， 35， 11， 3， （ B ） A.－5 B.1/3 C.1 D.2 解析

：323＝107×3＋2，107＝35×3＋2，35＝11×3＋2，11＝3×3

＋2，3＝（1/3）×3＋2。我也反复强调过这种题目的选项中

出现了分数和负数的时候，答案是分数的可能性最大，其次

是负数的可能性大。也是从出题角度来考虑，与上题完全类

似，这里不在赘述。 来龙：（2006年北京社招第1题）4，7

，13，25，49，（ D ） A.80 B.90 C.92 D.97 这道题无非是数列

的变化趋势反了过来，将“×3”变成了“×2”，将“＋2”

变成了“－1”。其实类似于这道题的题目还是很多的，还有

不少题比这道题难度要大，比如最后所加或者减的那个数字

在变化。这道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规的一道题。 数列推理整

体点评：大部分考生反映第2题与第3题在考场上没有做出来

，甚至有些考生因为前几道题中有不会做的题目而感到紧张

，影响了整个考试的发挥。我以前始终强调，公务员考试的

科学性之一在于，这个考试在题目难度安排上也非常考察考

生的心理状态。数字推理题目往往都是第1道题目相对简单，

第2题和第3题难度忽然增加，但是后面的两道题难度又降了

下去。如果考生的心理防线因为试题的安排而不堪一击，那

么肯定会对整套试题的答题产生不好的影响。 去脉：从今年

考题，结合近几年的国考、北京考题来说，数列推理的题目

看似有很多新的类型，但是仔细剖析起来会发现，题目无非



是将“数”、“运算”、“项”这三个数列元素再进行“兜

圈”。就拿本次考题的第1题和第3题来说，两道题均属于“

隔项数列”，不同点在于第1题是数字项本身隔项，较为明显

；而第3题是运算法则的隔项，难以察觉。这几年的北京考题

都会出现一道运算法则在进行循环变化的题目。如果能注意

到这点，那么今后再遇到这类问题了就不会感到陌生。 另外

从第2题发现一个近年来命题的新趋势。以往大家拿到题目之

后就喜欢前后项作差，有时作一次差可以得到等差或者等比

数列，有时作两次差可以得到等差或者等比数列。然而今年

的这道题目恰恰要对前后两项作商，考虑所得商的规律。今

后的数列推理题目可能会在传统的“二级等差”、“三级等

差”数列上作一个较大的变化，变为“二商等差”、“三商

等差”等等。 由此可见，近年来数列推理题目的灵活性主要

体现在“运算法则”的变化上。这类数列由于本身数字项之

间的规律性不明显，而造成考生对这类题目不适应。今后项

与项之间的运算法则将不单单局限于以前的“作差”上，而

是扩展到“作商”、乘除法（二级运算）与加减法（一级运

算）循环出现等情况。这点需要引起广大考生的高度重视。

（数图推理，6－10题） 16 4132?2641646、（ B ） A.4 B.8 C.16

D.32 解析：横向或者纵向看，每一行或者每一列都是一个等

比数列。 129-6231013？7、（ D ） A.26 B.17 C.13 D.11 解析：

横向或者纵向看，每一行或者每一列的数字之和都是15。 8、

（ D ） 849？723721823-1222A.106 B.166 C.176 D.186 解析：横

向来看，每一行前两个数字相加之和的2倍得到第三个数字。

纵向没有规律。 9、（ C ） 129？1133668327A.35 B.40 C.45

D.55 解析，横向来看，每一行第一个数字的3倍加上第二个数



字得到第三个数字。纵向没有规律。 ？10286153633910、（ D

） 解析：横向来看，第一个数加上第二个数的2倍得到第三

个数。纵向没有规律。 数图推理整体点评：很多考生反映，

本来数列推理已经因为第2题、第3题做得晕晕糊糊了，没想

到来到了数图推理发现出现了数图推理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九

宫格数字推理，立刻被击垮。在题型上的一个不适应，导致

众多考生感到考题无从下手。 来龙：其实，九宫格问题在公

务员考试中已经不陌生了。判断推理的图形推理题目在2007

年全部都是九宫格图形推理。而且其图形规律也是横向三个

图之间有规律，或者纵向三个图之间有规律，或者横向、纵

向都有规律，最后两个方向得到同一个结果。从这个角度来

讲，题型也并不是那么出人意料。 去脉：今年的数图推理题

目给了我们很大的思考空间，总体说来，由这5道题，我们可

以得到三种趋势预测。 第一，从最细微处来说，今年的九宫

格数图推理的规律要么是横、纵两个方向均有规律，要么仅

仅是横向有规律。那么今后如果再出现九宫格的数图推理，

很可能会引入纵向有规律的题目； 第二，从大一些的角度来

说，数图推理的题目类型变得灵活了。以前都是圆形图的数

图推理，但是今年引入了新的图形，那么今后还有可能再引

入别的形状的图形，比如三角形、五角星等等。在图形上变

得更加灵活。 第三，从宏观角度来说，九宫格的数字推理题

目来源于九宫格图形推理题目。近年来的题目变化还有这样

几处：（1）2007年北京应届考试演绎推理中出现了以前演绎

推理中没有过的一种题型“根据所述内容，判断下列三个说

法中的那种组合是正确的”。这种类型的题目最早出现在资

料分析当中。（2）2007年国家考试资料分析的文字资料题目



出现了“根据划线部分，能够求得的量有哪些”。这种类型

的题目最早出现在言语理解当中。 在以往研究公务员考试时

，习惯将公务员考试的五个部分数量关系、判断推理、言语

理解、常识判断、资料分析独立开来看待。而每一个部分题

目类型的变化也仅仅局限于本类型范围内。但我经常强调，

公务员考试作为一个整体来讲，每一部分的题目是相通的。

一个两个小时的考试跟五个部分各自进行一次考试是完全不

同的两个概念。 由此可见，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公务员考

试的试题类型将会在各个部分之间相互“引用”，这既是我

国公务员考试灵活性的体现，也是科学性的体现。 （数学运

算，11－25题） 11.甲、乙、丙、丁四人今年分别是16、12

、11、9岁，问多少年前，甲、乙的年龄和丙、丁年龄和的2

倍？（ B ） A.4 B.6 C.8 D.12 解析：现在甲、乙的年龄和为28

，丙、丁的年龄和为20，相差8岁。而这两个年龄和之间的差

是不变的，所以当甲、乙两人的年龄和为16，丙、丁两人的

年龄和为8时，符合题意。 而甲、乙两人的年龄差始终为4，

所以两人年龄和为16时，甲10岁，乙6岁。正好是6年前的事

情。 来龙：（2004年国家B类第50题）祖父年龄70岁，长孙20

岁、次孙13岁、幼孙7岁，则（ C ）年后，三个孙子的年龄之

和与祖父的年龄相等 A.10 B.12 C.15 D.20 解决年龄问题的关键

就在于把握一个要点任意两个人之间的年龄差始终不变。 12.

李明从图书馆借来一批图书，他先给了甲5本和剩下的1/5，

然后给了乙4本和剩下的1/4，又给了丙3本和剩下的1/3，又给

了丁2本和剩下的1/2，最后自己还剩2本，李明共借了多少本

书？（ A ） A.30 B.40 C.50 D.60 解析：最快的方法是从后向回

计算。给丁之前，李明手里有书本2/（1/2）＋2＝6本；给丙



之前，李明手里有书本6/（2/3）＋3＝12；给乙之前，李明手

里有书本12/（3/4）＋4＝20本；给甲之前，李明手里有书

本20/（4/5）＋5＝30本。 来龙：（2006年北京社招第17题）

袋子里有若干个球，小明每次拿出其中的一半再放回一个球

，一共这样做了5次，袋中还有3个球，则原来袋中有（ B ）

个球 A.18 B.34 C.66 D.158 这两道题在操作过程中有一个细微

的差别，导致计算难度不同。07社招题中的过程是先给出n本

，在给出剩下的1/n；而06社招题中的过程是先拿出1/m，再

放回一个。由于这个不同点，导致06社招题的计算稍微麻烦

一些。 13.商店为某鞋厂代销200双鞋，代销费用为销售总额

的8%。全部销售完后，商店向鞋厂交 付6808元。这批鞋每双

售价为多少元？（ D ） A.30.02 B.34.04 C.35.6 D.37 解析：假设

每双鞋售价X，根据题意可知 200X（1－8％）＝6808 解得，X

＝37元 来龙：本题相对比较简单，没有具体的题目来源，但

是这道题引入了近年来国考、各地考题的热点题型“价格问

题”。 14、甲、乙二人2小时共加工54个零件，甲加工3小时

的零件比乙加工4小时的零件还多4个。甲每小时加工多少个

零件？（ B ） A.11 B.16 C.22 D.32 解析：假设甲每小时加工X

个零件，乙每小时加工Y个零件。根据题意， 2×（X＋Y）

＝54 3X－4Y＝4 第一个式子乘以2，与第二个式子相加可以求

得，X＝16。 来龙：本题相对比较简单，没有具体的题目来

源。利用方程组即可简单求解，在公务员考试中，有相当一

部分题目需要利用方程组来求解。在求解方程组的时候，需

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不需要求的量就不要花时间去求，这

样能节省很多时间出来。 15、某车间进行季度考核，整个车

间平均分是85分，其中2/3的人得80分以上（含80分）， 他们



的平均分是90分，则低于80分的人的平均分是多少？（ C ）

A.68 B.70 C.75 D.78 解析：假设低于80分的人的平均成绩为X

，那么根据题意 （85－X）（1/3）＝（90－85）（2/3） 解得

，X＝75。 来龙：（2007年国家考题第52题）某班男生比女生

人数多 80%，一次考试后，全班平均成级为 75 分，而女生的

平均分比男生的平均分高 20% ，则此班女生的平均分是（ A 

）分 A.84 B.85 C.86 D.87 这两道题如出一辙。都利用最简单的

方程就可以求解。 16、五个瓶子都贴了标签，其中恰好贴错

了三个，则错的可能情况共有多少种？（ D ） A.6 B.10 C.12

D.20 解析：我一向主张这类问题不要用排列数、组合数来进

行计算。一方面，排列组合问题在高中数学中是一个重点和

难点，其涉及范围很广，如果要给学生讲那么会让学生觉得

需要掌握的知识太多，无法应酬；另一方面，就排列组合本

身来说，排列数和组和数两个概念在计算中经常容易搞糊涂

，因此即便是知道了排列组合的相关知识，题目也还是经常

做错。 这道题可以这样来思考。首先，贴错三个标签相当于

贴对两个标签；其次，一个瓶子贴对的标签有5种可能性，两

个瓶子贴对的标签有4种可能性，不用理会剩下的标签了。这

样，根据乘法原理，有两个标签贴对的可能情况有5×4＝20

种。 来龙：（2006年北京应届第21）甲、乙两位技术相当的

工人进行三次技术比赛，三局两胜者为赢。若第一局甲获胜

，则乙最终获胜的可能性为（ C ） A.1/2 B.1/3 C.1/4 D.1/6 这

道题也利用“乘法原理”就可以得到1/4这个答案。看到一些

排列组合的问题，不要发怵。实际上在目前考过的看似需要

利用排列组合数的所有题目都可以利用更为基本的“加法原

理”和“乘法原理”得到求解。 17、装某种产品的盒子有大



、小两种，大盒每盒能装11个，小盒每盒能装8个，要把89个

产品装入盒内，要求每个盒子都恰好装满，需要大、小盒子

各多少个？（ A ） A.3，7 B.4，6 C.5，4 D.6，3 解析：这道题

利用代入法最快，也最直接。 来龙：（2005年北京社招第22

题）全班46人去划船，共乘12只船，其中大船每船坐5人，小

船每船坐3人，则其中大船有（ A ）只 A.5 B.6 C.7 D.8 两道题

及其相似，不同点在于05年的题目规定了两种大小不同的船

的总量，而07年的题目随意性更大一些，没有对盒子的总量

进行规定。 18、电视台向100人调查昨天收看电视情况，有62

人看过2频道，34人看过8频道，11人两个频道都看过。问，

两个频道都没有看过的有多少人？（ B ） A.4 B.15 C.17 D.28 

解析：这是一道典型的“人数问题”，看过电视的人有62

＋34－11＝85人，减去11是因为这部分人计算了两次，因此

有100－85＝15人都没看过 来龙：（2004年国家A类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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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及格的有4

人，那么两次考试都及格的人数为（ A ） A.22 B.18 C.28 D.26 

我曾经反复强调，近年来人数问题在国考题中连年出现，而

且难度在逐渐递增。北京考题中一直没出现过，很可能今年

会引入这类问题。对于人数问题可以利用一个图形来取得更

直观的解法，关于这个方法我在上课时已经介绍过多次，这

里不再重复。 19、有一堆螺丝和螺母，若一个螺丝配2个螺母

，则多10个螺母；若1个螺丝配3个螺母，则少6个螺母。共有

多少个螺丝？（ A ） A.16 B.22 C.42 D.48 解析：由于第二次螺

丝与螺母相配时，正好每个螺丝比第一次多一个螺母。所以

两次相配所需的螺母数量的差就是螺丝的数量。即，10－（



－6）＝16个。这里的“－6”代表的是螺母不够。 来龙：

（2006年北京应届第23题）若干同学去划船，他们租了一些

船，若每船4人则多5人，若每船5人则船上空4个坐位，共有

（ D ）位同学 A.17 B.19 C.26 D.41 两道题只是问法不一样，两

题也都可以列方程组进行计算，不易错但是费时间。20、甲

、乙二人上午8点同时从东村骑车到西村去，甲每小时比乙多

骑6千米，中午12点甲到达西村后立即返回东村，在距西村15

千米处遇到乙。东、西两村相距多远？（ C ） A.30 B.40 C.60

D.80 解析：甲从西村折回之后，比乙一共多走15×2＝30千米

，由于两人的速度差为6千米/小时，因此两人都走了30/6＝5

小时。又知道甲到达西村花费了4小时，所以甲从西村折回15

千米正好用了1小时。甲的速度为15千米/小时，而甲从东村

到西村的花了4个小时，所以两村相聚15×4＝60千米 来龙：

（2003年国家B类第9题）某校下午2点整派车去某厂接劳模做

报告，往返需1小时。该劳模栽下午1点整就离厂步行向学校

走来，中途遇到接他的车，便坐上车去学校，于下午2点40分

到达。则汽车的速度是劳模步行速度的（ D ）倍 A.5 B.6 C.7

D.8 行程问题是每年的必考题型。这两道题都是行程问题中

的“折返问题”，即两者运行的总时间相同，但是其中一方

需要“回头”。这类问题只要抓住运行时间这个关键量，均

可迎刃而解。 21、某铁路桥长1000米，一列火车从桥上通过

，测得火车从开始上桥到完全下桥共用120秒，整列火车完全

在桥上的时间80秒，则火车速度是？（ A ） A.10米/秒 B.10.7

米/秒 C.12.5米/秒 D.500米/分 解析：120－80＝40秒，这40秒

恰好是列车运行了两个车长所用去的时间。因此火车运行一

个车长需要20秒，因此火车通过这座铁路桥恰好需要80＋20



＝100秒。所以火车速度为10米/秒。 来龙：（2006年浙江考

题第41题）某团体从甲地到乙地，甲、乙两地相距100千米，

团体中一部分人乘车先行，余下的人步行，先坐车的人到途

中某处下车步行，汽车返回接先步行的那部分人，已经步行

速度为8千米/小时，汽车速度为40千米/小时。问使团体全部

成员同时到达乙地需要（ B ）小时 A.5.5 B.5 C.4.5 D.4 这两道

题都遇到了前后有两段相等的路程的行程问题，这类行程问

题都具有一定的“对称性”。实际上浙江的这道考题要比北

京的考题难度大一些。 22、大、小两个数的差是49.23，较小

数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就等于较大的数，求较小的数？（

C ） A.4.923 B.5.23 C.5.47 D.6.27 解析：根据题意可知大数是小

数的10倍，假设大数为10X，小数为X 10X－X＝49.23 解得：X

＝5.47 来龙：（2005年北京社招第11题）两个数的差是2345，

两数的商为8，则两数和为（ C ） A.2353 B.2096 C.3015 D.3456 

无论从题型还是解法上来说，两道题都完全类似。只是07年

的这道题一是变整数为小数，二是“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

这个稍微有点儿绕人。 23、有10个连续奇数，第1个数等于

第10个数的5/11，求第1个数？（ D ） A.5 B.11 C.13 D.15 解析

：最简单的方法，B、C两个选项没有“5”这个因数，显然

不对。而A一看也显然不对，只能是D了。 稳妥一些的办法，

假设第一个数是X，那么第十个数就应该是X＋9×2＝X＋18 

根据题意可知：X/（X＋18）＝5/11，解得X＝15。但是这种

方法来的慢。 来龙：（2005年北京社招第13题）某剧院有25

排坐位，后一排比前一排多2个坐位，最后一排有70个坐位，

则剧院共有（ B ）个坐位 A.1104 B.1150 C.1170 D.1280 两道题

都是“连续整数”类问题。07年的题目只不过将最后一个数



的值变成了与第一个数的比值；而两道题的问题也有所不同

。 24、八个自然数排成一排，从第三个数开始，每个数都是

它前面两个数的和，已知第五个数是7，求第八个数。（ C ）

A.11 B.18 C.29 D.47 解析：如果前两个数都是1，那么第三个数

最少是2，如果第三个数是2，那么第四个数就应该是5，但5

≠1＋2，所以第三个数是3，第四个数是4。这个数列可以写

下去了：2，1，3，4，7，11，18，29。这里请注意前两项的

顺序。 来龙：（2006年国家A类第43题）有关部门要连续审

核30个科研课题方案，如果要求每天安排审核的课题个数互

不相等且不为零，则审核完这些课题最多需要（ A ）天 A.7

B.8 C.9 D.10 对于这类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照题目要求

将原来的那个数列写出来，只要符合条件就很快能得到正确

答案。 25、（300 301 302 ⋯⋯ 397）－（100 101 ⋯⋯197）= 

（ D ） A.19000 B.19200 C.19400 D.19600 解析：注意到两个括

号里面相对应项之间的差均为200，一共有98项，所以应该

是200×98＝19600 来龙：（2005年北京社招第12题）（101

＋103＋⋯＋199）－（90＋92＋⋯188）＝（ C ） A.100 B.199

C.550 D.990 这两道题真是“双胞胎”啊！ 数学运算整体点评

：这次考生普遍反映数学运算题目较为简单。从分析中可以

看到，今年的数学运算题几乎都能找到以前题目的影子。这

些“影子”分两类，（1）有一些题型是北京市公务员考试连

年出现的老题目，比如说“行程问题”、“连续整数问题”

、“数字计算”问题等；（2）有一些题型是国考题里面的热

点题型，但是北京一直还没有考过，比如说“人数问题”、

“价格利润问题”等。我考前就给学生强调过，这类热点问

题北京考试引入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果不其然。 至于说这次



的数学运算简单，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其实也不像诸位

所想的那么简单。一方面，大家之所以觉得题型都见过是因

为随着考试重要性的增强，大家也重视起来公务员考试了，

准备也比较充分，之前的真题全都做过，所以碰见的题目都

觉得比较面熟。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是各位应该得到的分

数。另一方面，我们还是把数学运算放在行政职业能力测试

整体来考虑，这部分的试题相对简单了，目的是为了给其余

部分的题目腾出时间。也就是说很可能其余部分的题目变得

比以往的题目要难度加大了。所以从试题整体角度来考虑，

未必整个试卷难度减小了。更何况如果大家都觉得简单了，

大家的分数都很高，这样水涨船高，竞争的激烈性就一点儿

也没有减少。 去脉：从这几年的国考、北京以及其余各地方

公务员考试情况来看，数学运算部分的题目类型相对来说比

较固定。但是我前面说过，目前公务员考试题型再向下发展

，将会出现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引用”，那么今后的数学

运算部分会不会出现“如果题设成立，那么下列那几种可能

性的组合是正确的？”这类题目？ 另外，北京考题到目前为

止只出现过一道圆有关的几何计算题，但是近几年的国考题

中几何题的一个热点就是长方体的表面积计算题型。从北京

公务员考试与国家公务员考试题型之间的相互比较看来，引

入这类题型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总的来说，2007年北京市

社招公务员考试数量关系部分的题目虽然一部分题目在形式

上进行了一个转变，但是通过深层次的分析我们不仅发现这

些“形式”背后的实质性内容并未改变，而且还从这些变化

的模式中“嗅”出了今后出题的趋势所在。 我们还将陆续采

用这种专题形式，向大家详细介绍本次北京社招考题其余部



分题目的解析和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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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