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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报考指南与招考职位等所有与09中央机关公务员招考

有关的信息终于在全国百万考生热切期待中于2008-10-12晚

上9点半左右徐徐与考生由远及近进行亲密接触了。一时间，

它成为全国人民、各大媒体最火爆的关键词。网络也不例外

，立马组织教研室全体一线资深教师昼夜研读历年中央、地

方大纲与真题，重磅解密09中央机关公务员招考大纲，预

测09中央机关公务员命题走向，以期与全国广大考生共享共

成。 今天，资深辅导专家庄沛智老师将与全国考生一起重磅

解密09中央机关公务员招考大纲，预测09中央机关公务员命

题走向，“乐活”备战09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迎取成功! 问

：庄老师，我们今天访谈的关键词是“重磅解密”、“乐活

备战”、“A计划”。那么您如何使这三个关键词明晰化呢? 

庄老师：30年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伟大的设

计师邓小平同志曾提出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

伟大战略思想。今天，我借用伟人的“三步”战略论，采用

三段论方式使这三个关键词明晰化即精解历年中央、地方大

纲或真题，“重磅解密”09中央机关公务员招考大纲，“乐

活备战”09中央机关公务员招考“A计划”，以此与大家共同

交流、探讨备战09中央机关公务员招考的热辣问题。 问：刚

才，听您对这三个关键词的一番粗略解释，我大概明白您的

意思。您能否给大家详细解释解释这三个关键词的真正内涵

吗? 庄老师：09中央机关公务员招考报名在即，我也想把自己



最近研究成果与大家分享。前面，我说过今天的话题分三步

走。我以合纵连横的方式深度解读近几年中央、地方大纲、

真题(包括中央、地方的行测与申论)。遍读09中央机关与近

几年中央、地方大纲、真题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央

还是地方的招考大纲、真题变化都不大：考试科目都是《行

测》与《申论》(《行测》试题结构大致包括言语理解与表达

、数量关系、常识判断、判断推理与资料分析等几部分。《

申论》的测评要素与要求包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

题的能力).中央、地方真题都是紧扣大纲而命题的，只是在命

题的过程中使大纲具体化，出现了某些以前未出现的新题型

。例如08《申论》第一题题型是概括 分析，08《行测》数量

关系中42题是图形数字推理。其实，这些新题型不是空穴来

风，它是综合、吸收往年中央、地方真题的精华与亮点。下

面，我将采用合纵连横的方式重点深入解码近几年中央、地

方《行测》与《申论》真题的相融相通之处。 合纵：历年中

央机关真题难度远远高于地方真题，但表现出稳中求变的态

势即它既采用以前的传统题型又在传统题型的基础上加入新

的元素。例如08中央机关《申论》第五题就公文型之一“批

复”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改。其实，这就是综合分析题型的变

式。这种分析题型的变式在06中央机关《申论》第二题可以

找到其源头。因为，06中央机关《申论》第二题就是分析题

型。 连横：因为中央机关真题集结地方真题的亮点与精华，

所以中央机关真题难度不是一般地高于地方真题。例如08《

行测》中的42题考察点是图形数字推理，46题、47题、48题

、52题考察点是整体代入法。这两种题型在以往的中央机关

真题中从未出现过，但是在以往地方招考真题中出现过。例



如07福建秋季公务员招考《行测》B卷29题、30题考察点是图

形数字推理，32题考察点是整体代入法。 其实，以往中央机

关历年真题与地方真题都是每年中央机关招考出题的灵感源

泉。我上面所谈的仅仅是近几年中央、地方真题的一个缩影

。例如《行测》言语理解与表达中的事件、排序，句子、词

组、词的填空，作者的观点、态度、情感，指代关系的理解

，近义词、反义词，句子歧义等题型，或针对文章片段阅读

或划线部分而设置的事件排序，指代关系的理解，句子、词

组、词的填空，作者的观点、态度、情感，句子歧义等题型.

数量关系中的数字推理、数学运算等题型.常识判断中的单选

、多选、不定选.判断推理中的单项定义、多项定义.资料分析

中的纯粹型资料分析材料、混合型资料分析材料等。《申论

》中概括、综合分析、对策建议、写作等题型⋯⋯都在中央

、地方各种招考中一一呈现。中央机关每次招考只是将它们

揉捏，升级为新的题型。这种合纵连横式的、细节化的稳中

求变提高了考生应考的难度，让成百上万的考生手足失措、

大跌眼镜。 问：庄老师，您刚才合纵连横式地解析历年中央

机关真题稳中求变的命题思路激发我了想向您请教另一个问

题的灵感即中央机关真题与地方真题的异同点何在呢? 庄老师

：对此，我想与您一起探讨两个问题即它们的相同点与不同

点。它们的相同点在于：1，考查方式基本相同。它们全部采

取闭卷考试方式，而且《行测》为客观性试题、满分100分.《

申论》为主观性试题、满分100分.2，试卷构成部分基本相同

。《行测》基本包括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常识判断

、判断推理与资料分析。《申论》包括概括、综合分析、对

策、写作等基本题型。3，命题考查的目的相同。《行测》与



《申论》都是国家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参加治理国家的角度进

行命题的。4，中央机关真题与地方真题逐渐出现竞合的趋势

。也就是说央机关真题与地方真题相互竞争、相互融合。例

如08中央机关《行测》第42题是图形数字推理题型。这种题

型在以往中央机关真题中从未出现过，但在07福建秋季B卷就

出现过，如29题、30题考察点是图形数字推理。这种图形数

字推理题型在08北京应届毕业生公务员考试中也大量出现。5

，高度关注社会问题、社会热点、社会现象。无论中央机关

真题还是地方真题都高度敏感当下的社会问题、社会热点、

社会现象，以此考查考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例如08中央机关《申论》材料就摘用了《十七大报告

》中的片段文字来考查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坚持经济建设与生

态文明相协调的中心思想.08广东上半年《申论》材料就用

了2008年1月南方冰冻低温雪灾，来考社会救助问题。因此，

无论《行测》是通过设置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常识

判断、判断推理与资料分析等考查应试者逻辑思维能力，解

决问题的应变能力而非死记死算的能力.还是《申论》材料通

过涉及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社会问题、社会热点、社会现

象来要求应试者能够准确理解材料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全面

分析问题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并能在把握材料主旨和精神的

基础上，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思路或解决方案，准确流

畅地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一句话，《行测》与《申论》都强调考生的智慧与

胸怀天下的情怀。 它们的不同点在于：前面，我们谈到中央

机关历年真题采用合纵连横的方式集结以往中央、地方真题

的精华与亮点.因此中央机关历年真题难度、立意大大高于地



方真题。它具体表现以下几方面：考试时间虽然相同，但是

中央机关考题题量与阅读量加大、加难.题型综合性思维、逻

辑专业知识加强，题型更加细化与多样化，出题立意更高，

材料更丰富、广博、政治性更强烈与中央精神更贴近。例

如08中央机关的《行测》新出现的图形数字推理与数学运算

中的整体代入法就是反哺或提升以往中央、地方真题的精华

与亮点.08中央机关的《申论》中的第一题的“概括加分析”

，第五题的“变化中的公文型分析加修改” 08《申论》中的

阅读材料明确摘录《中共十七大报告》的其中片段，这段文

字强调了在经济建设中应该坚持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相协调

的中心思想等等。 问：庄老师，我真想用一句烂的不能再烂

的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来表达我听了您刚才精准

、透彻解析中央机关历年真题与地方真题的真知灼见。庄老

师，2008-10-12晚上九点半左右，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在网

上公布了09中央机关公务员录用招考大纲、指南、职位表等

相关信息之后，一时间各大媒体，公务员考前培训机构、专

家以最快的速度精准、透彻地解读招考大纲、指南、职位表

等，争做同行中精准、透彻地解读招考大纲、指南、职位表

等信息的第一人。因此，我们也想听听您是如何精准、透彻

地解读09中央机关招考大纲? 庄老师：您问的这个问题是我今

天与大家交流心得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我前面所提及的“三

步”中的第二步即重磅详解细评09中央机关招考大纲。有一

句耳熟能详的唐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能

够大体说明09中央机关招考大纲与历年中央机关招考大纲的

异同。09中央机关招考大纲与历年中央机关招考大纲的相同

之处：1，考试要求大致一致。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为客观性试



题、考试时限120分钟、满分100分，申论为主观性试题，考

试时限150分钟，满分100分。2，试题组成部分基本相同。行

政职业能力测验包括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常识判断

、判断推理与资料分析等五部分.《申论》题型包括概括、分

析、对策与写作等四种题型考查考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

解决问题的能力。3，数量关系与资料分析基本没有变化。例

如数量关系包括数字推理与数学运算两种题型.资料分析主要

测查应试者对各种形式的文字、图形、表格等资料的综合理

解与分析加工的能力，这部分内容通常由数据性、统计性的

图表数字及文字材料构成。这一命题原则始终如一。09中央

机关招考大纲与历年中央机关招考大纲的不同之处：1，试卷

结构不同。以往中央机关试卷结构一直在变。今天，我们

以09、08的《行测》为例进行比较来说明这个观点。08《行

测》的结构：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常识

判断→资料分析.09《行测》的结构：常识判断→言语理解与

表达→判断推理→数量关系→资料分析。2，题型内部稍作调

整。例如，近几年常识判断、言语理解与表达总是做小范围

变化(包括不定项选择、出题范围限制、出题形式等)。07年

以前，常识判断出题范围涵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

学.07-08，常识判断出题范围仅仅限制在法律基础知识.09年，

常识判断出题范围又重新回到涵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

会科学的限制框架。 问：庄老师，无论是细评历年中央机关

、地方历年招考大纲、真题还是精辟评析09中央机关大纲，

我们今天话题的最终焦点就是帮助全国广大考生如何“乐活

”备战09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迎取成功。对吗? 百考试

题100test收集 庄老师：是的。我们想借今天交流的机会给全



国广大考生点津一、二，使他们“乐活”备战，精彩胜出。

以下，我强调几点内容：1，认真、深入研读历年中央、地方

真题，总结规律，把握命题走向。因为，在任何考试中，历

年真题的影子都时不时地象幽灵一样在每次考试命题中徘徊

、游?因此，我们参加任何一次考试之前都得认真研读、演练

历年真题、总结规律、预测命题走向。这个环节是我们考试

取胜、获高分的必修课。《行测》中的资料分析很简单，以

下，我仅以《行测》中的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

推理、常识判断等模块与《申论》题型大致来说明考前研究

、演练历年真题的重要性与预测09考试命题走向。①尽管常

识判断大都是单选但以往中央、地方常识判断真题都出现过

多选或不定选等题型，因此09中央机关招考也不能排除有多

选或不定选等题型.②以往中央、地方言语理解与表达真题中

出现过句子歧义，选词、短语、句子填空，近义词、反义词

，指代关系的理解，归纳文中作者的观点、态度、中心，事

件排序等题型，就文章片段或文章划线部分而设置句子歧义

，选词、短语、句子填空，近义词、反义词，指代关系的理

解，归纳文中作者的观点、态度、中心，事件排序等等题型

。因此，09中央机关招考应该多演练这些题型.③判断推理包

括图形推理、定义判断、逻辑判断、类比推理等四大模块与

判断推理对逻辑专业知识的高度要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

在大纲中也明确说明了。现在我们除了正常准备之外，还应

该重视定义判断中会出现多定义判断题型，因为06山东定义

判断中就出现了多定义判断题型。另外，类比推理将有可能

提高难度例如香港《文汇报》→美国《新闻周刊》(这种类比

包括了地点加平面媒体两种层面的匹配类比).④自从公务员开



考以来，数量关系与资料分析一样算是比较稳定的题型。它

包括数字推理与数学运算两类题型。08中央机关这部分真题

中新出现了图形数字推理与整体代入法。这昭示了以后数量

关系考题将会在原来题型基础上增加一些技巧性元素，以此

提升这部分的试题难度。当然，资料分析也不例外。因此，

考生在复习这两部分内容时应该好好琢磨一些技巧的东西.⑤

每年央机关《申论》招考大纲都极度一致化。但是，每年考

题因为在题型上稍作艺术性地设计而造成都似同非同的效果

，这让全国考生难拿高分、甚至谈《申论》色变。其实，《

申论》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难，它的基本题型是围绕最新社

会热点、社会问题，采用概括、综合分析、对策建议与写作

等四种基本题型或者将这些基本题型进行相互融合、提升从

而演变成一种新的题型。例如08中央机关的第五题就是针对

公文中之一“批复”进行修改补充，这种题型就是综合分析

型的典型变式。然而它难倒全国92%的考生。因此，考生在

备考时除了认真研练历年中央、地方真题的基本题型，更应

该重视由基本题型演变而来的“所谓新题型”。这就要求广

大考生围绕基本题型多演练公文型(它包括报告、意见、通告

、通知、通报、请示、批复等)与事务性文书(它包括讲话稿

，情况综述，总结汇报，报告类，计划方案类，答复会议记

录，倡议书等)。2，大纲变化之处便是出题的灵感发源地

。09中央机关招考公告大纲明确规定《行测》中的常识判断

考查范围涵盖法律、政治、经济、管理、人文、科技等方面

，主要侧重测查考生的法律知识运用能力，涉及宪法、行政

法、经济法、民法等内容。因此，广大考生应该对此高度重

视，不要盲目陷于常识判断仅仅考法律基础知识的“怪圈”



。3，事事关心、追踪热点、胸怀天下。《申论》出题原则就

是针对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社会问题、社会热点、社会现

象来要求应试者能够准确理解材料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全面

分析问题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并能在把握材料主旨和精神的

基础上，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思路或解决方案，准确流

畅地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

。例如，02中央机关《申论》就是围绕当时网络生活兴盛影

响人们生活的方面而命题的。因此，考生平时一定要关注新

闻，多看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等媒体的焦点、时事、理

论网评。4，储备充裕的政治理论知识。前面，我提到中央机

关申论真题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说白了《申论》就是对中

央精神细致、具体地解读与阐释。例如，08中央机关《申论

》材料明明白白摘录《十七大报告》中的片段。因此，广大

考生平常应该多背一些中央文件、中央重要领导人讲话、经

典的名言警句(例如，温家宝在汶川大地震中说“为什么我的

眼睛对这片土地饱含着泪水”，温家宝还在2008两会期间说

“你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把你放在台上”，胡锦涛在汶川

大地震中对人民子弟兵说“你们要拉得出来、豁得出去”，

胡锦涛还说“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保垒”.习近平

在强调基层工作时说“身子往下沉、眼睛往下看、劲要往下

使”等等)。5，以手中无剑、心中无敌的自信备战。最近湖

南卫视热播《丑女无敌》，给人振撼不已。剧中的林无敌尽

管她很丑，经历了77次面试失败.但是她自信、坚持、认真、

勤奋、负责，最终她变得美丽、获得成功。因此，我以兄长

的身份渴望全国广大考生向《丑女无敌》中的林无敌学习，

最终美丽自我、精彩人生。 问：感谢庄老师的精彩评点、解



读。让我们一起用自信、坚持、认真、勤奋、负责等人性中

的可贵品质“乐活”备战09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用美丽装

点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