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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100test纲解读 2009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考

试(即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国考)随着10月13日考试公

告、百考试题100test纲、报考职位表的发布而正式拉开序幕

。在正式进入考试复习之前，对2009年的大纲进行一个分析

是非常有必要的。 与往年的百考试题100test纲对比起来

，2009年的百考试题100test纲突出体现了公务员考试的“一个

核心”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综合能力。 在常识判断模块，除

了前几年考察的法律常识之外，加入了其余常识知识的考察

；在言语理解与表达模块，主旨题、选词填空题、倾向题等

层出不穷；在判断推理模块，图形、词语、句子、段落各方

面均有考察；在数量关系模块，除了对于数据的计算之外，

对于数据的分析、判断和推理也是重点考察的方面；在资料

分析模块，对于数据的综合理解、分析以及加工能力成为了

近几年连年的主打。 对于申论部分，虽然百考试题100test纲

的内容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从近几年考题的发展趋势

可以明显看出，目前的申论材料趋于综合化、完整化、多层

化。综合化是指申论材料经常涉及多个方面的社会问题或者

社会现象；完整化是指谈论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时不仅仅考

察某一地区或者某一时间段的问题，更多的比较了不同地区

、不同时间的同类问题，甚至与国外的同类问题进行对比；

多层化是指涉及到具体问题时，不仅仅关注政府，也不仅仅

关注百姓，而是多方意见以及多方的说法各显其辞。以上变



化使得近几年的申论材料内容丰富，知识性强，给考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2009年大纲中最不容忽略的重要变化有“两

大改进”模块顺序发生了变化；常识判断模块考察的内容发

生了变化。 模块顺序的变化并不是关键点，因为在实际考试

当中，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就最擅长的模块先进行答

题。但是从这点变化看出，如果按照正常答题顺序来进行解

答，那么考生的脑力劳动是一个由弱到强的逐渐变化。常识

判断几乎不需要任何推理、分析能力；言语理解与表达中少

量试题需要进行推敲；判断推理开始的试题脑力活动开始增

强；等到数量关系以及资料分析模块，则是推理、分析、判

断、运算齐上阵，将大脑活动发挥到顶峰。 而这样的改进其

实是将试题按照以往试题的平均分值由低到高按照顺序排列

起来了。根据以往经验，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部分

的几个模块试题的平均分值由低到高依次为常识判断、言语

理解与表达、判断推理、数量关系和资料分析。即偏重于理

科类的题目其平均分值较高但是题量相对少，偏重于文科类

的题目其平均分值较低但是题量相对多。 以上这点改进更加

人性化的使得考生能够在考试当中合理取舍，以便最大化的

发挥自己的特长，取得理想的成绩。 常识判断模块是本次大

纲改进的最核心环节。2007、2008年连续两年的常识判断都

单一的考察了法律常识的内容，这给很多非法律专业的考生

带来了复习上的不便：如果去复习则需要大量的时间，如果

不复习二十五道试题又眼睁睁的白白扔掉了。而公务员考试

本身就需要考察考生对知识掌握的综合能力，因此在今年的

考试当中，除了法律常识之外，加入了非法律常识的部分，

比如百考试题100test纲中的例题就是在谈人类应用太阳能的



问题。特别提醒考生，通过与早期国家公务员考试考题以及

北京市公务员考题常识判断模块的对比，常识判断经过改革

之后有可能会有多选题或者不定项选择题出现，望考生在考

前能有心理准备。而单看法律常识，也从以往需要死记硬背

的法律、法规、法条，改作考察考生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

那么在复习时，考生更应当注重对于形形色色案例的理解和

分析，而不单单是去记住法条。 以上这点改进使得公务员考

试的公平性更加突出的体现，使得各种专业的考生不再“哑

巴吃黄连”，以便充满信心的走入考场。 (二)职位报考建议

10月15日至10月24日正是本次考试的网上报名阶段。由于公

务员考试中第一次参加考试的考生占多数，因此会有相当一

部分考生对于报考时应当如何选取适合自己的的职位进行报

考存有疑问，詹凯老师给予以下几点建议： 1.职位表重新排

序方便自己筛选职位 网上公布的职位表是按照职位代码进行

排序的，这样的顺序显然不方便考生进行筛选。通过excel的

基本排序功能，可以迅速进行重新排序先将“基层工作最低

年限”一栏选中之后，选择“扩展选定区域”，这样就可以

筛选出适合每一位考生的工作年限要求的职位了。比如某位

大学应届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那么就选取“无限制”这个

区域的职位进行浏览；其次，在浏览过程中通过对第一列的

阅读筛选出自己理想的工作地点的那些职位；最后再根据专

业、学历、学位、政治面貌的要求把适合自己的职位用不同

于excel表格的底色的眼色标注出来。 提醒各位考生，报考职

位表在左下角分为了“党群机关、中央国家行政机关、中央

国家行政机关直属机构和派出机构、国务院系统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事业单位、其他单位”共五套表格，考生可以使用表



格左下角的箭头，对不同表格进行阅读，以免漏掉部分职位

。 2.研读去年的热门职位与冷门职位 2008年的考试职位当中

，“农业部办公厅综合处科员”职位以“1：3592”的比例摘

得职位报名竞争的桂冠。而排名前十位的职位其报名比例均

在1：1000以上，这些热门职位特点明显。目前的职位要求中

最重要的三点要求为：(1)教育背景，即专业、学历、学位的

要求；(2)政治面貌，即党员、团员、群众的要求；(3)工作经

验，即五年、四年、三年、两年或者不需要工作经验的要求

。 热门职位大多为“两无”职位，就是在以上三点要求当中

有两条要求都是“不限”。而2008年排名第三的职位“中华

人民共和国黑龙江海事局黑河海事局呼玛海事处科员”(1

：1683)更是“三无”职位，即三个方面均无要求，仅需要大

学本科学历。 2008年有77个职位无人报考，其中气象局就占

据了这些职位中的半壁江山。气象局的职位要求中要求考生

是大气物理专业毕业，而该专业的学生在我国还不多；“乌

鲁木齐海关喀什海关缉私分局翻译”一职需要乌拉尔语专业

学生，恐怕相当一部分人都没听说过这种语言，其实它是巴

基斯坦的国语，在中亚地区也有少数应用。 越是限制性强、

专业要求特殊的职位，其竞争越小。但是考生依然不要盲目

报考，还需要看清其余各方面的要求。 3.不要过早提交个人

资料 一般来说，每一位考生可以报考的职位都不止一个，而

选取其中的哪个职位报考其把握更大一些呢？其实在报考阶

段，考生可以随时查阅某个职位目前的报考人数，因此为了

更加保险，考生可以等20日之后再进行报考，选取适合职位

当中竞争最小的职位。而为了能够资格审查顺利通过，在此

之前考生一定要了解目标职位的各种要求，以免在报考结束



之前未通过资格审查而耽误了本次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