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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职位信息已经公布了。面对纷繁的职位信息和网页上诸多

的数据信息分析，我们如何在10天的时间里，最终找到适合

自己的那个职位呢？ 首先，我先来帮大家理清职位填报过程

中最易产生的误解： 热门职位就一定是有发展前途吗？ 冷门

职位就一定没有发展前途吗？ 众人争填的职位就一定适合自

己吗？ 我们看到在近2年的热门职位中，有中央国家行政机

关或其直属机关的部门，这些职位工作条件优越，容易让考

生及其他人联想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容易产生职位荣誉感。

那些没有条件限制的职位，填报的考生也较多。相反，那些

有条件限制的职位(如要求本科阶段攻读特定专业或在报考时

取得相应的职业资质)，或工作地点偏远、工作强度大，或有

一定危险性的职位(如监狱的男犯监区)，则容易让考生畏难

，进而放弃填报。 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所谓的热门和冷门，把

握好他人的争相填报和自己冷静抉择之间的“度”。 首先，

自己的所学专业和职位条件应相适应。比如“给水排水工程

”专业，虽然这个专业不属于大学的热门专业，但2008年外

交部行政司就提供了“给排水”这个职位，要求相关专业的

同学报考。不少学工学土建类给排水工程专业的同学，可能

由于以上的理解误区而选择填报了其他热门岗位。类似的例

子还不少。冷门专业的同学要在看到职位信息表后，不要盲

从地选择，而首先应进行职位筛选。很多同学并没有仔细研

究过自己所学专业和职位的匹配性，可能有的职位就需要你



这样的专业人才，而你却选择了千人过独木桥的其他热门岗

位。 其次，对职位的现实性与稳定性应有充分的理解和准备

。很多同学都是凭借自己对职位信心表的文字描述，对未来

的职位产生了不切实际的联想。其实现实工作和职位信息表

描述的差异可能较大。请看看以下的真实经历： 小B走上公

务员工作岗位才发现，现实中的工作并非自己原先的想象，

工作环枯燥、单调，每天重复性劳动，缺少创意。 小L的工

作岗位需要处理微妙、复杂的人际关系，而这正是她内向的

个性所不擅长的。 小Z的岗位工作量较大，而待遇却并非自

己原先想象的那样，而且由于岗位的特殊性，社会认同较低

，甚至不被家人和朋友理解。 我们必须承认，公务员岗位和

其他的360行一样，有不同的岗位差别。某些岗位，要求公务

员耐得住寂寞，多年在岗位上进行基础性的信息收集和分析

工作，比如08年各地气象局的科技业务管理职位受到了冷落

，这些职位可能不如窗口行业那么“光鲜”，但国家确实需

要这样的人才。面对纷繁的职位信息，我们是否考虑过：五

年以后，我要在这个岗位上达到怎样的成绩？五年以后我在

做什么？这个职位是否能实现我所希望的人生价值？这个职

位能否满足我的人生职业规划要求？ 公务员绝不是人生职位

的顶点和终点。它是一个充满竞争和变数的起点，如果把进

入公务员行列作为事业的保险箱，那就大错特错了。 公务员

职位的填报其实比高考志愿更难以选择，对人生的意义更重

要，因为高考可以填报多项志愿，还可进行志愿调剂，而国

家公务员只能填报一个职位志愿。 那么，面对职位选择及填

报时，我们该怎么做呢？给大家提供几点简要的可操作的建

议： 今年的国家公务员报名时间从10月15日到10月24日，10



天的时间。在这10天里，广大考生可以为填报规划做什么呢

？ 建议一，不急于填报职位志愿。开始报名的前5天，关注

职位报名信息和填报注意事项。随着报名截止日期的临近，

每天职位信息都会有新变化，因此，建议大家不要在一开始

仓促决定。 建议二，不要自己主观臆断，如有条件，自己亲

自跑一趟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问题。往年有不少同学会咨询这

样的问题：我大学的这个专业，可以填报相关用人单位吗？

针对这个疑问，建议考生自己询问各用人单位的人事部门，

详细问清专业情况。如有条件，自己亲自去一趟用人单位。

在这里提醒各位考生，不要凭借自己的主观臆断或是他人的

所谓内部消息，应以用人单位人事部门提供的答复信息为准

。 建议三，应对报考人数及竞争比例进行科学而客观地预估

，避免自己填报“拥堵”职位。以2008年国家公务员职位为

例，比如填报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珠海边检总站边检站

科员职位，招考人数为14人，录取比例为5：1，专业为法律

、中文、新闻，这意味着至少有大约70人笔试过线，进入面

试。如果填报这个职位的人数在120人以内，去除笔试淘汰者

，这个竞争比例尚可尝试填报，如果填报人数超过180人，则

意味着竞争比例高出一倍，如果超过更多的人数填报，就需

要考虑是否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去竞争这个竞争比例过高的职

位了。国家公务员大部分职位的招考人数为1-2名，录取比例

为3：1或5：1，广大考生应谨慎评估竞争比例，不要盲目填

报。 建议四，积累经验，问问周围曾经报考的人。把握好他

人经验和自己选择之间的平衡。自己根据职位信息表至少准

备10个备选方案。因为不少职位志愿，会随着截止报名日期

的临近，各职位填报信息不断发生变化，考生也应做出相应



的调整甚至取舍。如果考生仅仅准备两三个甚至一个职位志

愿，将无法适应即时变化的职位信息更新。 建议五，明确自

己的填报理由。把自己的职位志愿罗列下来，并写下自己为

什么选择这个职位的理由。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中公网近期推

出的“职位填报与设计”咨询，大家把自己在职位填报过程

中的困惑告诉我们，我们将抽取部分同学的反馈问卷，进行

一对一的个性化解答。 在纷繁的职位信息中找到适合自己的

那个职位，如同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不是靠几

条原则能大彻大悟，一通百通的，大家要灵活运用，仔细抉

择。在活生生的经验和案例中，领悟到自己的职位规划真谛

。 希望大家在理性的思考和规划中，找到真正才尽所用，并

且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自己的成长提供良好环境的理想职位

！ 更多信息请访问：考试大公务员网校 公务员论坛 公务员在

线题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