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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日前发布了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09年度考试录用公务

员的《百考试题纲》和《招考简章》。据来自国家公务员局

的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09年度考试录用公务

员13500多人，这个数字与2008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人数基本持

平，但考录的职位数比2008年度增加近10%。据统计，通过审

核的报名人数创纪录地超过了105万人，考生人数首次突破了

百万大关，成为我国报名人数最多的一届公务员考试.各职位

平均竞争比例为78∶1，相较于去年的60∶1，有大幅度增长.

最热门职位的竞争率三年来也首次超过了4000∶1，中国残联

组联部基层组织建设岗位拔得“头筹”，供需比达到了4723

∶1。从这种意义上说，公务员录用考试已成为当今中国竞争

最激烈的考试之一。 公务员录用考试总体包括报名、资格审

查、笔试、面试、体检、考核等几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不

同功能。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作为国家公务员重要考试科目，

主要测查考生从事国家机关工作必须具备的潜能，主要用于

国家行政机关招考非行政领导职务工作人员。人事考试网谭

林妃老师指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administrativeaptitudetest,

简称AAT)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全称是“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试

”。因为考生还没有进入到公务员队伍中，所以行政职业能

力测验测量的不是考生现有的行政职业能力，而是一种潜能

测试。它既不同于一般的智力测验，也不同于行政职业基础

知识或具体专业知识技能的测验，其功能主要是通过测量一



系列心理潜能，进而预测考生在行政职业领域内的多种职位

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多年的实践检验表明，在录用考试中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上取得较好成绩的公务员在应对行政

机关日常事务方面，普遍具有较强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

应变能力。 1994年6月，国家人事部颁布实施了《国家公务员

录用暂行规定》，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逐

步推开。《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指出，对公务员的录

用采取笔试和面试两种方式，考查考生的公共基础知识、专

业知识水平以及其他适应职位要求的一般素质与能力。而对

于这种“适应职位要求的一般素质与能力”的测试，就体现

在笔试阶段进行的职业能力考试上，即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

验。 我国公务员录用考试中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已被广泛使用

并取得较好的效果。1988年人事部考试录用司开始组织一批

专家学者研究开发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1989年首次引入

国家人事部组织的中央国家机关补充工作人员考试,在公务员

制度试点的国家统计/百考试题收集/局等六部门的录用考试

中尝试使用.当时在公共科目笔试中仅占10%的比重,包括政治

、法律、行政学等内容的“公共基础知识考试”占90%的比

重。1990年两次共14个部门的联合招考中，行政职业能力倾

向测验占公共科目比重的1/5.1991年22部门联合招考中，行政

职业能力考试占公共科目比重的1/4.而1992年13部门联合招考

和1994年9月进行的首届中央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考试中，则

占到公共科目2/5的比重。在1997年12月份国家机关录用公务

员对应届大学毕业生考试中，公共科目综合卷总分为150分，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是100分。2002年,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

对公务员录用考试进行了重大改革,将拟录用职位分为A、B两



类,分别进行笔试,A类笔试科目为AAT和“申论”,B类笔试科

目仅有AAT。2006年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的笔试科目为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个科目。2007-2009年中

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行政职业

能力测验》和《申论》两个科目。 考试内容的确定必须建立

在工作分析的基础之上。为了胜任政府工作,公务员需要具备

哪些知识和能力?围绕这这个关键问题，人们进行了工作分析

和调查研究，在工作分析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之上,科学地确定

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中的考试内容。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所要

考核的是与行政管理工作密切相关的潜在的基本能力，这些

能力决定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考试的内容。根据国外公务员

录用考试一百多年的经验和人事部有关专家进行的多年研究

，我国确定了在职业能力方面，机关行政工作要求有数量关

系、判断推理、常识判断、言语理解与表达、资料分析等最

基础的素质能力。只有当这些基本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并得到

一定知识经验的支持后，才能形成综合判断、组织与人际协

调能力以及资料分析能力等较高层次的职业能力。把言语理

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常识判断、资料分析这五

个方面作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内容，是因为它们是行政职

业能力中最基本、最主要的也是便于实际测查的内容。又快

又准是这种考试对考生的基本要求。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具有

题量大、时间紧、覆盖面广、题型稳定、试题灵活等特点。

测试内容以文字、图形、数字、图表等形式出现，一律采用

客观性试题。 在2009年中央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考试中，行

政职业能力测验就包括常识判断、言语理解与表达、判断推

理、数量关系和资料分析五个部分，约140道题，总时限



为120分钟。 一、常识判断部分取材广泛，包罗万象，涵盖法

律、政治、经济、管理、历史、自然、科技等各方面的知识

，用来考查考生应知应会的最基本知识以及运用基本知识分

析判断的基本能力。考生要在短时间内提高常识判断能力是

很难的，重要的是在于平时的学习、观察、思考和积累。 二

、言语理解与表达，主要测查应试者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交流

和思考、迅速而又准确地理解文字材料内涵的能力。言语理

解与表达是一种水平较高的职业能力测验，它与语言文字学

专业的测验要求有本质的区别，最为明显的是言语理解与表

达侧重考查考生对语言的应用能力，考查对语言包括字、词

、短语、句子、段落及语篇的理解能力，考查语言文字知识

的广度，考查对语言知识正确迁移的能力以及对语言规范运

用的敏感性等等。其测验目标是要考查考生在现代社会中运

用语言文字信息进行交流、沟通以及完成工作的能力。 三、

判断推理测验是测查考生逻辑判断推理能力的一种测验形式

，测试的是属于智力核心成分的思维能力，涉及对图形、词

语概念、事件关系和文字材料的认知、理解、比较、组合、

演绎、综合判断等能力。 四、数量关系测验含有速度与难度

测验的双重性质。在速度方面要求考生反应灵活，思维敏捷

，主要考察考生的反应速度和效率.在难度方面要求考生熟练

应用高中以下数学知识，主要考查考生对规律的发现、把握

能力、数字敏感性和抽象思维能力。 五、资料分析部分的试

题考查考生对图形、表格和文字等形式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

、比较、计算、处理，并将资料所提供的信息转换为决策和

管理所需的信息的分析综合能力。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是一种

标准化考试，原理科学、材料精确、施测严密、结果客观，



具有试题客观化、施测标准化、评分现代化和分数解释科学

化等特点,因而有利于提高公务员录用考试的科学性、严肃性

和权威性。通过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可以说明应考人员具备了

进入国家机关工作的必要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对公务

人员的最低限度要求。对用人部门来说，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可以作为早期筛选测验来使用。在世界各国/百考试题收集/

的公务员录用考试总体设计中，具有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性质

的考试往往作为重要的筛选工具。例如，英国文官考试的程

序中(小组活动、书面或口头模拟考试、认知测验、三次面

谈)包含的有11项分测验的认知测验，其性质就是能力测验。

在美国的公务员考试中，由芝加哥大学为政府设计的“基础

能力倾向测验”，也是一种职业能力测试，考查的内容主要

包括空间能力、数量关系理解能力、知觉速度、观察能力、

记忆能力、文字表达能力、语言关系理解能力及归纳能力等

八项。在加拿大公务员选拔考试中，有一项一般行政能力测

试，用于测查完成基本行政任务的潜在能力，如规划、决策

、分析、解决问题、评估信息等能力。此外，还有更为普遍

的认知能力测验，更为具体的潜能测验等。因此，在公务员

录用考试中，运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已成为各国的一种共同

趋势。 目前全国各级各类公务员录用考试均将行政职业能力

倾向测验列为必考科目，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在国家公务

员录用考试中具有“否决权”的重要地位。行政职业能力倾

向测验成绩的优劣，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考生能否进入公

务员行列。但是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无论在性质、特点

、内容结构和实施程序上，还是在应试规则和程序上，均与

其他考试有许多不同之处。因此，要想在这项考试中取得良



好成绩，了解该测验的原理和性质，熟悉各种题型和答题方

法与技巧，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