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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9/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8C_97_c26_519028.htm 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终于在千呼

万换中缓缓出台了，这次公务员考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

我们预期的一样从一种资格性考试转向了职位性的考试。从

今年起，北京市的公务员考试由每年的三次变成了两次，原

来分为6月的社会在职考试、12月的北京应届毕业生考试和2

月的京外生源考试，现在变成了北京上半年公务员考试和北

京下半年公务员考试两次考试。北京上半年公务员考试的主

要招考对象主要是2009年北京生源应届高校毕业生，和在北

京就读的应届高校毕业生，还有留任村官满3年的。北京下半

年公务员考试的主要招考对象是社会在职人员。 本次考试的

招考对象主要是三大群体，其一、京外生源2009届的北京高

校毕业生。其二，北京就读2009届的北京高校毕业生。(本科

以上学历，符合进京条件)，此类考生在其三，2006年考取村

官，满3年的。本次公务员考试有原来的资格性考试变成了职

位性考试，原来资格性质的考试是考生在报考之前不需要进

行职位的填报，直接可以参加笔试，笔试成绩合格，就可以

获取一个资格证，在有效期两年之内，考生可以凭借资格证

到有人事需求的部门进行面试。职位性的考试，考生在参加

笔试之前必须选定一个职位，才可以考试大收集整理参加笔

试。本次考试共979个职位，招考人数是2707人，本次考试职

位数相对较少，但是招考人数较多，初步断定，只招一个人

的职位是相对较少的。报考的过程中考生一定要注意，尽量

的避免报考只招收一个人的职位，建议报考招考人数较多的



职位，可以降低竞争比例。另一个就是学历的要求，大专和

大专以上的职位是13个、749人，招考本科和本科以上的职位

是705个、1466人，招考硕士博士高学历的职位，招考人数

是492人。 由此可见，大部分的职位和招考对象还是定位在本

科及本科以上学历， 但是此次考试招考高学历的人数高达

了20，跟其他省市比较，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可见北京市

对公务员的素质要求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2007年在福州召开

了所谓的“福州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公务员

资格性考试要改为职位性考试”，由于受到奥运会等重大事

件的影响，北京市6月份社会在职人员公务员考试和12月份北

京应届毕业生公务员考试，都没有进行。其实，两次考试没

有进行就是在为公务员考试制度的改革做准备，现在终于确

定了本次考试的性质，职位性的考试相对资格性考试还是有

一定的难度的，职位性考试的报考是非常重要的，考试最终

能否成功，不仅仅取决于考生能否考好，还取决于考生能否

报好。所以，考生在考试大收集整理报考过程中，一定要把

握好一些关键性的环节，尤其是职位选择的时候，职位是否

符合自己的条件，并且确保自己在此招考职位上有一定的优

势，在现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公务员考试中，必须确保自己能

够投影而出。 本次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仍然分为笔试和面试两

个环节。笔试考察的内容仍然是行测和申论，有些职位还会

要求专业课的考试。面试主要采取结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组

谈论两种形式，但是，在公告中还特别提到，会面试可能采

取“情景模拟”，尽管这是一种补充性的面试形式，但是却

有可能被采取，大家还是有必要进行一下了解。 当前，对考

生来说，较为重要的问题仍然是笔试的问题。行测部分：北



京市公务员考试的行测大体的题型是没有变化的，主要考

察135道题，五大题型包括数量关系、常识判断、数字推理、

言语理解、资料分析。总的题型没有变化但是细微的考察方

式主要有以下的特点：其一、常识部分的客观题不仅仅包括

单项选择，还包括多项选择。考试的侧重点也是十分广泛的

，主要包括法律、公共基础知识、时事以及其他基本常识。

其二，言语理解与表达部分，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不对基本题

型(选词填空、语句表达、片段阅读)进行考察，而是把基本

题型所考察的内容融合到文章阅读中，通过历年的考试真题

可以看出，基本上是题目给出六段大的文章，每段文章给出5

道题，一共是30道题，所以。考生一定要注意，虽然对基本

题型没有给出形式上的考察，但是实质上也没有疏漏对这些

知识的考察，是通过一种变向的考察方式，考生的备考的过

程中一定要注意。其三、数字推理部分会比其他省市考试和

国家考试增加5道图形的数字推理，包括圆圈形数字推理和九

宫格数字推理。其四、判断推理部分除了对基本题型的考察

外，还会对“事件排序”的考察，主要考察的是五个事件的

发生的先后顺序的把握，透过“逻辑关系、因果关系”来判

断。像其他的逻辑判断，判断推理、资料分析等题型基本生

跟行测的主体考试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就申论部分来谈一下

，本次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的申论命题基本上还是遵循大体的

方向，固定的考试大收集整理出题风格四道题，重点考察考

生对社会问题的理解，考察考生对给定材料的分析、概括、

提炼、加工的能力，但是北京市考试会在这方面贯彻的更加

彻底，而且的问题的答案就会在材料之中，国考在选择的主

题上会选择一些重大主题，土地问题、能源问题、生态文明



问题、产业结构、粮食安全等等，北京市的考试的申论主题

选择会相对小一点，行业自律、黑车治理、马路摊贩的管理

等等跟我们的政府管理有密切的关系，到有北京市的考试会

频繁的出现“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对于“对策”题会出

现两道，北京市的考试对文章的考察是给出一个题目，展开

写文章，文章上更多的考察了对策层面上的，与国考性比，

缩小了文章的书写范围，不会像国考那么宽泛。对策要切实

可行，强调解决问题的切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