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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E5_B9_B4_E5_8C_c26_519029.htm 自2009年起，北京市公务

员录用考试全面推行职位竞争考试。北京市公务员招考改革

，是遵从今年初人事部(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公

务员考试录用工作会议上明确的“推进职位竞争考试，取消

资格考试”。改革后的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仍为行政职业能力

测验和申论，笔试的内容、形式、大纲等与往年相比不会做

大的调整。 我们根据北京市历年公务员考试试卷的特点和命

题变化来看，对今年2月份面向北京市应届毕业生公务员考试

的命题特点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一、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 

考试大纲的要求是： 主要测查应试者从事国家机关工作必须

具备的潜能。 考试结构包括言语理解与表达、常识判断、数

量关系、判断推理和资料分析等五个部分。全部为客观性试

题，考试时限120分钟，满分100分。 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

题目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言语理解与表达，着重考察

考生对语言文字的综合分析能力。所给的文字材料较长，主

要是对词和句子一般意思和特定意义的理解；对比较复杂的

概念和观点的准确理解；对语句隐含信息的合理推断；在干

扰因素较多的情况下，能比较准确地辨明句义，筛选信息。

主要包括两种题型，一个是文章阅读，一个是片断阅读。 从

历年北京市公务员考试(应届、在职)言语理解与表达的真题

上看，题量都为30道，时限20分钟。有可能给出6篇文章，根

据每篇文章各回答5个问题；也可能是片段阅读和文章阅读混

合的形式。总的命题趋势是：篇幅增加，难度增大。考生应



该更加注重阅读能力的提升，以及与时政热点有关的文章。 

第二部分是数量关系，含有速度与难度测验的双重性质。在

速度方面要求应试者反应灵活，思维敏捷；在难度方面该测

验涉及到的都是数学的基本知识或原理。着重考察应试者对

规律的发现、把握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包括两种题型，一

种是数字推理，一种是数学运算。 从历年北京市公务员考试(

应届、在职)数量关系的真题上看，题量都为25道(数字推理10

道，数学运算15道)，时限20分钟。总的命题趋势是：数字推

理题型多变，数学运算量增大，解题能力多层化。考生应该

更加注重数学思维的锻炼，注重掌握常用的数学运算技巧，

注重培养多方面的解题能力，加强数学运算能力的提升。 第

三部分是判断推理，判断推理是考察应试者逻辑推理判断能

力的一种测验形式，测试应试者对图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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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图形推理、逻辑判断、定义判断和事件排序。 

从历年北京市公务员考试(应届、在职)判断推理的真题上看

，题量都为30道(图形推理5道，定义判断10道，演绎推理10道

，事件排序5道)，时限20分钟。总的命题趋势是：出题范围

广，出题角度专业化。考生必须要掌握方法和技巧，学会从

更深的角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有限的备考时间内，做

到真正提升自己的判断推理能力。 考生要掌握每种类型题目

的解题方法，如图形推理要，坚持将规律运用与题目解答相

结合，从图形大小变化的规律、图形数量变化规律、图形笔

画变化规律、图形对应相似规律等一系列切入点着手思考，

从解题思路的角度找出图形推理中的解题规律。演绎推理题

目的题干涉及到社会、思维、自然、科技等各个领域，要求



考生把每种具体的题目跟随它相应的逻辑分析解题思路及方

法，方法和题目相结合。定义判断中，法律类的定义是其重

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涉及行政管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属＋种差”的方法是应用最广泛且

准确系数最高的方法。事件排序可将其逻辑关系的种类分为

：顺承关系、因果关系、条件关系。解题时根据以上关系对

试题进行分析。 第四部分是常识判断，涵盖法律、政治、经

济、管理、人文、科技等方面内容，由于取材广泛，主要依

赖应试者平时的知识积累。 从历年北京市公务员考试(应届、

在职)常识判断的真题上看，题量都为30道，时限30分钟。总

的命题趋势是：与时政密切联系，融合哲学角度综合性出题

。北京市政府发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

行政决定的意见”，要求加大公务员录用考试法律知识测查

力度，增加法律知识在公务员考试相关科目中的比重。 因此

，考生应更加重视法律知识的掌握与运用。 从北京市历年考

试的情况来看，常识部分会出现十道多选题，这类试题的要

求是需要将所有正确答案选出，才能得分，错选、少选、多

选都不给分。 第五部分是资料分析，着重考察考生对文字、

图形、表格三种形式的数据性、统计性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推

理与加工的能力。针对一段资料一般有若干个问题，考生需

要根据资料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比较、计算，才能从问

题后面的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符合题意的答案。 从历年北京

市公务员考试(应届、在职)资料分析的真题上看，题量都

为20道，时限20分钟。总的命题趋势是：出现综合题型，计

算步骤增加，计算量加大。增加了一些“逻辑分析”的题型

。不再是简单地从题干的文中或者图表中得知或简单运算得



知，而是需要根据题干的内容，再加进一些逻辑分析，对选

项进行判断。考生要带着问题阅读题目，掌握多种估算技巧

，快速准确的答题。 二、申论 大纲要求是： 主要通过应试者

对给定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测查应试者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以及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问

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全部为主观性试题，考试时限150分

钟，满分100分。 要求应试者： A.认真阅读给定资料 B.按题

目要求进行作答 从历年北京市公务员考试(应届、在职)申论

的真题上看，题量都为2-4道，时限150分钟。总的命题趋势

是：1.注重考查对热点问题的理解和对国家政策的运用，近

几年命题的题材，都是比较新的热点问题，与国家的大政方

针有关的。2.屡出新题型，如2007年应届申论考试第三题要求

回答“举行网上听证会是否可行”，实际是要求分析判断该

对策的有效性、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