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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5_85_AC_E5_c26_645890.htm 在我国公务员招考录

用的历史进程中，今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公务员录用

考试自1989年举行第一次考试至今已经整整20年了。在这样

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里，华图教育特组织撰写系列文章，让

广大有志于公务员之路的同学能够重温过去的经历，把握现

在的选择，思考未来的发展。 一、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回想走过的20年，中国经济社会已经从低谷攀上高峰，持续

发展；回想走过的2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无到有，

不断完善；回想走过的20年，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始终

在摸索中前行，勇创新路。其中，最值得记忆的事件之一就

是建立并推行了公务员制度，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顺利进行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推行事关重大，起

步很早。198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

织制度、人事制度，要健全包括招考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干部

人事制度。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

确定为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1989年，中组部、人事部下发

了关于国家行政机关补充工作人员实行考试办法的通知，通

过考试选拔录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就此展开，我国的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迈出了坚实一步。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

出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要求。1993年10月1日起实施的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对国家公务员的义务与权利、职

位分类、录用、考核、奖励、职务升降、工资保险福利、辞

职辞退、管理与监督等作了规定。1994年6月《国家公务员录



用暂行规定》的颁布，标志着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正式

建立。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借鉴了西方的文官制度，将“国家

工作人员录用考试”改成了“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随后

，各地区各部门根据工作实际又制定下发了相应的实施办法

和细则，形成了涵盖笔试、面试、体检、考核、监督等诸多

环节的考录法规体系，考试录用国家公务员工作开始步入规

范化、制度化轨道。2006年1月1日《公务员法》正式实施。

《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以及其他相

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察

、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至此，公务员考录工作正式

进入法制化轨道。从1989年开始，众多优秀青年可以通过考

试进入各级党政机关，走上公务员之路。 二、公务员招考录

用考试的发展历程 1989年选拔录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考试

，被称作“国家工作人员录用考试”。较大规模的录用一般

采取多个部门联合招考的形式进行，较小规模的则采取各个

部门单独招考的形式。考试内容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

《公共基础知识》，前者占10%，后者占90%，主要含《马克

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

政治经济学》、《法律基础》、《行政管理》、《文秘知识

》等。 1993年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4年6月颁布

《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后，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无论

从科目的设置，还是从具体的题型上来看，都进入比较稳定

的发展阶段。考试内容方面，《公共基础知识》和《行政职

业能力测验》占有相同的权重。同时，引入了写作考试，包

括公文写作、命题作文、给材料作文等形式，进一步丰富了

考察的范围，提高了选拔的科学性和准确率。 2000年公务员



录用考试进一步发展，在考察《公共基础知识》、《行政职

业能力测验》的基础上，将写作改为《申论》。 2002年再次

改革，考察内容变化较大，取消《公共基础知识》考察，选

择相关内容纳入《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之中，然后《行政职

业能力测验》分为A、B两类；考察《行政职业能力测验》A

类的考生，要考察《申论》，从而，根据职位的要求组织相

应考试，大大提高了考生应试精度。（注：A类职位主要包

括中央、国家机关及其派驻机构中，从事政策、法律法规、

规划等的研究起草工作和政策、法律法规、规划实施的指导

和监督检查工作，以及从事机关内部综合性管理工作的职位

。B类职位主要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及其派驻机构中，从事机

关内部专业技术工作，对机关的业务工作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的职位） 2005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在前一阶段

改革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取消了A、B类之

分，改为：中央党群机关、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及部分中央垂

直管理机构中的省级机关和直属机构，部分依照公务员制度

管理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招考职位的公共科目为《行政

职业能力测验一》、《申论》两科；中央垂直管理机构地(

市)以下所有机关及部分中央垂直管理机构中的省级机关和直

属机构，部分依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

招考职位的公共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二》一科。 2006

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根据2006年1月1日施行

的《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将考试类别调整为综合管理类

和行政执法类，所有依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国务院直属事业

单位的招考职位为综合管理类，考试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

测验一》、《申论》两科；中央垂直管理机构地(市)以下所



有机关及部分中央垂直管理机构中的省级机关和直属机构，

部分依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招考职位

为行政执法类，考试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二》和《申

论》。 2007年根据公务员考试的法律法规，综合考试以来的

成功经验，最终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一》和《行政职业能

力测验二》合并为统一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再区分

报考类别，使报考各类职位的考生都处于相同的起跑线上。

综合管理类与行政执法类考生答题区别在《申论》中体现。

此后，2008年、2009年全部沿用，没有结构性变化。 考察内

容的变化过程体现了公务员制度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反映

了党和政府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行政管理体制谨慎态

度和务实作风。事实证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申论

》和面试，组合起来作为公务员选择录用的考察内容，既吸

引了国外的先进政府管理经验，又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成功范例。 三、公务员录用考

试价值的新发现 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出台与实施，是我国政治

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过去，国家

机关进人没有一个比较成型和规范的制度，存在着靠关系、

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国家公务员制度出台以后，国家公务员

的录用就进入了一个相对规范的轨道。一方面规范选拔制度

，精简了选拔程序，提高了录用的效率和成功率，另一方面

也极大地促进了广大青年投考的热情和积极性，扩大党和政

府选拔优秀人才的范围。从此中国公务员报考热进入到了一

个新的阶段。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2009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

机构以及各地方机关的报考形势非常火爆，计划招录人

数121125人，报名人数4586259人，均创历年最高纪录。中央



及地方公务员考试考情汇总招录地区笔试时间计划招录人数

报名人数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2008-11-30135661050000浙

江2009-2-214482261406山东2009-3-158685570000江

苏2009-3-225473265932广西2009-3-286124120000内蒙

古2009-3-281489110000内蒙古2009-9-13100856546广

东2009-4-269600186259湖北2009-4-26286962576湖

南2009-4-263933127000陕西2009-4-26281582758四

川2009-4-264015162278天津2009-4-26104447443吉

林2009-5-30304764000重庆2009-6-61606440重

庆2009-9-13154642825山西2009-6-13113480145安

徽2009-6-145435184000甘肃2009-7-4/52857101800新

疆2009-9-13661088258贵州2009-7-121843117372云

南2009-8-29/307179190045北京2009-2-21270740823福

建2009-1-19213583239福建2009-9-13246568415黑龙

江2009-10-24350667659江西2008-12-13/14330495664上

海2008-12-27/28361047649宁夏2009-5-2371610514辽

宁2009-9-135721118000河南2009-10-312047（未截止）总计截

至2009-9-211211254586259（不完全） 当然，对于公务员报考

热的现象，社会各界一直存在着分歧，还有过激烈的争论，

其实，从我们多年的研究实践中，发现公务员考试不仅仅有

党和国家相关机构选拔人员这一方面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

可以成为所有职业进行素质考察的一个重要参考和依据。如

果我们把这方面的功能发挥出来，广大学生，特别是毕业生

的综合素质将得到巨大的提高，从而能够很好地应对就业的

严峻挑战。 首先，《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主要测查应试者从

事国家机关工作必须具备的潜能。测查内容基本包括言语理



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资料分析、常识判断或综

合基础知识等。这些都是从事各种职业所必须的基本素质，

特别是判断推理能力的训练可以大大提高学员认识事物、快

速判断、综合决断的能力。 其次，《申论》主要考察应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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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和

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其中的给定材料，通常涉及

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从中，我们不

难看出，通过对《申论》的学习，广大学员对社会的理解和

适应能力将大大增强。来源：考试大 第三，《面试》主要测

评报考人员从事机关工作必需的综合分析能力、组织协调能

力、应变能力、言语表达能力和举止仪表等方面的素质和能

力。各级机关往往采用“结构化面试”为主，无领导小组讨

论、情景模拟、演讲等方式为辅的考察手段。相比笔试，面

试更强调现场表现，面试训练可以极大增强与人沟通的能力

和临场的心理反应。来源：考试大 公务员考试的关键就在于

上述综合素质的培养，刻苦学习，认真准备，考出一个好成

绩是不难的，何况对于应届毕业生，还存在着中央机关、地

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选调生、村官等多种考试机会，成

功的概率大大增加。同时，另一方面，即使没有考上公务员

，仍然可以在将来的求职中收获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讲，公

务员选拔与公务员考试不是一个范畴的内容，前者把成为公

务员作为目标，后者把增加职业的综合素质作为目的。凡是

准确把握两种关系的同学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因此，建议

广大考生在就业之前不妨参加一次公务员考试，不仅是职业

选择，更是职业融入，提前做出就业的准备。有志于参加公



务员考试的同学要做好以下准备： 第一，要全方位了解考试

，不仅要了解考试内容，还要了解考试规则和职位要求、了

解考试的难点；来源：www.examda.com 第二，全面分析自己

的情况，对于自己的优点、缺点进行必要的分析； 第三，思

路明晰后再着手复习准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