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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09_E5_B9_B4

_E5_8C_97_E4_BA_c26_646235.htm 根据《北京市各级机

关2009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实施方案》，2009年北京市社

会在职人员录用公务员考试，将从9月中下旬开始报名，10月

份组织考试。同往年相比，在招考政策总体不变的同时，考

试的组织实施上，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三点不变 其不变点有

三：一是招考范围不变，仍为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的社会人

员，不包括户口档案保留在学校的非北京生源往届毕业生，

这标志着基本报考条件也保持不变，仍以户口和职业决定报

考最基本的资格；二是考试科目不变，公共科目包括行政职

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申论两科，所有报考者均参加行政职业能

力倾向测验和申论两科考试；三是招考程序不变，通过公共

科目笔试后，仍以成绩高低排序确定面试人选，面试通过后

要经历体检、考察、审批等步骤。这些政策安排，显示了公

务员考试的组织工作具有连续性。 四点变化 其变化点有四：

第一，职位竞争性考试取代了资格考试，这是最大的一点变

化。对成绩合格者直接发放成绩单，不再发放资格证书。原

来行测、申论两科成绩达到105分以上者，发给《北京市公务

员笔试合格证书》，今年改为对于公共科目笔试成绩合格的

考生，由市人事考试中心发给《北京市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

成绩单》，作为考生参加单位面试及调剂的凭证；考生在报

考时只能针对某一职位进行报考，在这一职位上形成竞争。

这一变化，从程序上更大程度增加了公务员录用的透明度和

公正性，避免了所谓的“操作”空间。采集者退散 第二，考



试的计分规则和录取规则出现较大变化。笔试成绩占50%，

面试和专业科目笔试成绩占50%加权计算综合成绩，取代了

之前仅以面试成绩确定录用结果的做法。 第三，今年的考试

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对于聘任为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

主任助理，且截止公务员考试报名时仍在岗的2009年任期届

满大学生“村官”，如在校期间或聘任期间已取得《北京市

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合格证书》，经资格审查合格，可凭当

时公共科目笔试成绩，按照规定面试比例，单独排序确定面

试人选，以当时的公共科目笔试成绩与本次面试成绩按规定

比例合成总分。报考同一职位的大学生“村官”与其他参加

面试人员按总分由高到低择优确定考察体检人选。这说明具

有北京户口的原大学生“村官”，在考试中将受到照顾，录

取会有相应的优势。 第四，对于职位调剂的规定更为详细，

竞争职位未成功的考生拥有第二次机会。通过公共科目笔试

最低合格分数线的人数未达到规定比例的职位，通过调剂补

充人选。调剂职位、符合调剂条件的考生名单、调剂职位联

系方式，由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在市人事局网站上统一公

布。调剂的报名办法和资格审查工作由相关招录机关负责，

调剂的报名工作须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规定公共科目笔试成

绩必须达到合格分数线且符合拟调剂职位的资格条件的报考

者，方可参加调剂。调剂的人选，要按照调剂报名人员公共

科目笔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这样，事前报考一些热

门职位的考生，由于竞争激烈没有考中，在出现调剂职位的

情况下，只要及时掌握信息，自身又达到了公共科目的合格

分数线，就有报名参加调剂的机会，在调剂环节“获得再生

”。考生一定要牢牢把握机会，密切关注人事网站上的职位



调剂信息，按照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名。 总体趋稳 至于考生

最关心的试卷构成、试题难度、命题热点、合格分数线，将

参照往年情况，并根据本次考试的招录职位（包括类别和数

量）、报考人数、录取比例等因素综合确定。按照近几年社

会在职报考人员持续增加、试题难度稳中有升的趋势，可以

肯定本年的考试仍将“题量保持稳定，难度轻微上调”，在

试题的形式上不会出现突变，避免难度大幅度提升，造成报

考者无法适应，影响考试结果的科学和公平；同时，考试主

管部门还规定，凡招考职位的面试人选达到规定比例的，该

职位原则上不得空缺，这也决定了各科的试题不可能不合理

地拉高难度。但申论和面试命题，近年来不断寻求变革，要

预见新的试题热点和新的考试形式，可能给命题带来的新变

化。 与应届生考试的区别 相对于从应届生中录用公务员考试

，社会在职考试的难度普遍来说相对较低，且申论、面试等

主观试题更多地考查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与日常生活和

工作的关系更紧；同时由于招考方向不同，测查目标的重点

也有所差异，各科目试题普遍注重实际工作经验，更多地考

查报考者的人生阅历、综合知识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部

分问题还有一定的专业性，这是通用性、普遍性的应届考试

所不具备的特点。来源：考试大 备考要诀 对于社会在职类考

生来说，备考的第一要务是多渠道获取考试信息，首要渠道

则是历年的真题及其解析。要选择好的辅导图书，不要只看

价格，要认真地浏览其目录和重点部分，了解其主要观点，

判断其价值，要根据书的价值选书，而不是价格；互联网上

的资料和预测、辅导等信息丰富，但内容驳杂，真伪难辨，

价值不一，应以人事考试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同时参



考业内公信力高的辅导机构信息。 其次，要制定复习计划，

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全面复习考试涉及的知识点。行

测主要靠大量做题，要注意正确的解析指导，保证同类试题

的作答方向不出偏差；申论和面试需要建立相对完整的政治

知识体系，根据社会在职考试的特点，相对侧重民生、社会

管理和公关协调方面的知识，对这方面的热点事件要有大致

全面的了解；在题型方面，要突出自己把握不够的新题、难

题，努力“做自己怕的事”，攻坚克难，打下制胜基础。 最

后，要调整好心态，在备考和实际应试过程中始终保持平和

的心态。考前充分准备，利用高水平辅导机构的高质量辅导

班快速充电，增强信心和底气；考试中碰到不会的题目要保

持冷静，努力从试题本身分析和寻找解题信息，注重与自己

熟悉的知识点联系起来，耐心寻找解题的突破口；同时还要

运用一下常识来促进试题的解答，比如治理酒驾、教育“富

二代”等社会热点问题。在申论和面试中往往考的是应试者

的常识，是法律、道德、良知的把握程度，考生应该依循自

己的良心去答，给出合情合理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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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