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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考试即通常所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

”笔试公共科目考试于2009年11月29日结束。现今，毕业生

就业压力空前，促使公务员考试竞争日趋激烈，社会中出现

了为数不少的“考碗族”。针对公务员考试的“是非争论”

笔者无意探讨，本文仅从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考试中的常识判断模块对各级地方公务员考试的示范作用加

以分析，希望可以对广大考生有所启发。 一、国家公务员考

试常识判断部分的博弈 自从有了国家公务员考试，常识判断

部分的命题专家就在“专”与“博”之间纠缠。所谓“专”

就是常识判断专门考查或者重点考查某一部分的知识，例

如2007年和200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常

识判断题考查的全部都是法律知识；所谓“博”则是法律、

政治、人文、科技等均有涉及，全面考查考生的知识广度

。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再次证明了公务员考试常识判断部

分的出题方向将是“博”。 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常识判

断紧贴国情，时政、人文、法律、政治、科技、经济等均有

涉及，几乎可以体现出均衡化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这些命

题专家命题之良苦用心就是希望考生不是一个考试的机器，

而是一个具有广博知识背景，家事、国事、天下事均有所了

解的社会人！国家公务员考试其实是各级地方公务员考试的

方向标，这也就是意味着地方公务员考试将会跟随这一发展

趋势。例如，2007年和200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常识判断全部



为法律，2008辽宁省公务员考试也全部是法律；2009年国家

公务员考试常识判断全面开花、重点考查，2009年的辽宁省

公务员考试也是如此。当然不仅仅是辽宁省，全国范围内（

除个别省市外）基本上常识判断的考试都是朝着“博”的方

向发展。 二、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常识判断对地方公务员

考试示范作用的体现 1．紧贴时政的趋势 2009年国家公务员

考试常识判断第一道题就是关于2008年奥运的问题，而2010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常识判断第一个题目是关于2009年建国60

周年成就的问题，第二、第三题均是涉及改革开放和建国60

周年成就的问题。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发现命题专家们

不希望考生是一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

书呆子，而是希望准公务员们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

事关心”的人。 这种出题模式直接地反应在许多省市公务员

考试中，如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浙江省等地区

尤为典型。对于时政的复习以国内为主，以国际为辅，如果

是省级公务员考试则要注意“地方特色”。例如每年北京公

务员考试均有多个题目涉及北京市的时政。也就是说大家在

准备地方各级公务员考试时对于常识判断部分切记注意：时

政 地方特色的模式！ 2. 一题多点的模式 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

试常识判断中出现了一些“一题多点”的题。所谓“一题多

点”的题，就是一道题中同时考查多个知识点，综合某一类

知识涉及诸多考点。从某种角度上讲，这类题加大了公务员

考试的难度。例如：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常识判断第122题

就是一个典型，同时考查了北洋水师、红军长征、二炮建立

、“七七事变”，看似这些点是分散的，但是仔细考虑它们

都属于近现代我国发生重大军事事件。从某种角度上讲之所



以会出该题是因为今年建国6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的缘故。 那

么，地方公务员考试也可能会参考这种模式，创建新的“一

题多点”的问题。考生在复习备考地方公务员考试的时候应

当注意善于总结归纳，以知识点大类的方式复习。考生对于

这种考试的趋势也不必担心，这种题目的破解的关键就是寻

求一个突破点，抓住一个确定项从而选出答案即可！ 3. 真题

的价值 在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之前笔者不止一次强调真题

的价值，这次国家公务员考试果然没有让笔者失望。例如

：200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真题第108题： 关

于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的下列哪一做法符合《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 A．甲县规定，乡、镇政府制作

的政府信息，统一由县政府负责公开 B．乙市一项行政事业

性收费的标准发生变动，在标准变动以后第30日予以公开 C

．丙区规定，行政机关应当编制、公布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或

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并及时更新 D．丁市政府在市图书馆设

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备，为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 大家再看2010年国家公务

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真题第138题： 下列做法符合《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的是： A．甲县规定，乡、镇政府制作的政

府信息，统一由县政府负责公开 B．乙省不允许本省内各级

行政机关提供政府信息时收取任何费用 C．丙区规定，行政

机关应当编制、公布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或政府信息公开目录

，并及时更新 D．丁市政府在市图书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

所，并配备相应的设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

府信息提供便利 大家仔细对比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除了

选项B不同外，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题和2008年的几乎一模



一样！国家公务员考试是非常正规和严肃的考试，竟然出现

重复试题。当然，这不是说明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命题不科学

，而是命题人在给大家“放水”和降低试题难度。如果进一

步深究本题目的出处，那么其原始出处便是国家司法考试的

试题了。公务员考试出法律类的试题，如果要参考其他类型

的考试，那么司法考试是最合适不过了。当然，笔者从来不

主张考生在备考公务员考试中大量练习司法考试的试题的，

这是得不偿失的！ 那么国家公务员考试和地方公务员考试的

关系又是什么呢？国家公务员考试除了是各省市的风向标，

更是各省市的最好的资料来源。 例如： 2002年国家公务员考

试真题： 根据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下列有权制定地方性法

规的机关是：（） A．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 B．天津

市人民政府 C．中共重庆市委 D．石家庄市人民代表大会 大

家再看2009年黑龙江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真题

第110题： 根据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下列有权制定地方性法

规的机关是：（） A. 哈尔滨市某区人民代表大会 B. 黑龙江省

人民政府 C. 中共哈尔滨市委 D. 哈尔滨市人民代表大会 大家

再看2009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真题： 

根据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下列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机关

是()。 A．太原市某区人民代表大会 B．山西省人民政府 C．

中共太原市委 D．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 相信大家都看出这些

题的类似之处了，甚至可以说这些题完全是一样的。各省市

在公务员考试命题时会参考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试题，但是为

了防止“抄袭”痕迹太浓，于是来一个“改造”。因此，从

这个角度来讲，准备公务员考试的时认真研究真题非常有价

值！ 三、结束语 在公务员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需要大家锲



而不舍的努力，但决不是说仅仅埋头苦读就可以。希望大家

做有心人，仔细研究历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各地省考真题，

不要仅仅为了做题而做题，而要善于总结和归纳，努力挖掘

每道试题背后蕴含的知识点和考点。把握2010年国家公务员

考试的命题方向，从战略上藐视常识判断，从战术上重视常

识判断，则大家一定能够在各级公务员考试中取得佳绩的！ 

相关推荐： 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测试题在线测试 2010年

国家公务员考试地市以下申论真题 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副

省以上申论真题 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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