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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地方，从国考到省考，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掌握近年公

务员考试的考情变化有利于考生在备考的过程中抓住重点。

指出但凡考试，就会存在一定的规律性，而清楚的了解这些

命题规律，则能帮助考生稳住心态，复习的过程避免由于焦

躁而盲目。知鸟教育辅导专家姬雪松教授将从历年考情、命

题规律两方面为考生分析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助考生一臂之

力，在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一、历年考情分析 2000年

和2001年，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分类，只有一套试卷。 2002

～2004年，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分为A、B类，A类和B类在题型

、题量、难度等方面有所不同。根据职位要求，A类强调政

策性，B类强调操作性。 2005年，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分一类和

二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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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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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二。

2006年，报考综合管理类职位的应试者考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一，报考行政执法类职位的应试者参加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二

的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一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二在题型

、题量和难度等方面有所不同。另外，根据两种职位的区别

，所对应的考试侧重点、难易程度也有所不同，这都是根据



职位要求而设置的，体现了不同岗位所应具备的某种素质和

能力要求，力图摆脱“高分低能”的考试弊端。 2007～2009

年，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再分一、二类，不论是报考省级以

上(含副省级)综合管理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还是行政

执法类的职位，所考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是一致的。 二、命

题规律分析 1．题型、题量基本稳定 根据历年试题统计表可

以发现公务员录用考试的试题题型一直由常识判断、言语理

解与表达、判断推理、数量关系和资料分析五部分组成。虽

然每年各题型顺序和所占的份额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基本

题型相对稳定，变化不大。在试题题量方面，题量是135道题

左右(2007～2009年为140道)，答题时限为120分钟，平均每道

试题0．9分钟左右。相对来讲，试题题量大、时间紧、要求

高。 2．试题难度逐年上升 指出在试题难易度上，整体趋势

是逐年加大。试题难度加大，要求应试者要在考前做系统地

复习，认真备考，才能应付公务员考试。 常识判断部分近几

年中央考试没有多项选择和不定项选择，均为单项选择题，

表面上看降低了试题难度，实质上，所涉及的知识面较广

，2007年和2008年中央行测的常识部分均为法律常识，2009年

中央行测考题的常识部分测查内容涵盖了法律、政治、经济

、管理、历史、自然、科技等方面，当然还是侧重考查应试

者的法律知识运用能力。在考查内容上，2009年的常识判断

部分最大特点是结合时政问题对应试者进行了考查，例如

：2009年中央试题第1题，结合北京奥运会，考查了“和”蕴

含的思想，以及儒家思想；2008年发生了几起突发性事件，

而2009年中央试题第25题，考查了应试者对2007年11月1日起

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理解，等



等。在考试侧重点上，由对知识点的识记性考查，转变为对

知识点的理解性考查，这在无形之中也相对地加大了试题的

难度。 言语理解与表达部分2004～2006年只考查片段阅读，

试题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在选项设置上增强了选项的干扰性

，应试者只有深入思考才能选出正确答案。在2007～2009年

增加了选词填空部分。 判断推理部分所占比重比较大，形式

富于变化，选项之间的干扰性强，不熟悉这一部分，会使应

试者摸不着头脑，很容易失分。 数量关系部分难度提升比较

明显，只有在掌握各种类型试题解题方法的基础上，才可能

在短时间做完这部分试题。2008年增加新形式的数字推理，

增加了考生思维转换。2009年又取消了新形式的考查，但题

目难度没有降低。 资料分析部分形式上为文字资料、统计图

和统计表，或者是文字资料和统计图或统计表的结合，综合

资料分析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计算量上有加大趋势，要求

应试者适应时间紧、计算量大、计算数据重复使用的情况。

3．试题设置灵活 虽然历年试题的题型基本稳定，但具体到

每种题型的内容上却有部分变化。专家分析具体如下： 常识

判断部分，2007年和2008年均只考查法律常识，2009年涵盖了

法律、政治、经济、管理、历史、自然、科技等方面的常识

。言语理解部分，2002年和2003年都有短文章阅读，而2004

～2006年考的全是片段阅读，2007～2009年考的则是片段阅读

和选词填空，其中2009年将选词填空放到了片段阅读的前面

；而听力理解只在2004年出现了一次。数量关系部分，2004

年取消了数字推理，但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

和2009年又重新将其纳入大纲。判断推理部分变化较大，图

形推理几乎每年都会变换出题方式，演绎推理部分在2007



～2009年均为逻辑判断，虽然内容变化不大，但考查的侧重

点有所不同；机械推理只在2002年B类试卷中出现过；事件排

序2000年和2001年考过，隔了三年又在2005年重考，2006年又

取消；2006年开始考了一个新题型类比推理；2008年类比推

理出了两种新的命题形式双重类比推理和多重类比推理。 行

政职业能力测验虽然每种题型和考试侧重点有所变化，但是

其出发点是对应试者能力的考查。试题内容也以考查应试者

能力为主，不强调死记硬背地学习，而以掌握技能和拓展能

力为主。 相关推荐：行测言语之“观点态度类题核心技法”

指导名师指导行测短文阅读题之社会科学类分析辨析成语“

三原色”突破行测言语理解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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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