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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测》考情分析

在今天整体就业环境压力大的情况下，考公、考编成了很多人的最佳选择，公务员的工作优势不言

而喻，但随之带来的是考试竞争压力的增加。很多小伙伴觉得考公、考编上岸很难，好似千军万马过独

木桥一般激烈，事实也确实如此。但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国家公务员考试是系统性很强、

稳定性较高的一门为国家选拔人才的考试，因此如果考生提前准备、稳扎稳打，相信努力一定可以收获

理想的结果。下面展鸿教育小编就对国考考情进行分析，解读报考公告、招考简章及考试大纲的相关内

容，并对各题型的备考提出建议，希望能够帮助考生顺利上岸。

一、国考分类及区别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在公务员考试中也同样适用，如何获取考试公告信息，

应届小白如何进行备考，下面将会一一解答，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什么是国考以及国考的相关考情。

（一）什么是国考

国家公务员，即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国家公

务员考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筛选应聘国家公务员的应征者所进行的一年一度考试，简称“国考”，

招考条件相对比较严格，一般均要求全日制本科应届、历届毕业生，部分职位要求硕士研究生和英语四

级、计算机二级。2022 年国考公告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发布，相关细节小编将在下文重点分析。

（二）国考的分类

有很多考生存在这样的疑问：国考是全国性选拔人才的考试，每个省份的考情一样吗？答案是一样

的。国考分为笔试和面试两轮考查，笔试公共科目主要有《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门，各省

份的国考考试均涉及这两门科目（特别岗位还需进行专业科目考试），但招录岗位、报考人数、竞争压

力等都是不同的。

考生需要了解的是国考主要分为两类：副省级和地市级。副省级是中国行政架构为副省级建制的省

辖市、副省级市的党委、政府机关主要领导的级别，其职务任免由省委报中共中央审批。地市级所设置

岗位则主要考虑到不同地区需求，往往从市级到区级都有分布，并且国考中地市级岗位更多，占比更大。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对未来的规划进行理性选择。两类考试的岗位分布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以

表格的形式展示以便于考生更清晰地了解：



章老师 13777584538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第 2 页 共 12 页

近三年国考各级别招录人数统计

机构层级
2021 2020 2019

招录人数 职位数 招录人数 职位数 招录人数 职位数

副省级 536 372 806 499 811 469

地市级 5683 2677 3386 2012 1938 1389

县区级及以下 18402 9432 18640 10562 10650 7174

中央 1105 691 1296 776 1138 625

总计 25726 13172 24128 13849 14537 9657

可能有考生会问：怎么判断自己要考的试卷是副省级还是地市级呢？很简单，在招考简章中找到职

位表，职位表中会注明每个职位对应的考试类别：

注：截自 2022 年国考职位表。

除此之外，考生要想挑选报考职位，了解招录人数，也要从职位表中寻找相关信息，尤其要注意专

业等其他条件的限制。如果考生难以决定报考职位，也可以联系展鸿教育老师进行专业咨询，科学报考。

二、招考公告、笔试考试大纲重点解读

公职类考试不光是一次能力的较量，也是一场信息战。弄清、弄准考核目的，明确国家需要什么样

的人才、有怎样的硬性要求，才能做好选择、下对功夫。在这个过程中，考生就不得不关注十分重要的

两个信息来源：招考公告和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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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考公告重点关注内容

1.2022 年国考新变化

2022 年国考招考公告已发布，需特别注意的是公共科目笔试新增了一类试卷：行政执法类职位，即

地市级考试分为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考试科目仍分为《行测》与《申论》两门，但试卷种类有三

类。考生在报名时可根据职位表确定要考的试卷类别，做好相应的备考计划。

2.报考条件

符合报考条件并通过资格审查是公务员考试的第一道门槛，考生要特别注意是否符合报考要求，以

及个人报考岗位是否有其他具体要求，例如要求“有基层工作经历”“英语六级”等。这里需注意：报

考条件须关注完整的招考公告（链接：http://www.chinagwy.net/zjgk/200180.jhtml）。报名流程考生可

自行在公告中查找，这里不再赘述。但要提醒一点：务必按照流程上传真实个人信息，以免在之后的资

格审查中带来麻烦。

3.明确报名、考试时间及地点

历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时间

年份 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

2022 2021 年 10 月 15 日-24 日 2021 年 11 月 28 日-29 日

2021 2020 年 10 月 15 日-24 日 2020 年 11 月 28 日-29 日

2020 2019 年 10 月 15 日-24 日 2019 年 11 月 24 日

2019 2018 年 12 月 2 日 2018 年 12 月 10 日

2018 2017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18 日 2017 年 12 月 10 日

除了报名时间需要考生重点关注，以下环节的时间节点也需特别注意：查询报名是否通过即资格初

审结果、查询报名序号、报名确认及缴费、打印准考证、笔试、成绩查询。为了便于考生及时跟进报考

进度，小编制作了以下表格，必要时可保存下来随时明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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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国考关键时间节点

序号 事项 时间

1 公告及职位表发布 2021 年 10 月 14 日上午 10:12

2 网上报名 2021 年 10 月 15 日 8:00 至 10 月 24 日 18:00

3 资格初审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26 日

4 查询报名序号 2021 年 10 月 28 日 8:00

5 报名确认及缴费 2021 年 11 月 1 日 0:00 至 11 月 7 日 24:00

6 网上打印准考证 2021 年 11 月 22 日 0:00 至 11 月 28 日 12:00

7 笔试

2021 年 11 月 27 日下午 14:00—16:00：专业科目笔试

2021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9:00—11:00：《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2021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14:00—17:00：《申论》

8 成绩查询 2022 年 1 月登录考录专题网站查询

建议考生在知道考场地点后迅速将行程、住处安排妥当，离家远的小伙伴尽量提前安排好路线和住

处，以免在考试当天耽误行程。后期备考时可将练习时间调整与考试时间一致，这样在考场上将更加得

心应手。

4.密切关注后续流程

在笔试成绩公布后，进入面试的小伙伴将把重点放在面试备考上，以及后续的体检、政审等内容。

差一点点上岸的小伙伴也可以关注调剂公告和补录进程。

（二）《行测》考试大纲重点关注内容

考试大纲是为了便于报考者充分了解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各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而制

定的，考纲规定的考试内容是重点备考内容，需要考生完整、细致地进行全科目备考。以下是考纲中关

于《行测》科目的考查要点：

模块名称 考查要点

言语理解与表达
运用语言文字进行思考和交流、迅速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字材

料内涵的能力

数量关系
理解、把握事物间量化关系和解决数量关系问题的能力，主要

涉及数据关系的分析、推理、判断、运算等

判断推理
对各种事物关系的分析推理能力，涉及对图形、语词概念、事

物关系和文字材料的理解、比较、组合、演绎和归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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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分析
对各种形式的文字、图表等资料的综合理解与分析加工能力，

这部分内容通常由统计性的图表、数字及文字材料构成

常识判断
应知应会的基本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分析判断的基本能力，

重点测查对国情社情的了解程度、综合管理基本素质等

了解了各题型的考查要点，我们需重点关注考纲中各题型的分布及考情变化，在全面了解后进行有

的放矢的练习，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此小编整理了近三年来国考行测各题型的题量分布，

题型细化有助于考生全面把握考情。

2019-2021 年国考《行测》题型题量分布表（副省级）

年份 模块 题量 题型 各题型题量 总题量

2021

常识判断 20 / /

135

言语理解与表达 40

逻辑填空 15

片段阅读 9

语句表达 6

篇章阅读 10

数量关系 15 数学运算 15

判断推理 40

图形推理 10

定义判断 10

类比推理 10

逻辑判断 10

资料分析 20 / /

2020

常识判断 20 / /

135

言语理解与表达 40

逻辑填空 15

片段阅读 9

语句表达 6

篇章阅读 10

数量关系 15 数学运算 15

判断推理 40

图形推理 10

定义判断 10

类比推理 10

逻辑判断 10

资料分析 20 / /

2019

常识判断 20 / /

135
言语理解与表达 40

逻辑填空 15

片段阅读 11

语句表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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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阅读 10

数量关系 15 数学运算 15

判断推理 40

推行推理 10

定义判断 10

类比推理 10

逻辑判断 10

资料分析 20 / /

2019-2021 年国考《行测》题型题量分布表（地市级）

年份 模块 题量 题型 各题型题量 总题量

2021

常识判断 20 / /

130

言语理解与表达 40

逻辑填空 20

片段阅读 15

语句表达 5

数量关系 10 数学运算 10

判断推理 40

图形推理 10

定义判断 10

类比推理 10

逻辑判断 10

资料分析 20 / /

2020

常识判断 20 / /

130

言语理解与表达 40

逻辑填空 20

片段阅读 14

语句表达 6

数量关系 10 数学运算 10

判断推理 40

图形推理 10

定义判断 10

类比推理 10

逻辑判断 10

资料分析 20 / /

2019

常识判断 20 / /

130
言语理解与表达 40

逻辑填空 20

片段阅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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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表达 7

数量关系 10 数学运算 10

判断推理 40

推行推理 10

定义判断 10

类比推理 10

逻辑判断 10

资料分析 20 / /

以上两个表格反映出 2019-2021 年国考题型、题量的变化趋势，将两个表格结合起来看我们可以发

现以下几点：

三、《行测》各题型高效备考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掌握再多的理论知识不实践是出不了真知的，《行测》科目板块多，题

型杂、题目难，不掌握各个题型的基本情况和解题技巧很难脱颖而出。但各大题型有很强的技巧性，除

常识判断部分需要多积累之外，其他四个模块给足一定的时间空间练习可以掌握其中的技巧，从而提升

做题效率。

★言语理解与表达

言语理解与表达部分在《行测》这门考试中占的比重是非常大的。分析历年考情可知，国家公务员

考试言语部分固定有 40 道题目，题量非常可观。要想《行测》拿到高分必然不能忽视言语部分的学习，

切忌“言语非常简单，不用费心准备”这样先入为主的观念。言语理解与表达分为逻辑填空、片段阅读、

语句表达、篇章阅读四种题型。

2019～2021 年国考《行测》言语理解与表达模块考点分析表

题型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副省级 地市级 副省级 地市级 副省级 地市级

逻辑填空

考查形式

单空 2 3 2 3 2 3

双空 9 11 8 11 9 11

三空 4 6 5 6 4 6

考点
实词 4 6 3 3 1 3

成语 6 6 7 11 7 9

●题量上副省级比地市级多 5 道题，集中在数学运算模块。众所周知，数学运算是很多考生备考

路上的拦路虎：题型多，难度高。因此副省级在难度系数上比地市级高一些。

●题型分布上言语理解模块副省级细分为四类题型，地市级只有三类，少了“篇章阅读”部分，

因此题型练习上副省级需要准备得更多。

●题量变化上两类考试都相对稳定，副省级 135 题，地市级 130 题，值得注意的是副省级言语理

解与表达模块四类小题型的题量分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备考时要注意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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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 5 8 5 6 7 8

片段阅读 考点

主旨概括 3 8 3 4 4 2

意图推测 4 3 3 6 4 5

细节理解 1 2 2 2 2 4

标题提炼 1 2 1 2 1 2

语句表达 考点

语句填入 3 2 2 2 1 2

下文推断 1 1 2 2 1 2

语句排序 2 2 2 2 2 3

篇章阅读 考点

语句填入 4

/

2

/

2

/

细节理解 4 7 5

意图推测 1 0 1

标题提炼 1 1 1

下文推断 0 0 1

逻辑填空部分国考考查的形式主要有一空型、两空型、三空型，考查的内容主要有成语、实词或二

者的混合。在做题时可以结合语境分析、词语辨析等方法：语境分析即分析文段内容是积极正面的，还

是消极反面的，亦或是中性的，那么在词语选择上就要相应地选择褒义词、贬义词、中性词，还可以结

合关联词语照应、最佳搭配和标点符号来选出正确答案。词语辨析，主要包括感情色彩、词语搭配、词

义轻重、词义侧重四个方面，与语境分析不同的是，词语辨析是从词语本身所承载的感情色彩入手。除

了解题方法的掌握，备考时要注意对成语、实词的积累，这样在考场上可以提升做题速度。

片段阅读、语句表达、篇章阅读从总体上来讲都考查了“迅速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字材料内涵的能

力”，考生在平时备考时可以多阅读公众号、网站等平台上的新闻、时评文章等，能够有效帮助大家培

养阅读理解能力和提高词汇储备量，推荐公众号如人民日报、光明论、新京报、南方周末等。另外这三

部分在备考时首先要分清题型，再结合各题型的解题技巧进行练习，这里不再过多赘述，需要的小伙伴

可以联系展鸿教育获取学习资源。需要提醒的是片段阅读中主旨概括题与意图推测题容易混淆答案，需

要对二者进行区分：

区别

题型
意图推测题 主旨概括题

侧重点不同
要求考生能够通过阅读文段

来判断作者说话的目的、意图。

要求考生能够在文段的

论述过程中找到重点加以概

括总结。

提问方式不同

（常见表述）

意在说明；想表达；意图；

启示；寓意；想传达…

主旨；重在说明；主要

讲述；概括；关键词…

答案选择不同 优选意图(对策)，次选主旨 优选主旨（概括全面）

★数量关系

2019～2021 年国考《行测》数量关系模块考点分析表

题型 考点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副省级 地市级 副省级 地市级 副省级 地市级

数学运算 基础应用 5 4 3 2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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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问题 / 1 1 1 2 2

几何问题 2 1 2 0 2 0

排列组合 2 1 2 2 1 1

概率问题 1 1 1 0 2 2

最值问题 5 2 2 2 2 1

行程问题 0 0 3 2 1 1

经济问题 0 0 1 1 0 0

很多考生在数量关系模块时非常头疼，常常会出现没有思路、试图放弃这样的想法。其实，国考中

的数量关系只涉及数学运算，这意味着考生要将这个“大问题”细化为多类小题型来学，国考中常见的

数学问题有：基础运算、工程问题、几何问题、排列组合问题、概率问题、最值问题等，要想在分秒必

争的考场上快速得出答案，需要考生熟悉题型，了解做题“套路”，掌握解题技巧。

以上解题技巧涉及灵活的数学思维，需要结合视频课程学习、理解，并且光看不练肯定是不行的，

需要考生多练习、多总结，摸清套路，积累经验。

★判断推理

判断推理是非常注重逻辑的一个模块，强调对思维能力的考查，也是测查考生根据提供的各种信息，

分析推理获得新信息的能力。判断推理模块在国考《行测》考试中占比较大，达到了 40 题之多，题量

大且出题方式灵活。该部分不像数量关系部分更加注重数学思维，因此需要考生细想、多练，还是较为

容易把握住分数的。

该模块主要包含图形推理、类比推理、逻辑判断、定义判断四大题型，每个题型各 10 题。分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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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考生不同方面的能力。

2019～2021 年国考《行测》判断推理模块考点分析表

题型 考点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副省级 地市级 副省级 地市级 副省级 地市级

图形推理

数量类 4 4 4 4 3 2

形状类 1 1 1 1 1 1

位置类 0 0 1 2 2 2

属性类 2 2 1 1 2 3

空间类 3 3 3 2 2 2

类比推理

外延关系 5 4 4 4 3 2

内涵关系 2 4 3 4 2 3

言语关系 3 2 3 2 5 5

逻辑判断

翻译推理 1 3 1 3 2 0

论证推理 8 5 7 4 7 5

智力推理 1 2 2 3 1 5

定义判断

人文类 2 2 4 2 2 2

科学类 4 4 3 4 5 5

心理类 3 3 0 0 0 0

社会类 1 0 3 4 1 1

管理类 0 1 0 0 2 2

类比推理一般涉及两词型、三词型和填空型，考查的词语间关系主要包括外延关系、内涵关系、言

语关系，考生需要掌握的一些实用解题技巧主要有：遣词造句法、词性分析法、感情色彩辨析法、代入

验证法等。

图形推理的一般考查形式是每道题给出一组或两组图形，要求通过观察分析，找出图形排列的规律，

从所给选项中选出最符合规律的一项。图形推理按考查规律一般分为 6 类：数量类、形状类、位置类、

属性类、标记类和空间类。考生需要了解的规律主要有：平移、旋转、翻转、遍历、叠加、去同存异、

曲直、开闭等。

定义判断模块考查的概念涉及各个领域，包括法律、经济、社会、心理、管理、自然科学、文学等,

但这并不意味着定义判断只是简单考查知识的积累程度。实际上定义判断更侧重考查考生在短时间内的

理解、领悟能力以及运用标准进行判断的能力。定义判断的考查重点主要有主体、客体、限定词、行为、属。

逻辑判断是判断推理部分难度较高的模块，主要分为翻译推理、智力推理、论证推理三种题型，其

中论证推理题型考的最为频繁，分为理论论据类、内容缺失类、结构缺失类、建议方案措施类和对比实

验类。

★资料分析

2019～2021 年国考《行测》资料分析模块考点分析表

考点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副省级 地市级 副省级 地市级 副省级 地市级

简单计算 2 2 4 3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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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问题 2 6 6 4 6 6

比重问题 4 5 3 5 2 2

比值问题 2 1 2 1 1 2

平均问题 6 2 1 3 3 3

综合分析 4 4 4 4 4 4

资料分析模块难度系数与数量关系相比较小，但题型较多、题量较大，保持在 20 道题左右。该模

块考查考生综合分析和运用数学的能力，而其解题的首要任务就是理解题目所求。因此熟悉各种概念显

得尤为重要。资料分析模块经常会涉及一些专业术语，如“同比增长”“环比增长”“比重”“顺差、

逆差”等，理解这些概念才能快速找到突破口。因此，考生还须掌握首尾数法、估算法、分数比较法、

插值法、放缩法等技巧解题。

★常识判断

2019～2021 年国考《行测》常识判断模块考点分析表

考点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副省级 地市级 副省级 地市级 副省级 地市级

时事政治 2 4 4 5 4 5

生物物理 2 2 3 1 4 3

法律 4 6 1 4 1 6

经济 2 2 1 1 2 1

人文历史 4 3 7 5 4 2

科技生活 4 2 3 3 3 1

地理国情 2 1 1 1 2 2

常识判断部分涉及政治、时事、法律、经济、科技、历史、人文等多方面的知识，这部分的备考要

重在日常积累，尤其是 2021 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件，例如我国在航天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例如

天问一号、神舟十二号、神舟十三号），所以对于空间科学或者是航天科技领域的考查可能不在少数。

考生可关注每月的大事记总结，了解最新的政治动态和热门事件。

四、结语

每一场考试都是一次自我的修行，过程亦苦亦甜，其中的收获只有自己知晓。距离 2022 年国考还

有一月有余，希望考生能够一鼓作气、认真备考，准备得不是很充分的考生也可以先体验一下，积累经

验。不管结果如何，知晓考情是出发的第一步，稳扎稳打、步履坚实是备考的上上之策，希望这篇考情

分析能给备考者带来帮助。有任何想要了解的信息与课程都可以咨询展鸿教育，我们希望做搭载梦想的

船，送每一位考生到胜利的彼岸！

22 年公务员笔试培训课程，助你上岸，系统化培训，各地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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