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浙江省事业单位统考

《职业能力倾向测验》考情分析

言语理解与表达是浙江省事业单位统考的必考模块之一，主要测查考生的语言

运用能力。

从上表统计数据看，浙江省事业单位统考就题型设置而言，传统的逻辑填空和片段阅

读两大题型均是考查的重点，近四年来基本没有变化；就题量设置而言，言语理解与表达

模块的题量 2017～2019 年均为 25 题，占总题量的 1/4，2020 年随着全卷题量的减少而调

整为 15 题，仍占总题量的 1/5，可见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逻辑填空题型历年的题量在 7～12 题之间，其涉及的考点包括实词、虚词和成语。其

中，虚词考查的比例很小，或者未考查；实词是历年重点考查的内容之一；成语考查的力

度一直与实词不相上下，且常常与实词结合起来考查。从考查形式看，逻辑填空通常以两

词填空为主，单词填空较少涉及，三词及以上填空的比例同样不大，偶有涉及。



逻辑填空经常出现的解题误区是仅凭语感解题。语感有助于加快解题速度，但它并不

是“万能钥匙”。一来，考生可能因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完整或者词汇的积累量少造成误选；

二来，逻辑填空越来越侧重考查词语之间的“逻辑”关系，而非单纯考查考生的语感。

片段阅读题干的文字材料多以 200 字左右的阅读量为主，个别试题的题干文字材料的

字数可达 300 字左右。与此同时，其难度并没有下降，呈中等水平，个别题目难度明显加

大。对此，考生往往无所适从，或仅凭语感进行选择。结果，正确率并不是很理想。那么，

考生在备考时，就有必要对每个考点的命题方向和切入点进行深入、系统地学习，并切实

掌握每个考点的解题思路或解题技巧。同时，随着片段阅读的阅读量不断加大，适当地练

习必不可少。所谓“熟能生巧”即是如此！

综上，言语理解与表达作为《职业能力倾向测验》科目的重点考查模块之一，其考查

方向是比较明确、清晰的。同时，言语理解与表达也是各地事业单位考试中的重点考查模

块。因此，考生必须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平时多阅读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官方网

站的文章，逐渐培养自己的语感和阅读能力。此外，考生也应重点分析历年的考试真题，

以真题为“本”，对各个题型，甚至各个考点逐一一突破。

数量关系主要考查考生对基本数量关系的理解能力数学运算能力，对数字排列顺

序或排列规律的判断识别能力等，是浙江省事业单位统考必考的内容之一。纵观近几年的

考试情况可以发现，数量关系模块除 2015 年和 2020 年的两次分类考试只考查了数学运算，

其他年份均考查了数字推理和数学运算。



通过对上表统计数据的分析，可以将浙江省事业单位统考数量关系模块的特点概括为

以下几点：

1.题型、题量“稳中有变”

2017～2019 年三年间该模块的考查形式基本固定，分为 10 题数字推理和 15 题数学运

算。其中，数字推理部分数字数列和图形数列各占一半，数学运算部分近三分之一的题为

基础计算问题。由于 2020 年考试科目调整，仅考查了数学运算，总题量为 10 题，考点为

平时常见的高频考点。

2.考点“稳中出新”

历年来，该模块各题型的考点相对固定，基础考点基本年年不落，都会如期出现在试

卷上。但是除去相对固定的几个考点外，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新题型，如 2017 年下半年考查

了 1题创新数列。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8 年上半年首次考查了 1题组合数列后，2019

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又各考查了 1题组合数列。组合数列俨然已经成为数量模块中的“常客”。

该模块的考点设置特点要求考生了解和掌握每一个考点的相应知识点和解题技巧，以不变

应万变。

3.难度适中，重视创新

近四年，数量关系模块难度相对稳定。从真卷看，数字推理部分难度基本不变，尤其

是图表型数列，考查规律基本固定；数学运算下半年难度略高于上半年。

综上，除 2015 年试行改革及 2020 年考试科目调整外，数量关系模块在浙江省事业单

位统考科目中的考查方向还是相对明确的。虽然每年的题目难度适中，并不会出现太难的

题目，但该模块的得分情况却不是很理想。究其原因，大多是考生没有抓住题干的重点，

没有掌握快速解题的方法。



判断推理模块主要包含类比推理、事件排序图形推理、逻辑判断和定义判断五大

题型。其中，类比推理主要考查考生对词语概念的理解能力，对事物间关系的归纳、比较

和分析能力；事件排序主要考查考生对生产、生活常识或经验的积累，以及对事理逻辑的

把握能力；图形推理主要考查考生的观察辨别能力，对平面和空间图形的形状、位置、特

征等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判断主要考查考生归纳分析的能力，运用逻辑知识进行演绎推

理、论证推理等的综合能力；定义判断则主要考查考生对概念或文字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从上表统计数据看，浙江省历年事业单位统考《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判断推理模块有

以下几大特点：

1.题型题量稳中有变

该模块 2017～2019 年题量均为 20 题.各题型题量趋于稳定，包括类比推理 8题、逻辑

判断 7题及图形推理 5题，未考查事件排序和定义判断。2020 年判断推理模块题量减少为

15 题，各题型题量均匀分布，类比推理、逻辑判断及图形推理均占 5题，仍未考查事件排

序和定义判断；且 2020 年总题量比 2019 年减少 20 题，判断推理模块在考试中的占比略有

下降。虽然近几年考试中仅涉及三类题型，但本篇介绍的五类题型考生均需掌握.如此方能

灵活应对考试中的各种变化。

2.重点考查内容超于稳定

类比推理重点考查词语之间的概念间关系、言语关系、条件关系、属性关系等.其中概

念间关系、言语关系和条件关系几乎每年必考；图形推理重点考查数量类，其次为特征类、

样式类，在 2020 年空间类题目比重有所上升；逻辑判断中的论证推理是重中之重，近几年

的考试中其题量一直占逻辑判断的半数以上，2018 年上半年及 2020 年的逻辑判断甚至全

部为论证推理，考生需要重点掌握，并加强练习，此外的 1～2题考查智力推理居多，题目

中有时会穿插演绎推理的知识点；定义判断上一次考查是在 2015 年，主要涉及管理类.自

然科学类等领域的概念。

3.难度有加大的趋势

2017～2020 年浙江省事业单位统考判断推理模块题量虽较少（2017～2019 年为 20 题，

2020 年为 15 题），且均未考查定义判断和事件排序，但其他题型的考点设置更加灵活且更

具难度。因此，对于各类题型，考生都应牢牢掌握，切不可掉以轻心。

鉴于此，针对浙江省事业单位统考《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判断推理模块，考生必须对

历年真题进行深入分析，在真题的基础上熟练掌握各类题型以及各个考点。

资料分析主要考查考生快速理解综合分析和运用数学的能力，其考查方式通常为

给定一组资料，这组资料可能是文字资料.表格资料、图形资料或者几种资料的混合，要求

考生根据资料所给的信息进行分析、比较计算和处理，最终得出答案。资料分析是浙江省

事业单位统考的必考模块之一，每年考查的题量基本保持在 15 题，2020 年因考试科目调

整，题量减至 10 题。



从上表统计数据看，浙江省事业单位统考资料分析模块有以下特点：

1.题型、题量相对稳定

2017～2019 年的题量保持在 15 题左右，2020 年考试科目改为《综合素质测试》，测试

重点有所变化，该模块题量减至 10 题，但题型分布仍然侧重于综合型材料。考生需加强这

一题型的解题能力。

2.常考考点基本不变

通过对近几年常考考点的统计分析，该模块的常考考点仍是基期量、增长量、增长率、

比重和综合分析（通常是每道大题的最后一小题）。这要求考生在备考过程中，重点对这几

类考点进行掌握，包括熟悉出题的基本特征、牢记相关的基础公式.熟练运用常见的速算技

巧等。对于综合分析题.考生首先应观察四个选项，由易到难排除选项，得出正确选项。其

他考点包括倍数.平均数、简单查找等，难度较小。

综上，浙江省事业单位统考资料分析模块整体难度适中，计算量不大，考生只要掌握

一定的解题方法和运算技巧，就能轻松应对。

根据 2021 年浙江省事业单位统考《考试大纲》的规定，《职业能力倾向测验》中的

常识判断主要测查考生对政治、时事、国情、省情、法律、经济、科技、历史、人文等

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从历年真卷看，2017～2019 年该模块均考查了 15 题；2020 年由

于考试科目的调整，试卷中虽未明确标出“常识判断”，但多项选择题和判断题考查的内容

均为常识，共计 30 题。而 2021 年浙江省事业单位统考公告明确指出 2021 年度浙江省事业

单位统考笔试科目分为《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综合应用能力》，因此 2020 年《综合素

质测试》的考情考生稍作了解即可。



从上表可知，浙江省事业单位统考常识判断模块中，政治经济、法律、人文历史、科

技生活以及地理国情等考点均有所涉及。近几年，科技生活和人文历史考查题量较为稳定，

两者均在 5题上下浮动，鉴于 2017～2019 年只考 15 题，这两大考点基本占据了该模块的

三分之二，可见它们的重要性。2020 年的两次考试中，政治和法律的考查力度也相对较大，

但政治考查的基本为时事政治，2020 年上半年法律中考查了 3 题《民法典》，主要是因为

《民法典》是我国第一部法典，自 2020 年颁布以来备受关注。由此，考生在复习法律部分

的时候，可以对 2021 年开始施行的比较重大的法律有所了解，例如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

始施行的《民法典》从 2021 年 3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从 2021 年 7 月

15 日开始施行的《行政处罚法》，等等。

另外，从真卷看，人文历史题重点考查文学文化方面，2019 年上半年考试中，文学文

化题达到 5题，占到本模块的三分之一；科技生活题对物理方面的知识考查较多，另外生

物和化学方面的知识也常有涉及；经济题在浙江省事业单位统考中的比例较低；除 2020 年

外，法律题在往年考试中比例也较低；管理题近四年也只在 2018 年下半年和 2020 年下半

年的考试中出现过，且 2018 年下半年考查的 1 题是古代官名与职能的对应，2020 年下半

年考查的 3题基本与事业单位的管理制度相关；地理题的考查力度相对稳定，每次考试题

量都在 2 题左右。如此看来，除重点考点外，其他考点都略有涉及，且浙江省地方事业单

位考试对法律、经济、管理甚至公文都有侧重，因此考生对各个考点都应有所了解。

综上，对常识判断模块的复习.考生要建立自已的知识结构体系，有选择、有重点地进

行复习和记忆，勤于总结常识判断模块的复习方法和应对策略。对于不熟悉的知识点，考

生要善于运用合理的猜测方法，这一点对于考生在考试中取得成功十分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