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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套题一

（一）

2020 年，全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持续增加，基金收支规模基本稳定。

参加职工医保 34455 万人，比上年同比增加 1530 万。其中在职职工 25429 万人，比上年增长 5.0%；退

休职工 9026 万人，比上年增长 3.7%。企业、机关事业、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三类参保人员（包括在职

职工和退休人员）分别为 23317 万人、6387 万人、4751 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1050 万人、155 万人、

325 万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 2—7 月全国多地实施阶段性减半征收职工医保单位缴费。累计减征

约 1649 亿元，全年职工医保基金（含生育保险）收入 15732 亿元，比上年减少 0.7%；支出 12867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6%。2020 年，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含生育保险）收入 9145 亿元，比上年减少 8.6%；支出

7931 亿元，比上年减少 0.1%；当期结存 1214 亿元，累计结存 15327 亿元。2020 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收入 658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8%；支出 4936 亿元，比上年增长 4.5%；当期结存 1650 亿元，累计结

存 10096 亿元。

2020 年就诊量同比有所减少。参加职工医保人员享受待遇 17.9 亿人次，比上年减少 15.6%，职工

医保参保人员住院率 15.9%，比上年下降 2.8 个百分点。其中：在职职工住院率为 8.6%，比上年下降 1.5

个百分点；退休职工住院率为 36.0%，比上年下降 6.5 个百分点。

1. 2020 年，全国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同比增长约：

A.4.6% B.5.4% C.6.2% D.7.1%

2. 2020 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保人数占职工医保参保总人数的比例约：

A.12.9% B.13.8% C.15.2% D.16.1%

3. 若 2—7 月未实施阶段性减半征收职工医保单位缴费，则 2020 年职工医保基金总收入（含生育

保险）同比增长约：

A.4% B.7% C.10% 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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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0 年，下列指标的同比增长率从高到低排列正确的是：

A.职工医保基金（含生育保险）收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收入＞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含生育保险）

收入

B.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出＞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收入＞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含生育保险）收入

C.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收入＞职工医保基金（含生育保险）收入＞职工医保基金（含生育保险）支出

D.职工医保基金（含生育保险）支出＞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含生育保险）支出＞职工医保基金（含

生育保险）收入

5. 根据所给材料，下列说法不准确的是：

A.2020 年，三类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保人数同比增速最快

B.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收入和支出的年同比增幅保持不变，则 2021 年个人账户当期结存不足 2000

亿元

C.2019 年，在职职工住院率约为退休职工住院率的四分之一

D.2020 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人均享受待遇约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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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加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量、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将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维护

全球生态安全做出巨大贡献。1973 年，我国开展了第一次森林资源清查，目前已完成第 9次森林资源清

查，我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 30 年保持“双增长”。“十三五”时期，我国累计造林 5.45 亿亩，

森林覆盖率达到 23.04%，森林蓄积量达到 175.6 亿立方米，森林面积达到 2.2 亿公顷（1 公顷为 15 亩）。

湿地保护率达到 52%，治理沙化土地 1.5 亿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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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十三五”期间，我国平均每公顷森林蓄积量达到（ ）立方米。

A.5.3 B.32.2 C.79.8 D.98.6

7. 相比第 1 次森林资源清查，第 9次森林资源清查时，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了约（ ）个百

分点。（本材料中森林覆盖率为森林面积占国土面积的百分比）

A.10 B.15 C.20 D.25

8. 2016—2018 年，我国国际重要湿地面积的年均增长率约为：

A.25% B.30% C.35% D.40%

9. 以下选项中，最准确地反映了 2017—2020 年我国国际重要湿地面积、数量同比增速变化情况的

是：

A. B.

C. D.

10. 根据以上资料，下列说法不准确的是：

A.我国森林蓄积量较前一次森林资源清查增幅最大的是第 6 次森林资源清查

B.第 5 次至第 9 次森林资源清查，我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的变化趋势一致

C.2017—2020 年，我国平均每个国际重要湿地面积同比增幅最大的年份是 2020 年

D.2016—2020 年，我国平均每年增加国际重要湿地超过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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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民航全行业完成旅客运输量41777.81万人次，比上年下降36.7%。

国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 40921.30 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30.3%，其中港澳台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 96.13

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91.3%，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 956.51 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87.1%。尽管如此，

我国国内航空运输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恢复最快、运行最好。

2020 年，全行业运输航空公司完成运输飞行时长 876.22 万小时，比上年下降 28.8%。国内航线完

成运输飞行时长 788.22 万小时，比上年下降 20.5%，其中港澳台航线完成运输飞行时长 3.55 万小时，

比上年下降 82.3%，国际航线完成运输飞行时长 87.99 万小时，比上年下降 63.3%。

2020 年，全行业运输航空公司完成运输起飞 371.09 万架次，比上年下降 25.3%。国内航线完成运

输起飞357.29万架次，比上年下降20.2%，其中港澳台航线完成运输起飞1.65万架次，比上年下降80.3%，

国际航线完成运输起飞 13.79 万架次，比上年下降 71.8%。

11. 相比 2019 年，2020 年我国民航全行业完成旅客运输量中，国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占比约：

A.降低了 9% B.降低 15% C.提高了 9% D.提高了 15%

12. 2019 年，平均每架次完成运输飞行时长最长的是：

A.国内航线 B.港澳台航线 C.国际航线 D.全行业运输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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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6—2020 年，国内航线条数比国际航线条数多 4倍以上的年份有（ ）个。

A.1 B.2 C.3 D.5

14. 按不重复距离计算，以下年份中，国际航线里程同比增速最快的是：

A.2017 年 B.2018 年 C.2019 年 D.2020 年

15. 根据以上资料，下列说法准确的是：

A.2019 年，国内航线运输飞行时长占全行业运输航空公司运输飞行时长的 9 成以上

B.2016—2020 年，按重复距离计算的总航线里程公里数年均增长不到一百万

C.相比 2019 年，2020 年我国国内航线、港澳台航线、国际航线平均每条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均有

下降

D.2019 年，全行业运输航空公司完成运输起飞不到 400 万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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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题二

（一）

2019 年，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金额 1.31 万亿元，固定通信业务收入完成 4161 亿元，同比增

长 9.5%，在电信业务收入中所占比重较上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移动通信业务实现收入 8942 亿元，同

比减少 2.9%。2014—2019 年，全国移动电话 4G 及非 4G 基站数变化情况如下图所示：

1. 2019 年电信业务收入比 2018 年：

A.增加了不到 1000 亿元 B.增加了 1000 亿元以上

C.减少了不到 1000 亿元 D.减少了 1000 亿元以上

2. 2015—2019 年，移动电话基站总量同比增速最快的年份是：

A.2015 年 B.2016 年 C.2017 年 D.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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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4—2019 年，4G 基站数占移动电话基站总量一半以上的年份有几个？

A.1 B.2 C.3 D.4

4. 假设 4G 基站数保持 2019 年同比增量不变，且由于 5G 技术的快速普及，2020 年开始每年非 4G

基站同比增量均为 300 万个。问哪一年 4G 基站数占移动电话基站总量的比重将下降到 50%以下？

A.2021 B.2022 C.2023 D.2024

5. 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A.2019 年移动通信业务收入占电信业务收入的比重同比下降 2.9 个百分点

B.2019 年固定通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了 400 多亿元

C.2015—2019 年间，非 4G 基站数量逐年递增

D.2015—2019 年间，4G 基站数量同比增速和增量最大的年份不是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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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9 年，全国棉花产量 588.9 万吨，比上年减少 21.3 万吨。其中，新疆棉花产量 500.2 万吨，比

上年减少 10.8 万吨；全国棉花种植面积为 3339.2 千公顷，比上年减少 15.2 千公顷。新疆的棉花种植

面积比上年增加 49.2 千公顷。长江流域棉花种植面积比上年减少 32.4 千公顷，同比下降 8.7%。黄河流

域棉花种植面积比上年减少 28.1 千公顷，同比下降 6.2%。

6. 2019 年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比上年：

A.上升了不到 5 个百分点 B.上升了 5 个百分点以上

C.下降了不到 5 个百分点 D.下降了 5 个百分点以上

7. 2018 年除新疆外，全国其他地区棉花种植总面积在以下哪个范围内？

A.不到 700 千公顷 B.700—800 千公顷之间

C.800—900 千公顷之间 D.900 千公顷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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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8 年长江流域棉花种植面积约是黄河流域棉花种植面积的多少倍？

A.0.5 B.0.8 C.1.2 D.2.1

9. 2019 年棉花种植面积排名前 7的省区中，棉花单产超过 1吨/公顷的省区有几个？

A.5 B.4 C.3 D.2

10. 能够从上述材料中推出的是：

A.2019 年全国棉花产量降幅超过 5%

B.2019 年除新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外，其余地区棉花种植面积同比下降

C.2019 年新疆棉花单产高于 2018 年水平

D.2019 年棉花种植面积排名前 7的省区，棉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90%—95% 之间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12

（三）

11. 2019 年 A 地区住宿和餐饮业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量约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量的：

A.10% B.20% C.30% D.40%

12. 2019 年上半年，A 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 500 亿元的月份有几个？

A.2 B.3 C.4 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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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9 年 12 月，A 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约为：

A.3% B.6% C.10% D.15%

14. 将 2019 年 2—4 季度按 A 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速从低到高排列，以下正确的是：

A.3 季度，2 季度，4 季度 B.2 季度，3 季度，4 季度

C.4 季度，3 季度，2 季度 D.3 季度，4 季度，2 季度

15. 关于 A 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情况，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A.2019 年批发和零售业月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 500 亿元

B.2019 年 4 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高于全年增速

C.2019 年 2 季度各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量逐月递增

D.2018 年 2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低于上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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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题三

（一）

1. 2019 年 6 月下旬，价格按从高到低排列居于第六位的生产资料是：

A.苯乙烯 B.聚乙烯 C.聚丙烯 D.涤纶长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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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9 年 7 月上旬，价格环比涨幅超过 1%的生产资料有：

A.6 种 B.7 种 C.8 种 D.9 种

3. 2019 年 7 月上旬，表中价格环比涨跌幅相差最大的是：

A.涤纶长丝与顺丁胶 B.纯苯与顺丁胶

C.涤纶长丝与甲醇 D.纯苯与硫酸

4. 2019 年 6 月下旬，电解铜的价格约是无缝钢管的：

A.9.5 倍 B.9.8 倍 C.10.1 倍 D.10.4 倍

5. 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A.2019 年 6 月下旬，烧碱的价格比甲醇低 1401 元/吨

B.2019 年 7 月上旬，黑色金属中的线材价格环比涨幅最快

C.2019 年 6 月下旬，铝锭、铅锭、锌锭三者的价格之和比电解铜高 2948.9 元/吨

D.2019 年 7 月上旬，化工产品中按价格从高到低排名前三位的是顺丁胶，涤纶长丝，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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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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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9 年中国创新指数比 2010 年约增长:

A.69% B.72% C.75% D.78%

7. 在 2019 年中国创新环境指数中,下列评价指标同比增速最慢的是:

A.人均 GDP 指数 B.科技拨款占财政拨款的比重指数

C.理工科毕业生占适龄人口比重指数 D.劳动力中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指数

8. 相比于 2015 年，2018 年创新投入指数 4 个评价指标中增幅在 20%与 50%之间的有：

A.1 个 B.2 个 C.3 个 D.4 个

9. 若保持 2019 年的同比增速不变，那么，2020 年每百家企业商标拥有量指数将比 2018 年约多：

A.72.6 B.122.2 C.133.7 D.142.3

10. 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A.2010 年创新产出指数 4 个评价指标中超过 150 的有 3个

B.2019 年创新成效指数 4 个评价指标中有 2 个同比增速高于 8%

C.2019 年人均 GDP 指数同比增速高于每万人科技论文数指数同比增速

D.2018 年每万名 R&D 人员专利授权数指数在表中同期全部评价指标指数中位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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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9191.6 万名，同比增长 1.46%。在党员的性别、

民族和学历上，女党员 2559.9 万名，少数民族党员 680.3 万名，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 4661.5 万名。在

党员的入党时间上，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 17.4 万名，新中国成立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入党的

1550.9万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党的十八大前入党的6127.7万名，党的十八大以来入党的1495.6

万名。在党员的职业上，工人（含工勤技能人员）644.5 万名，农牧渔民 2556.1 万名，企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1440.3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1010.4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767.8

万名，学生 196.0 万名，其他职业人员 710.4 万名，离退休人员 1866.1 万名。

2019 年共发展党员 234.4 万名，比上年增长 14.06%。其中，发展女党员 99.4 万名，占 42.4%；

发展少数民族党员 23.6 万名，占 10.1%；发展 35 岁及以下党员 188.3 万名，占 80.3%；发展具有大专

及以上学历的党员 106.8 万名，占 45.6%。发展党员的职业上，工人（含工勤技能人员）14.3 万名，企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31.6 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 25.3 万名，农牧渔民 42.4

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13.4 万名，学生 84.4 万名，其他职业人员 22.9 万名。

11. 若阴影部分代表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人数，那么下列哪幅图最能反映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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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料所列 8 种党员职业类型中，党员人数占比不低于 15%的有：

A.3 类 B.4 类 C.5 类 D.6 类

13. 2018 年，发展党员数占同期党员总数的比例约为：

A.1.8% B.2.3% C.2.7% D.3.2%

1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55 岁以上党员人数比 46 岁以下党员人数：

A.多 14.36% B.少 14.36% C.多 16.76% D.少 16.76%

15. 不能从上述材料中推出的是：

A.2019 年发展的党员人数中，学生党员占比超过 33%

B.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55 岁以下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重不超过 65%

C.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61 岁及以上的党员人数中，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不超过 0.8%

D.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从事农牧渔民职业的党员人数与工人（含工勤技能人员）党员人数之

比超过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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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套题一

（一）

2014 年我国实施“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出生人口 1687 万人，比上年增加 47 万人。2016 年实施

“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出生人口 1786 万人，比上年增加 131 万人；出生率与“十二五”时期年平均

出生率相比，提高了 0.84 个千分点。2017 年我国出生人口 1723 万人，虽然比上年减少 63 万人，但比

“十二五”时期年平均出生人口多出 79 万人；出生率为 12.43‰，比上一年降低 0.52 个千分点。2017

年二孩数量进一步上升至 883 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 51.2%，比 2016 年的占比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

2017 年出生人口最多的省份是山东，出生人口为 174.98 万人，但是比 2016 年减少 2.08 万人，广

东和河南出生人口也超过百万，其中广东出生人口 151.63 万人，同比增加 22.18 万人；河南出生人口

140.13 万人，较上年减少 2.48 万人。此外，出生人口排名前十的省份依次还有河北、四川、湖南、安

徽、广西、江苏、湖北。其中，河北、四川、湖南出生人口超 90 万人，湖北最少，为 74.26 万人。

从人口增量来看，2017 年广东出生人口增量最大，出生人口较 2016 年增加 22.18 万人。安徽、四川、

河北出生人口增量超过 5 万。此外，江苏、湖南、山东、河南出生人口较 2016 年有所减少。其中，河

南减少最多，出生人口减少 2.48 万人。

1. 2013 年我国出生人口比“十二五”时期年平均出生人口：

A.减少 4 万人 B.增加 5 万人 C.减少 9 万人 D.增加 47 万人

2. 2015 年我国出生人口同比约：

A.增长 3.2% B.降低 3.2% C.增长 1.9% D.降低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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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二五”时期我国年平均出生率约为：

A.11.59‰ B.12.11‰ C.12.43‰ D.12.95‰

4. 2016 年我国二孩出生人口约为：

A.883 万人 B.742 万人 C.718 万人 D.693 万人

5. 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A.2016、2017 两年山东出生人口数量均超过当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的 10%

B.2016 年广东出生人口数量超过 2017 年湖北出生人口数量的 2倍

C.2017 年出生人口增量超过 5 万的省份只有 3个

D.2017 年出生人口比 2013 年增长超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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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顺差是指在国际收支上，一定时期内收入大于支出的差额；逆差指的是在国际收支上，一定

时期内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表中同比数据为正的代表同比增长，同比数据为负的代表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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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1 年至 2017 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逆差最大的年份是：

A.2017 年 B.2016 年 C.2015 年 D.2014 年

7. 2016 年我国保险和养老金服务进出口额约为：

A.857 亿元人民币 B.1112 亿元人民币 C.1134 亿元人民币 D.1158 亿元人民币

8. 按照 2017 年的同比增速，2018 年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约为：

A.992 亿元人民币 B.1014 亿元人民币 C.1336 亿元人民币 D.1588 亿元人民币

9. 下列关于 2016 年进口额大小排序错误的是：

A.旅行＞运输＞其他商业服务 B.知识产权使用费＞建筑＞运输

C.运输＞金融服务＞加工服务 D.建筑＞金融服务＞加工服务

10. 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A.2011 年至 2017 年，我国进出口总是实现逆差

B.2016 年我国建筑服务进出口实现顺差 1039 亿元人民币

C.2017 年我国服务进出口中，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实现的顺差最多

D.2017 年我国服务进出口中，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进出口占比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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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7 年全国举办马拉松赛事达 1102 场，其中，中国田径协会举办的 A 类赛事 223 场，B 类赛事 33

场。2017 年马拉松赛事的参与人次达到了 498 万人次，2016 年、2015 年马拉松赛事的参与人次分别为

280 万人次、150 万人次。

2017 年全年马拉松直接从业人口数 72 万，间接从业人口数 200 万。年度产业总规模达 700 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20%。中国田径协会设置的发展目标是到 2020 年，全国马拉松规模赛事超过 1900 场，

其中中国田径协会认证赛事达到 350 场，各类赛事参赛人数超过 1000 万人次，马拉松运动产业规模达

到 1200 亿元。

规模赛事数量方面，2017 年排名前三的省份为浙江省、江苏省和广东省，分别为 152 场、149 场和

103 场，而 2016 年的前三分别为江苏省 37 场，北京市 33 场，广东省 25 场。

从 2017 年全年赛事的覆盖区域来看，马拉松赛事地域分布更为广泛，中国境内马拉松及相关赛事

已经涵盖了含西藏在内的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 234 个城市，较上年增加了 101 个城市。

在赛事类型方面，2017 年 1102 场规模赛事中，全程马拉松参赛人次最高，突破了 235 万人次，其

次为半程马拉松赛事，参赛人次超过 134 万人次。在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类、B类赛事中，2017 年全

程马拉松项目完赛 26.8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61%；半程马拉松项目完赛 45.29 万人次，同比减少了

0.03 万人次。

按照跑者户籍所在地统计，2017 年参加中国田径协会认证赛事的跑者中，来自江苏的数量最多，共

有 76469 人参赛，在全国占比 10.10%。湖北、广东、山东、福建、浙江等省紧随其后。而在全部参赛选

手中，共有 3663 人次的男选手在全程项目中跑进 3 小时，772 人次女选手跑进 3 小时 20 分。

11. 2017 年中国田径协会举办的 A 类与 B类赛事占全国马拉松赛事的比例约为：

A.20% B.23% C.25% D.28%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25

12. 2017 年我国马拉松赛事场次比 2011 年增加了约：

A.47 倍 B.49 倍 C.51 倍 D.53 倍

13. 2017 年马拉松赛事参与人次的同比增速比 2016 年约：

A.快 9 个百分点 B.慢 9 个百分点

C.快 7 个百分点 D.慢 7 个百分点

14. 在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类、B 类赛事中，2016 年全程马拉松项目完赛人次比同期半程马拉松

项目完赛人次约：

A.多 23 万 B.少 23 万 C.多 21 万 D.少 21 万

15. 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A.2017 年马拉松运动年度产业规模比 2016 年多 200 亿元

B.2017 年参加中国田径协会认证赛事的全国跑者数量少于 75 万人

C.2011 年至 2016 年我国马拉松赛事场次之和超过 2017 年赛事场次的 50%

D.在 2016 年与 2017 年马拉松规模赛事数量上，江苏省、北京市都有进入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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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题二

（一）

2016 年，我国平均气温 10.36°C，较常年平均气温偏高 0.81°C，为 1951 年以来第三高，仅次于

2015 年（10.49°C）和 2007 年（10.45°C）。2016 年四季气温均偏高，其中夏季气温为历史最高；除

1月偏低、11 月接近常年同期外，其余各月均偏高，其中 12 月偏高 2.6°C，为历史同期最高。全国 31

个省（区、市）中，仅黑龙江平均气温较常年偏低 0.2°C，其他省（区、市）气温均偏高，其中青海、

甘肃、河南和贵州 4 省均为 1951 年以来的历史最高。

2016 年，我国年降水量范围为 3.5 毫米（新疆托克逊）—3494.4 毫米（安徽黄山），全国平均降

水量 730.0 毫米，较常年（629.9 毫米）偏多 16%，比 2015 年偏多 13%，为 1951 年以来最多。2 月和 8

月降水偏少，3月接近常年同期，其余各月均偏多，其中 1月偏多 94%、10 月偏多 55%，均为历史同期

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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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1—2016 年间，全国年平均气温最高的年份是：

A.1998 年 B.2007 年 C.2015 年 D.2016 年

2. 2015 年全国平均降水量为：

A.730.0 毫米 B.646.0 毫米 C.629.9 毫米 D.612.6 毫米

3. 与常年同期相比，2016 年降水偏少的月份是：

A.1 月和 10 月 B.3 月和 12 月 C.2 月和 8月 D.2 月和 10 月

4. 下列可由所给资料得出的数据有：

①2016 年各季度气温均值

②青海、甘肃、河南和贵州 4 省平均气温偏高率

③2015 年全国年降水范围

④2016 年 1 月、10 月月降水量之差

A.0 个 B.1 个 C.2 个 D.3 个

5. 下列能够从所给资料推出的是：

A.2016 年青海、甘肃、河南和贵州是全国平均气温最高的省份

B.1951—2016 年，全国年均气温总体呈上升趋势

C.1951—2016 年，降水偏多的年份气温就偏低

D.2016 年全国各地年降水量差异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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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6 年，全年原创首演剧目 1423 个，扶持了 100 名京剧、地方戏表演艺术家向 200 名青年演员传

授经典折子戏。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共汇聚 67 台参评参演剧目和 1000 余件美术作品，观众达 40 万人

次。国家艺术基金 2016 年共有 966 个项目获得立项资助，较 2015 年增长 32.7%，资助资金总额 7.3 亿

元。

2016 年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12301 个，比上年末增加 1514 个，从业人员 33.27 万人，增加 3.08

万人。其中各级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表演团体 2031 个，占 16.5%；从业人员 11.52 万人，占 34.6%。

全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共演出 230.60 万场，比上年增长 9.4%，其中赴农村演出 151.60 万场，增长

9.0%；国内观众 11.81 亿人次，增长 23.3%，其中农村观众 6.21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6.2%；总收入 311.2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8%，其中演出收入 130.86 亿元，增长 39.3%。

全年全国各级文化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共组织政府采购公益演出 13.90 万场，观众 1.17 亿人次。

利用流动舞台车演出 11.31 万场次，观众 10381 万人次。中央直属院团全年开展公益性演出 1335 场，

其中赴老少边穷地区演出 241 场，面向老红军、留守儿童等演出 132 场。

年末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场馆 2285 个，观众坐席数 168.93 万个。全年馆内艺术演出 19.09 万场次，

增长 39.5%；艺术演出观众 3098 万人次，增长 8.6%。其中各级文化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场馆 1265 个，全

年共举行艺术演出 6.81 万场次，增长 25.0%，艺术演出观众 2589 万人次，增长 8.4%。

年末全国国有美术馆 462 个，比上年末增加 44 个，从业人员 4597 人，增加 502 人。全年共举办展

览 6146 次，比上年增长 16.8%，参观人次 3237 万，增长 4.8%。

6. 在 2015 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中，赴农村演出占比约为：

A.64.77% B.65.74% C.65.97% D.66.91%

7. 与 2015 年相比，2016 年国家艺术基金获立项资助项目、国有美术馆数量、艺术表演场馆艺术演

出场次均在：

A.匀速发展 B.小幅增长 C.大幅萎缩 D.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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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2016 年中，下列平均场次观众最多的是：

A.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演出

B.全国艺术表演团体赴农村演出

C.全国艺术表演场馆馆内艺术演出

D.全国各级文化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场馆艺术演出

9. 2016 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平均从业人员数和各级文化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从业人员平均数

之比约为：

A.1∶0.346 B.6∶1 C.1∶2 D.2∶3

10. 从上述资料可以推断，在 2016 年：

A.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取得空前成功

B.我国艺术创作演出的经济效益显著

C.我国艺术表演团体演出收益较 2015 年减少

D.平均每个文化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组织政府采购公益性演出场次超过 60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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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某研究设计院向不同岗位级别职工支付的工资额以及该院职工人员结构资料分别如图 1 和图 2。

11. 该研究设计院报告期工资总额较基期的增长率为：

A.1.2% B.2.4% C.3.3% D.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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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岗位中，报告期职工人数较基期变化幅度最小的是:

A.2 级岗 B.3 级岗 C.4 级岗 D.5 级岗

13. 在基期中，超过全院人均工资的岗位有：

A.1、2、3级岗 B.2、3、5级岗 C.4、5、6级岗 D.1、3、5级岗

14. 从所给资料可以推出该研究设计院的报告期人均工资增长最主要得益于:

A.岗位职工结构的调整 B.各级岗位工资均向上调整

C.报告期总人数少于基期 D.6 级岗的报告期职工人数和工资的双重增长

15.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在基期中，6级岗工资总额大于 1—5 级岗位工资总额之和

B.报告期职工数较基期减少主要是因为 2、4 级岗位职工数的减少

C.与各级岗同类数据相比，报告期的 1 级岗位职工数和 6 级岗位职工工资总额较基期变化幅度最小

D.职工数按岗位 1—6 级，由上向下排列，并不呈现金字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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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题三

（一）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5 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营报告》披露：2015 年末，全国各地区银行业金融

机构网点共计 22.1 万个，从业人员 379.0 万人，资产总额 174.2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1.8%、

12.6%。分地区看，中部、西部和东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加快，从业人员和资产规模占全国的比

例同比均有所提高，东部地区这两项指标同比分别下降 1.0 个百分点和 0.7 个百分点。

1. 2015 年末，我国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机构个数相差约：

A.7000 个 B.8000 个 C.28000 个 D.30000 个

2. 2015 年末，我国东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数比东北地区的多（ ）倍。

A.1 B.2 C.3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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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5 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的平均资产总额最高的地区是（ ）。

A.东部 B.中部 C.西部 D.东北

4. 2015 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人均资产最少的地区是（ ）。

A.东部 B.中部 C.西部 D.东北

5. 根据以上资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2014 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的从业人员平均规模是 20 人

B.2014 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的平均总资产是 7 亿元

C.2014 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人均总资产是 4500 万元

D.2014 年，我国东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人均总资产为 6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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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2016 年 1-11 月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数达 19912.9 万人，同比提高 7.7%。

其中：医院 15392.5 万人，同比提高 8.5%；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3618.6 万人，同比提高 3.6%；其他机构

901.8 万人。医院中：公立医院 13080.0 万人，同比提高 6.2%；民营医院 2312.5 万人，同比提高 23.5%。

6. 2016 年 1—11 月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的出院人数合计最多的省份是（ ）。

A.山东 B.河南 C.四川 D.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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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6 年 1—11 月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的诊疗人次数合计最多的省份是（ ）。

A.江苏 B.浙江 C.河南 D.广东

8. 2016 年 1—11 月医院的出院人数与诊疗人次数之比由高到低的省份依次为（ ）。

A.湖南 陕西 甘肃 四川 B.甘肃 陕西 湖南 四川

C.四川 陕西 湖南 甘肃 D.陕西 湖南 四川 甘肃

9. 2016 年 1—11 月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的出院人数合计超过 1000 万的省份共有（ ）个。

A.4 B.5 C.6 D.7

10. 根据以上资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2016 年 1—11 月，医院诊疗人次数与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数之和与之差都最小的省份不是西藏

B.2016 年 1—11 月，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的诊疗人次数合计超过 1亿的省份有 16 个

C.2016 年 1—11 月，我国医疗卫生机构的出院人数中，公立医院的占比为 80%

D.2016 年 1—11 月，我国医院诊疗人次数的合计数比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数的合计数少 2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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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5 年农民工总量为 27747 万人，比上年增加 352 万人，增长 1.3%。

2011 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

年回落 0.5、1.5、0.5 和 0.6 个百分点，而且农民工年龄结构也有所变化。

11. 与 2014 年相比，2015 年（ ）的农民工总量增加最多。

A.16—20 岁 B.21—30 岁 C.31—40 岁 D.50 岁以上

12. 2012—2015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增长最多的年份是（ ）。

A.2012 B.2013 C.2014 D.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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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2—2015 年，我国农民工同比增速下降最多的年份是（ ）。

A.2012 B.2013 C.2014 D.2015

14. 2011—2015 年，（ ）的农民工在农民工总量中的占比逐年减少。

A.16—20 岁 B.21—30 岁 C.31—40 岁 D.50 岁以上

15. 根据以上资料，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2011—2015 年，50 岁以上的农民工人数都超过了 3600 万

B.2015 年，21—30 岁、31—40 岁、41—50 岁的农民工人数均超过 6100 万

C.2015 年 16—20 岁农民工人数比 2013 年 16—20 岁农民工人数要多

D.2011—2015 年，50 岁以上农民工在农民工总量中的占比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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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答案】

DAY 3 套题一

题号 （一） （二）

答案 A B C D B C A B D C

题号 （三）

答案 C C A A C

DAY 3 套题二

题号 （一） （二）

答案 A A C A D A C B A B

题号 （三）

答案 B A C D D

DAY 3 套题三

题号 （一） （二）

答案 A C D C D B D A C C

题号 （三）

答案 C A B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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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套题一

题号 （一） （二）

答案 A D B C D A C C B C

题号 （三）

答案 B B B D C

DAY 4 套题二

题号 （一） （二）

答案 C B C A B C B A C D

题号 （三）

答案 B C A C C

DAY 4 套题三

题号 （一） （二）

答案 A C A D B C D A C B

题号 （三）

答案 D A B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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