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撸起袖子加油干！

世界上最难的事儿是什么？

有人说是坚持， 有人说是放弃。

我觉得， 世界上最难的事儿就是选择。

小到晚上吃鸡蛋炒面还是牛肉盖饭， 大到到底是跟谁过一辈子，

我们总是在选择面前纠结徘徊， 犹豫不决。

于是， 我们错过！

每到报考的时候， 总会有学员问我， 到底是选哪一个岗位好？

孩子， 其实你不知道， 老师有选择恐惧症。

所以， 我能做的就是把每个岗位的情况分析透彻，

给你提供最真实最有效的信息。

然后， 最终做决定的只能是你自己！

不要怀疑，

不要犹豫，

做你自己，

做你想要的那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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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省考一本通　

第一章　 ２０１９ 年广东省公务员概述

一、 广东省 ２０１９ 年录用公务员考试历年情况比较

２０１９ 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公告于 ３ 月 １２ 日 ２２： ４０ 公布 （详细扫码即可查看往年

广东省考招考公告）， 相对往年， １９ 年的公告有哪些重点内容及变化：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考试时间 ３ 月 １６ 日 ３ 月 ２２ 日 ４ 月 ２３ 日 ４ 月 ８ 日 ４ 月 １５ 日 ４ 月 １３ 日

招录人数 １０６３７ １３８５４ １６４１２ １５０１８ １０９２９ １０４１７

　 　 近两年招录人数同比下降明显， 竞争相比更为激烈。 全省各级机关计划招考公务

员 １０４１７ 名。 其中， 省级机关单位招考 ９１６ 名； 市级机关单位招考 １４３１ 名； 县 （含县

级市、 市辖区， 下同） 级机关单位招考 ４２４７ 名； 乡镇 （含街道， 下同） 机关招考

３８２３ 名。

进一步优化粤东西北地区乡镇公务员来源结构， 提高基层公务员素质， 乡镇公务

员设立本地本科岗位， 学历要求进一步提高。 相较于往年从本地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中

招录， 提高了学历门槛， 大专学历已经不能报考， 并且某些岗位还要求硕士学历， 学

历要求进一步提高。

设立公安机关岗位， 招录单位为省公安厅及各地公安局。 公安机关职位需加考专

业科目笔试， 公安机关职位笔试成绩＝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成绩×５０％＋ 《申论》 成

绩×３０％＋专业科目笔试成绩×２０％。

行测、 申论、 笔试分数权重占比大多与去年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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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课程　 好老师　 好服务

一般职位笔试成绩＝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成绩×６０％＋ 《申论》 成绩×４０％。

考试总成绩＝笔试成绩×６０％＋面试成绩×４０％

考试大纲与 ２０１８ 年相同， 备考内容非常明确， 可参考历年广东省考真题的考试

内容。

针对 ２０１９ 年广东省考公告， 小编有两点想法与各位考生分享：

一、 竞争态势较去年上升。 一方面， 报名人数有增无减； 另一方面， 招录人数也

下降明显。 这些都会导致今年广东省考竞争加剧， 多名考生为争夺一个岗位而展开激

烈的追逐， 无形之中加大了报考的难度。

二、 合理报考、 做好备考计划， 首先， 了解考情， 譬如： 当地相类似岗位历年分

数线， 及今年岗位人数变化趋势； 其次， 了解考务， 熟悉考试大纲， 特别是广东省考

历年来高频考点； 最后， 结合自身特点及学习基础， 尽可能报考限制条件与自身相符

的岗位， 如： 具体专业、 党员、 大学英语四六级等。 通过分析以上信息来选择报考合

适的岗位， 来增加入围面试的可能性。

二、 ２０１９ 广东省公务员考试历年职位对比分析

广东公务员考试职位对比分析

城市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１８ 年

职位数量 录用人数 职位数量 录用人数

省直 ４８２ ９１６ １０３３ １４１０

广州 ３１０ ７４９ ２９４ ６７１

深圳 １０１ ３２８ １３３ ３９５

东莞 ８２ １０１ １７７ １９７

惠州 ２１９ ２５８ ３５５ ４１３

佛山 １５２ １９３ ２４６ ３０７

珠海 ５９ ９５ １２０ １５９

中山 １２６ １６８ １７８ ２２７

清远 ２４５ ６１４ ３６６ ４３１

韶关 ４４４ ９０５ ４８８ ６１１

汕头 １９６ ４２４ ５１９ ６１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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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１８ 年

职位数量 录用人数 职位数量 录用人数

汕尾 ３０３ ４５０ ３０９ ３５４

揭阳 １３８ ４３４ ３５４ ４６４

潮州 ３０９ ５４７ ２７４ ３１７

梅州 ３３９ ６３４ ５０５ ５７２

河源 １７１ ３９９ ４９３ ５８１

湛江 ３７３ ９７３ ５９０ ６８１

肇庆 ２１７ ４６１ ５８５ ７２０

江门 ３９８ ４７１ ６５９ ７８４

阳江 ２４２ ４３４ ２１９ ２８０

茂名 １３２ ３８５ ２８１ ３７７

云浮 ２３５ ４７８ ３０２ ３６０

总计 ５２７３ １０４１７ ８４８０ １０９２９

　 　 通过表格分析， ２０１９ 年相比于去年职位数量大幅度减少， 但是招录人数却和去年

基本持平， 表明同一个岗位招录的人数相较去年增多了， 其中省直、 东莞、 珠海、 揭

阳、 河源、 肇庆、 茂名职位数量同比减少了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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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２０１９ 年广东省公务员各岗位及

各地市报名情况分析

一、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省直）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县以上机关 ６１ ７２ １４０６８

审计 ６ ７ ７０４

法院 ２ ４ １６５

检察院 １ １ ３７１

监狱戒毒 ３９７ ８１３ １７３１４

公安 １５ １９ １０８２

总计 ４８２ ９１６ ３３７０４

二、 ２０１９ 广东公务员考试 （广州）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县以上机关 ３ ６ ２４１

审计 ９ １０ ３６９０

法院 ２６ ５８ ３６４２

检察院 ８ １１ ６１７

监狱戒毒 １４ １６ ６８６

公安 ２５０ ６４８ １９５６６

总计 ３１０ ７４９ ２８４４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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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深圳）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法院 １４ ２０ ４２９８

公安 ８７ ３０８ １３７０５

总计 １０１ ３２８ １８００３

四、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佛山）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县以上机关 ５３ ５９ １２１６５

审计 ３ ３ ２６４

法院 ９ １７ ６１３

检察院 ３ ５ １８０

监狱戒毒 ９ １５ １９２

公安 ４８ ６７ ２５１２

珠三角乡镇 ２７ ２７ ３１８８

总计 １５２ １９３ １９１１４

五、 ２０１８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东莞）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县以上机关 １ ２ ０

法院 ３ ６ ２４５

检察院 ３ ３ ２９７

公安 ６３ ７７ ２５５３

珠三角乡镇 １２ １３ １８５６

总计 ８２ １０１ ４９５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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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惠州）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县以上机关 ２１ ２４ ３３２２

审计 １ １ １９３

法院 ８ ９ ２３５

检察院 １０ １３ ４３９

监狱戒毒 ４ ４ ９０

公安 ９０ １１８ ３１０７

珠三角乡镇 ８５ ８９ ５６１６

总计 ２１９ ２５８ １３００２

七、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珠海）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县以上机关 １１ １３ ３８３７

法院 ８ １７ ３５５

检察院 ７ １０ ８１１

公安 ２７ ４９ １５２５

珠三角乡镇 ６ ６ ７７１

总计 ５９ ９５ ７２９９

八、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中山）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县以上机关 ２７ ３３ １７３０

审计 ３ ３ ４２９

法院 ９ １１ ６０２

监狱戒毒 １ ２ １０

公安 ２６ ５７ １０５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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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珠三角乡镇 ６０ ６２ ５８７７

总计 １２６ １６８ ９７０６

九、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清远）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县以上机关 ９０ １１７ ７０１０

审计 ３ ３ ６０

法院 １６ ３１ ７０２

检察院 ６ ７ １２５

乡镇—本科以上 ５３ １０８ ２５６０

乡镇－本县大专 １８ ５９ ２１５６

乡镇机关—专项人员 ２３ ４３ ６４１

总计 ３３０ ６１４ １３２５４

十、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韶关）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县以上机关 ２６９ ３２７ １１０６２

审计 ９ １０ ２８６

法院 ２９ ３９ ５７９

检察院 １７ ２０ ２８８

公安 ７０ １０１ ２２２３

乡镇—本科以上 ５０ １３７ ２６５４

乡镇－本市大专以上 ３５ １２５ ４７５９

乡镇－本县大专 ２７ ９７ ２９００

乡镇机关—专项人员 １８ ４９ ６２８

总计 ５２４ ９０５ ２５３７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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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汕头）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县以上机关 ４５ ４８ ５１４３

法院 １８ ２８ ９４０

检察院 １８ ２２ ７７７

监狱戒毒 １ １ ２

公安 ７６ １０６ ２８５５

乡镇—本科以上 ３８ ７３ ２６３５

乡镇－本市大专以上 ３５ １２４ ６３４０

乡镇－本县大专 １ ４ ２３８

乡镇机关—专项人员 １２ １８ ２９５

总计 ２４４ ４２４ １９２２５

十二、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汕尾）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县以上机关 １８５ １９８ ８１２４

审计 ５ ５ ９９

法院 １１ ２６ ２２４

检察院 １９ １９ １５４

监狱戒毒 １１ ２０ ３５５

公安 ５７ ８２ ９９２

乡镇—本科以上 １５ ３３ ９６３

乡镇－本市大专以上 １０ ３２ ２４３４

乡镇－本县大专 ６ ２１ １４１７

乡镇机关—专项人员 ６ １４ １６５

总计 ３２５ ４５０ １４９２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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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潮州）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法院 １３ １６ ２６５

公安 ８０ １０６ １７９９

检察院 ３ ５ ７０

审计 １ １ ３３

县以上机关 １６８ ２０５ ８２８３

乡镇—本科以上 ４４ １０４ ２７４４

乡镇－本市大专以上 １８ ６５ ２８２９

乡镇－本县大专 １０ ３５ ８３８

乡镇机关—专项人员 ３ １０ ９８

总计 ３４０ ５４７ １６９５９

十四、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揭阳）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法院 １７ ２８ ５１０

检察院 ２ ４ ８８

公安 ９７ １６２ ４７１４

乡镇—本科以上 ２２ ７１ ２７４４

乡镇－本市大专以上 ２４ ８０ ４８８５

乡镇－本县大专 １８ ６５ ２４５０

乡镇机关—专项人员 ９ ２４ ２０８

总计 １８９ ４３４ １５５９９

十五、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梅州）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县以上机关 １５７ １７１ ６５１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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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审计 ２ ４ １４４

法院 ２５ ４１ ６１５

检察院 １２ １７ ４１２

监狱戒毒 １ １ ２７

公安 １１４ １３７ ２５３１

乡镇—本科以上 ２８ ８１ ２５０７

乡镇－本市大专以上 ３０ １０９ ６１２０

乡镇－本县大专 １６ ５５ ２４３６

乡镇机关—专项人员 １３ １８ ２８４

总计 ３９８ ６３４ ２１５９３

十六、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河源）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县以上机关 ３８ ４４ ２０１９

审计 １ １ ７２

法院 １７ ２４ ５１１

检察院 １０ １２ ３４７

公安 ８２ ９７ １７９６

乡镇—本科以上 ２３ ６６ １７６２

乡镇－本市大专以上 ２３ ８２ ５０２０

乡镇－本县大专 １４ ４９ ２３２７

乡镇机关—专项人员 １１ ２４ ４８４

总计 ２１９ ３９９ １４３３８

十七、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湛江）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县以上机关 １７４ １９５ ７８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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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审计 １ １ １７

法院 ２６ ５４ ６１１

检察院 １６ ３１ ３９６

公安 ８４ １４６ ２８１１

乡镇—本科以上 ７２ １７１ ３４１０

乡镇－本市大专以上 ８４ ３０９ ９４１６

乡镇－本县大专 ４ １６ ２８４

乡镇机关—专项人员 １８ ５０ ４０５

总计 ４７９ ９７３ ２５１５７

十八、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肇庆）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县以上机关 ４９ ７０ ３０５４

审计 ３ ６ １６０

法院 １６ ２２ ３７１

检察院 １９ ２２ ３４８

公安 ５７ １０３ １２３７

珠三角乡镇 ７３ ２３８ ８２５９

总计 ２１７ ４６１ １３４２９

十九、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江门）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县以上机关 ６０ ７６ ４４１８

审计 １８ ２０ １３２３

法院 ２０ ３３ ７２２

检察院 １６ １８ ５８７

监狱戒毒 １８ ３０ 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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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公安 ４７ ６６ １０５２

珠三角乡镇 ２１９ ２２８ １０１２５

总计 ３９８ ４７１ １９０５０

二十、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阳江）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县以上机关 １４５ １６１ ５３４９

审计 ３ ３ ５４

法院 ８ １５ １２８

检察院 ４ ７ １９７

公安 ５４ ９８ １６５２

乡镇—本科以上 ２８ ４８ ７２３

乡镇－本市大专以上 １８ ６４ ３８５８

乡镇－本县大专 ５ １８ ８３５

乡镇机关—专项人员 ８ ２０ ３０４

总计 ２７３ ４３４ １３１００

二十一、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茂名）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法院 ２６ ４４ ８９８

检察院 １４ ２４ ５０８

公安 ６６ ８２ １８６８

乡镇—本科以上 ２６ ７４ ３０２８

乡镇－本市大专以上 ２８ ９８ ５９２４

乡镇－本县大专 １１ ３９ １７５９

乡镇机关—专项人员 ９ ２４ ４５２

总计 １８０ ３８５ １４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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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 （云浮） 报名情况分析

系统 职位数 招聘人数 报名人数

县以上机关 １３５ １７５ ６１９０

审计 ３ ４ １１１

法院 ８ １７ １６３

检察院 ５ ６ ６４

公安 ５７ ６４ １２７１

乡镇—本科以上 ２７ ６３ １５３０

乡镇－本市大专以上 ２０ ７４ ３１６４

乡镇－本县大专 １４ ５１ １５５４

乡镇机关—专项人员 １１ ２４ ３９８

总计 ２８０ ４７８ １４４４５

因篇幅有限， 扫码下载完整版 “往年职位分析” 电子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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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２０１９ 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报考

指导及考务解答

一、 ２０１９ 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报考指南

一、 关于报考条件

１、 哪些人员可以报考公务员？

招考对象为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２０１９ 年应届毕业生和社会上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

大专毕业以上人员。 其中， ２０１９ 年国内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须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前取得相应毕业证书、 学位证书， 其他报考人员须于报名首日 （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 以前取得相应毕业证书、 学位证书。

２、 哪些人员不能报考？

１ 在职公务员 （含试用期人员）、 现役军人、 在读的非应届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

２ 历年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乡镇事业单位专项公开招聘公告规定不得报考公务员情

形的人员；

３ 公务员被辞退未满 ５ 年的人员；

４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 被开除公职、 被依法列为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

５ 在各级公务员考录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录用纪律行为的人员；

６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３、 ２０１８ 年毕业的定向生、 委培生是否可以报考？

２０１８ 年毕业的定向生、 委培生， 须由定向或委培单位出具同意报考证明， 经所在

院校同意后方可报考， 并在资格复审时提供同意报考证明材料原件。

４、 留学回国人员可否凭在国外取得的学历报考？

可以。 留学回国人员报考的， 除需提供 《招考公告》 中规定的材料外， 资格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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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要出具教育部门的学历认证、 我国驻外使领馆的有关证明材料。 学历认证由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负责。 报考人员可登录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站 （ｗｗｗ ｃｓｃｓｅ ｅｄｕ ｃｎ）

查询认证的有关要求和程序。

５、 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其他国民教育形式的毕业生是否可以报考？

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其他国民教育形式 （自学考试、 成人教育、 网络教育、 夜

大、 电大等） 毕业生取得毕业证后， 符合职位要求的资格条件的， 可以报考。

６、 职位中有 “应届毕业生” 要求的哪些人员可以报考？

全日制普通高校 ２０１８ 年毕业生可以报考。 ２０１８ 年年初毕业的春招毕业生， 也可以

应届毕业生身份报考。

７、 招录职位表中所要求的学历、 学位是否为报考人员所获得的最高学历、 学位？

不是。 职位中学历、 学位的要求均为起点 （最低） 要求， 高学历、 学位的人员可

以报考低学历、 学位职位。

８、 ２０１７ 年毕业但尚未取得职位要求的学历 （学位） 证书的人员可否报考？

可以。 已修完教学计划规定课程、 各科成绩合格、 ２０１７ 年毕业， 但资格复审时尚

未取得学历 （学位） 证书的人员， 可凭学校或省、 市教育主管部门出具的书面证明和

有关证件材料办理资格复审， 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仍不能提供学历 （学位） 证书原件

的， 或原件与证明材料不一致的， 取消录用资格。 两年半学制的全日制研究生， 报考

应届生职位的， 提供证书时间可顺延至翌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９、 是否可以凭专业 （学业） 证书、 结业证书报考？

不能报考。

１０、 是否可以凭党校学历证书报考？

可以报考。 中央党校、 省委党校学历可比照同等国民教育学历报考。

１１、 取得双专科学历、 双本科学历、 双学士学位的人员能否分别按本科学历、 研

究生学历、 硕士学位人员报考？

不能报考。

１２、 试用期内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 公开选拔、 竞争上岗、

职务晋升以及调任领导职务和遴选公务员尚在试用期内的能否报考？

不能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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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什么是 “基层工作经历”？

要求有基层工作经历的， 报考人员须具备在县级以下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 村

（社区） 组织及其他经济组织、 社会组织等基层工作的经历。 曾在军队团和相当团以下

单位工作过， 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入学前曾在基层单位工作过的经历， 可视为基层

工作经历。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高校毕业生实习见习基地 （该基地为基层单位）

参加见习或者到企事业单位参与项目研究的经历， 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在省检察院基层派出机构、 省直监狱戒毒机关、 各市级以下经济开发区、 设区的

市级局下属各 （县、 市、 区） 分局工作和以聘用、 劳务派遣等方式在各级党政机关工

作 （不具有公务员或参公管理单位工作人员身份） 的经历， 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全日制普通院校毕业生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经历， 不视为工作经历。

１４、 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应届毕业生， 以何种身份报考？

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应届毕业生， 可按应届毕业生身份报考。 如果符合职位规定

的基层工作年限， 也可以报考要求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职位。

１５、 基层工作经历起始时间如何界定？

（１） 在基层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员， 基层工作经历时间自报

到之日算起。

（２） 参加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计划、 “三支一扶” 计划、 “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等中央和地方基层就业项

目人员， 基层工作经历时间自报到之日算起。

（３） 到基层特定公益岗位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初次就业的人员， 基层工作经

历时间从工作协议约定的起始时间算起。

（４）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高校毕业生实习见习基地 （该基地为基层单位） 参

加见习或者到企事业单位参与项目研究的， 视同具有基层工作经历， 自报到之日算起。

（５） 在其他经济组织、 社会组织等单位工作的人员， 基层工作经历时间以劳动合

同约定的起始时间算起。

（６） 自主创业并办理工商注册手续的人员， 其基层工作经历时间自营业执照颁发

之日算起。

（７） 以灵活就业形式初次就业人员， 其基层工作经历时间从登记灵活就业并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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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确认的起始时间算起。

１６、 基层工作经历截止时间如何界定？ 提供哪些证明材料？

基层工作经历的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因工作单位变化而中断时间的可以累计。

招考职位有基层工作经历等要求的， 报考人员在资格复审时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有劳动 （聘用） 合同的提供合同原件； 无劳动 （聘用） 合同的提供由工作单位出具的

书面证明材料 （签章）； 自主创业的提供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 需累计时间的应出具多

个单位的相关证明材料。

１７、 一般人员报考年龄是如何规定的？

１８ 周岁以上、 ３５ 周岁以下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至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期间出生）， 应

届硕士、 博士研究生 （非在职） 年龄可放宽到 ４０ 周岁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以后出生）。

１８、 人民警察招考年龄是如何规定的？

报考年龄为 １８ 至 ３５ 周岁 （即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期间出生）。

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２０１９ 年应届硕士、 博士研究生 （非在职） 以最高学历报考的， 报

考年龄放宽到 ４０ 周岁 （即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 １６ 日以后出生）。

报考法院法官助理、 检察院检察官助理职位的年龄为 １８ 至 ３５ 周岁 （即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期间出生）。

报考市及以下法检两院、 公安机关和监狱、 戒毒系统一线管理机构人民警察 （司

法警察） 职位的年龄为 １８ 至 ３０ 周岁 （即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期间出

生）， 报考此类职位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２０１９ 年应届硕士、 博士研究生 （非在职）

以最高学历报考的， 以及报考公安机关法医类和监狱、 戒毒系统一线管理机构狱医、

心理矫正类等特殊职位的年龄放宽到 ３５ 周岁 （即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以后出生）。

报考公安机关特警类职位的年龄为 １８ 至 ２５ 周岁 （即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期间出生）。

１９、 报考定向招录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三支一扶” 计划、 “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等 “服务基层项目”

的人员如何认定？

报考定向招录 “服务基层项目” 人员职位的， 资格复审时应提供服务基层的证明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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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人员 （简称 “大学生村官” ）， 提供由省级主管部门

出具的服务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三支一扶” 计划人员， 提供省级 “三支一扶” 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出具的高校

毕业生 “三支一扶” 服务证书 （此证书由全国 “三支一扶” 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监

制） 原件和复印件；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项目人员， 提供省级教育部门统一制

作， 教育部监制的 “特岗教师” 证书和服务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

划” 鉴定表原件和复印件；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项目人员， 提供由共青团中央统一制作的服务证和大

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鉴定表原件和复印件。

２０１８ 年服务期满的 “服务基层项目” 人员提供证书及相关证明材料的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广东籍的认定： 高 （中） 考录取时为广东户籍或招录公告发布前户籍已迁入广东

省内。

２０、 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与主管部门签订聘任制合同服务期， 而在服务岗位实际服

务未满期限时， 有关部门即出具了 “服务期满、 考核合格” 证明， 应如何处理？

若签订了聘任制合同服务期， 就必须服务期满方可享受定向招考的优惠政策， 未

满服务期的人员不得报考定向职位。

２１、 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在服务期内被借调到县市级机关工作， 借调时间是否计入

项目服务年限？

若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在服务期内被借调到县市级机关工作， 借调 （帮助工作） 时

间不计入服务年限。

２２、 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在服务期内就读全日制普通高校， 或在其他非服务岗位工

作， 应如何处理？

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在服务期内就读全日制普通高校或在其他非服务岗位工作的，

就读和工作时间不计入服务期。 其在服务岗位时间累计不满一个服务期的， 不享受定

向招考优惠政策， 不得报考定向职位。

２３、 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已录用为公务员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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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报考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职位？

不能报考。

２４、 如果报考人员在报名参加我省公务员招考时符合报考条件， 但在招考过程中，

被其他机关录用为公务员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应如何处理？

报考人员应立即如实主动报告情况， 并中止我省参考行为， 招录机关不再将其列

为面试、 体检或考察人选。

２５、 艰苦边远乡镇面向本市户籍人员招考的职位， 对本市户籍如何界定？

高 （中） 考录取时为本市户籍或招录公告发布前户籍已迁入本市的报考人员。

２６、 报考 “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并取得证书” 等有相关职业资格要求的职位， 对取

得证书时限可有要求？

有要求。 招考职位有职业资格或证书要求的， 资格复审时， 应提供相关证书原件。

其中， 已通过相关考试， 资格复审时尚未取得证书的 ２０１８ 年应届高校毕业生， 可凭主

管部门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办理资格复审，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仍不能提供证书原件， 或

原件与证明材料不一致的， 取消录用资格。

２７、 如何选择符合专业条件的职位报考？

报考有专业要求职位的， 可参照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 ２０１２

年） 》、 《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 （专科） 专业目录 （２０１５ 年） 》、 《授予博士、

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 专业目录》。

考生以专业目录未载明的专业报考的， 可以报考设置为××门类、 ××类和一级学科

相关专业的职位， 但不能报考设置为 “××专业、 二级学科” 的职位。

２８、 考生能否以第二专业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辅修专业学位证书上的专业， 报考

相关专业的职位？

经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 可以报考。

２９、 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 技师学院毕业生如何报考？

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我省高级技工学校、 技师学院毕业生 （高级工班、 预备

技师班）， 可以报考学历要求为大专、 专业和经历不限的职位。

资格复审时， 应提供高级职业资格证书、 毕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以及职位所要

求的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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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报名时间、 方式和基本步骤

１、 什么时间内可以报名？ 以什么方式报名？

全省网上报名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９： ００ 至 ２１ 日 １６： ００。 在上述时间内， 报

考人员可以在网上提交报名信息， 进行报名。 报名网站为广东省人事考试网

（ｗｗｗ ａｐｔａ ｇｏｖ ｃｎ）。

２、 报考的基本步骤包括哪些？

（一） 报考注册

报考人员登录 ｈｔｔｐ： ／ ／ ｇｇｆｗ ｇｄｈｒｓｓ ｇｏｖ ｃｎ ／ ｇｗｙｋｓ （广东省公务员考试录用管理信息

系统）， 用本人身份证号码进行注册， 在注册前应仔细阅读本公告和报考指南 （详见附

件 ３）， 填写报名登记表， 并上传本人近期免冠 ２ 寸正面证件电子照片 （格式为∗ ＪＰＧ

格式， 大小为 ３０ＫＢ 以下）。 注册信息应当真实、 准确、 全面。

（二） 填报职位

报考人员注册个人信息后， 选择一个职位报名。

网上报名期间， 报名系统实时对报考人员信息进行初步审核， 定期公布各职位报

考人数信息。 报考人员未缴费确认前可更改报考职位， 缴费确认后不能再改报其他职

位。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１６： ００ 至 ２２ 日 １６： ００ 期间， 只能进行缴费， 不可再更改所报

职位。

报考人员不得报考录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职位。

（三） 缴费确认

通过系统自动实时初步审核的报考人员， 通过银联、 微信、 支付宝等渠道进行缴

费确认。 缴费确认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９： ００ 至 ２２ 日 １６： ００。 未按期缴费确认的

报考人员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资格。

凡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镇家庭、 农村绝对贫困家庭的报考人员， 可到省、

市考试部门办理公务员考试费减免手续， 办理减免手续时间统一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至

２１ 日。

（四） 下载并打印准考证

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８ 日 ９： ００ 后。

已完成缴费确认的报考人员在报名系统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 准考证是考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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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公务员考试录用各环节的重要证件， 请妥善保管。 考生参加笔试、 资格审核、 体能

测评、 专业科目测试、 面试、 体检时， 必须同时携带准考证和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

（与报名时一致）。

（五） 报考注意事项

１ 报考人员须按 《广东省 ２０１９ 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目录》 （详见附件 ４）

进行报考， 所学专业应符合报考职位的专业要求， 学位种类不等同于报考专业。

２ 报考人员只能选择一个职位进行报名， 报名必须使用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

３ 具有国 （境） 外学历、 学位人员须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前取得相应的国 （境）

外学历学位证书方可报考， 并在面试资格审核时出具国家教育部所属的相关机构的学

历、 学位认证函及有关证明材料方可参加面试。 国有单位的在职人员报考须征得工作

单位同意， 并在面试资格审核时出具书面证明。

４ 年龄、 基层工作经历、 服务基层项目期限、 退役期限以及相关资历如专业技术

资格证书、 执业 （职业） 资格证书、 从业资格证书、 结婚证、 居民户口簿、 期满考核

合格证书、 退出现役证件等取得时间的计算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５ 报考人员和有关单位、 人员提供的涉及报考资格的材料或信息不实的， 取消本

次报考资格。 践行诚信报考， 报考人员或其他人员恶意报名、 攻击报名系统的， 将按

照公务员考试录用违纪违规有关规定处理。 涉嫌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３、 填写 《报名资格审查表》 需要注意什么？

填写 《报名资格审查表》 时， 所填信息必须与本人实际情况、 报考资格条件和所

报考职位的资格条件要求一致、 真实无误。 提供虚假报考信息的， 一经查实， 即按有

关规定给予取消相应环节资格等处理。 对伪造、 变造有关证件、 材料、 信息， 骗取考

试资格的， 将按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理。

进入体能测评或面试的人员， 在资格复审时须提交 《报名资格审查表》。 请报考人

员报名确认后及时从网上下载保存， 提前做好准备。

４、 哪些人员可以减免考试费用？

农村特困人员和城市低保人员， 可以享受减免笔试费用的政策。 这部分人员报名

后， 先进行网上确认和缴费， 然后到报考职位所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公务员局）

办理减免笔试费用手续 （报考省直机关到省人事考试院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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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城镇家庭人员， 应提供家庭所在地的县 （市、 区） 民政部门出具

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证明和低保证 （复印件）； 农村绝对贫困家庭人员， 应提供家庭所

在地的县 （市、 区） 扶贫机构出具的特困证明和特困家庭基本情况档案卡 （复印件）。

上述人员还要同时提供能够证明其与家庭所属关系的相关证明材料 （如户口簿等）。

５、 身份证丢失或已过有效期的， 如何参加笔试？

须在笔试前办理有效证件。 确实有困难的， 可凭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贴有本人

照片且盖有户籍印章的标准格式户籍证明， 参加笔试。

三、 关于报考职位和资格审查

１、 报考人员可以报考几个职位？

每人限报一个职位， 并须使用同一有效居民身份证报名和参加考试。

２、 什么情况下报考人员可以更改报考职位？

在对报考人员报考信息进行资格审查之前， 报考人员可以更改报考职位。

没有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员， 在 ３ 月 ２１ 日 １６： ００ 以前， 可以改报其他职位。

３、 某一职位资格审查未通过， 是否可以再次报考该职位？

完善报考信息后， 可以再报考同一职位。

４、 资格审查通过后， 是否可以再报考其他职位？

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员， 不可再改报其他职位。

５、 资格审查工作由谁负责？

资格审查工作由省直招录机关和各市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

６、 对职位要求的资格条件有疑问的， 如何咨询？

对 《职位表》 中职位要求的资格条件有疑问的， 请分别咨询省直各招录机关或各

市。 咨询电话可查询省、 市 《招考公告》 和 《职位表》。

７、 资格审查通过后该职位被取消的， 是否可以改报其他职位？

可以。 取消招录职位的报考人员， 可于 ３ 月 ２１ 日 １０： ００—１６： ００ 改报其他职位

（不含被取消或核减的职位）。

四、 关于笔试

１、 笔试科目如何设置？

笔试公共科目为 《行政职业能力测试》 和 《申论》 两科， 所有考生均需参加，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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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报考省、 市机关和省以下垂直管理单位职位的人员考 《申论》 Ａ 卷； 报考县 （市、

区）、 乡镇 （街道） 机关职位的人员考 《申论》 Ｂ 卷。 有专业测试要求职位的考生除参

加公共科目考试外， 还须分别参加计算机、 法律、 财会、 外语、 军事知识等相关 《专

业知识》 科目考试。

２、 笔试的时间和地点？

笔试时间：

４ 月 １３ 日

８： ００—９： ３０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１０： ３０—１２： ３０　 　 《申论》

４ 月 １３ 日

１４： ３０—１６： ３０　 　 《专业知识》

笔试地点： 报考人员按照准考证上确定的时间、 地点和要求参加笔试。

３、 如何划定笔试最低合格分数线？

笔试结束后， 由省公务员主管部门研究确定公共科目笔试总成绩和 《行政职业能

力测试》 成绩最低合格分数线。 体能测评、 面试、 体检和考察的入围人选， 从同职位

合格线以上人员中按规定确定。 考生有一科无成绩的， 取消进入下一环节资格。

４、 有加试要求的职位什么时候加试？

经省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 在统一笔试后进行加试的特殊职位， 加试时间、 内容、

方式以及成绩计算方法等事宜于笔试前公布。

五、 关于面试、 体能测评、 体检和考察、 录用

１、 如何确定参加面试和体能测评人员名单？

笔试成绩公布后， 公务员主管部门将根据 《招考公告》 公布的计划录用人数与面

试人选的确定比例， 从达到笔试最低合格分数线的报考人员中， 按照成绩从高到低的

顺序， 确定各职位参加面试和体能测评人员名单。

２、 录用人民警察是否需要进行测评体能？

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需进行体能测评， 按照 《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

项目和标准 （暂行） 》 执行。 监狱、 戒毒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

院的司法警察职位参照 《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 （暂行） 》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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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测评。

３、 什么时间进行体能测评和面试？

体能测评和面试时间由省、 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另行确定。 入围人员可以关注广东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和各市指定网站的后续信息。

４、 如何合成考试总成绩？

考试总成绩由笔试成绩与面试成绩按比例合成， 合成的比例为 ６： ４。

５、 如何确定体检和考察的人选？

体检和考察人选按职位招录计划数， 在同职位面试人员中依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等额确定 （考试总成绩相同的， 依次按笔试成绩、 《行政职业能力测试》、 《申论》

成绩高低顺序排序）。

６、 体检和考察由谁负责？

体检和考察由省直各招录机关和各市、 省直管县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

７、 体检依据什么标准进行？

体检工作按照 《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 （试行） 》 （国人部发 〔２００５〕 １ 号）、

《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 （试行） 》 （国人厅发 〔２００７〕 ２５ 号）、 《关于修订 〈公务

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 （试行） 〉 及 〈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 （试行） 〉 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１０〕 １９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务员考试录用体检工作的通知》 （人社

部发 〔２０１２〕 ６５ 号）、 《关于印发 〈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 （试行） 〉 有关修订内

容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１３〕 ５８ 号） 等规定组织实施。 其中， 对身体条件有特殊要

求的， 应当符合 《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 （试行） 》 和 《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

（试行） 》 （人社部发 〔２０１０〕 ８２ 号） 的规定。

８、 哪些项目在当日或当场进行复检？

对心率、 视力、 听力、 血压等项目达不到体检合格标准的， 应当日复检； 对边缘

性心脏杂音、 病理性心电图、 病理性杂音、 频发早搏 （心电图证实） 等项目达不到体

检合格标准的， 应当场复检。

９、 对体检结果有疑义的， 如何提出复检申请？

考生对非当日、 非当场复检的体检项目结果有疑问时， 可以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

之日起 ７ 日内， 向体检实施机关提交复检申请， 体检实施机关应尽快安排考生复检。

４２



２０２０ 年省考一本通　

体检实施机关对体检结论有疑问的， 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 ７ 日内决定是否进行

复检。 复检只能进行 １ 次， 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

《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 （试行） 》 中的所有体检项目均不进行复检。

１０、 哪些部门执行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 （试行）？

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 监狱、 戒毒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 人民检

察院的司法警察职位， 以及外交、 海关、 海事、 检验检疫、 安监等部门对身体条件有

特殊要求的职位录用公务员， 应按照 《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 （试行） 》 的规定检

查有关体检项目。 该特殊标准未作规定的职位或项目， 其公务员录用的体检标准仍按

照 《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 （试行） 》 执行。

１１、 在什么机构进行体检？

在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体检医疗机构进行体检。

１２、 招考中哪些环节可以递补？

资格复审环节， 出现面试入围人选缺额的， 在规定时间内等额递补。

体能测评环节， 出现面试人选缺额的， 按规定时间等额递补， 递补只进行一次。

体检和考察环节， 出现合格人选缺额的， 在同职位面试人员中等额递补， 递补共

不得超过两次。

进入公示环节后职位出现空缺的， 由招录机关提出是否递补的建议， 经省、 市公

务员主管部门审核确定后进行。

录用审批后出现职位空缺的， 不再递补。

１３、 新录用乡镇公务员最低服务年限如何规定？

为保持乡镇干部队伍的相对稳定， 根据 《关于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皖组字 〔２０１５〕 ７ 号） 精神， 自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５ 日起， 我省新录用乡镇公务员在乡镇

机关最低服务年限为 ５ 年 （含试用期）。

面向本市户籍人员招考职位的录用人员须与艰苦边远乡镇签订 ５ 年不得流出本乡

镇的协议。

六、 关于报考人员违纪违规处理

报考人员应当遵守考试纪律， 服从公务员主管部门、 公务员考试机构和招录机关

的安排。 报考人员有违纪违规和不诚信行为的， 记入本人诚信档案。 其中有违纪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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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 按照 《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 （试行） 》 分别给予取消考试

资格、 宣布考试成绩无效、 取消录用资格、 ５ 年内不得报考公务员、 终身不得报考公务

员等处理。 违纪情节严重的， 由公务员主管部门或公务员考试机构向报考人员所在单

位 （学校） 通报， 追究其相应责任。 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七、 关于考试辅导教材和信息获取

１、 是否有指定的公务员考试教材和培训班？

此次考试， 笔试范围请参阅 《广东省 ２０１７ 年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考试大纲》。 不

指定任何考试辅导用书； 全省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和招录机关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培

训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 社会上凡称与本次考试相关的复习教材、 培训班、 网站、

上网卡等， 均与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公务员

局无关。

郑重提醒广大报考者诚信报考， 提高警惕， 谨防上当受骗。

２、 考生如何获取考试各阶段的相关信息？

考生应主动及时关注省公务员主管部门和各市主管部门公告指定的网站。 尤其是

进入资格复审、 体能测评、 面试、 体检等关键环节的考生， 要主动及时关注相关网站

公告的信息， 认真阅读有关公告内容， 避免错失资格。

《广东省 ２０１９ 年考试录用公务员报考指南》 仅适用于本次公务员招录。 未尽问题，

由省公务员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研究确定。

广东省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办公室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二、 ２０１９ 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考试流程

１ ２０１９ 广东公务员考试如何报名？

全省网上报名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９： ００ 至 ２１ 日 １６： ００。 在上述时间内， 报

考人员可以在网上提交报名信息， 进行报名。 报名网站为广东省人事考试网

（ｗｗｗ ａｐｔａ ｇｏｖ ｃｎ）。

缴费确认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９： ００ 至 ２２ 日 １６： ００。 未按期缴费确认的报考

人员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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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镇家庭、 农村绝对贫困家庭的报考人员， 可到省、

市考试部门办理公务员考试费减免手续， 办理减免手续时间统一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至

２１ 日。

２ 报名前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１） 个人基本信息， 如身份证号、 履历情况、 家庭情况等；

（２） 准备好符合要求的电子照片；

（３） 准备好相应支付工具。

３ 填写个人信息时， 应注意哪些问题？

（１） 报考人员不能用新、 旧两个身份证号同时报名， 报名与考试使用的身份证号

必须一致；

（２） 报名时， 报考者应仔细阅读并签署诚信承诺书， 如实提交有关信息和材料；

（３） 凡弄虚作假的， 一经查实， 即取消考试资格或录用资格。

４ 怎样上传照片？

报考人员上传的电子照片需为近期 （三个月内） 正面免冠彩色半身电子照片。 照

片要求人像清晰， 轮廓分明， 不得进行任何修饰。

照片要求为 ４１３ 像素 （高） × ２９５ 像素 （宽）， 文件大小为 ２０ｋＢ－１００ｋＢ， ＪＰＧ 格式。

若照片能在资格审查表上正常显示， 则表明上传成功。

如无法上传或上传后显示不正常， 请按系统提示的未成功原因对照片进行修改。

报考人员可使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 自带的画图软件打开电子照片， 调整照片像素及图片大小， 并

另存为 ｊｐｇ 格式， 再次上传即可。

５ 报考人员何时进行缴费？

缴费确认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９： ００ 至 ２２ 日 １６： ００。 未按期缴费确认的报考

人员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资格。

凡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镇家庭、 农村绝对贫困家庭的报考人员， 可到省、

市考试部门办理公务员考试费减免手续， 办理减免手续时间统一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至

２１ 日。

６ 如何查询职位调整情况？ 如何进行改报？

网上报名期间， 报名系统实时对报考人员信息进行初步审核， 定期公布各职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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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人数信息。 报考人员未缴费确认前可更改报考职位， 缴费确认后不能再改报其他职

位。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１６： ００ 至 ２２ 日 １６： ００ 期间， 只能进行缴费， 不可再更改所报

职位。

７ 笔试地点如何设置？

具体考点、 考场详见本人 《准考证》。 报考人员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８ 日 ９： ００ 后从广

东省人事考试网打印准考证。

８ 各考试科目答题方式是什么？

《行政职业能力测试》 和 《专业知识》 客观题部分一律用 ２Ｂ 铅笔在答题卡上填涂

作答； 《申论》 和 《专业知识》 主观题部分一律用黑色字迹的钢笔、 签字笔在答题卡

上指定的位置作答。 少数语言类科目根据试卷答题要求作答。

９ 参加考试时需携带哪些东西？

考生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 准考证进入考场。 身份证丢失的考生， 可凭户口所在

地派出所出具的标准格式的户籍证明 （须贴本人照片， 并盖户籍章） 入场考试。 考生

应携带 ２Ｂ 铅笔、 橡皮及黑色字迹的钢笔、 签字笔参加考试。

１０ 参加考试时禁止携带哪些东西？

严禁考生携带任何参考资料、 通讯工具和计算器进入考场座位。 如带入考场的，

请按监考老师的要求放在考场指定位置。 否则， 按 《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

理办法 （试行） 》 相关规定处理。

１１ 报名中遇到的问题应如何咨询？

招考期间， 全省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及考务部门开通政策咨询、 报名考务咨询、

技术服务咨询热线电话， 详见 《广东省各考区咨询电话及办理减免报名考务费手续地

址》 （详见附件 ６） 和 《广东省省直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咨询电话》 （详

见附件 ７）。

１２ 在计算机上报名时， 多次报名不成功怎么办？

报考人员应尽早进行网上报名和缴费， 以免临近报名结束， 因网络拥堵导致报名

不能成功。

在同一台计算机上两人或多人进行报名和缴费时， 正确操作方法是： 前一人报名

或缴费成功后， 点击 “退出报名系统” 按钮， 再进行下一人报名或缴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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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广东公务员考试有户籍限制吗？

从往年广东公务员考试政策、 职位表来看， 职位表中除极个别的特殊职位限定要

求本市户籍外， 大部分职位都是没有户籍限制的。 这种情况和国考比较类似。 所以我

们也一般说广东公务员考试是没有户籍限制的。 省外考生完全可以参加广东公务员考

试， 省内考生也可以选择省内任何地市的职位进行填报。

１４ 哪些情形的人员不能报考？

（１）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２） 在各级公务员招考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录用纪律行为的人员；

（３） 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被辞退未满 ５ 年的人员；

（４） 公务员和参照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已离职 （含辞职、 取消录用等）， 截至报名

时， 在机关工作和离职年限累计未满 ５ 年的人员；

（５） 截至报名时， 录用未满 ２ 年的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 以

及未满协议服务期的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生、 艰苦边远乡镇面向本市户籍

人员招录的公务员；

（６） 现役军人；

（７） 在读的全日制普通高校非应届毕业生；

（８） 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报考人员不得报考录用后即构成公务员法规定的回避关系的招录职位。

１５ 笔试成绩和总成绩是怎么核算的？

参加 《行政职业能力测试》 和 《申论》 两科考试的， 笔试成绩按各占 ５０％的比例

合成。 参加 《行政职业能力测试》、 《申论》 和 《专业知识》 三科考试的， 笔试成绩按

３５％、 ３５％、 ３０％的比例合成。 面试后， 笔试成绩与面试成绩按 ６： ４ 的比例合成考试

总成绩。

１６ 哪些岗位需要体能测评， 测评内容有哪些？

报考人民警察职位的， 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体能测评。 体能测评人选根据职位招录

计划数， 依笔试成绩从高到低按 ３： １ 的比例确定。 不足规定比例的按实际人数确定。

最后一名如有多名考生笔试成绩相同的， 一并确定为体能测评人选。

体能测评按照 《关于印发＜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 （暂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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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１１〕 ４８ 号） 规定， 分别由省直各招录机关和各市负责组织实

施。 其中， １０ 米×４ 往返跑和男子 １０００ 米跑、 女子 ８００ 米跑的测评次数均为 １ 次， 纵

跳摸高的测评次数不超过 ３ 次。 报考有专业要求职位且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历的硕士、

博士研究生入围人选， 免体能测评。 出现面试人选缺额的， 按规定时间等额递补， 递

补只进行一次。

１７ 资格复审时需要准备哪些资料？

资格复审时， 报考人员须提供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 学历 （学位） 证书原件、 笔

试准考证和网上报名资格审查表等材料。 招考职位有资格证书要求的， 报考人员应提

供相关证书； 招考职位有工作经历等要求的， 报考人员还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其中，

已修完教学计划规定全部课程、 各科成绩合格、 ２０１７ 年毕业尚未取得学历 （学位） 证

书的人员， 可凭学校或省、 市教育主管部门出具的书面证明和有关证件材料办理资格

复审， 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仍不能提供学历 （学位） 证书原件， 或原件与证明材料不

一致的， 取消录用资格。

报考定向招录 “服务基层项目” 人员职位的， 还应提供服务基层的证明材料。

２０１８ 年服务期满的 “服务基层项目” 人员提供证书及相关证明材料的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机关、 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报考的， 在资格复审时须提供有人事管理权限的主管机

关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

三、 ２０１９ 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报考指导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考试公告已经发布， 为了帮助考生合理定位， 寻找最适合自己

的职位， 华图公务员考试研究中心结合多年研究经验， 为考生报名提供精准指导。

报名常见误区

误区一： 报考只因就业压力， 不管什么职位只要考上就好

【误区】 很多考生报考公务员只是为了就业压力、 工作环境不好等因素， 简单的就

把考公务员作为救命稻草一样仅仅抓住不放， 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有误的。 因此， 许多

考生在报考的时候对报考职位不作深入了解， 被录取后发现离家太远、 工作太累等等

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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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 华图教育提醒考生在选报时要慎重考虑， 理性对待， 不能盲目进行选择。

误区二： 盲目跟风或热衷于报考 “没有专业限制” 职位

【误区】 很多考生在报名的时候， 没有仔细权衡自己的优、 略势， 谨慎报考， 而是

仓促的决定自己的报考职位， 或者是人云亦云， 盲目跟风， 放弃了对自己人生中谨慎

的一次主动的把握， 可能直接导致公务员考试失利。

【对策】 华图教育建议考生不要走极端， 都去报名那些没有专业限制的专业， 据往

年报考数据分析热门职位都对专业、 学历和基层工作经验方面要求较低， 很多考生都

填报这样的职位， 这样就造成了职位填报的拥堵， 大家看到的是大报考热门岗位， 致

使某些岗位无人问津， 导致比例严重失调。

考生一定要对自我进行全方位的定位， 了解自身情况， 对症下药。 可以清楚的在

一张纸上写明自己的专业、 学历、 特长、 适应能力等等情况， 看起来一目了然， 根据

所分析的情况， 在填报职位的变数中找到一个基准点， 在填报过程中， 关注不同时段

你所报考的职位变数， 竞争比例怎么变化， 有什么样的趋向， 对所填报的职位有一个

规划。 要审时度势， 不能盲从， 更不能随便报考。

误区三： 报考招录人数相对较多的职位成功率高

【误区】 很多考生在报考的时候会倾向于选择招录人数相对较多的职位， 认为这种

职位的录取率会相对较高。

【对策】 招考的人数多， 但是报考的人数同样也会很多， 报考的人数平均到招考的

人数比例， 它实际上跟几百个考生竞争一个岗位是一样的。 报考招录人数相对较多的

职位成功率不一定高。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的竞争对手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考生在报考的时候， 不要

单一的考虑报考人数， 还要综合全面的考虑报考的职位。

误区四： 有工作经验的社会在职人员报考优势较应届生更大

【误区】 在职人员有一定优势， 因此录取几率会高于应届生。

【对策】 要全面分析在职人员和应届生各自的优劣势， 理性报考。 首页， 在职人员

有一定的优势是因为有很多职位是要求有相关几年工作经验的， 这就为社会在职人员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平台， 但是也不能忽视在职人员自身的劣势。 在职人员的年龄、

心理和各种生活压力都相对来说比较大而且工作、 家庭等琐碎事情占据了生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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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因素也会导致在职人员信心受挫， 备考失利。

误区五： 硕士可以报考学历要求为本科的职位

【误区】 很多考生研究生已经毕业， 并取得了硕士学位， 但是在报考过程中看到报

考要求为本科学历， 就直接报考， 结果审核没有通过， 惨痛收场。

【对策】 为了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 广大考生在报考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报考条件选

择职位， 如要求学历为本科， 那么硕士是不能报考的； 如学历要求为本科及以上， 那

么硕士是可以报考的。

而且建议考生报考时应该坚持就高不就低的原则， 根据自己的学历、 政治面貌及

基层工作经验， 就近选择自己的相应追平的职位， 例如硕士学位的考生尽量选择符合

自己的学历要求的职位， 这样竞争率会相对低一些。

其次， 应届毕业生应该认识到自己优、 劣势。 劣势就在于工作经验缺乏， 优势是

他们拥有的知识都比较新、 更新能力较强、 适应能力强、 应对变化的能力比较活跃、

精力和体力也正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 所以应届毕业生要充分利用好这些优势， 打好

这次战役。

报名四步走

１ 结合自身条件， 筛选报考职位

考生第一步需要先列出自身的学历、 专业、 政治面貌、 工作经历等条件， 根据自

身条件， 在职位表中选择自己可以报考的职位。

在选择时可以利用 Ｅｘｃｅｌ 中的筛选功能， 将对应列中的报考条件要求进行筛选， 最

终得到自己可以报考的职位进行报考。 在此过程中， 对于专业的筛选可能比较麻烦，

考生可将其他条件全部筛选完成后， 最后根据各职位的专业要求进行筛选。

筛选完成后， 一般情况下职位表中的职位数从几千降到了十数个左右， 此时就不

会再因面对大量职位而感觉无从下手了。

２ 明确工作意向， 圈定报考范围

通过上述步骤得到了十数个可以报考的职位后， 考生可根据自己的工作意向与兴

趣， 从中选择出几个自己希望报考的职位。

在圈定职位时， 尽量选择一些条件较多的职位， 如对政治面貌、 基层工作经验有

要求的职位， 条件限制少的职位一般报考人数较多， 竞争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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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考生应尽量挖掘自己过往经历中的优点和亮点， 与职位要求进行匹配， 选

择自己竞争优势较大的职位报考。

３ 了解职位信息， 慎重选择职位地点

圈定好希望报考的职位后， 可根据该职位所属的层级及职位所在地区进行最后

筛选。

据统计， 公务员考试中通常工作地点在经济发达城市的职位参加面试的分数线普

遍要高于其他地区的职位， 因此考生应结合自身实力和准备情况慎重报考， 从而尽量

提高报考成功率， 顺利上岸。

在此过程中， 尽量选择两到三个拟报考职位， 在报名开始后根据各职位报考情况

做出最终决定。

４ 充分参考报考信息， 选择中间时段报考

报名开始后， 考生可尽量选择中间时段报考， 一方面可充分参考前面的报考情况，

做出有利选择， 另一方面在中间时段报考， 万一资格审查未能通过， 也有充足的时候

更换职位。

一般公务员考试报名过程中， 都能够看到每天的报考情况， 考生可对自己拟报考

职位的报考情况进行追踪， 充分了解报考信息， 避免与当年过热职位撞车， 减小竞争

难度。

当然， 上述技巧仅仅是尽可能的帮助各位考生减少竞争难度， 提高报考成功率，

但无论考生报考哪个职位， 尽力提高自身的公考实力才是最关键的。 只有拥有足够实

力， 才有可能获得面试资格。

避免赌博式报考

报名第一步： 掌握职位填报技巧

报考地区选择技巧： 就近不就远

在职位选择时， 能选择本村镇、 本区县、 本地市的岗位， 尽量不要选择更高一级

或者高几级的岗位。 通常来说， 只有本地区的人会选择本地区的职位， 小地方的职位

竞争相对较小。 从招考单位层面来说， 招考单位更倾向于录用本地区的人， 这样的人

更容易适应， 工作起来更有稳定性。 同时， 选择本人所在地区的岗位， 会让考生更加

有熟悉感， 周围熟悉的环境能使自己更快、 更全心地投入到公务员工作中去， 考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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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为远离家人而不能安心工作。

学历选择技巧： 就大不就小

在报考过程中， 考生们要想避开竞争对手， 关键是要做到精确匹配， 差异化报考。

华图教育专家建议考生在对职位进行筛选之后， 还要综合考量自己的各方面条件和职

位的各项要求， 选择自己能达到的要求最苛刻的职位。

职位的要求会限制你的竞争对手， 你的条件就是优势。 所以如果我是硕士， 我专

门挑硕士的， 本科的可以不去考虑， 这样可以减少竞争对手的数量。

岗位选择技巧： 就低不就高

“针对报考职位要求， 能选择基层岗位， 就不要选择机关岗位； 能选择艰苦地区，

就不要选择大城市； 能选择冷门岗位， 就不要选择大热门岗位。” 选择职位就应该尽量

“避重就轻”， 考生在选择工作地点时， 大多倾向于选择市区， 工作环境好， 工作条件

好的岗位， 很少会主动选择工作地点相对偏远， 县、 乡、 镇政府等基层岗位。 因此，

建议考生选择岗位尽量避开热门地区， 考上公务员的几率会增加。

报名第二步： 了解填报注意事项

慎重对待职位选择， 不要急

开始报名的前 ５ 天， 关注职位报名信息和填报注意事项。 随着报名截止日期的临

近， 每天职位信息都会有新变化， 因此， 建议大家不要在一开始仓促决定。

在自己仓促的决定和人云亦云的过程中， 实际上放弃了对自己人生中谨慎的一次

主动的把握， 这个教训是惨痛的。 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 一种是直接导致公务员考试

失利， 另一种是， 还有的人认为我的专业比较冷僻而且我的专业也比较吻合， 这时有

的专业比较冷门未达到最后的录取比例的人数而撤销。

阅读职位信息要全面

职位信息表是比较繁杂的， 怎么来读职位信息表呢？ 有对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政治面貌等等的相关信息， 会让人觉得眼花缭乱， 这个时侯一定要平静下来。

大家可以一条一条的进行排除， 逐项的去阅读。 这个时候不要放过任何一条职位

信息， 也许正因为这一条职位最适合自己被自己疏忽大意错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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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第三步： 正确选择合适职位

认真筛选职位， 做到精准匹配

面对复杂的招考职位表， 考生需要先将自身条件列举出来， 其中包括专业、 学历、

学位、 基层工作经历、 考区等。

利用 Ｅｘｃｅｌ 中的筛选功能， 将对应列中的报考条件进行筛选， 筛选出符合自身条件

的职位， 在筛选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方法， 对于自己完全限制项一定要首先排除。 比如

自己不是中共党员， 那就先排除， 但是某些信息， 比如 “工作经验” 可能有 “不限”

这种选项， 考生在筛选时一定要注意， 不要把 “不限” 这一条排除， 否则会丢掉一些

符合的职位。

通过筛选， 职位表中的职位数从几千降到了几十， 这时你就可以在这几十个职位

中再进行比较选择。

差异化报考 避开竞争对手

在报考过程中， 考生们要想避开竞争对手， 关键是要做到精确匹配， 差异化报考。

华图教育专家建议考生在对职位进行筛选之后， 还要综合考量自己的各方面条件和职

位的各项要求， 选择自己能达到的要求最苛刻的职位。

职位的要求会限制你的竞争对手， 你的条件就是优势。 比如我是中共党员， 我就

选择中共党员的职位； 我英语过了六级， 我专门挑六级； 我是硕士， 我专门挑硕士的，

本科的可以不去考虑。

多手准备， 避免 “赌博” 式报岗

值得注意的是， 考生在确定报考职位时， 一定要多准备一些， 至少有三个职位作

为备选， 单独复制到一个 Ｅｘｃｅｌ 表格中， 万万不可只瞄准一个职位， 进行 “赌博” 式报

考， 万一有变动， 你也可以在备选职位中选择应急， 以防临时手忙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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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考、 广东省考、 广州市考、
深圳市考差异性分析

常识判断差异性分析

国考常识判断

模块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省部级 地市级 省部级 地市级 省部级 地市级 省部级 地市级 省部级 地市级

时事政治 ５ ５ ３ ４ ３ ２ ３ ２

经济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法律 ２ ７ ２ ９ ２ ６ ５ １ ５

科技 ７ ４ ４ ２ ７ ６ ４ ３ ５ ５

地理 １ １ ５ １ ３ ２ ５ ４ ３ ２

历史人文 ４ ２ ５ ３ ６ ４ ７ ５ ８ ６

哲学 １ １

　 　 从表格可以看出，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９ 年的国考常识判断部分， 历史人文一共考了 ５０ 题

【省部级 ３０ 题、 地市级 ２０ 题】， 考查得最多， 但这部分知识的考查正在逐年减少， 历

史人文不仅考查历史内容， 还会涉及传统文化及人文素养， 而且还有和其他知识点融

合考查的情况， 这部分内容对考生储备量有较高要求， 因此难度也相对较大。

其次是科技生活知识， 近 ５ 年一共考了 ４７ 题 【省部级 ２７ 题、 地市级 ２０ 题】， 科

技生活类主要考查初高中物理、 化学、 生物及生活常识， 相对而言， 科技生活考查难

度较低也是学生应该要把握到分数， 虽然难度低但此类题目很多学生容易因为大意审

题不仔细而丢分， 所以， 这部分知识点需要学生仔细审题。

再次是法律， 近 ５ 年一共考了 ３９ 题 【省部级 ７ 题、 地市级 ３２ 题】， 主要涉及宪

法、 民法、 刑法、 行政法以及新出台的或新修订的法律内容， 从题目分析可以看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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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对法律考查频率非常高， 因此报考地市级考生需要重点关注。

然后是时政及政治常识， 近 ５ 年一共考了 ２７ 题 【省部级 １４、 地市级 １３ 题】， 主要

涉及时政热点、 党史及毛中特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部分内容中时政

涉及范围较广， 这就需要考生在备考时每天都需要储备时政热点 （平时可以多关注人

民日报、 新华网等）。

最后是地理常识， 这部分也呈现逐年减少的情况， 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中国地

理常识。

广东省考常识判断

历史人文 地理国情 科技生活 经济 哲学政治 法律 时政

２０１９ 县 ２ ２ ２ １ ２ ５

２０１９ 乡 １ ３ １ １ １ １ １０

２０１８ １ ５ １ ５ ２ １

２０１７ １ ２ ９ １ ２

２０１６ ５ ８ ２

２０１５ ５ ６ ２ １ １

　 　 从表格可以看出，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９ 年的省考常识判断这中科技、 历史和地理无疑是

常识命题的重头大戏， 尤其是科技知识， 但在 ２０１９ 年省考常识判断中时政题的题量明

显增加县级 １５ 道常识题考了 ５ 道时政， 乡镇 ２０ 道常识题考了多达 １０ 道时政， 而且县

级和乡镇还各考了 １ 道哲学题， 由此看出广东省考时政性明显增强。 另外， 经济与法

律皆有涉及但比例不重。

科技常识在近 ５ 年的考试中， 考查题量达 ３１ 题， 科技常识内容偏向初高中所学的

物理、 化学和生物常识， 偶尔夹杂一些航天军事常识。 但 ２０１９ 年广东省考变化非常

大， 过去考查量很大的科技常识却只考了 ２ 道题， 而时政题却一枝独秀， 县级的题目

有 １５ 道， 时政有 ５ 道。 乡镇的题目变成了 ２０ 道， 时政考了 １０ 道题。 因此， 每天坚持

看时政热点应该成为习惯 【２０２０ 年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与乡村、 小康、 和谐的时政信

息】。

地理常识近 ５ 年考查了 １３ 题， 而且每年考查占比都比较稳定， 属于必考类知识，

在省考地理常识中中国地理及与广东相关地理知识是备考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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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常识在近 ５ 年中一共考了 ７ 题之多， 历史考题多考察中国古代史， 尤其

和广东有密切关系的古代史常识， 所以我们在复习备考的时候要在这个方向下功夫。

另外， 近 ５ 年经济每年都有 １ 到 ２ 道题， 而法律、 哲学并非每年都考， 但 ２０１９ 年

县级和乡镇考题中法律、 哲学都有考查，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广州市考常识判断

历史人文 地理国情 科技生活 经济 法律 哲学政治 时政

２０１８ ３ ２ ３ ２ ２ ３

２０１７ ６ １ ４ １ ２ １ １

２０１６ ４ １ ４ ４ １

２０１５ ７ ２ ４ ２

　 　 从表格可以看出， 广州市考常识判断部分占 １５ 题， 而且题量基本没有变化， 另外

２０１８ 年开始题型分布相对平衡， 内容侧重于历史人文常识， 其次为科技常识， 时政地

理等。 而且时政考查情况有增加趋势。

广州市考的重点为历史人文，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一共考了 ２０ 题，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年题量历

史人文占到整个常识判断题量将近一半， 需要考生重点关注， 这部分知识建议将历史

梳理成主线脉络， 然后在主线脉络的周边进行填充主要的时间节点、 历史事件及相关

的人文知识，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文学常识知识。

科技生活知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一共考了 １３ 题， 科技生活类主要考查初高中物理、

化学、 生物及生活常识， 近年来考查生物类科技知识相对增加， 需要考生注意。

深圳市考常识判断

法律 公文 管理 哲学政治 深圳市情 历史人文 科技 经济 时政

２０１９ ５ ２ １ １ ２ ２ １ １ ５

２０１８ ４ ２ ２ ２ ２ ２ １ １ ４

２０１７ ３ ２ １ ３ ２ ２ １ ２ ４

２０１６ ３ ２ ２ １ ４ ２ ２ ２ １

２０１５ ４ ３ ４ １ １ １ １ １ ４

　 　 从表格可以看出， 深圳市考常识模块对比起国考、 广东省考和广州市考而言， 考

查范围更广， 其实深圳市考常识部分更确切说应该称为公共基础知识， 比如：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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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知识均属于公共基础知识考查内容， 所以考生在备考时以公共基础知识为标准更

符合考情要求。 另外， 深圳市考中关于深圳市情的考查也非常稳定， 几乎每年都涉及

至少 ２ 道题， 就近几年来看考查深圳公务员要求及深圳相应的政策内容偏多， 需要考

生注意。

在表格中会发现， 其实深圳市考公共基础知识的题型分布是相对比较平衡的， 内

容侧重于法律和时政， 其次为公文、 深圳市情等， 其他内容考查基本维持在 １ 或 ２

道题。

法律部分， 近 ５ 年一共考了 １９ 题， 主要包括宪法、 民法、 刑法、 行政法以及新出

台的或新修订的法律内容， 另外 《行政处罚法》、 《行政复议法》、 《国家赔偿法》 历年

也出现考查情况， 同样需要考生留意。

时政部分， 近 ５ 年一共考了 １８ 题， 这部分则需要考生平时就要多关注时政热点，

其中习近平主席讲话内容及出席活动、 新出台法律法规， 另外就是深圳相关的重要时

政信息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深圳市情部分， 重点关注深圳发展相应的政策法规以及深圳公务员相关法律条例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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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推理差异性分析

对于备战公务员考试的考生而言， 国考之后， 还会迎来广东省考、 广州及深圳市

考。 而在四个考试中， 判断推理部分都占较高的比重， 本文通过对近五年这四个考试

真题的梳理， 来对判断推理部分在这些考试当中的异同点进行全面剖析， 为广大考生

的复习备考提供参考。

一、 模块设置及题量差异：

国考分四个模块： 图形推理 （１０ 道）， 演绎推理 （１０ 道）， 类比推理 （１０ 道）， 定

义判断 （１０ 道）， 共 ４０ 题。

广东省考分四个模块： 图形推理 （１０ 道）， 演绎推理 （１５ 道）， 类比推理 （５ 道），

科学推理 （１０ 道）， 共 ４０ 题。 （２０１９ 年广东县级卷）

广州市考分三个模块： 图形推理 （１０ 道）， 演绎推理 （１０ 道）， 类比推理 （１０

道）， 共 ３０ 题。

深圳市考分三个模块： 图形推理 （５ 道）、 演绎推理 （１０ 道）、 事件排序 （５ 道），

共 ２０ 题。

注： 下文表 １、 表 ２ 和表 ３ 是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五年的国考、 广东省考、 广州及深圳

市考的分析， 都为五套题。 国考采用副省级； 广东省考则采用县级试题参与统计； 由

于广州 ２０１９ 年市考未进行， 且 ２０１８ 年广州有两份试卷， 故本次统计分析了两份 ２０１８

年市考题， 以方便对比。

二、 侧重知识点的差异：

１ 图形部分

通过下文表 １ 对各考点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 四种考试在图推部分排前三的考点

分别是：

国考： 立体类、 位置类、 和数量类。 国考中每年的 １０ 道图推， 平面图形的规律推

理占 ７ 道左右， 立体类考题 ３ 道左右， 比较稳定。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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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考： 位置类、 数量类和立体类。 其中 ２０１９ 年以前立体类考点出现的极少，

２０１９ 年考情出现较大变化， 立体类考查了 ６ 题， 占图形题量比重 ６０％， 备考省考的同

学要格外注意。

广州市考： 位置类、 数量类和样式类。 市考涉及的立体类考点非常少， 主要考查

平面图形的考点， 但有些考点的观察方法比较特殊。

深圳市考： 数量类、 样式类和位置类。 其中， 数量类占总题量的比重 ５０％左右，

２０１９ 年 ５ 道图推考题， 数量类共 ４ 道。 由此可见， 数量类在深圳市考中占重要地位。

表 １： 近 ５ 年各大考试图形推理考情统计

考试类型 ＼ 考点 位置类 样式类 数量类 属性类 平面重构 立体类 总计

国考

（副省）

２０１９ ２ １ ３ １ ０ ３ １０

２０１８ ３ １ ２ ２ ０ ２ １０

２０１７ １ ０ ４ ２ ０ ３ １０

２０１６ ２ １ １ ２ ０ ４ １０

２０１５ ３ ２ １ １ ０ ３ １０

五年累计 １１ ５ １１ ８ ０ １５ ５０

广东省考

（县级以

上）

２０１９ １ ０ １ １ １ ６ １０

２０１８ ６ ０ ３ １ ０ ０ １０

２０１７ ４ ２ ２ ２ ０ ０ １０

２０１６ ４ ０ ５ ０ ０ １ １０

２０１５ ３ ３ ４ ０ ０ ０ １０

五年累计 １８ ５ １５ ４ １ ７ ５０

广州市考

２０１８ （３ ２５） ４ １ ３ １ ０ １ １０

２０１８ （３ ２４） ２ ３ ３ １ ０ １ １０

２０１７ ４ １ ２ １ ２ ０ １０

２０１６ ４ ３ ３ ０ ０ ０ １０

２０１５ ４ ２ ４ ０ ０ ０ １０

五年累计 １８ １０ １５ ３ ２ ２ ５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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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考试类型 ＼ 考点 位置类 样式类 数量类 属性类 平面重构 立体类 总计

深圳市考

２０１９ ０ １ ４ ０ ０ ０ ５

２０１８ １ ２ １ １ ０ ０ ５

２０１７ ２ １ ２ ０ ０ ０ ５

２０１６ １ １ ３ ０ ０ ０ ５

２０１５ １ １ ２ １ ０ ０ ５

五年累计 ５ ６ １２ ２ ０ ０ ２５

２ 演绎推理部分

通过下文表 ２ 对各考点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 四种考试在演绎推理部分排前三的

考点分别是：

国考： 加强论证、 削弱论证和分析推理。 每年的论证题稳定在 ６ ～ ７ 题， 比重 ７０％

左右， 足以表明它的重要性。

广东省考： 削弱论证、 分析推理和加强论证。 和国考类似， 论证题比重大， 占总

题量 ６０％左右。 同时， 平行结构考查的题目明显多于国考。

广州市考： 削弱论证、 翻译推理和加强论证。 同上， 论证比重大， ６０％左右。 同

时， 翻译推理的题目比国考， 省考多。

深圳市考： 分析推理、 削弱论证和日常推理。 论证题的比重明显变小， 占比 ３０％

左右。 同时， 分析推理和日常推理的题目比前三者多。

表 ２： 近 ５ 年各大考试演绎推理考情统计

考试类型 ＼ 考点 翻译推理 平行结构 分析＋真假 日常推理 加强论证 削弱论证 总计

国考

（副省）

２０１９ ０ １ ２ １ ３ ３ １０

２０１８ ０ ０ ２ １ ４ ３ １０

２０１７ ３ ０ ０ ０ ４ ３ １０

２０１６ ０ ０ ２ ２ ３ ３ １０

２０１５ １ ０ １ ２ ４ ２ １０

五年累计 ４ １ ７ ６ １８ １４ ５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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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考试类型 ＼ 考点 翻译推理 平行结构 分析＋真假 日常推理 加强论证 削弱论证 总计

广东省考

（县级以

上）

２０１９ １ ３ １ １ ４ ５ １５

２０１８ １ ０ １ ４ ２ ２ １０

２０１７ １ ２ ２ １ ０ ４ １０

２０１６ １ ０ １ １ １ ６ １０

２０１５ ２ ０ ４ ０ ０ ４ １０

五年累计 ６ ５ ９ ７ ７ ２１ ５５

广州市考

２０１８ （３ ２５） ５ １ ０ ０ １ ３ １０

２０１８ （３ ２４） ０ ０ ２ ０ ３ ５ １０

２０１７ ２ １ １ １ ２ ３ １０

２０１６ １ １ １ ２ ２ ３ １０

２０１５ １ ０ ２ １ ２ ４ １０

五年累计 ９ ３ ６ ４ １０ １８ ５０

深圳市考

２０１９ １ １ ２ ２ ０ ４ １０

２０１８ １ ０ ３ ２ １ １ ８

２０１７ ２ １ ２ ２ １ １ ９

２０１６ ４ １ ２ １ １ ０ ９

２０１５ ０ ０ ３ ２ ０ ３ ８

五年累计 ８ ３ １２ ９ ３ ９ ４４

３ 类比部分

通过下文表 ３ 对各考点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 三种考试在类比推理部分排前三的

考点分别是：

国考： 对应关系、 语法 ＆ 语义和包容关系。 同一关系仅在国考中出现， 同时国考

中出现的多个考点的题目数量也是最多的。

广东省考： 对应关系、 语法 ＆ 语义和并列关系。 和国考类似， 对应关系和语法 ＆

语义都是主要考点。 同时我们能看到， ２０１９ 年， 省考的类比推理仅仅考查了 ５ 道题，

而 ２０１９ 年之前都是稳定的 １０ 题。

广州市考： 对应关系、 语法 ＆ 语义和并列关系。 主要考点和省考一致。 题量一直

稳定在 １０ 道题。

深圳市考：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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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近 ５ 年各大考试类比推理考情统计

考试类型 ＼ 考点 全同 并列 包容 交叉 属性 对应 语法 ＆ 语义 总计

国考

（副省）

２０１９ １ ２ １ １ ０ ６ ０ １１

２０１８ ０ ２ ４ ０ ０ ６ １ １３

２０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５ １１

２０１６ ０ ２ ２ ０ ０ ４ ４ １２

２０１５ １ １ ２ ０ ０ ４ ２ １０

五年累计 ２ ７ ９ １ ０ ２６ １２ ５７

广东省考

（县级以

上）

２０１９ ０ ０ １ ０ ０ ３ １ ５

２０１８ ０ １ １ ０ ０ ５ ３ １０

２０１７ ０ ３ １ ０ ０ ５ １ １０

２０１６ ０ １ ０ ０ ０ ７ ３ １１

２０１５ ０ ４ １ ０ ０ ３ ３ １１

五年累计 ０ ９ ４ ０ ０ ２３ １１ ４７

广州市考

２０１８ （３ ２５） ０ ４ １ ０ ０ ４ ３ １２

２０１８ （３ ２４） ０ ０ １ ０ ０ ９ １ １１

２０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２ １０

２０１６ ０ ０ １ ０ ０ ７ ２ １０

２０１５ ０ １ １ ０ ０ ５ ３ １０

五年累计 ０ ５ ４ ０ ０ ３３ １１ ５３

４ 定义判断部分

定义题国考中每年都考查 １０ 道， 广东省考和广州市考没有涉及， 深圳市考会涉及

１～２ 题， 比如：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各两题，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各一题。 下文表 ４ 给出了

国考近 ５ 年考查过的定义。

表 ４： 近 ５ 年国考定义考情统计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定律假说 伦理信用 语句的示意功能 土壤入侵体 垂直绿化

严格指示词 相机调控 水利工程 合成字 赋、 比、 兴

同病异治 法律的当然解释 活力投射密度 理性真理 顶尖效应

物候现象 系统脱敏法 货币性资产 数字鸿沟 疑罪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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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公平世界谬误 独立证明法 埋伏营销 批复 隐域性分布

前项、 后项 符号 自由落体运动 负启动效应 正惩罚

诉前财产保全 听觉掩蔽 普莱斯观点 直观教学 瓿

员工帮助计划 异质型人力资本 隐匿定位政策 叶龄指数 垂直搜索引擎

沟通网络 数客互动管理 参照依赖 图灵测试 内涵与外延

变文和连文 蜂鸣式营销 传递关系 产品责任 时间知觉

５ 科学推理部分

科学推理部分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出现在广东省考中， 从最初的 ５ 道题， 增加到 １０ 道

题， 直到 ２０１９ 年广东乡镇卷出现 １５ 题。 因此， 备考广东省考的考生要做好复习准备。

下文表 ５ 给出了近 ５ 年的省考及选调生考试科学推理的考情统计。

表 ５： 近 ５ 年广东省考科学推理考情统计

２０１９

县级

２０１９

乡镇

２０１８

选调生

２０１８

县级

２０１７ 县级、

乡镇

２０１６

乡镇

２０１６

县级

２０１５

乡镇

２０１５

县级

气体压强
机械能守

恒 （２ 题）
浮力 基础力学 电路电表

浮力

（４ 题）

浮力

（３ 题）
光的反射

光的

反射

电学 速率 基础力学
光合呼

吸作用
光学作用 机械能 机械能 浮力 浮力

杠杆 杠杆
净水器

原理
化学降雨 声学 杠杆 杠杆 基础力学

基础

力学

基础力学
气体压强

（４ 题）
电路 基础力学 光的折射

电路

（２ 题）
电路 电路

化学物性质
基础力学

（２ 题）
声音

伏安特

性曲线
生物血型 生物酶 溶解度 溶解度

化学气体
化学物

性质

化学物

质用途
生态系统 电路 基础力学

能量守恒 电学 光的折射 杠杆平衡 热力环流

压力 生物细胞 基础力学
平面镜

成像

基础力

学＋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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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０１９

县级

２０１９

乡镇

２０１８

选调生

２０１８

县级

２０１７ 县级、

乡镇

２０１６

乡镇

２０１６

县级

２０１５

乡镇

２０１５

县级

速率 摩擦力 化学反应 惯性 速度位移

摩擦力 化学气体 基础力学 化学气体 自由落体

６ 事件排序题

事件排序题仅在深圳市考中出现， 每年稳定在五题。 ３ 道左右只需按照事件的逻辑

顺序 （比如： 时间、 因果关系） 进行解答， ２ 道左右的题会涉及常识 （比如： 历史、

地理等常识）， 难度较大。

以上就是判断推理部分近年国考、 广东省考、 广州及深圳市考之间的对比， 供大

家复习参考。

６４



２０２０ 年省考一本通　

数量关系与资料分析差异性分析

对于广东的考生来说， 国考、 广东省考、 广州及深圳市考都是成公的优良选择。

而在四个考试中， 数量关系与资料分析部分都占到了不小的份量， 本文通过对近五年

这四个考试真题的梳理， 来对数资部分在这些考试当中的异同点进行全面剖析， 为广

大考生的复习备考提供参考。

一、 模块设置及题量差异：

在国考当中， 主要包括 ２ 部分， 数学运算 １５ 道 （地市级 １０ 道）； 资料分析 ２０ 道，

占总题量的 ２５ ９％或者 ２３％。

而在广东省考中， 多了数字推理模块， 具体为： 数字推理 ５ 道 （题号 １６－２０）， 数

学运算 １０ 道 （题号 ２１－３０）， 资料分析 ３ 篇共 １５ 道 （题号 ８６－１００）， 总共 ３０ 道， 占总

题量的 ３０％， 数资部分的模块以及题量一直非常稳定。

作为广东其中的地市， 广州、 深圳市考在数资模块的题型、 题量上， 绝大多数年

份与广东是完全一致的。 但有例外， 如 ２０１６ 年广州市考没考数字推理， 考了 １５ 题数字

运算； ２０１５ 年深圳市考资料分析只考 ２ 篇 １０ 题， 其余与广东省考一致。

注： 以下是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五年的国考、 广东省考、 广州及深圳市考的分析， 都为

五套题。 国考采用省部级； 广东省考则采用县级试题参与统计； 由于广州 ２０１９ 年市考未

进行， 且广州有分两天考试的年份， 本次统计分析了两份 ２０１８ 年市考题， 以方便对比。

二、 侧重知识点的差异：

１ 数字推理部分

表 １　 近 ５ 年各大考试数字推理考情

多级 幂次 分数 递推 多重 拆分 图形 合计

国考 － － － － － — － ０

７４



　 好课程　 好老师　 好服务

续表

多级 幂次 分数 递推 多重 拆分 图形 合计

广东省考 １１ ２ ２ ４ ３ １ ２ ２５

广州市考 ６ ２ ３ ７ １ ０ １ ２５

深圳市考 ５ ３ ３ ７ ２ ５ ０ ２５

　 　 如上表所示， 广东省考在数字推理部分的特征为： ①多级数列出现频率最高； ②

多重数列和递推数列次之； ③一旦出现图形数列， 难度较大。 并且可以观察到图形数

列近年来的考察越来越少， 多级的比重继续加大，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都考察了 ３ 道。

而在广州、 深圳市考里面， 递推出现较多， 接着是多级。

２ 数学运算部分

表 ２　 近 ５ 年各大考试数学运算考情对比

解题

方法

工程

问题

经济利

润问题

行程

问题

容斥

问题

排列组合

与概率

构造

问题

几何

问题
杂题 合计

国考 １８ ８ ５ ５ ３ １１ ２ ９ １４ ７５

广东省考 １１ ７ ２ ７ ３ ４ ３ ４ ９ ５０

广州市考 １１ ４ ４ ３ ２ ４ ０ ７ ２０ ５５

深圳市考 ６ ３ ７ ８ １ １ １ ４ ２０ ５０

　 　 综上所述， 国考和广东省考在数学运算部分的异同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基础的

解题方法均为考察重点， 但是国考侧重考察枚举法、 解不定方程； 省考侧重方程法

（解定方程）， 另外， 代入排除法的使用非常广泛， 在国考和省考中经常能使用上， 巧

妙解题； ②工程问题均年年考察， 一年 １ 道或者 ２ 道； ③几何问题均为考察重点， 国

考更甚， 在 ２０１７ 年考了 ３ 道， 几何构造类题目为国考的宠儿； ④国考几乎年年考察经

济利润问题， 省考较少。 ⑤省考考察行程问题要比国考多， 并且题量相对较为稳定，

一般为一年一道， 主要考查相遇追及问题。 ⑥排列组合与概率的题目是国考的常客，

但难度较大。 ⑦杂题均是考察重点， 国考侧重年龄问题和溶液问题， 省考侧重植树及

周期问题。

在广州、 深圳市考中， 考题知识点分布基本与广东省考相似， 但深圳有时对某个

知识点的考察可能会表现得比较集中， 比如，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年深圳都考了 ３ 题行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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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资料分析部分

表 ３　 近 ５ 年各大考试资料分析考情对比

简单

计算

基期

相关

增长率

相关
增长量 比重 平均数 倍数

综合

分析
合计

国考 ２２ ４ １７ ５ １５ １０ ７ ２０ １００

广东省考 １７ １ ９ １２ ９ ５ ４ １８ ７５

广州市考 ２４ ８ ６ ２ １３ ２ ３ １７ ７５

深圳市考 １５ ６ １０ ４ １１ ５ ０ １９ ７０

　 　 由上表可知， 国考和广东省考在资料分析部分的异同点主要有以下 ３ 个： ①简单

计算类及综合分析类均较多； ②增长率是国考和省考都重要考察的知识点， 国考考察

类型较多， 包括间隔增长率、 增长率比较与计算、 混合增长率； ③国考考察知识点相

对更集中， 比重平均数考察比省考多。 ④广东省考对于增长量的考察比较多， 最近 ３

年均有考查年均增长量， 此外增长量的计算和比较考的也多， 希望大家复习时重点

掌握。

在广州、 深圳市考中， 考点与国考、 省考基本相似， 尤其在简单计算、 综合分析

上， 差异不大； 但某些考点会有不同的侧重， 如考基期相关明显多点； 而增长量、 倍

数偏少。

总结近年考试情况， 国考在数学运算部分难度比省考高， 但是国考的资料分析不

论在计算上还是理解上都比较简单， 省考的材料相对要更长， 找数据要更麻烦一点。

广州、 深圳市考， 题目难度基本与广东省一致， 但有时会有个别题目解法比较少见，

如 ２０１８ 年广州的一道有分数的数字推理题， 用乘法， 平时比较少见， 在考场上会显得

有难度。 以上就是数资部分近年国考、 广东省考、 广州及深圳市考之间的对比， 供大

家复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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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理解与表达差异性分析

在我们国家政府招聘考试当中， 言语理解与表达基本上都是必考的科目， 考试的

题型基本上主要分为三大块， 片段阅读、 语句表达、 选词填空， 从 ２０１８ 年开始国家公

务员考试言语科目增加了篇章阅读这种新题型， 为了帮助广大考生更好的了解行测言

语部分的考试， 我们将国考、 省考、 广州市考、 深圳市考言语理解与表达各种题型的

差异性进行了统计与对比， 希望能对广大考生有所帮助。

一、 题型分析

１ 片段阅读

考试类型 ／考点
主旨概

括题

意图判

断题

细节理

解题

标题填

入题

态度观

点题

词句理

解题

代词指

代题
总计

国考

（副省）

２０１９ １ ４ ３ １ ０ １ １ １１

２０１８ ４ ６ ６ １ １ ０ ０ １８

２０１７ ５ ５ ５ １ １ １ １ １９

２０１６ ３ ７ ２ １ ０ １ ０ １４

２０１５ ６ ５ ３ １ １ ０ ０ １６

五年累计 １９ ２７ １９ ５ ３ ３ １ ７８

广东省考

（县级以

上）

２０１９ ３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４

２０１８ ２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５

２０１７ ２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５

２０１６ ３ ４ ２ ０ １ ０ ０ １０

２０１５ ４ ２ ３ ０ ０ ０ ０ ９

五年累计 １４ ８ １０ ０ １ ０ ０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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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考试类型 ／考点
主旨概

括题

意图判

断题

细节理

解题

标题填

入题

态度观

点题

词句理

解题

代词指

代题
总计

广州市考

２０１９ ４ １ ６ １ ０ ０ １ ０

２０１８ ２ ０ ７ １ ０ ０ ０ １０

２０１７ ４ ０ ５ ０ １ ０ ０ １０

２０１６ ２ １ ５ １ ０ ０ ０ ９

２０１５ １ ０ ９ ０ １ ０ ０ １１

五年累计 １３ ２ ３２ ３ ２ ０ １ ４０

深圳市考

２０１９ ２ ０ ７ ０ ０ １ ０ １０

２０１８ １ ０ ６ ０ ０ ０ １ ８

２０１７ ３ ０ ６ ０ ０ ０ １ １０

２０１６ ２ ０ ７ ０ ０ ０ １ １０

２０１５ ２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５

五年累计 １０ ０ ２９ ０ ０ ０ ３ ４３

　 　 从上图可知， 国考在片段阅读的题型考查比较全面， 基本上所有题型都有所涉及，

主旨概括题、 意图判断题， 细节理解题， 标题填入题基本上是必考题型， 其他题型选

考， 广东省考在片段阅读这块题型较为集中， 主要考查的是主旨概括与细节理解题，

２０１７ 年之前意图判断题基本上每年都在考， 但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最近几年没有考查到该题

型。 广州市考在片段阅读这块题型也是比较集中， 主要考查主旨概括题与细节理解题，

词句理解题几乎不考， 其他小题型属于选考， 深圳市考在片段阅读上主要考查的是主

旨概括题与细节理解题， 其次是代词指代题， 其他题型考查都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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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语句表达

考试类型 ／考点 下文推断 语句衔接 语句排序 病句岐义句 总计

国考

（副省）

２０１９ １ １ ２ ０ ４

２０１８ １ ４ ２ ０ ７

２０１７ １ ４ ２ ０ ７

２０１６ １ ２ ３ ０ ６

２０１５ １ １ ２ ０ ４

五年累计 ５ １２ １１ ０ ２８

广东省考

（县级以

上）

２０１９ ０ １ ０ ０ １

２０１８ ０ １ ０ ０ １

２０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５ １ ０ ０ ０ １

五年累计 １ ２ ０ ０ ３

广州市考

２０１９ ０ １ １ ０ ０

２０１８ ０ ２ ３ ０ ５

２０１７ ０ ２ ３ ０ ５

２０１６ ０ ３ ３ ０ ６

２０１５ ０ ０ ４ ０ ４

五年累计 ０ ８ １４ ０ ２０

深圳市考

２０１９ ０ ０ １ ９ １０

２０１８ ０ ０ ２ ８ １０

２０１７ ０ ０ ２ ８ １０

２０１６ ０ ０ ２ ８ １０

２０１５ ０ ０ １ ６ ７

五年累计 ０ ０ ８ ３９ ４３

　 　 从上表可知， 国考在语句表达这块上也是各种题型都有考查到， 广东省考在语句

表达这块考查得不是很多， 只有今年跟去年考查到了语句衔接题， 广州市 考主要是考

语句衔接与排序题， 不过考查的题量有下降的趋势。 深圳市考在语句表达这块主要是

考排序题， 而且基本上每年都在考。 但是深圳市考与其他考试考情有所不同的是，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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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市考考查病句与岐义句， 而且考查的题量比较大， 基本上都在 ８ 道题左右。

３ 选词填空及篇章阅读

考试类型 ／考点 选词填空 篇章阅读 总计

国考

（副省）

２０１９ １０ １０ ２０

２０１８ １５ １０ ２５

２０１７ １５ ０ 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 ０ ２０

２０１５ ２０ ０ ２０

五年累计 ８０ ２０ １００

广东省考

（县级以上）

２０１９ １０ ０ １０

２０１８ １０ ０ １０

２０１７ １０ ０ １０

２０１６ １０ ０ １０

２０１５ １０ ０ １０

五年累计 ５０ ０ ５０

广州市考

２０１９ １０ ０ ０

２０１８ １０ ０ １０

２０１７ １０ ０ １０

２０１６ １０ ０ １０

２０１５ １０ ０ １０

五年累计 ５０ ０ ４０

深圳市考

２０１９ １０ ０ １０

２０１８ １０ ０ １０

２０１７ １０ ０ １０

２０１６ １０ ０ １０

２０１５ １０ ０ １０

五年累计 １０ ０ ５０

　 　 选词填空基本上是必考题型， 国考的选词填空从以住的 ２０ 道下降到了 １０ 道， 广东

省考、 广州市考、 深圳市考题量一直比较稳定， 每年考 １０， 篇章阅读是国考才考的题

型， 也是近两年开始考的一种新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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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大考试考情特点

１ 国考考情

国考言语考查全面， 选词填空、 阅读理解及语句表达中的各类题型均有考到。 其

中选词填空以常见成语的考查为主， 实词辨析较少。 如 ２０１９ 年国考 （地市级） 中， １７

道题考查成语辨析， 仅 ３ 道题考实词辨析， 这就提醒各位考生， 在今后的国考复习中，

大量的成语积累不可回避， 相当有必要。 阅读理解部分依旧遵循往年的考查要点， 以

主旨概括、 意图判断和细节理解三大重点题型为主， 辅之以四个选考题型。 如 １９ 年国

考 （地市级） 中， ９ 道三大重点题型， ４ 道选考题型，。 而语句表达三种题型都有考察，

排序题 ３ 道、 衔接题 ２ 道、 下文推断 ２ 道。 可以说， 国考对于题型的考查非常全面， 对

考生的要求相应地更高。

国考言语考查文段长， 大约 ６－７ 行的阅读量， 长文段势必需要更多的阅读时间，

对考生而言， 压力骤增。 此外， 国考所涉及的知识点比较全面， 一道题可能会综合考

察几个知识点， 题目相对较难， 对考生的思维能力的要求更高。

２ 省考考情

广东省考则重点考查选词填空题、 主旨概括题、 意图判断题、 细节理解题， 其中

选词填空题近 ５ 年均考 １０ 道， 与国考相比， 广东省考的选词填空侧重实词辨析， 成语

辨析考察较少， 如 ２０１９ 年广东省考， ８ 道实词辨析， 仅 ２ 道成语辨析。 广东省考重点

考察主旨题、 意图题、 细节题， 就这一点而言， 与国考考情相同。 在 ２０１９ 年 ４ 道重点

题型 （其中 ３ 道主旨题， １ 道细节题， 没有考意图题， 这是近五年第一次没有意图题），

１ 道语句衔接题 （与 ２０１８ 年考情相同， 近两年各考了 １ 道衔接题）。 至于 ４ 道选考题

型、 语句排序题和下文推断题在近三年中考察频率较低， 标题填入题、 态度观点题、

代词指代题以及语句排序题近三年直接没考， 这就大大减轻了众位考生复习的压力。

与国考相比， 广东省考文段短， 阅读量大大地减少， 一般为 ４ 行左右， 所需时间

也随之减少， 考生便有较多的时间去思考； 省考言语的知识点比较简单， 多为常考知

识点， 片、 难、 怪的知识点考查非常少， 题目较容易， 经过系统的复习， 一般的考生

可以顺利应对， 正确率相对较高。

４５



２０２０ 年省考一本通　

３ 广州市考考情

广州市考的题型出现了多样化发展， 近几年有其他小题型的出现， 传统的排序题

有下降的趋势， 增加了代词指态、 态度观点等小题型持考查。 但是广州市考的题量比

较稳定基本上都是 ２５ 道题， 选词填空题量也比较稳定， １０ 道题， 总的来说， 广州市考

主要考查细节理解题、 选词填空、 排序题。 片断阅读主要以主旨概括跟细节题为主，

选词填空是考查重点， 语句表达以考查排序题为主。

４ 深圳市考考情

深圳市考主要考查选词填空、 病句岐义句、 细节理解， 主旨题。 深圳市市考在阅

读理解这一部分的题量比较稳定。 虽然广东省考阅读理解的题量逐年降低， 但它侧重

考察的三类题型主旨、 细节、 意图， 在题量分布上相对均匀； 而深圳市市考在阅读理

解这一部分主要考察主旨和细节这两类题型， 但两类题型的题量占比差距较大， 侧重

考察细节理解题， 一般 ８ 道左右。

通过以上对比， 我们可以得出： 国考 ４０ 道题， 题量大， 考查题型全面， 要求考生

全面撒网， 重点出击， 而广东省考言语题量 １５－２０ 道， 选词填空、 主旨概括、 意图判

断等题型重点考查， 复习压力较小。 广州市考主要考查细节理解题、 选词填空、 排序

题。 深圳市考主要考查选词填空、 病句岐义句、 细节理解， 主旨题。 所以， 意在国考

上岸的考生必须对自己要求更严格， 复习更全面， 而意在省考、 广州市考、 深圳市考

的考生应该对自己更有信心， 只要掌握准确的考情信息， 加上针对性的复习备考， 以

及行之有效的解题技巧， 就能轻松应对省考、 市考言语， 拿到满意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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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差异性分析

时光荏苒， ２０２０ 年正悄然而至， 伴随新年而来的是 ２０２０ 年的公务员考试。 对于广

东地区的考生来说， 首先要面对的是 ２０２０ 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 接下来是广州市考、

广东省考、 深圳市考。 那么这几次考试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呢？ 这就需要对相关考试的

考情考务进行简要分析：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

一、 考查的能力

国考省级以上

（含副省级）

广东省公务员考试

（县乡）
广州市公务员考试 深圳市公务员考试

阅读理解能力 阅读理解能力

综合分析能力 综合分析能力

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 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

文字表达能力 文字表达能力

文字表达能力

阅读理解能力

综合分析能力

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

文字表达能力

　 　 从每年考试大纲对考查能力的要求来看， 无论是哪种申论考查的能力都是恒定的，

要求考生具备五种基本能力， 简单来说就是考察考生是否具备公务员的日常工作能力，

从这一点来看其他类和国考没有本质区别。

二、 各大考试申论特点

国考申论

题型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副省 地市 副省 地市 副省 地市 副省 地市 副省 地市

概括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分析 １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对策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应用文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１ １ ２

大作文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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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考申论一般考查五道题， 五道题目中会涉及概括题、 综合分析题、 对策题、 应

用文写作题和文章写作题。 这几种题型里面， 必考的一般为概括题、 分析题、 应用文

写作和文章写作， 对策类的题目考察相对较少。

首选， 概括题每年考察变化不大， 一般让你概括问题、 原因、 对策等内容， 比如

２０１９ 年让你概括 Ｓ 市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的举措和小张家乡出现的新变化， 但是有的

年份也会出现创新题， 比如， ２０１５ 年考过填空题和拟定标题， 就是在概括的基础上进

行的题型创新。

其次， 分析题考察的也比较多， 但是大部分为词语或句子理解类题目， 如 ２０１９ 年

地市级的第四题 “ ‘给定资料 ４’ 中的座谈会上， 主持人说： ‘如果不能打破这种遮蔽，

就拿不出有份量的作品。’ 请谈谈你对种种 ‘遮蔽’ 的理解。”， 还会考一些发表观点

类和启示类的题目。

再者， 就是应用文每年几乎必考， 有时候甚至一张试卷考两道题， 分值与作文基

本上一样， 所以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应用文考察形式虽然多种多样， 但是最近几年常

考的有两种： 讲话稿和提纲， 比如 ２０１９ 年考的是 “假如你是被派到 Ｙ 县的调研组的一

员， 请根据 “给定资料 ２” 中的调研记录， 就山岔村值得肯定的做法写一份调研报告

提纲。”， 在复习的时候要注意格式和内容的写作方法。

最后， 国考的申论文章写作一般要求写一篇 “文章”， 一般是命题作文或话题作

文， 最近几年话题作文考的多一些， 有一定难度， 题干中对文章体裁没有明确规定，

这与省考的命题有很大区别。

广东省考申论

题型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县 乡 县 乡 县 乡 县 乡 县 乡

概括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分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对策 ０ ３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２

应用文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大作文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广东省考申论一般考查 ３－４ 道题目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考查四道题目）， 虽然考查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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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比国考少， 但是广东的申论考试时间只有两小时比国考少一小时， 所以相对来说难

度并没有太多的降低。 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的广东省考真题来看， 申论的五种常见题型，

广东省考也都会涉及， 常考的一般为概括题、 分析题、 文章写作， 应用文写作考的非

常少， 在这些年中只考过两次， ２００９ 年写一份简报， ２０１８ 年写一篇短评， 但是应用文

写作的命题风格与国考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广东省乡镇考试则比较特殊，

几乎不考大作文， 而且是以对策题为主， 尤其 ２０１９ 年省考更是考了 ３ 道对策题目， 这

就更需要考生复习有针对性。

广州市考申论

题型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Ａ 卷 Ｂ 卷

议论文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最近三年广州市公务员 《申论》 考试一般会明确说明写作体裁为议论文。 在考查

话题方面， 首先与我们国家改革方向有密切联系， 特别是与最近一年内一些比较重要

会议所发布的文件有一定的联系。 其次， 比较关注社会问题， 特别是政府管理过程中

所面对的问题， 如乡村振兴、 放管服改革以及广州发展等等， 这与广州市的发展也有

一定联系， 很多材料涉及到广州市的市情市况。 在写作要求方面， 每年要求大部分一

样， 比如观点明确、 逻辑严密、 论证充分， 不要大段摘抄材料。 我们最需要重视的是

一些特殊要求， 如 ２０１５ 年要求考生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 ２０１６ 年到 ２０１８ 年要求考生

不必提供对策等等， 这些要求需要我们特别重视， 容易在阅卷时形成评分标准。 所以，

我们在写广州市考大作文的时候， 既要做到议论文的一般要求， 又要做到满足题目里

面一些特殊要求， 这样才能取得相对较高的分数。 在字数要求方面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１２００———１５００ 字， 而 ２０１７ 年提高到了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 字， ２０１８ 年又回归 １２００－１５００ 字，

在 １２０ 分钟的时间内写完还是比较紧张的， 因此， 考生需要提高书写速度， 在规定时

间内写一篇理想的申论文章。

深圳市考申论

题型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Ａ Ｂ Ａ Ｂ Ａ Ｂ Ａ Ｂ Ａ Ｂ

概括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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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题型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Ａ Ｂ Ａ Ｂ Ａ Ｂ Ａ Ｂ Ａ Ｂ

分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对策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５

应用文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大作文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深圳市考的申论材料一般有 １５ 个材料之多， 甚至更多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深圳市考的

申论材料达到 ２６ 个）， 材料非常松散， 很难找到 “主题材料” （本质材料）， 甚至有时

没有 “主题材料” （２０１３ 年深圳市考为例） 深圳市考 （Ｂ 卷） 的难度与广东省考申论

要求的难度基本相当。 当然， 难度较高的是深圳市考 （Ａ 卷） 的难度， 相当于国考申

论的难度， 有时甚至超出全国各地申论考试的难度， 因为有时在 “给定材料” 中根本

就找不到答案。 从大作文的难度上看， 深圳市考主要考 “策论文”， 但深圳市考的 “策

论文” 比广东省考的难度大， 因为深圳市考一般要求 “参考给定资料， 但不拘泥于给

定资料”， 写作比较灵活， 不好把握。

国考、 广东省考、 广州市考、 深圳市考真题对比

国考 省考 广州市考 深圳市考

　 　 【２０１６ 年市地】
（一） 请你根据 “给

定资料 １” 的内容，
将与会人员关于 “好
政策” 的有关见解，
汇总整 理 成 一 份 简

报。 （２０ 分）
要求： （１） 内容

全 面， 紧 扣 材 料；
（２） 观点明确， 简明

扼要； （３） 语言流

畅， 条理清晰； （４）
不考虑格式要求， 不

超过 ４００ 字。

　 　 【 ２００９ 年 】 问

题二： 请以事故调查

组成员身份， 就材料

５ 中施工方和业主方

对事故责任认定的争

论， 给 Ｈ 市政府写一

份简报， 篇幅不超过

３５０ 字。 （本题 ２５ 分）
要 求： 概 括 准

确， 条理清楚， 语言

流畅。

　 　 【 ２０１７】 问题：
请根据 全 部 给 定 材

料， 以 “广州： 传承

与发展” 为题目， 写

作一 篇 议 论 文。 要

求： 观点明确， 条理

清晰， 逻辑严密， 论

证充分， 语言流畅；
篇幅在 １５００ 字—１８００
字 （ 计 入 标 点 与 空

格）。

　 　 【 ２０１８Ａ 卷】 （一）
请就材料三中反映的问

题， 谈谈 你 的 认 识 （ ２０
分）

要求： （１） 观点明

确， 认 识 全 面， 条 理 清

晰； （２） 总字数不超过

３００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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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考 省考 广州市考 深圳市考

　 　 【２０１４ 年副省】
（四） 某地方报纸根

据 “给定资料 ４” 和

“给定资料 ５” 的内

容做了一版关于 “跟
风” 的专栏， 请你以

“告别跟风， 走向成

熟” 为题， 为这个专

栏写一篇短评。 （２０
分）

要求：
（１） 观点明确，

简明深刻；
（２） 紧扣材料，

重点突出；
（３） 语言流畅，

有逻辑性；
（ ４ ） 不 超 过

５００ 字。

　 　 【 ２０１８ 年 】 问

题二： 请根据材料 ２、
３、 ４， 以 “人才是第

一资源” 为题目， 写

一篇短评。 （３０ 分）
要求： １ 论点鲜

明， 论据确凿， 论证

严密；
２ 内容与所给材

料 联 系 紧 密， 思 想

性强；
３ 条理清晰， 行

文流畅；
４ 篇 幅 不 超 过

５００ 字。

　 　 【２０１８】 问题：
请以 “回乡” 为

主题， 自拟题目， 写

一篇议论文， 谈谈对

乡村振 兴 战 略 的 认

识。 要求：
１ 依 据 给 定 材

料， 可不拘泥于给定

材料。
２ 观点明确， 论

证充分， 条理清晰，
逻 辑 严 密， 语 言

流畅。
３ 不 必 提 供

对策。
４ 不要大段摘抄

材料。
５ 作答时必须用

黑色墨水的签字笔或

钢笔， 在答题卡的指

定位置作答， 作答在

其 他 位 置 上 一 律

无效。
６ 篇 幅 在 １２００

字－１５００ 字 （计入标

点与空格）。

　 　 （三） 请围绕建设

“美丽城市” 这个主题，
结合给定材料， 自拟标

题， 写一篇对策性

议论文。 （５０ 分） 要

求： （１） 紧扣主题， 考虑

全面， 对策合理， 论述充

分； （２） 结构严谨，
条理 清 晰， 言 语 流

畅； （３） 字数 １０００ 字

左右。

　 　 对比之后我们发现， 广东省考应用文要求会更加具体， 比如 “概括全面” 这是概

括题中常见的要求； 而 ２０１８ 年广东省考申论出现了 “论点鲜明， 论据确凿， 论证严

密”， 这几乎就是让你在写一篇议论文， 而国考的应用文则是一篇正规的应用文。 广州

市考一般就是一篇大议论文， 涉及主题比较宏观。 深圳市考一般就会考察比较现实的

社会问题。

在文章写作方面， 广东省考写作题考查过政论文、 议论文、 策论文， 并且会明确

的说明让你写议论文还是策论文， 而国考仅仅说让你写一篇文章。 广州市考就是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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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文， 深圳市考和广东省考作文类似， 但有时候难度更大。

所以， 考生备考 ２０２０ 年国考时， 在了解广东省考申论的基础上， 对国考真题展开

全面练习， 才有把握应对未来其他地方的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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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２０２０ 年广东省考长期备考规划

常识判断备考规划

常识是公务员考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但在众多考生备考当中却也属于可有可

无的部分。 至于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反差呢？ 一方面， 随着公务员考试的培训越来越成

熟， 公务员考试的考情越来越透明， 行测其他部分的题目均属技巧性较强的， 出题者

绞尽脑汁也很难玩出什么新玩意， 但是常识则属于识记类题目， 没有天花板的限制，

所以常识在出题者的心中份量陡增。 另一方面， 虽然常识没有天花板的限制， 但人的

记忆和时间却是有限的， 所以对于众多考生而言， 既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又要通晓

历史了解政治， 还要兼顾法律经济， 相信谁都会崩溃， 于是乎就抱着佛系的心态： 考

前拜超越， 临场全靠懵！

大家都知道常识的复习更多的是靠积累， 但也是有迹可循的， 我们今天就来看下

如何在三个月内安排常识的复习时间。 我这里把大家的时间分成两种： 系统时间和碎

片时间。 首先来看下系统的时间安排， 系统时间顾名思义就是连续的时间。 而这些时

间就是用来学习系统的知识点的， 比如法律， 哲学， 经济这些模块。 具体的安排如下：

第一， 法律。 法律建议用 １５ 天的时间， 即第 １ 天到第 １５ 天， 法律涵盖不同的法

律， 所以时间是的分配为： 法理学和宪法 ３ 天， 民法 ３ 天， 刑法和行政法 ３ 天， 其他法

律 ２ 天， 这里是用来系统的学习这些法律， 在学完基本的理论后， 后面我们用 ４ 天的

时间做模块题目来巩固。

第二， 哲学。 哲学建议用 １０ 天的时间， 即第 １６ 天到 ２５ 天， 哲学在常识中有点与

众不同， 因为它是重理解， 所以光有记忆不行。 这里时间分配如下： 哲学基本理论主

要包括哲学概述、 唯物论、 辩证法、 认识论、 历史唯物主义， 这五个分支建议每个用

一天的时间来学习， 然后后面的五天， 我们用套题来进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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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经济。 经济建议用 ５ 天的时间， 即 ２６ 天到 ３０ 天， 其中宏观经济用 ２ 天， 微

观经济用 １ 天， 政治经济学用 １ 天， 来学习基本理论， 剩下的一天做题巩固。

第四， 历史科技的内容很多而且不确定性强， 大部分内容都靠大家平时的积累，

这里建议用 ２０ 天的时间来学习， 即第 ３１ 天到第 ５０ 天， 其中前面 １０ 天用来复习历史，

我们可以通过历史大事表的形式将每个朝代所发生的人和事梳理开来， 这样就有利于

我们复习， 而科技我们可以按照物理、 生物、 化学的分类将时间平均分配在其中。

第五， 时事没有太多的系统学习， 由于比较零散， 所以利用 １０ 天时间。 对于时事

进行复习， 即 ５１－６０ 天， 大家其实可以下载个学习强国的软件， 利用碎片时间来了解

一下国内外重大新闻以及领导人讲话。

第六， 最后一个月的时间主要是用于刷题， 常识的题目跟其他题目不同， 不需要

太多的运算， 所以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在手机软件上面刷题， 而且常识的基本时间是一

分钟两道题， 在国考中是 ２０ 题， 省考中是 １５ 题， 所以一套题目几乎 １０ 分钟就可以，

既可以提高时间利用率又能练习做题时间。

自古华山一条道， 常识的提高就是要通过不断的积累来实现题高， 没有什么捷径，

所以在基本理论学习完后最重要的就是刷题！ 可能大部分考生没有太多系统的时间来

复习常识， 所以利用好你的碎片时间来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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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推理备考规划

２０２０ 年广东省考即将拉开序幕， 在有限的三个月的时间里， 到底如何去复习才能

提高效率、 事半功倍呢？ 在这里笔者先给各位考生梳理一下判断推理科目的备考策略，

以帮助大家更好地把握省考判断推理的脉搏， 助各位考生在三个多月后的考试中一马

当先， 走向成 “公”。

在近五年省考里面， 判断推理每年都稳稳的占据了 ４０ 道题目， 其中包括 “图形推

理”、 “类比推理”、 “演绎推理” 和 “科学推理” 四个模块。 而由于判断推理在行测里

面应该属于趣味性较高、 技巧性较强的一个模块， 一个好的备考策略往往可以使备考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接下来笔者就来谈一谈如何根据时间节点来进行有针对性的

复习备考。

一、 １－１５ 天， 图形推理

图形推理是指根据几个图形归纳出一般规律， 一般涉及点、 线、 面以及相互组合，

具有不同于其他行测题目的特点， 因此说图形推理的题目往往可以做到千变万化、 灵

活多样。 而如果要进行分类的话， 可以把图形推理分为： 位置类、 样式类、 数量类、

属性类。 如果想要做好图形推理的题目， 就得先了解清楚图形推理到底包含了哪些基

本的考点。 比如说， 大家看下下面的这道题目：

（２０１９ 年广东省考） 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 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 使之

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广东华图解析】 本题为两段式题目。 观察第一段， 已知图形间存在一定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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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优先考虑样式类规律。 图形外形相同， 不同位置上存在颜色不同， 可以锁定考点

为黑白叠加。 黑＋白＝黑， 白＋白＝白， 白＋黑＝黑。 将此规律运用于第二段， 选择 Ｃ。

大家不妨试想一下， 假如你在做这道题目之前， 并不知道有这种黑白叠加的规律

的话， 相信大部分的考生是很难解出来的。 所以说针对图形推理， 各位考生必须首先

掌握图形推理的基本考点， 只有掌握了基本的考点， 才能在此基础之上做进一步的推

理， 进而找出正确答案。 因此针对图形推理的复习， 建议大家首先应该把图形推理历

年考查的全部考点先进行系统的梳理， 只有这样才能够知道到底图形推理常考查什么

考点。 当然只知道图形推理考查的基础考点还远远不够， 若想快速解答， 提高做题速

度， 还需要做大量的图形推理题， 在经过大量练习之后， 才能够真正做到快、 准、 狠，

拿到一道图形推理题目， 马上 “秒杀”。

二、 １６－３０ 天， 类比推理

很多同学在印象中总认为类比推理就是考查常识， 并且觉得常识考查的范围过大，

所以总觉得类比推理如果做错了就是自己的常识不过关。 但实际上在类比推理中除了

考查常识之外， 有很大一部分类比推理题目都是考查逻辑关系的， 所以如果想要做好

类比推理的题目， 应该先了解并熟悉各种逻辑关系的含义， 比如说： １ 矛盾关系指代

的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如男与女； 生和死。 ２ 反对关系指代的是除了 Ａ 跟 Ｂ 之外还有

其他情况， 如黄色与绿色； 春天与秋天    等等这些逻辑关系。 在掌握并且熟悉了相

关的逻辑关系之后， 当然少不了的就是通过大量练习来进行强化，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在做练习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加科学。 在此建议各位考生注意好以下几点： １ 不要凭自

己的感觉去选择答案； ２ 尽可能的把 ４ 个选项中， 各自分别包含的逻辑关系都想清楚

搞明白， 做到技巧与练习匹配； ３ 完成练习后注意回顾， 看看自己做错了多少题， 究

竟为什么做错了， 哪个逻辑关系没有理解清楚的， 多加巩固。

三、 ３１－４５ 天， 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作为判断推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直以来深受广大考生的重视， 同时也

是普遍反映比较难的一个部分。 之所以这个部分比较难， 是因为相较于其他部分， 逻

辑判断涉及到更多的逻辑学理论。 在省考的逻辑判断模块里面， 历年都会包含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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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 翻译推理、 真假推理、 归纳推理、 原因解释、 加强论证、 削弱论证。 所以说逻

辑判断涉及到非常多不同的题型， 我们首先必须掌握解答各种不同题型的相关逻辑知

识和技巧。 比如说： 翻译推理里面的规则： 如果就， 前推后； 只有才， 后推前； 真假

推理里面的矛盾及反对关系； 归纳推理里面的四大原则、 三大错误等。 只有很好地理

解清楚各种解题方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有效使用， 才能在做题的时候得心应

手。 在掌握了这些逻辑判断的解题技巧、 方法之后， 同样少不了的就是大量的练习，

只有不断的练习， 才能将解题的方法和技巧不断强化， 内化为自己的逻辑， 外化为自

己的解题行为， 最终 “搞定” 逻辑判断。

四、 ４６－６０ 天， 科学推理

科学推理自 ２０１５ 年首次出现在广东省考中， 比重逐年加大， 从 ２０１５ 年 ５ 道增加到

２０１９ 年 １５ 道， 可以感知到省考越来越活， 题量大， 知识点又多， 应该如何备考呢？ 科

推考查内容基本都为中学物理知识， 也有少量化学考点、 生物考点和地理考点， 备考

的关键是抓重点， 重点理解高频考点的性质。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年考题， 每年的科

学推理考察重点是非常突出的。 比如： 牛顿三大定律与基础力学、 浮力、 压力压强、

光学、 功与机械能、 电与磁。

复习的过程中， 一定要理解相关概念， 比如力学中的牛顿第三定律 （作用力与反

作用力）， 要结合平衡力的概念去理解， 只有理解透彻了， 做题才会运用， 因为考试中

会结合生活中的事例来出题。 考生们可以根据关键知识点一一查询， 复习， 先掌握基

础知识。 在掌握了基础知识后， 需要做题， 将知识点不断巩固不断强化， 做到举一反

三。 出错的题， 多总结知识点， 逐一突破。

五、 ６１－７５ 天， 高频知识点复习整理

第五个阶段是知识点巩固阶段， 首先， 考生需要自我梳理， 比如梳理好每个模块

的思维导图， 对于遗忘的或者不熟悉的知识点做进一步复习、 消化。 其次， 结合平时

刷题情况， 梳理出高频考点， 这样在考试中可以加快解题速度。 比如说： 图形推理中，

经常考查对称性， 那么对称性又有哪些考查方式呢？ 如果是考查轴对称， 又会有哪些

考点呢？ 题目里面涉及到了哪些知识点呢？ 这些都是我们在整理的时候需要去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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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将平时出错的题， 拿出来多做几遍， 尤其是涉及到高频考点的题目。

六、 ７６－９０ 天， 套题演练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做套题了， ４０ 道题， 总时间 ３５ 分钟左右。 只有多演练， 才能摸

清自己的做题效率， 这样在考试中要学会有的放矢，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把握策略。 比

如， 类比推理题目简短， 大多数考生做题时很迅速， 但是要结合正确率来把握节奏，

如果说节奏太快， 失分率高， 可以适当调整做题节奏， 增加得分率。

上述就是关于对判断推理的省考备考策略， 希望此篇备考攻略能给各位备战的考

生一点启发，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的时间里有的放矢去进行复习， 祝愿各位考生能够一

举成 “公”！

７６



　 好课程　 好老师　 好服务

数量关系与资料分析备考规划

一般广东省考数量关系有 １５ 道题， 其中 ５ 道数字推理， １０ 道数学运算； 资料分析

４ 片材料 ２０ 道题。 相对其他题型来说， 这量类题型稍稍有些难度。 但从 ２０１９ 年广东省

考来看， 基本上没有难题， 几乎都是偏简单的题目， 也是我们要牢牢把握的。 因此我

们要掌握各种解题方法， 熟练历年高频题型。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常考的题型以及

备考方法。

第一种题型是数字推理， 数字推理属于必考题型， 一般每年考查 ５ 道。 考查类型

主要有： 基础数列、 多级数列、 递推数列、 分数数列、 多重数列等。

第二种题型是数学运算， 一般每年考查 １０ 道， 常见的考点有： 基础计算、 工程问

题、 行程问题、 经济利润问题、 排列组合与概率、 几何问题等。

第三种题型是资料分析， 一般每年考查 ２０ 道题。 常见的材料有文字材料、 表格材

料、 图形材料和综合材料。 资料分析常考的知识点有： 简单计算、 增长量、 增长率、

比重、 平均数等相关的考点， 因此， 我们在备考过程中也要有针对性地来复习， 将常

考的知识点练熟吃透， 相信资料分析获得满分一定不是梦。

当然建议基础薄弱的小伙伴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培训班来夯实基础， 有了基础之

后再将近五年的真题做一遍， 多反思多总结， 相信成功一定与你不期而遇。

我们知道， ２０２０ 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即将来临， 算下来考试就剩下不到 ３ 个月的

时间了。 如何统筹安排， 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呢？ 在此， 小编为即将参加 ２０２０ 年考试

的广大考生制定了一份 “三个月备考计划”， 以供大家参考：

第一阶段： 夯实基础 （３０ 天左右）

这一阶段主要是给自己打基础， 因此， 在复习时应以基础教材为主， 可以配套基

础视频课程， 对基础知识加以把握， 这个阶段注重的是系统、 全面。 不要急于做真题，

而是着重夯实基础。 具体的时间安排可以是： 前 ５ 天复习数量关系中的解题方法； 后 ６

－１２ 天可以复习数量关系的重点题型； １３－２１ 天复习资料分析中的统计术语、 结构阅读

法和速算技巧； ２２－３０ 天复习资料分析中的重点题型。

学习目标是通过对教材的学习， 直观的了解公务员考试考查的知识点， 分清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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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难点， 搭建起自己的知识体系， 以及掌握不同题型的解题思路及方法技巧。 这也是

下一个阶段的前提条件。

第二阶段： 专项突破 （３０ 天左右）

经过第一阶段的夯实基础， 考生应该对各个模块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 对自己的

掌握程度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这一阶段主要是在系统学习的基础上， 对每个模块结

合真题， 进行专项复习， 大量做真题是提高能力的基础保障， 尤其是自己的薄弱项。

具体时间安排可以是： 前 ３ 天复习数量关系中基础比较薄弱的模块； ４－１２ 天通过刷真

题来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１３－２１ 天回顾资料分析中的重点和难点， 形成知识体系； ２２

－３０ 天通过刷真题来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另外建议考生在这阶段复习准备一个错题本， 把错题和不会的题记录下来， 并不

时翻阅， 分析做错的原因， 避免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 除此之外， 考生还要定期参加

模考， 对近几天的学习内容进行测查， 检验学习效果。

第三阶段： 综合提高 （１５ 天左右）

这一阶段主要是对一套套历年真题进行训练， 辅之以高质量的模拟题， 从而查漏

补缺， 使行测、 申论得到综合提升。 具体时间安排可以是： 前 ６ 天复习数量关系； 后 ９

天复习资料分析。

第四阶段： 冲刺阶段 （１５ 天左右）

这一阶段， 考生主要是进行实战演练， 让自己适应考试环境， 锻炼自己的考试能

力。 最好每天上午 ９： ００－１１： ００ 做一套行测题， 下午 ２： ００－４： ３０ 做一套申论题， 然

后对题目进行纠错， 复习自己整理的错题笔记。 实际上这是为了让大家保持一个考试

的状态， 适应考试时间， 以达到轻松应对考试的效果。 当然， 合理的饮食、 适当的休

息也是必要的。 同时， 心态也非常重要， 大家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安然的面对考试。

２０２０ 年省考就要来了， 希望可以对大家的备考有所帮助。 还没有开始准备的考生

也不用担心， 周密计划， 严格执行， 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个月备战考试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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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理解与表达备考规划

转眼间， ２０２０ 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即将来到。 相信有不少同学会选择先考完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底国考， 接着开始密锣紧鼓的备考广东省考， 也就是说我们会有近三个月时间

来备考省考， 然而， 还有部分没有 “考公” 经验、 也无复习经验的小白们， 至今一片

茫然， 无从下手。 如何利用规划三个月的时间， 有针对性、 高效率地复习言语这个模

块呢？

首先， 考生要了解 ２０２０ 年广东省考行测之言语模块的考情考务。 简要地说， 便是

言语这个模块考什么、 怎么考。 言语模块的全称是 “言语理解与表达”， 考试大纲明确

规定 “主要测查报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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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两种能力： 一是准确理解别人的能力， 比如准确把握你

的领导、 你的同事或者你的下属的核心意思； 一是规范表达自己的能力， 比如在不同

的场合下， 如何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使周围的人领会你谈论的要点， 从而达到沟

通、 协调的目的。 “考什么” 是命题人的依据， 如果我们知道考试的目的， 那么复习会

更加明确、 具体。

而 “理解与表达” 是一种抽象的能力， 如何合理地测查众位考生在这方面的能力

呢？ 那就涉及到言语模块的三大题型： 片段阅读、 语句表达和逻辑填空。 片段阅读分

为 ７ 种小题型： 主旨概括题、 意图判断题、 细节理解题、 标题填入题、 态度观点题、

词句理解题和代词指代题； 语句表达分为 ３ 种小题型： 语句排序题、 语句衔接题和下

文推断题。 加上逻辑填空题， 言语模块一共是 １１ 种小题型。 通过这些具体的题型来判

断考生们抽象的理解力、 表达力。 从近三年广东省考言语模块的考情来说， 言语的题

量稳定在 １０－１５ 道， 其中乡镇考 １０ 道， 县级及县级以上考 １５ 道， 标准答题时间是 ５－

１０ 分钟， 这 １１ 种题型基本都有涉及， 但是并不意味着复习时， 平均用力。 实际上， 言

语命题存在一些小规律， 比如说， 主旨概括题、 意图判断题、 细节理解题属于主流题

型， 也叫重点题型， 每年必考。 其中片段阅读的题量大概在 ５－１０ 道， 选词填空题一般

是 ５ 道， 结合这样的命题规律， 我们在复习言语时， 必须有重点地复习， 针对重点题

型进行重点突击， 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全面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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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言语复习小计划。 明确了 “考什么” 和 “怎么考” 之

后， 需要落实到行动层面了。 复习小计划的制定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率、 更有条理地

利用时间。 言语 １１ 种题型， 重点题型是 ４ 种。 不妨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先各个突破，

再集中攻击。

从时间规划上来分配， 这三个月内， 我给大家一个时间表作为参考：

第一： 本固枝荣， 前 ２０ 天务必详细学习言语理解每种题型的解题思路， 尤其是重

点题型 （主旨概括题、 意图判断题、 选词填空题） 的解题思路必须深入理解， 同时保

证每种题型都要做够 １５０ 道题， 把基础夯实了， 省考这千里之行， 也会越走越稳；

第二： 遨游题海， 在知识海洋里畅游， 要么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直达成功彼岸，

要么就淹死在海洋里。 相信你更想做的是前者， 所以在第 ２１－３５ 天内做两个规划， 一

方面是题海刷题， 刷题的范围可以是广东省考历年真题， 也可以是国联考或其他地方

省考的真题， 重点刷主旨概括题、 意图判断题和选词填空题， 通过题海， 你必须要认

知到不同地方对同一类型题出题的题难易程度的不一样， 其中联考较难， 广东省考偏

易， 如果大部分的难题我们能做对或理解到位， 对于广东省考的题自然更得心应手，

同时， 在题海刷题务必调节心态， 因为题海的题难易不一， 做题的正确率也自然不稳

定， 时高时低， 切忌碰到难的题就灰心丧气， 碰到易题就得意洋洋， 要适时调节心态，

可以在刷题后去运动， 散步， 看场电影， 劳逸结合， 一句话概括： “难题要耐心， 易题

要细心”。 另一方面要博学多闻， 拓展阅读， 经常性去阅读权威度高的评论性文章， 例

如半月谈、 人民网、 三联周刊等等， 因为广东言语题的语体风格上偏向政府评论性的

文章， 通过阅读半月谈、 人民网、 三联周刊等来积累常用词语搭配， 并习惯性从中提

炼每段话的主旨和主体， 习惯成自然， 慢慢提高做题速率和准确率；

第三： 温故知新， 在第 ３６－５０ 天内着手对基础和刷题的题目进行总结， 总结一套

系统的方法， 将之前纷繁复杂的方法用自己的语言整理为最常用， 最有效， 最高频的

做题技巧， 例如找关键词来排除、 感情色彩来排除、 主体排除法来排除， 选词填空的

对应语句来选词等等高效实用的方法， 并尝试参考历年真题的样式出一套或几套模拟

题， 建议可以将模拟题发给同学间互相模拟考试， 同时可以在华图砖题库中经常性进

行模考， 不断熟悉考场规律， 做题规则；

第四： 醍醐灌顶， 突破训练， 在第 ５１－７０ 天内建议尝试去做易错题， 华图有易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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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本， 收录了各地各省易错题， 对易错题进行探索性或学术上的研究， 你会发现能突

破做题的越做越错的瓶颈， 特别提醒一点， 做错题既是调节心态， 也是启发思维的过

程， 在研究错题是切勿过分挑剔， 以理解为主， 研究选项与选项之间的区别为本；

第五： 返璞归真， 在第 ７１－９０ 天， 前 １０ 天开始刷广东省考历年考试真题卷， 反复

地做两题， 将考情烂熟于心， 在后 １０ 天对言语理解的片段阅读、 语句表达、 选词填空

三大部分整理出思维导图， 化繁为简， 返璞归真， 调节心态， 直达考场。

在备考的技巧上， 我的建议如下： 如主旨概括题分为两部分复习， 关联词和行文

脉络各半天， 意图题和细节题各半天， 逻辑填空半天。 先解决主要矛盾， 再复习次要

的， 即剩下的 ７ 种题型。 我们考生在系统复习的时候， 要注意三点： 一、 每种题型的

判别方式、 解题思路； 二、 将解题思路用到解题过程中 （这一点， 被很多考生忽略，

学到的理论是理论， 仅仅停留在笔记本上， 做题是依旧靠语感， 学到的方法没用上，

那么前期的付出终将流水）； 三、 学会； 反思和总结。 经常听到有考生在抱怨， 自己刷

了成千上百道言语题， 正确率并没有很大的改变。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不仅需

要量的积累， 还要质的飞跃。 当刷题刷到一定程度时， 当正确率没有提高时， 不妨停

下来反思一下： 自己的复习模式合理吗？ 挑一套错的最多的题目， 认认真真地分析一

下， 每一道错题的原因是什么， 当初是怎么想的， 对照解析， 仔细思考正确答案的由

来。 有的同学能够很快排除两个错误选项， 剩下两个， 看着都正确， 一徘徊就选错，

这可能就是解题思路的欠缺了。 言语题的解题思路是我们复习时必须牢牢掌握的。 语

言是载体， 是千变万化的， 但考点是核心、 是固定的。 掌握好了考点， 熟悉每种类型

的题型的解题思路， 不管载体怎么变， 足以以不变应万变。

最后， 需要考生的坚持与付出。 省考是一块人人渴望的大饼， 竞争的激烈程度不

言而喻， 每年的报考人数与岗位招聘人数之间悬殊极大， 要求我们考生必须有充分的

准备和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现在距离省考笔试近三个月， 需要有效利用此段备考时

间。 希望有志参加 ２０２０ 年广东省考考的众位考生们能够全力以赴， 答好人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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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备考规划

２０２０ 年广东省考即将来临， 相信不少小伙伴们已经全身心的投入到紧锣密鼓的复

习中去了。 但是， 在复习过程中有不少小伙伴缺乏对复习时间的规划， 分不清楚考试

重点难点， 导致学习效率低下， 事倍功半。 为了提高大家的复习效率， 减轻复习压力，

我们就来谈谈如何高效利用好这几个月的复习时间， 学好申论这门课程。

一、 明确重点， 分清主次。

省考的备考不能平均用力而是要明确申论考试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突破。 省考申

论一共考察 ５ 种题型： 归纳概括题、 综合分析题、 提出对策题、 应用文和文章写作。

其中， 归纳概括题、 综合分析题、 应用文和文章写作为常考题型， 而提对策题考察频

率较低。 因此， 大家要多花时间熟悉这几种重点考察题型的解题思路， 多做题多练习。

省考 （县级） 申论考情

　 　 　 　 题型

时间
归纳概括 综合分析 提出对策 应用文 文章写作

２０１９ ２０ ３０ — — ５０

２０１８ ２０ — — ３０ ５０

２０１７ ２０ ３０ — — ５０

２０１６ ２０ ３０ — — ５０

２０１５ １０ ２０ ２０ — ５０

　 　 特别提醒各位小伙伴， 对于文章写作很多小伙伴都有畏难情绪极少进行练习， 甚

至到考前一篇完整的文章都没有写过。 省考申论作文一般为 ５０ 分， 分值占比较高， 所

以建议各位小伙伴考试前一定要多动笔写写作文， 考试前至少要进行 １０ 篇以上的文章

写作练习。

二、 ３ 个月做好规划， 阶段复习。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规划好时间是成功的关键。 一般来说， 比较充分的复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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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要进行三个阶段， 分别是理论学习阶段、 强化练习阶段和冲刺演练阶段， 每个阶段

复习的目标和任务都有所不同。

第一、 理论学习阶段 （１－３０ 天）

理论学习阶段重点任务是要对各个模块解题思路进行学习， 熟悉解题技巧， 时间

比较充足的同学可以选择比较大型的培训机构报班学习， 打牢基础。 如果工作比较繁

忙， 备考时间不是很充足的同学可以考虑购买一些网课进行学习。 由于， 这个阶段是

整个申论复习打基础的阶段， 所以务必要吃透解题思路， 不要贪多求快， 建议前 ３０ 天

左右的时间对各模块逐一击破。 第 １－５ 天的时间对概括题进行理论和练习， ６－１２ 天对

分析题进行学习， １３－１５ 对对策题进行学习， １６－２０ 学习应用文， 一定要写出来文章，

２１－３０ 进行大作文的系统学习和练习。

第二、 强化练习阶段 （３１－６０ 天）

强化练习阶段该阶段的目标是要通过大量真题的演练来提高熟练度， 加快解题速

度。 练习的题目尽量选用近 ５ 至 １０ 省考真题， 如果复习还有余力可以考虑再练习近 ５

至 １０ 年的联考和各地省考真题， 该阶段建议用 ３０ 天左右时间。 ３０ 天做 １０ 套： 每三天

一套。 当然三天的第一天是做套题， 后两天是对答案并理解套题回顾知识点， 依次往

复。 ３０ 天做 ５ 套： 每 ６ 天一套， 第一天做套题， 后面 ５ 天理解解析回顾知识点。 建议

所有套题必须一次 ２ 个小时做完。

第三、 考前冲刺阶段 （６１－９０ 天）

考前冲刺阶段， 该阶段是整个复习中的最后一阶段， 由于前期已经经过了两轮比

较充分的复习了， 所以该阶段以调整做题状态， 精准掌握考试时间为主。 该阶段复习

采用套题的方式进行训练， 尽量在规定 ２ 小时内完整完成熟悉考试的感觉。 建议该阶

段花费 ３０ 天左右。 首先是 １－１０ 天熟悉热点事件并配套练习各个模块的题目， 其次是

１１－２０ 天开始做冲刺套题， 每三天一套， 做 ３ 套。 最后 ２１－３０ 天是回顾知识点， 整理做

过的题目。

三、 注重积累， 关注时事。

申论的复习功夫还要下在平时。 申论考试每年都是围绕一个核心的主题进行命制

的， 而这个核心话题往往是当下的时政热点。 如果能在考前就对所考话题有一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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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掌握， 那考出高分也一定不是难事。 可是， 时事热点往往比较繁杂零散， 所要掌

握的内容较多。 挪出大量时间来学习可能效果并不明显， 建议大家平常养成看新闻和

时评的习惯并且要多做笔记多做分析， 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重点是广东的时事热点。

四、 调整心态， 积极备考。

积极暗示能强化自己的信心， 消除烦恼。 消极暗示会降低人的信心， 徒增忧心。

小伙伴在备考过程中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积极暗示， 自我打气。 “我行， 我一定

行”。 “我潜力大”。 “我进步大”。 “我喜欢挑战”。 如遇到自己实在解不出的题难题也

不要忧心忡忡。 保持一颗平常心， 坦然面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么无论你将来遇

到什么样的顺境或逆境， 都能够泰然处之， 并且最终一定能够收获人生最美好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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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备考规划

广东省考公安科目笔试全部为客观性试题， 主要考察职业素养、 基础知识、 基本

能力三个方面内容， 执法勤务职位公安科目占笔试成绩的 ２０％， 从进入面试情况来看，

公安笔试成绩理想的话有利于减轻面试压力。 内容方面， 近年来省考公安逐渐与国考、

联考考试内容、 难度、 形式接轨， 案例题、 理解性习题数量增加， 与时事结合紧密，

在行政执法方面稍微倾斜。 备考方面， 以基础知识为例， 范围广， 备考难度大， 因此

在学习中， 既要抓重点， 保基本分， 也要适当拓展， 强化理解。

一、 职业素养可以通过案例理解透， 要了解法律变化新动态

职业素养主要考察政治立场与忠诚度、 政治敏锐性与鉴别力等政治素质， 人民警

察核心价值观、 职业道德、 职业纪律等。 这一部分较为简单， 比如核心价值观作为考

察重点只需要我们能够通过案例判断具体内涵差异即可， 国家法治大事件不断走进公

安试卷， 比如依法治国、 习近平公安工作会议的讲话， 法律文件修改、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也是常考项， 这需要我们强化政治素养理论。

二、 基础知识抓重点

基础知识主要考察人民警察法、 行政执法、 刑事执法等法律知识， 公安机关的性

质、 任务、 职能、 职权与组织管理等公安基础知识。 总体上而言， 行政执法、 刑事执

法是重点， 尤其是治安管理处罚法、 行政处罚法等基本知识需要我们认真准备， 刑事

诉讼法 ２０１８ 年做了新的修订， 增加了速裁程序、 从宽处罚制度等， 要有基本的了解，

此外， 刑事诉讼的相关程序需要有基本的认知。 民法、 公安基础知识相对而言考察权

重较低， 大家可以有的放矢。

三、 基本能力是重点和软肋， 建议通过习题强化训练

基本能力是大家普遍薄弱的环节， 一是它主要是考案例， 二是考的比较活， 因此

得分率较低， 这一方面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上， 通过习题强化。 在内容上， 五大基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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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考察频率高， 偏爱 １１０ 接处警、 群众工作能力、 行政管理能力、 信息工作能力。

当然， 公安的备考需要一定的积累， 短期的突破是不容易的， 大家在学习过程中，

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刷下历年真题或模拟题， 这方面国考、 联考的均可以用， 效果是一

样的， 在了解真题的基础上再强化法律法规， 效果会好些， 相信通过基础知识、 习题

强化和梳理总结后， 会有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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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推理备考规划

广东省考行测题量为 １００ 题， 其中有言语理解与表达 １５ 道 （县级） ／ １０ 道 （乡

镇）， 数量关系 １５ 道 （县级 ／乡镇）、 判断推理 ４０ 道 （县级） ／ ３５ 道 （乡镇）， 常识应

用 １５ 道 （县级） ／ ２０ 道 （乡镇）， 资料分析 １５ 道 （县级） ／ ２０ 道 （乡镇）。 其中判断

推理的题量占比是最高的， 而判断推理又分为 ４ 大模块， 分别是图形推理、 类比推理、

演绎推理和科学推理。 每个模块各占 １０ 题。 今天我们主要来和大家探讨关于科学推理

的考试情况。

在全国各地的公务员考试中， 上海最先考察科学推理部分的知识， 直到现在， 从

１５ 年起广东也开始考察这部分的内容， 且 ２０１７ 年起科学推理的题量一直稳定为 １０ 道。

那要如何做好关于科学推理的备考策略呢？ 首先就是要知己知彼， 了解广东省考科学

推理的具体考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下面我们就来观察广东省考科学推理从 ２０１５ 年到

２０１９ 年的演变历程。

请看下列表格：

２０１９

县级

２０１９

乡镇

２０１８

选调生

２０１８

县级

２０１７ 县级、

乡镇

２０１６

乡镇

２０１６

县级

２０１５

乡镇

２０１５

县级

气体压强
机械能守

恒 （２ 题）
浮力 基础力学 电路电表

浮力

（４ 题）

浮力

（３ 题）
光的反射

光的

反射

电学 速率 基础力学
光合呼

吸作用
光学作用 机械能 机械能 浮力 浮力

杠杆 杠杆
净水器

原理
化学降雨 声学 杠杆 杠杆 基础力学

基础

力学

基础力学
气体压强

（４ 题）
电路 基础力学 光的折射

电路

（２ 题）
电路 电路

化学物

性质

基础力学

（２ 题）
声音

伏安特

性曲线
生物血型 生物酶 溶解度 溶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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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０１９

县级

２０１９

乡镇

２０１８

选调生

２０１８

县级

２０１７ 县级、

乡镇

２０１６

乡镇

２０１６

县级

２０１５

乡镇

２０１５

县级

化学气体
化学物

性质

化学物

质用途
生态系统 电路 基础力学

能量守恒 电学 光的折射 杠杆平衡 热力环流

压力 生物细胞 基础力学
平面镜

成像

基础力学

＋滑轮

速率 摩擦力 化学反应 惯性 速度位移

摩擦力 化学气体 基础力学 化学气体 自由落体

　 　 从表格我们可以观察到， ２０１６ 年的乡镇考试是分界线， ２０１６ 年的县级及 ２０１５ 年科

学推理只考 ５ 道题， 而 ２０１６ 年乡镇以后， 每年都稳定于考 １０ 题了， 由此可见科学推理

的重要性在提升。 如果同学们有把这几年的科学推理题都大概浏览一遍之后， 就不难

发现科学推理的难度只控制在中学理科的水平， 并且以初中物理为主， 初中生物化学

为辅的组合来共同考查。

通过统计分析， １５ 年－１９ 年考查次数比较多的题目主要集中在基础力学、 电路、

杠杆平衡等主流题目。 除了主流题目以外， 每年还会新增一些前几年都没考过的内容，

例如， １５ 年考光的反射， １７ 年考光的折射， １８ 年考光的平面镜成像， １９ 年考动量和

动能。 最后， 通过观察近两年的考题， 不难发现， 虽然新增了化学题和生物题， 但是

物理题仍占非常大的比重， 而且从 １９ 年新增的这道物理题来看， 科学推理开始考察高

中初级水平的知识点。 所以综合以上分析， 广东省考科学推理的大体考查方向为： 主

流的物理考点＋过往没考过的物理考点＋新增的化学和生物考点 （外加一句高中初级水

平物理知识， 但仍应以初中物理作为复习重点方向）。

因此， 备考策略如下：

１、 首先先对照省考考试大纲了解科学推理复习方向。

２、 在熟悉考试大纲的基础之下， 通过网上下载一份涵盖全部初中物理知识点的资

料， 并对知识点进行全面复习， 做到全覆盖全包围；

３、 考生需把初中物理的重点内容， 力学 （尤其是基础力学、 浮力、 杠杆等内容）

和电学 （尤其是电路） 深度精心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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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搜集 ２０１５ 年到 ２０１９ 年所有科学推理的题目， 并将其全部做一次， 对照初中物

理知识点资料进行比对， 并在资料上标记尚未考过的知识点， 并做重点复习。

５、 在将初中物理所有知识点复习过后， 着手复习一遍高中初级水平的物理， 以备

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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