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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执法卷）·常识判断考情分析

常识判断作为行测考试五大专项之一，题量占比 15%，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常识判

断主要测查报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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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地

理、环境、自然、科技等方面。

一 .知识点分布

根据对历年国考真题的剖析，行政执法类试卷常识判断题量为 20 题，其测查的知识

范围集中在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科技、法律等几大知识模块。2022 年首次增加行

政执法类试卷，法律题和政治题占据常识“半壁江山”, 其中有十多道题与地市级和副省

级相同。

2022 年国考常识判断知识点分布（地市级）

考查知识点 2022年

政治 6

经济 1

历史 1

人文 0

地理 1

科技 4

法律 7

二 .命题规律与趋势

（一）政治常识

政治常识主要围绕国家重大时政考查。如 2022 年国考中考查了新发展阶段、需求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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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七一勋章”获得者及其事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等内容。广大考生在复习时要多加强对国家重大时政的积累。

（二）法律常识

2022 年新增的行政执法卷中法律试题比重较大，首次考查题量便达到 7 道。其中新

颁布与修订的法律法规与法律热点事件为常考内容，如 2022 年考查了安全生产法、数据

安全法和乡村振兴促进法等内容。

（三）经济常识

经济常识在国考常识中的占比均很小，考查频率都不高，主要结合经济生活的现象，

考察宏观经济与调控政策方面的内容。2022 年仅行政执法卷考查了 1 道，省级卷和市地

级卷均未考查。

（四）科技与生活常识

执法类试卷中，对科技常识的考查主要围绕物理、化学、生物和科技理论成就展开。

科技常识整体来看各部分考点分布比较均匀。一方面侧重考查生活中的科技常识，另一方

面常结合重大科技成就进行考查。

（五）历史与人文常识

地市级执法类试卷中，人文常识无必考考点，且占比较小，2022 年仅考查了 1 个历

史常识题。从地市级和副省级试卷考查的人文历史常识来看，学科融合性强，例如偏爱将

古诗词与其他学科内容（如物理、化学等）结合进行考查。

（六）国情与地理常识

关于地理的考查在国考执法类常识中的整体占比较小，高频考点为中国的自然常识和

国情社情，环境常识部分很少涉及。此外学科融合性强，例如偏爱将地理常识与古诗词结

合进行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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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执法卷）·言语理解考情分析

一 .言语基本考情分析

行政执法类试卷是 2022 年国考中新加入的考试类别，在其行测科目中，言语理解与

表达通常考查 40 道题目，在总体量中占比较高，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其中，逻辑填空考

查 20 道，片段阅读和语句表达各 10 道。每类题型都很重要，考生们需要关注并掌握每类

题型，做到全面兼顾、融会贯通，不可顾此失彼！还有一点注意的是，行政执法类岗位是

履行监管、处罚、稽查等现场执法职责的职位，因此此类试卷的出题题干风格多偏向提及

严格执法、提高法律素养等，如 2022 年行政执法类试卷中的 21 题、41 题、44 题、47 题、

49 题、54 题等。

二 .重点题型分析及备考建议

（一）逻辑填空

在执法类试卷中，逻辑填空的考查题量占据言语的半壁江山。其中，实词辨析考查 2

道，成语辨析考查 8 道，实词加成语的综合辨析考查 10 道，后两者考查力度尤为突出，

考生们应对此予以重视。那么疑惑就来了，到底该如何学习逻辑填空？

首先，掌握逻辑填空，需要了解其高频考点及难点。语境分析是逻辑填空必不可少的

考查内容，其中重点词句对应、解释对应及关联关系都考查较多。重点词句对应，需要把

握重点词句，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主题词及总句，因此找到它们足以帮助你理解题干中横

线处需要填入的内容；解释对应，则需要理解前后分句语意，因为它们都在对横线处进行

解释说明；而关联关系，则较为容易掌握，只需要牢记转折、递进、并列三种关联词语的

标志词及各类关系的相应特征便可解题。除此之外，逻辑填空还会将词语辨析混入语境分

析中结合考查，对比词语的时候不仅需要考虑它的语义，还需要考虑它的词义侧重、搭

配、感情色彩及程度轻重。

其次，词语积累不可或缺。试想一下，学会了方法、技巧，但不了解词语的意思及用

法，即便你能够通过题干中的关键信息得出词义，那也于事无补，无法选出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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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片段阅读

片段阅读是言语理解与表达的基础性题型，是体现理解文意重要性所在的关键题型。

其中，找重点的题目（主旨概括题占 3 道、意图推断占 2 道、标题提炼题占 2 道）占比相

对较高，因此如何找重点是各位考生必须要学会的解题技巧。

找重点的三大方法：关联分析法、行文脉络分析法、主体分析法。针对前两种方法，

考生们需要对各类关联关系典型标志词和非典型标志词、各类分句特征词做到烂熟于心。

其中，必要条件关系是高频考点，考到它都会涉及选对策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需要做

到以下几点：首先，还是老生常谈，要牢记标志词，关注题干中“必须”“需要”等字眼；

其次，关注问题，问题和对策往往伴随出现，看到问题就要去后文寻找对策；最后，文段

中若有对策，则正确选项选择契合重点的对策，若仅有问题而无对策，则在选项中寻找针

对性的对策，选项中若无对策或对策不具有针对性则选择问题项表述。当然，万事无绝

对，有些时候我们不能仅凭关联词找到文段重点，因为关联词引导的句子还会出现在文段

中间，我们需要去验证后文是否为分句，是否在为总句服务，还是在引导新话题，这就涉

及到了“分总”“分总分”的行文脉络，这两类行文脉络也是常考的文段形式。当你能够

找到总句且读懂总句时，你还需要对比选项，对比选项是否契合重点，是否包含主体，是

否表述明确且全面，从而达到优中选优的目的，而主体分析法就是帮助读懂总句、对比选

项的方法。

（三）语句表达

语句表达是言语理解与表达技巧性最强的题型，且占比逐渐提高，因此这种手到擒来

的分数，岂有不拿的道理？语句表达的三种题型（语句排序题占3道，语句填充题占3道，

后文推断题占 4 道）各有各的技巧，语句排序需要从选项入手，判定首句特征，对选项进

行筛选，剩余选项通过观察发现其中的顺序、捆绑特征，从而实现正确排序；语句填充，

可以通过判定待填句的位置及作用，确定其与前后文的关系，并通过前后文内容及主题词

进一步把握语意；后文推断，关注两点：把握文段重点话题，把握尾句话题。

综上所述，这三类题型考查的方向及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只要备考时能

够掌握各类题型的解题技巧并勤加练习，就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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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执法卷）·数量关系考情分析

2022 国家公务员招录考试，更加突出公务员招录注重人岗匹配，重视有针对性的人

才选拔，新增行政执法类试卷。《行测》科目数量关系模块中，行政执法类试卷题量为 10

道，与地市级试卷相比，数量关系模块有 4 道题目不同。

从题型考察方向上看，依旧是常见的和差倍比、工程、行程、利润、等差数列、几

何、概率等问题，数量关系模块中常考题型均有所考察，行政执法类试卷新增“匀加速”

考点，题型类别分布均匀，比地市级试卷考察范围更广，知识点更多。

从题目的话题选择上看，体现出很大的创新性，在保持常考的“方位坐标”、“物体

运动”话题之外，更多围绕“碳排放”、“农产品销售”、“基层服务”、“疫苗接种”等

热门话题出题。热门话题一方面能紧跟时事，带给考生新鲜感，存在理解的难度，体现出

国考的命题人水平；另一方面热门话题能体现原创性，避免出现原题的情况，能看出国考

的突破。

从题目的设计上看，大部分题目的长度都在 4 行左右，有 5 个题选项是具体数值，其

余 5 个题选项设置为区间，而地市试卷只有 2 个题的选项是区间设置，相对而言，具体数

值更好选答案，并且存在秒杀的可能性，执法类试卷相比地市级设计得更难一些。

从题目的难度上看，有大概一半题目相对简单，解题步骤和计算量相比以往地市级试

卷有所减少和降低，大部分题目可以在三步以内解决并且没有太多复杂计算，用到的公式

较少，很多题目等量关系很明显，整体来讲，难度较往年稍有下降。

综上所述，本次行政执法类数量关系难度并不大，大家对待数量模块的态度不应该是

全部放弃，而是在平时的备考中侧重基础知识的学习，熟练掌握常见的解题方法和技巧，

留出时间做几个，再结合上课时讲过的猜题技巧，对 5-8 个还是不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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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执法卷）·判断推理考情分析

国考执法类试卷，是在 2022 年国考中首次出现的一类单独试卷，在历年考试中没有

单独设置该类别，因此是一次新的改革。但该试卷整体考情依然在国考的大纲范围之中。

在题量方面，判断推理题型一直稳定在 40 个题，图形推理、定义判断、类比推理和逻辑

判断各考察 10 道；在难度方面，整体呈现中等偏上难度，重难点较为突出。具体而言，

判断推理考情如下。

图形推理：题量 10 道，通常涉及 6-7 道平面题目、3-4 道空间题目。其中平面的题

目高频考点较为突出，例如对称性、笔画数、位置类、面数量等，每年均会有较高概率考

察；空间的题目则会较高概率考察高频考点六面体折叠、立体拼接等问题，难度适中，偶

有部分规律创新。考生在备考过程当中，可重点学习以上高频考点，熟练掌握解题技巧和

对图形的观察角度。

定义判断：题量 10 道，通常涉及 5-6 道单定义、4-5 道多定义。整体难度适中，提

问方式涵盖“属于”和“不属于”，考生读题需仔细！建议考生在读题时需有意识地勾画

关键词，且在选项纠结时可重新回顾题干关键词，将选项与题干进行二次重点比对，择优

选择一个更好的选项。

类比推理：题量 10 道，考点主要涉及集合类关系和对应类关系，难度中规中矩，国

考执法类试卷较少直接考察纯常识类题目，这对于考生而言有利于提升正确率。考生在备

考过程中，需一方面学习国考的高频命题考点，另一方面多积累真题中出现的成语和常

识。

逻辑判断：题量 10 道，涉及 5 道智力推理材料题（题干有时会结合翻译推理考点），

以及 3 道左右加强削弱的论证题，剩余 2 题左右会涉及一些其他考点。整体难度中等偏

上，体现在题干的文字量较大、推理切入点巧妙、以及选项间的对比较多，考生容易凭借

直觉和语感进行选择。对于逻辑判断，考生应加强对思维方面的训练，同时也应提高对文

段核心观点的提取能力。在考场上，考生要合理分配做题时间，切勿在难题上过度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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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执法卷）·资料分析考情分析

一 .考试大纲解读

资料分析主要测查报考者对文字、数字、图表等统计性资料的综合理解与分析加工能

力。

这部分内容通过材料加问题的形式进行考查，其材料通常由统计性的图表、数字及文

字构成。这些材料通常来源于国家各级统计部门的统计公报，或者对原始公报进行加工整

合而来，所以大家在备考资料分析时，不妨去统计局官网浏览一下近些年的统计公报，熟

悉材料类型以便于做题时快速查找数据。

在考查的这些材料中，均包含大量数据，这也使得部分学员在备考时陷入“埋头苦

算”的误区。其实考纲中已经明确提到“对资料的综合理解与分析加工能力”，这就要求

考生注重训练自己的分析思维能力，要基于计算而超脱于计算，通过所列计算式中的数据

特征，结合选项分析出答案，甚至有时可以结合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常识推断出答案。此

外，历年的考试真题是大家备考时最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些真题可以

反复多做几遍，多思考总结同类题目的命题规律，可能有意外的惊喜哦！

二 .重点题型分析

国考对于资料分析板块的考查主要涉及七大题型，分别为简单问题、增长问题、比重

问题、平均数问题、倍数问题、大小比较问题、综合分析。虽然执法岗是 2022 年新出现

的一个分类，但考查的知识点还是这些。现将各类题型考查题量统计如下：

2022 年国考（执法岗）资料分析题型统计

考点 简单问题 增长问题 比重问题 平均数问题 倍数问题 大小比较问题 综合分析 合计

题量 3 4 6 2 2 1 2 20

通过上述表格可发现，国考（执法岗）中资料分析板块的题量为20个题（四篇材料，

每篇材料 5 个题），与地市级和副省级的的题量及材料数量一致。

对于简单问题，此类题可以称之为“送分题”，只需要通过简单的数据查找或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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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得出答案，备考时不需要花太多精力，但需要注意一些小陷阱，比如单位等。

增长问题和比重问题是考试的重点考查对象，需要重点备考。而且这两个考点属于资

料分析板块中的基础性考点，其他考点需要借助这两个考点进行延伸或者迁移。这两个题

型还有各自的细分考点，学习时要注意各细分考点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注重通过关键词识

别具体考点；涉及到的公式要注重理解其含义，不能死记硬背；要有针对性的使用速算技

巧，部分知识点要学会站在命题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使用“秒杀技巧”轻松化解难题。

平均数问题和倍数问题与前面的增长问题、比重问题有很大的关联性，在牢固掌握增

长和比重问题这两大基础题型的情况下，后续两个考点学习起来会比较轻松。当然也需要

注意不同考点间的区别，此时通过关键词识别考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大小比较涉及题目不多，备考时主要掌握分数比较、增长量比较、增长率比较三类题

型即可。对于分数比较和增长率比较，需要熟练运用首位法、倍数判定法等技巧；掌握

“大大则大、一大一小看倍数”两个验证原则，增长量比较这类看似复杂的题目也可迎刃

而解。

综合分析属于一类让很多考生感到头疼的问题，其出题模式最常见的是四个选项给到

四句话，让考生结合资料判断哪个选项正确或者错误。这类题目相对耗时且易错，但其实

掌握到验证原则其难度并不高，一定要本着先易后难的验证顺序，利用排除法解题。

三 .国考执法岗资料分析的特点

执法岗是 2022 年国考中出现的新的分类，很多考生特别关注执法岗跟地市级和副省

级的考情区别，但事实上，通过对 2022 年国考真题的研究发现，三套卷子对于资料分析

板块的考查都有着非常大的相似性。一方面，三套卷子的资料分析题目有很多是重复的，

一模一样的；另一方面，即使是非重复的题目，其考查的知识点、材料类型、做题思路都

是相似的。所以各位考生在备考资料分析时，不用纠结于到底该备考哪一类，掌握前面统

计的七大类题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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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执法卷）·申论考情分析

在 2022 年的全国公务员考试中，除了以往的副省级和地市级的分类，首次出现了行

政执法类试卷，报考行政执法类职位的考生将作答这一试卷。去年在国考招录岗位中，行

政执法类的占比较高，今年可能也会继续延续这一情况，所以需要各位考生把握行政执法

类试卷的命题特征。

一 .基本考情

国考申论考试总时长 180 分钟，行政执法类试卷题量一共为五道题，去年考察的试

卷并没有考察作文，全部是以客观题的形式进行考察，只是最后一题考察了一道字数为

800—1000 字的大公文。但是在行政执法类的考试大纲中明确提出了文字表达能力，所以

在行政执法类试卷中出现作文题的可能性依旧是存在的。

2022 年行政执法类申论具体题量、题型如下：

年份 试卷主题 第一题 第二题 第三题 第四题 第五题

2022 年 行政执法
归纳概括

（做法、成效）

综合分析

（解释型）

应用文写作

（方案类）

应用文写作

（总结类）

应用文写作

（宣传类）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去年行政执法类试卷的重点考察题型为归纳概括、综合分析和应

用文写作，特别是应用文写作考察了三道题，占比非常重，需要同学们重点进行把握。

二 .题型分析

（一）归纳概括

去年的行政执法卷第一题就考察的归纳概括题，依旧反映出申论考试的本质就是对材

料的阅读和对要点的提取与归纳。在去年考察了做法和成效这两个要素，说明行政执法类

试卷在命制方面也依旧充分结合了岗位的工作性质，需要考生具备依法办事的能力。同时

结合国考副省级和地市级申论试卷在归纳概括这一题型的考察情况，备考考生依旧还是要

做好常规要素和灵活要素的全面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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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出对策

在去年的行政执法类的真题当中并没有考察提出对策题，但是去年只是改革第一年，

结合国考地市级试卷，基层类工作岗位越来越看重对于考生解决问题能力的考察，那么在

近年的行政执法卷中出现提出对策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在行政执法类的申论大

纲中所提到的依法办事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都提到了解决问题或运用措施办法的相关表

述，所以在今年的备考中，各位考生依旧要对提出对策题予以准备。

（三）综合分析

在去年行政执法类考察了一道解释型综合分析，这与国考副省级和地市级的基本考情

一致，所以考生们也依旧应该将解释分析作为综合分析的备考重点，合理兼顾评价分析。

（四）应用文写作

应用文写作是行政执法类试卷的重点考察题型，在去年考察了方案类、总结类、宣传

类，涉及的文种类型较为全面。值得考生注意的是，在行政执法卷中考察了副省级和地市

级较少考察的方案类应用文，这也从侧面再次印证了行政执法岗较为看中考生解决问题的

能力。而从应用文的命题方式和材料逻辑来看，同样也是题干目的清晰，材料逻辑清楚，

所以还是需要各位考生在考场上充分审题，仔细梳理材料逻辑。

（五）文章写作

去年的行政执法卷并没有考察大作文的书写，但是结合考试大纲以及部分省份省考的

行政执法卷可以看到，文章书写是有可能会出现在今年的国考中的。再结合国考副省级和

地市级的作文命题特征及行政执法卷的话题特征，可能会要求考生围绕给定句子写一篇以

执法工作、法治建设或者优化服务工作为主题的作文。

三 .材料分析

（一）材料主题

去年行政执法类的试卷各个题目涉及的材料基本都和优化服务、执法工作或者法治建

设有关，比如涉及到了惠企政策、服务柜台改革、优化税收服务、海关执法工作和营造良

好执法环境等。所以考生在备考时可以多多关注这一类话题的案例，也可以结合其他省份

的执法类真题进行一些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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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类型

从去年的行政执法卷的材料可以看到案例型材料占据了主流，几道题目的考察基本都

是以案例为载体进行呈现，所以考生们一定要重点把握案例的发展逻辑，围绕题干关键词

阅读材料，把握案例背后反应的本质信息。

（三）材料语言

行政执法类的试卷因为案例型材料较多，所以材料中除了一些规范性语言表达外，也

存在一些口语化、啰嗦化的语言表述。所以考生们可以结合行政执法卷的话题特征，在平

时多积累一些和服务工作、执法工作、法治建设有关的规范性表达。

（四）材料逻辑

行政执法类试卷虽然话题有着明显的倾向性，体现了岗位性质，但是材料逻辑依旧延

续了副省和地市的特征，较为清晰，严谨，多为“总 - 分”、“总 - 分 - 总”、“分 - 总”

等形式。因此各位考生要想在将行政执法类试卷的材料读得懂、理得清、抓得准，依旧需

要重点提升梳理材料逻辑的能力。



关键词 资料

扫码添加关注

国考 国考公告及职位表

进面分 国考历年进面分

时政 2022 年每月时政热点精选

关注「重庆金标尺公考」微信公众号

回复关键词，免费领取资料

备考推荐一：官方平台，最新资讯！



备考推荐二：2023 国黑考金卡 2.0 升级版

课程升级丨增 13 天刷题，共 35 天！

礼包升级丨增国考教材，共 15 册！

模考升级丨模考转线下，真还原！

顶级配置，火爆发售，已超 2000+ 人购买

扫码立即抢购 !!



备考推荐三：2023 国考笔试专训

2023 国家公务员笔试课程详情
国考· 通关协议系列

名称 科目 课程安排

公考决胜班

笔试：行测 + 申论

面试：结构化 / 无领导

一年有效

第一阶段：线上基础培优

第二阶段：决胜精讲 夯实基础【16 天 16 晚】*1 次

第三阶段：题海演练 巩固提升【13 天 13 晚】*1 次

第四阶段：考前冲刺 模考实战【7 天 7 晚】*N 次

第五阶段∶ 面试专项 助力上岸【8 天 8 晚】*N 次

* 协议有效期内，考生凭准考信息可提供冲刺及面试课程

国考·基础培优系列 

基础集训班
申论 5 天 5 晚

行测（含常识） 11 天 11 晚

国考·题海演练系列

题海演练班
行测（含常识） 9 天 9 晚

申论 4 天 4 晚

国考·考前冲刺系列

考前冲刺班 行测 + 申论 + 常识
考前一周

言语 1 天 + 数量 1 天 + 判推 1 天 + 资料 1 天 + 申论 2 天

模考批改班 行测模考 + 行测讲解 + 申论模考 + 申论批改

国考笔试课程特色介绍

★课程系统：基础精讲 + 强化刷题 + 模考冲刺三阶学习模式，全面系统层层进阶

★优质师资：严选师资，课风严谨，考点方法全覆盖，强化学生答题速度和准确率

★专项研发：平均教龄 7+ 年菁英师资针对国考研发，考点重难点精讲，注重能力提升

★贴心服务：100+ 金牌教务团队，专属班群全程督学，一对一伴学直至考前 扫码咨询课程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