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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傻分不清楚的常识判断：

【例 1】下列关于航天器的说法正确的
是：

A.“风云”系列气象卫星通过光纤实现
与地面的数据传输

B.“玉兔”号月球车在月球上行走的动
力驱动是电动机

C.“长征一号”属于二级运载火箭
D.“北斗二号”属于通信广播卫星
【答案】B
【解析】本题主要是考查科技常识中的

近现代重大科技成就。首先 A 项卫星通信
是将地面发射站的数据以高频电磁波形式
通过卫星的中转传输到一定覆盖范围的地
面接收器上，不是通过光纤实现与地面的
数据传输，错误。C项“长征一号”属于是为
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而研制的三级运载火箭，题干中是二级运
载火箭，错误。D项“北斗二号”是卫星导航
系统，同时具备通信功能，但不是通信广播
卫星，错误。本题正确答案为B。

可能看到题干后很多考生心里会想，
这题容易，常识判断特别易考近现代重大
科技成就，备考的时候我都看过，但是看到
选项后，发现选哪个啊，选项考得非常细，
特别纠结，如果不仔细就很容易出错。所
以大家看题得长点心啊，不要被带入这些
题的陷阱当中。

最“前沿”的题目：

【例2】继指纹识别、虹膜识别等身份认
证技术出现之后，科学家们正在研究耳道
识别技术。这种识别技术以微型入耳式耳
塞为载体，耳机发出的声波进入外耳道的
鼓膜，到中耳、内耳，再反射回鼓膜，形成的
声学共振频谱在人与人之间具有个体差
异，可以通过样本匹配并判断使用者的身
份。这种识别技术是基于耳道孔构造的唯
一性，识别时间仅需1秒，准确率达到99%。

关于耳道识别技术，这段文字没有涉
及：A.适用范围 B.声学原理

C.生理基础 D.工作方式
【答案】A
【解析】“耳机发出的声波进入外耳道

的鼓膜，到中耳、内耳，再反射回鼓膜，形成
的声学共振频谱在人与人之间具有个体差
异，可以通过样本匹配并判断使用者的身
份”介绍的是“声学原理”和“工作方式”;“这
种识别技术是基于耳道孔构造的唯一性”
介绍的是“生理基础”。“适用范围”在文段
中没有提及，故本题答案选A。

你还停留在指纹识别、虹膜识别的时
代吗？耳道识别告诉你，你LOW了，为了追
逐日新月异的科技，你使出洪荒之力了吗？

百万考生竞逐2.7万余名额

国考笔试最热岗位达到“万里挑一”
报名已经连续9年在百万人以上

据《京华时报》报道，11月 27日，全国
百万名考生走进了火爆开考的国考考
场。据了解，2017年度国考招收人数为2.7
万余人，最终有148.63万人通过报名资格审
查，与上次相比增加 9.17万人，同比增加
6.58%。与此同时，考题时隔14年再次出现
文章阅读这一题型。

记者从中公教育和华图教育等公考
教育机构获悉，国考报名已经连续9年在百
万人以上，其中2014年度国考报名人数为
152万，2015年度和2016年度国考报名人数
分别下降至140.9万和139.46万，而2017年
度国考在连续两年降温之后再度反弹。

从竞争激烈程度来看，许多岗位达到

了“千里挑一”的标准，个别岗位如“民盟
中央办公厅接待处主任科员及以下”岗位
仅招一人，却有9837人竞争。这个数字还
是资格审核尚未结束时的结果。专家预
测最终的数字很可能破万，达到“万里挑
一”的标准。

不过这次国考也是冷热不均，有的职
位最终也是乏人问津。最终有100多个职
位始终无人通过审核。据了解，这些职位
对专业性要求较高，还大多在西部偏远地
区。国考出现报名冷热不均的状况年年
都有，只是这次差别有点大，既有万里挑
一的岗位，也有求贤若渴却招不来人的职
位，后者数量接近200个。

2017年度国考也被称为“史上最严国
考”，因为有关违法违规者不仅会被处罚
还会被量刑。《刑法修正案（九）》自2015年
11月 1日起开始实施，其中明确规定：“在
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在2016年8月
19日，人社部通过了《公务员考试录用违
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并在2016年10月1
日起正式实施。《公务员考试录用违纪违
规行为处理办法》对公务员考试纪律作出
了明确、严格的规定，其中考试中严重违
纪违规者将永远不能进入公务员队伍。

2017年度国考的行测考试依然分副
省级（以上）、地市级（以下）职位两张试
卷，这次考试副省级和地市级加大了区别
力度，副省级试卷言语理解出现两篇文章
阅读，地市级试卷逻辑推理出现1篇材料5
个小题，数量关系部分，地市级比副省级
少5道数学运算。

单就副省级试卷来说，强调知识储备
的同时更注重考查考生真正的能力。副
省级试卷的言语理解最大的变化是时隔
14 年再次出现文章阅读这一题型。其
中，文章阅读 2 篇，每篇文章有 5 小题。
文章阅读题型是 2002 年和 2003 年的考
查题型，从 2004 年起不再出现，时隔 14
年后再次出现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文章
里具体设置了 5 道题目，包括语段衔接
题、语句衔接题、细节判断题、细节查找题

和主旨观点题。其中，语段衔接题在公务
员考试中很少出现。

数量关系部分题目的难度较上次略
显提高，需要较强的分析能力。例如排列
组合题目，需要分析后才能求解。

还值得关注的是，副省级试卷常识判
断部分的题型中，哲学在沉寂两年之后重
出江湖。例外则是时政部分并没有考查。

另一方面，就地市级试卷而言，逻辑
判断出现新题型，综合推理横空出世，并
首度考查一题多问。具体来说这涉及复
言命题和朴素逻辑，且结合一题多问的形
式考查，同一题干下设置5个小题，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地市级的难度。图形推理中
古典题型题量上升为5道，分类分组型和
立体型占比下降；问法上再度创新，立体
拼接型题目的问法首度考查“不能”；从考

点上看，五大考点均有涉及，其中位置变
化时隔 1年，组合叠加时隔3年后再度进
行考查。

言语理解部分相比往年，其中最大的
一个特点是逻辑填空部分出现了很多高
频成语，片段阅读有1道主旨观点题选项
设置也是4个高频成语，凸显命题者希望
考生在备考阶段注重进行成语积累。

这次地市级试卷常识部分法律知识
考查较多，多是最近制定或修订的法律，
且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例如《刑法修正
案九》《慈善法》等。人文常识多是考查中
国传统文化知识，例如古代诗歌。科技考
查的多是高新科技或者生活常识，例如航
天器、垃圾分类等。除此之外，地市级试
卷的常识还考查了外交、地理、哲学、经济
等知识。

2017年度国考申论试卷聚焦“城市发
展智慧”，考查“水智慧对于城市发展的启
发”，不管是主题还是材料，既“接地气”充
满生活化，同时也凸显哲学智慧，发人深
思。

申论主题以“上善若水”“以水为师”凸
显城市建设与发展智慧，副省级卷和地市
卷级的主题一致。总体来看，这次的申论考
试主题围绕“水的智慧”展开，向“水与城市
建设、扶贫”等方向辐射。副省级与地市级

主题一致，说明国考主题由科技与人文、价
值与人文的讨论，转为对生态与人文话题
的探讨。题型方面考查重点强调对公务
员实际工作能力的检验——凸显对“归纳
概括”能力的考查，且概括题型再度创新，
出现了概括功能题型。可见国考命题创
新始终未曾停止，同时加重对贯彻执行能
力的考查。

材料选择方面案例和理论材料等均有
涉及，案例选取彰显国际视野与历史视野，

哲学理论则拉升了主题高度。具体来看，
材料选取范围较广，古今中外结合，通过古
代城市水系与城市建设与现代城市发展与
水系建设，以及国内外城市发展理念的对
比，凸显主题，案例材料与理论观点材料交
叉设置，既有科学高度也具备生活化的特
点，具有鲜明国考取材特色。整体而言，与
以往相比，这次国考材料和命题设计思路
跨度不大，焦点突出，主题把握较以往更为
容易。 （赵鹏）

副省级卷再现文章阅读 地市级卷首现综合推理
行测

A

“以水为师”聚焦城市发展智慧
申论B

11月27日，在南京一考点，国考考生排成长队。（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