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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公安系统考情考务分析

2013 年 3 月, 铁道部撤销, 中国铁路总公司挂牌成立,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 原铁

道部公安局更名为铁路公安局, 又称公安部十局, 担负着铁路的公安保卫工作, 其主

要任务是维护铁路治安、 打击刑事犯罪、 保证铁路内部安全和消防监督管理。

铁路公安的招考隶属于国家公务员招考范围, 它的考试形式相对稳定, 以结构化

面试为主; 考题也较为保守, 以常规结构化面试题为主, 但会根据铁路公安的工作场

景来设置题目。 这样设置题目, 也是为了考查考生是否具备公务员所应具备的基本能

力, 从而达到优中选优的目的, 选拔出真正符合国家要求的人民公仆。

第一节　 铁路公安考务分析

1. 面试时间与题量

全国铁路公安机关集中面试, 面试时间一般为 5 天, 同一天面试的岗位题目一样。

2016 年以前, 每位考生的面试总时间为 25 分钟, 需要回答 5 题 6 问; 但是从 2017 年

开始, 面试总时间为 20 分钟, 回答 4 题 5 问; 每一个问题均单独作答, 但不单独计时,

剩余 3 分钟 / 5 分钟时会有提醒。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无论哪一年面试, 最后 1 题均为

视频题, 视频时间约为 2-3 分钟, 考生需要根据视频回答 2 个问题。

2. 考官人数

考官人数一般为 5 人 / 7 人, 设 1 名主考官, 一般由组织部门、 人事部门、 用人单

位中具有三级以上面试考官资质的人员担任。

3. 考场布置

安排计时员、 记分员、 监督员等其它工作人员。 考场为考生提供桌椅, 但不提供

草稿纸和笔。 如果是漫画题, 提供有题签; 其余题目均由考官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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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要求

考官可能会有随机提问。

第二节　 铁路公安考情分析

从近五年铁路公安机关的面试试题来看 (见下图), 它所考察的题型按照考频从高

到低依次是: 规划事件处理、 视频题、 现象认知、 突发事件处理、 工作关系处理、 漫

画、 情景模拟。 尽管是结构化面试的常规题型, 但就题目内容来说, 与铁路公安的工

作场景、 工作实务密切相关; 尽管题型保持了整体的稳定性, 但偶有小题型意外出现

在面试中。

详细来看, 铁路公安的命题规律如下:

�命题规律一: 体现岗位特色, 凸显工作实务

铁路公安面试题密切结合岗位、 工作实务体现明显、 工作技能要求很高的一类题,

它主要通过视频题和设定铁路公安的工作场景来体现。

视频题是铁路公安面试特色, 这类题唯独只在铁路公安面试中出现。 视频的内容

既包括铁路民警的日常工作状态、 工作中的突发状况、 工作技能训练等, 也包括群众

违法违规行为的案例等。 针对这些内容, 会设置 2 个问题。

比如 2018 年 3 月 11 日的视频题描述的就是一个车站女民警的工作状态: 实名制验

票、 安检、 警务工作日志记录、 帮助问路的群众、 为肚子疼的女孩提供轮椅、 叫醒睡

觉的男子等等。 要考生回答 “请问该民警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
 

工作有哪些特性?”

而 2018 年 3 月 8 日的视频题描述的是群众在铁路线发生车祸、 横跨铁路线、 在铁

路线行走、 小孩用石头砸列车等等。 要考生回答 “视频中有哪些危险行为?” “你作为

线路警务区民警, 怎么解决?”

另一类, 在常规结构化面试题中设置的工作场景也体现了岗位特色、 工作实务,

比如 【2019 年 2 月 21 日铁路公安面试试题】 候车室有一名妇女带着一个婴儿, 这个婴

儿一直大哭大闹, 但这名妇女却不管不顾。 有乘客怀疑这个孩子是被拐卖的婴儿, 并

向你反映这一情况。 假如你是火车站执勤民警, 你会怎么办? 显然, 这是一道突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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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处理题, 但你的身份是 “火车站执勤民警”, 题中疑似 “拐卖儿童 “事件也经常发

生在你的工作岗位中。 再比如 【2018 年 3 月 8 日铁路公安面试试题】 小王下班后抱怨

工作很无聊, 经常回答旅客的小问题, 比如厕所在哪, 服务台在哪等等的小问题, 小

李也说经常巡逻, 很消极, 你是他们的同事, 你怎样劝说他们? 这是一道工作关系处

理题, 但是 “经常回答旅客 ‘厕所在哪、 服务台在哪’ 这些小问题及巡逻” 也与日常

工作息息相关。

�命题规律二: 突出事件处理, 侧重执行能力

规划事件处理和突发事件处理是考察考生执行能力的主要题型, 分别占比 28%和

19%, 总和接近总数的一半, 这意味着这两类题在每套题中出现概率极高。

就规划事件处理而言, 对于活动类型并没有明显偏爱, 调查、 培训、 接待、 比赛

等各种各样的活动类型都有可能出现。 比如 2018 年 3 月 10 日要你 “组织推选楼层的消

防代表” (为了加强社区消防宣传教育, 拟推选楼层的消防代表, 你作为社区的工作人

员要怎么做好这项工作?) 而 3 月 11 日就安排你去 “做调查” (现在有居民反应要在老

旧居民楼内安装电梯, 对于这件事情领导安排你去调查, 请问你会怎么做? 会从哪几

方面搜集信息?) 所以, 考生在备考这类题目时, 各种活动类型都需要有所涉及。

就突发事件处理而言, 不仅在视频题中会描述日常工作中遇到的突发状况, 在常

规题目中也多有涉及, 比如 【2019 年 2 月 23 日铁路公安面试试题】 一个老人在火车站

和女儿发生了矛盾, 来火车站要回家, 但是没钱, 向你借钱, 你作为站内民警, 你怎

么办? 这就需要考生站在题中角色上, 冷静应对、 灵活处理。

�命题规律三: 紧扣社会热点, 新增漫画考点

尽管上图数据显示现象认知题所占比重约为 20%, 但是这类题却是铁路公安的必

考题, 每套题中都有。 但是为什么占比不高呢? 第一, 我们统计的是 2015 年-2019 年

的考题, 而在 2015 年、 2016 年每套题总题量为 5 道, 如果每套题必考 1 道现象认知,

其占比为 20%; 2017、 2018 年考察 4 道题, 其占比为 25%; 综合来看, 现象认知占比

应在 20% ~ 25%之间。 第二, 现象认知出现了新的考察形式: 漫画, 但是我们对漫画的

考频进行了单独统计, 若加和, 共占比 23%, 也符合必考 1 道现象认知的数据依据。

从内容上看, 现象认知侧重对社会现象、 政府政策和行为发表看法和评价,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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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 24 日铁路公安面试试题】 现在的年轻人刚进入社会就要面临各种各样的

压力, 比如房贷压力、 养老压力等, 让现代社会的年轻人压力越来越大, 你怎么看?

不过, 从 2018 年面试开始, 题目的呈现出现了新的形式: 漫画, 比如 【2018 年 3 月 10

日铁路公安面试试题】 请补充下列漫画标题为 检查, 并谈谈你的看法。

4


	海关工作实务转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