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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考情考务分析

第一节　 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考务分析

国家统计机构由行政单位、 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以及国家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四

个部分组成, 不同国家统计机构的面试有所区别。 而国家公务员考试不包括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在此, 我们仅对行政单位和国家调查总队的考情考务进行分析。

1. 面试形式

统计局调查总队以结构化面试为主, 考察形式为材料套题, 一般情况下, 考生会

提前在候考室阅读材料 (不包含面试题目), 阅读材料时不提供草稿纸, 但考生可以在

材料上涂画, 也可以将材料带进考场; 进入考场后, 考官读题, 提供纸笔给考生记录。

2. 面试时间和题量

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一般会提前 15 分钟让考生阅读材料, 然后针对整套背景材料

回答 4 道题, 答题时间为 20 分钟, 每题单独思考作答, 不单独计时, 剩余 3 分钟 / 5 分

钟进行提醒; 面试总天数一般 4-5 天, 备考周期 40 天左右。

3. 考官人数

考场一般有 7 名考官, 其中一名为主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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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考场布置

有桌椅, 提供草稿纸和笔, 有 2-3 页的材料但没有题, 纸和材料可带进考场, 考

官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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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考情分析

从近几年的面试题目来看 (见下图), 国家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的面试题型十分典

型, 根据考频从高到低依次为现象认知、 规划事件处理、 数据分析、 情景模拟、 突发

事件处理和工作关系处理。 总体来说, 现象认知、 规划事件、 情景模拟几乎是每年必

考的题型, 2019 年出现了新的题型, 统筹排序, 说明这是一个命题趋势, 大家应该

重视。

具体有以下几个规律和特点:

�命题特点一: 现象认知重中之重, 话题与材料密切相关

从上图可以看出, 现象认知所占比重最大, 接近 30%, 这就意味着在国家统计局

调查总队的面试中, 必然会考察 1 道现象认知, 个别情况下, 可能会考察 2 道。

如果是其它系统的面试题, 现象认知涉及的话题领域会十分广泛, 但我们知道国

家统计局调查总队会为考生提供材料, 尽管材料有多篇, 但是共属同一个主题, 并且

以经济领域居多。 而命题人在出题时, 也会密切结合材料。 所以, 对现象认知的考察,

以现象为主, 并与材料中反映的问题密切相关。 比如 【2018 年 3 月 9 日国家国家统计

局调查总队系统面试试题】 中材料主题与 “农民工收入、 权益、 待遇保障” 相关, 与

此配套的现象认知题是: “根据调查结果, 政府想要提高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 企业以

“会扩大企业成本, 压缩企业利润空间” 为由表示抗议, 你怎么看?

既然如此, 考生在平时训练时就可以根据材料信息来推测接下来的考题, 提前做

好准备。 不过, 在考场上仍旧需要认真听考官读题, 以防止陷入主观臆断导致偏题。

�命题特点二: 规划事件突出调研, 强调信息收集能力

国家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面试第二必考题是规划事件处理, 准确地说主要考 “调

查”, 而其它活动类型考察特别少。 这种考察特点也符合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的岗位特

点, 毕竟调查是统计局的日常工作之一。

为了从各个方面了解考生的调查能力和水平, 面试考题出的较为灵活, 归纳起来

有以下三种:

第一, “进行调查, 如何保证调查的有效性?” 比如 【2017 年 2 月 24 日国家国家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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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局调查总队面试试题】 为了调查分类制度存在的问题, 委托调查队进行调查, 你如

何开展这项工作, 并确保数据的有效性?

第二, “需要收集哪些信息? 怎么收集?” 比如 【2018 年 3 月 10 日国家国家统计局

调查总队面试试题】 除了表格里的数据, 想要更好的推进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 你觉

得还需要收集哪些信息? 具体怎么收集?

第三, “材料中的调查方式有什么问题, 怎么修改?” 比如 【2017 年 2 月 25 日国家

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面试试题】 针对材料 2 中几个调查方式, 请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

提出修改意见。

�命题特点三: 数据分析凸显专业, 备考之中不容忽视

数据分析题是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面试的特有题型, 一般问法是 “根据材料, 得

出什么结论?” 或 “分析数据后提出意见和建议”。 比如 【2018 年 3 月 9 日国家国家统

计局调查总队面试试题】 根据材料三中的图, 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考生回答的 “结论” 一定要从数据中获得, 要尊重数据的客观性, 不能失实, 不

能主观臆断, 更不能凭空捏造;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也是在分析客观数据的基础上提

出的, 不能天马行空。 总之就是要密切结合材料和数据来作答, 做到精准分析。

�命题特点四: 首次考察统筹排序, 情景模拟渐成趋势

结合上图我们会发现, 国家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对突发事件处理和工作关系处理

的考察频率较低, 但在 2019 年的面试中, 首次考察了统筹排序, 比如 【2019 年 2 月 24

日国家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面试试题】 周一领导交给你一项调查任务, 要求你在本周

内完成, 但本周你还有其他事情:

(1) 队长安排你做一个数据分析, 要求周五提交, 这项工作需要花一天时间完成;

(2) 自己要对一个数据进行整理, 需要花一天时间;

(3) 周五上午要陪女儿开家长会, 下午参加已经报名的活动;

(4) 自己的叔叔对自己很好, 要去医院看病, 需要自己联系医院并陪同一起去;

(5) 周三要对一项重要工作进行汇报, 但准备需要两天时间。

请问, 你怎么安排这一周的工作?

统筹排序是突发事件处理题中的一种, 它涉及到对多事件 (一般 5 ~ 7 件) 进行处

理, 比常规的突发事件处理题要复杂。 往年的面试中, 几乎没有涉及此类题型,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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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在多套题中出现, 这需要引起考生重视。

相应地, 常规的突发事件处理和工作关系处理依然较少考察, 这主要是因为一种

叫做情景模拟的题渐成趋势。

情景模拟要求处理题中的突发状况, 或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并且将解决的过

程模拟出来。 相当于内核属于突发事件处理和工作关系处理, 但答题模式是 “模拟”,

而不是 “陈述”。 比如 【2018 年 3 月 9 日国家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系统面试试题】 你

和同事到某企业送 《处罚决定告知书》, 但企业拒不签收, 你怎么办? 请现场模拟。 在

这道题目中, 主要矛盾是 “企业拒不签收 《处罚决定告知书》 ”, 属于工作关系处理

中的一种情形, 你的任务是要说服企业签收 《处罚决定告知书》。 如果没有 “请现场模

拟” 这个条件, 你直接回答劝说、 说服的方法即可, 但正因为多了这个条件, 就需要

你在考官面前将劝说的过程模拟出来。 所以, 考生在听题时, 一定要听清是否有 “模

拟” 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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