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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几年参加国考的考生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资料分析的计算越来越难，而且

因为题目增多，时间也越来越不够用。但以我自己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体会，资料分析部分的

题目并不算难。首先，其题型比较固定，无非是基期、现期量相关计算，增长率计算、比重

计算、平均数计算、倍数计算几种，所有题目，都可以归结为这几种题型。其次，虽然题目

中涉及的数字较大，但几乎99%的题目都不需要计算出精确数值，只需简单计算进行推断即

可。因此，资料分析更类似于逻辑推理，而不是单纯的数学运算。

对于资料分析而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是要掌握一些基本概念，并且了解清楚各种题型

涉及的基本公式；另外，还需要掌握一些简化做题过程的基本方法。剩下的，就需要大量做

题，在做题当中不断强化各种题型、公式的记忆，最重要的是，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运用

各种做题技巧。一定要注意，资料分析是“速算”，而不是精确计算。

在工作中，我发现很多考生有一个共同的困惑，就是觉得使用方法特别麻烦，甚至还不

如不使用方法。这就是因为练习太少。其实方法是很容易掌握的，但是“知道了”这种方法，

并不能代表“掌握了”。方法的意义在于迅速地做出题目，因此，也一定不要孤立地学习方

法，而要将方法与题目相结合，通过题目，判断该使用哪种方法能迅速地解出试题。复习的

时候，一定不要仅仅局限于教材与讲义。在“看懂了”的基础上，还需要“做会了”，大量

练习，才能慢慢摸索出规律，熟能生巧。

这本讲义我是按照自己的复习顺序来做的：首先，在大致熟悉教材的基础上，将所有重

要的定义、公式都加以总结，并熟练记诵。同时，为了方便其他考生的复习，我又总结了书

中提到的重要的方法，并在方法后相应地配备一道典型例题以便于理解。

其次，在对基本内容都熟悉的基础上，总结了各种题型，以及这些题型中涉及的高频考

点和易错点。在复习题型的时候，对做题技巧加以揣摩。要做到在考试当中，一眼就能看出

这是什么题型，对于做题方法、题型难度要了然于胸。

在对各种题型有全面认识之后，就要集中力量复习综合分析类题目。综合分析类题目的

四个选项，一般来说，每个选项就是一种题型，需要单独进行一次运算。要想快速做出这一

道题，除了掌握各种题型的做题方法之外，还要能够迅速判断出选项难度，先计算简单的，

后计算困难的。

接下来就要大量做题了。在做题时要严格遵守考场上的时间。题目最好选择真题。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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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做完之后，再找一些高质量的模拟题来做。要注意题并非做得越多越好，有历年真题和5

套高质量的模拟题就已经足够。注意在做题中总结得失，做错的题及时加以总结，有时间的

话，最好再反复做几遍。

我从事公务员考试培训多年，深知考试复习之辛苦，尤其是工作之后，想在繁忙的工作

之余抽时间复习，更是难上加难。然而，我也亲眼目睹许多考生一举成功，金榜题名。这些

考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坚持不懈。我深信，所有的奇迹，都来自于一点一滴的努力。

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不积小流，何以成江海！哪怕眼前只是一片荒芜的土地，相信有一

天辛勤的汗水也会灌溉出明媚的花朵。

黑发不知勤学晚，白首方悔读书迟，须知一寸光阴一寸金。与君共勉。

编 者

2015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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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 资料分析必背知识点

知识点一 统计术语

1.基期量、现期量、增长量

基期量：是描述基期的具体数值

现期量：是描述现期的具体数值

增长量：指现期量相对于基期量的变化值

2.同比增长与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与上一年同一时期相比的增长速度或增长量

环比增长：与紧紧相邻的上一期相比的增长速度或增长量

3.增长率

增长率是现期量相对于基期量的变化值。增长率又称“增幅”、“增速”、“增长速度”。

增长率=增幅=增速=增长量÷基期量=（末期量-基期量）÷基期量

4.平均增长率

如果某个量初期为A，经过N期之后变为B，平均增长率为x，那么：

A+x×N=B——推出x=
N

A-B

5.百分数与百分点

百分数，是形容比例或者增长率等常用的数值形式，其实质为“分母定为 100 的分数”

百分点，是指不带百分号的百分数。

6.拉动增长

如果B是A的一部分，B拉动A增长了x%，那么x%=B的增长量÷A的基期量

7.增长贡献率

某部分增长贡献率=该部分的增量÷总量的增量

8.比重与比值

比重是指部分在整体中所占的分量。

比值是指两个同类量相比所得的值。

9.倍数与翻番

倍数，是由两个有联系的指标对比，将对比的计数抽象化为 1 而计算出来的相对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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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于比数远大于基数的场合。

翻番，即变为原来的 2 倍。翻 n 番，即变为原来的 2n倍。

10.指数

指数通常用来衡量某种要素相对变化的指标量，表示的是相对变化情况，而非其绝对值

大小，例如纳斯达克指数、物价指数、房地产平均价格指数、景气指数等。

在指数定义中，通常先将基期的指数定位 100，然后将其他时期的量除以基期量，所得

比值再乘以 100 即为其对应的指数。

如：2003 年 6 月份，国房景气指数达到 107.04，比 5 月份上升 0.76 点，比去年同期上

升 2.39 点。

知识点二 速算技巧

1.图形法

在图形材料中，很多结论可以通过图形自身的性质得到。做题时，只要直接读图即可得

出结论。

【例】

根据下图回答以下两题：

根据上图，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

A.工科学生占该校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

B.体育类的学生所占比例最小

C.理学学生占到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

D.文学类学生比体育和艺术学生的总和还要多

【答案】C

根据上图，该校工科学生所占比例约为多少？ （ ）

A.45％ B.55％ C.65％ D.75％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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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估算法

估算，就是在精度要求并不太高的情况下，进行粗略估值的速算方法。“估算法”的使

用，要求选项相差较大，或者被比较数据相差较大，或者待计算式子只需要求得一个大致的

范围。

【例】根据下图材料，2007年该国产值最高的行业是（ ）。

A.甲行业 B.乙行业 C.丙行业 D.丁行业

【答案】C

3.直除法

直除法是指在比较或者计算较复杂分数时，通过“直接相除”的方式得到商的首位（首

位或前几位），从而得出正确答案的速算方式。

【例】

中最大的数是

【答案】A

【简析】利用“直除法”直接得到待比较分数的首位——A项=3*.**；B项=2*.**；C项

=2*.**；D项=2*.**，故A项最大。

4.放缩法

“放缩法”是指在数字的比较、计算当中，如果精度要求并不高或数字相差比较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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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中间结果进行适当地“放”或“缩”，从而迅速得到待比较数字大小关系的速算方式。

【注意】

在计算精度要求较高或者数字相差很小的时候一般不要使用，具体“放缩”的方向必须

由待比较的两个数的具体形式来决定。

【例1】

比较5079.32＋9081.35 与1971.67＋8917.34 的大小。

【简析】

5079.32＋9081.35＞5079.32＋8917.34＞4971.67＋8917.34。

【例2】

根据下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Ⅰ． 来自东亚的游客数量小于来自东欧、南美洲、北美洲、东南亚的游客数量和

Ⅱ． 游客中除了来自东亚与其他之外的外国游客数量，小于来自国内的游客数量

A.Ⅰ、Ⅱ B.Ⅰ C.Ⅱ D.均不正确

【答案】C

【简析】来自东欧、南美洲、北美洲、东南亚的游客数量＝817＋993＋2034＋2180（人）；

来自东亚的游客数量＝8411（人）。

817＋993＋2034＋2180＜1000＋1000＋3000＋3000＝8000＜8411，说法Ⅰ错误。

除了来自东亚与其他之外的外国游客总数＝817＋993＋2034＋2180＋3942（人）；来自

国内的游客数量＝10983（人）。

817＋993＋2034＋2180＋3942＝（817＋2180） ＋（2034＋3942）+993＜3000＋6000

＋1000＝10000＜10983，说法Ⅱ正确。

5.插值法

“插值法”是指计算数值或者比较数值大小时，运用中间值进行“参照比较”的速算方

式。

【例1】

比较
2007
2008

和
2008
2007

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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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注意
2007
2008 与

2008
2007

均和1比较接近。易知
2007
2008 ＞1，

2008
2007

＜1，故
2007
2008

＞1

＞
2008
2007

。

【例2】

2006年，某厂产值为13057.2 万元。2007 年，增产3281.3万元，2007年该厂产值增值

率为（ ）。

A.25.13％ B.24.87％ C.31.18％ D.18.96％

【答案】A

【简析】该厂产值增长率= %100
213057
33281


.
.

，根据直除法，
213057
33281
.
.

的首位为2，排除C、

D。易知选项A和选项B中间有一个特殊的数25%=
4
1
。比较

213057
33281
.
.

与
4
1
的大小，可知3281×

4＞13057.2，所以
213057
33281
.
.

＞
4
1
。

6.截位法

所谓“截位法”，是指在精度允许的范围内，将计算过程中的数字，近似为与之相近的

数字，从而简化整个计算过程的方法。

【注意】将误差控制在题目允许的范围之内，是“截位法”使用的关键。

【例1】

下图显示了某市大专及以上文凭学历的人才数量，请问图中四种人才数量之和为多少

人？ （ ）

A.25353 B.26353 C.27753 D.28353

【答案】C

【简析】我们运用“截位法”从左边高位开始计算，根据选项要求，我们应该精确到“千

位”，计算过程中注意“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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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结合选项，选择C。

【例2】

某厂有职工147 人，某月人均工资1020 元，则这个月该厂工资总额约为（ ）。

A.1.5 万元 B.14 万元 C.15 万元 D.16 万元

【答案】C

7.复变法

复变法是关于两个比率发生变化的时候，其“乘积”“比值”以及相关的一些计算的简

便技巧及公式。

（1）基本复变模型

我们假定两个变量Ａ、Ｂ 分别增长了r%、v%（取负值时代表为“下降”），那么其乘

积“Ａ×Ｂ”与比值“
B
A

”分别发生如下比率的变化：

【乘积的比率变化】

））（（
）（）（ %v1%r11-

BA
v%1B%r1A





-1=r%+v%+r%·v%

乘积的增长率：各自增长率的和，加上各自增长率的积。

【比值的比率变化】

%
%%

v1
vr1

v%1
r%11-

B
A
v%1B
r%1A











）（

）（

各自增长率的差（分子增长率减去分母增长率），除以（1+分母的增长率）。

（2）比例变化公式

假如在基期，部分量为A，整体量为B，两者分别增长了r%、v%，则部分占整体的比例变

化为：

v%1
v%-r%

B
A

B
A-

v%1B
r%1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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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现期，部分量为A，整体量为B，两者分别增长了r%、v%，则部分占整体的比例变

化为：

r%1
v%-r%

B
A

v%1
B
r%1
A

B
A








）（

）（

【点拨】

这两个公式，帮助我们在乘除之前先做完减法，往下就可以大胆地进行近似了。

（3）同向变化模型

我们假定两个变量Ａ、Ｂ 分别增长了r%、v%，则有如下三大模型：

①基础模型

②拓展模型1

【解释】

当 A 的增长快于 B，或 A的减小慢于 B时，A占“A 和 B”总体的比重在上升，反之则下

降。

③拓展模型2

【解释】

在 A 是 B 的一部分的情况下，当 A的增长快于整体 B时，或 A的减小慢于整体 B时，A

与 B 中其他部分的比值在上升，反之则下降。

（4）混合增长率模型

在资料分析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连续两年”增长的模型，这时候的“混合增长率”

与“各年增长率”之间满足比较简单的数量关系：

r=(1+r1)×(1+r2)=r1+r2+r1×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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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化同法

在比较两个分数大小的时候，将这两个分数的分子或分母化为相同或相近的数，从而达

到简化计算的速算方式。

【例1】

比较
16
15

和
12
11

【简析】

除法化同：将分母化为相同：
16
15

=
48
45

＞
48
44

=
12
11

【例2】

比较66×192 和88×153

【简析】

乘法化同：66×192 ＝ 22×3×192 ＝ 22×576，

88×153 ＝ 22×4×153 ＝ 22×612，

因此66×192＝22×576＜22×612＝88×153。

9.差分法

差分法是在比较两个分数大小时，常会用到的一种“比较型”的速算技巧，一般用于解

决通过“估算法”“直除法”“化同法”“放缩法”以及“插值法”等其他速算方式都难以

解决的情形。

一般来说，适用于两种情形当中：

两分数比较大小，其中一个分数的分子与分母均略大于另一个分数时（分子、分母的差

值分别为A1、B1）。

即比较形如“
vB
rA




”与“
B
A

”的大小。

两乘积比较大小，其中每个乘积均含两个因子。第一个乘积的第一个因子略大于第二个

乘积的第一个因子；第一个乘积的第二个因子略小于第二个乘积的第二个因子。

即比较形如：“（A+A1）×B”与“A×（B+B1）”的大小。

【例1】
6
5
与
11
9

比较大小。

【简析】

11
9

为“大分数”，
6
5
为“小分数”，“

5
4

6-11
5-9
 ”为差分数。

基本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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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用差分数代替大分数与小分数进行比较：

（１）若差分数＞小分数，则大分数＞小分数；

（２）若差分数＜小分数，则大分数＜小分数；

（３）若差分数＝小分数，则大分数＝小分数。

如上例中：因为
6
5
＞
5
4
，则

6
5
＞
11
9

【说明】

“差分法”是一种“无偏速算”而非“有偏速算”，中间不会产生误差。

【例2】

比较
237
316

和
241
325

的大小。

【简析】

差分数为
4
9

237-241
316-325

 ＞2＞
237
316

，故
237
316

＜
241
325

【例3】

比较80691.73×318.02 和80723.04×306.35的大小。

【简析】

原式可化为比较
35306
7380691

.
.

与
02318
0480723

.
.

的大小。

故差分数为：
6711
3131

.
.

＜10＜
35306
7380691

.
.

，故
02318
0480723

.
.

＜
35306
7380691

.
.

因此，80723.04×306.3＜80691.73×318.02

知识点三 其他重要方法及公式

（注：本节所有公式，不再写出推理过程，详细讲解见题型介绍部分）

（1）增长率化除为乘公式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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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逆推公式的误差率为真值的（x%）²。一般来讲，如果x%在5%以内，则可以使用，

如果x%在5%以外，则不建议使用。

【例】

假设Ａ国经济增长率维持在2.5％的水平上，要想GDP明年达到4000亿美元的水平，则今

年至少需要达到多少亿美元？ （ ）

Ａ.3633.6 Ｂ.3772.4 Ｃ.3837.2 Ｄ.3902.4

【答案】D

【简析】

根据近似公式：
%521

4000
.

≈4000×（1－2.5％）＝ 4000－100＝3900。

（2）合成增长率之十字交叉法

【例】

2008 年，贵州全省第二产业增长8.92％。其中，工业增长9.70％，建筑业增长3.39％。

请问2007年贵州省建筑业占第二产业的比重为多少？ （ ）

Ａ．11.8％ Ｂ． 12.4％ Ｃ．13.1％ Ｄ．14.3％

【答案】B

【简析】利用“十字交叉法”进行求解：

故结合选项，选择B。

（3）年均增长率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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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某镇人口2007年上涨了5.2‰，2008又上涨了3.8‰。则2006—2008 年，该镇的平均人

口增长率为多少？ （ ）

A.4.5‰ B.4.8‰ C.4.0‰ D.9.0‰

【答案】A

【简析】根据近似公式
2
rrr 21  ＝（5.2‰＋3.8‰）÷2 ＝ 4.5‰，选择Ａ。

（4）年均增长率与混合增长率（末期相对于初期的增长率）

从上面的推导我们可以看出，按照上面的公式近似得到的“混合增长率”一般会比真实

的数值略小一些，并且“年均增长率”越小，误差同时也越小。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结论也经常用到，即：

【例】

若南亚地区1992年总人口数为15 亿，该地区平均人口年增长率为2％，那么2002年南亚

地区总人口为多少亿人？ （ ）

Ａ．18.00 Ｂ．18.28 Ｃ．18.54 Ｄ．18.94

【答案】B

【简析】南亚地区的人口以２％的速度增长１０ 年，根据近似公式可知：

r≈10×2%+ )(27.18%8.21115a%8.21%2
2

11010
2002

2 亿人）（
）（




结合选项，B 选项为正确答案。



16



17

第二堂 题型精讲

考点一 基期、现期量、增长量

一、相关概念

1.基期与现期：基期是统计中计算指数或变化情况等动态指标时，作为参照标准的时期。

现期是相对基期而言的，是与基期相比较的后一时期。

2.基期量与现期量：基期量指的是描述基期的具体数值，现期量是指描述现期的具体数

值。

例如：“2010年，某省广电实际总收入为145.83亿元，比2009的110.42亿元增长了35.41

亿元”，其中，2009年为基期，2010年为现期。2009年的总收入110.42亿元为基期量，2010

年的总收入145.83亿元为现期量。

3.增长量：增长量是指现期量与基期量之差，其中末期量高于基期量，用以表示具体量

的绝对变化。基于增长量与增长率的模型众多，是计算题型的主要模型来源。

4.平均增长量：平均增长量是某个量从A变动为B的过程中，N期内的平均增长量。

二、常用公式

【公式1】已知现期量、增长量，则基期量=现期量-增长量

【公式2】已知现期量、增长率，则基期量=
增长率1

现期量


≈现期量×（1-增长率）（增长

率＜5%）

【公式3】已知基期量、增长量，则现期量=基期量+增长量

【公式4】已知基期量、增长率，则现期量=基期量×（1+增长率）

【公式5】已知现期量、基期量，增长量=现期量-基期量

【公式6】已知基期量、增长率，增长量=基期量×增长率

【公式7】已知现期量、增长率，增长量= 增长率
增长率1

现期量




三、题型综述

基期量与现期量

【题型1——直接公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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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2012·联考下·116）

2012年我国夏粮生产获得了较好收成。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12995万吨，比2011年增加

356万吨，增长2.8％，超过1997年12768万吨的历史最好水平，比10年前增长31.6％。

2002年全国夏粮产量约为（ ）。

A.4107万吨 B.12768万吨

C.9875万吨 D.17102万吨

【答案】C

【解析】

先看题目中所给定的数量。2002年为基期量，2012年为现期量。根据公式：基期量

=
增长率1

现期量


，可列算式：

2002年全国夏粮产量=
31.6%1

12995


≈9875（万吨）本题正确答案为C。

【方法精讲】

1.直除法

直除法是指在比较或者计算较复杂分数时，通过“直接相除”的方式得到商的首位（首

位或前几位），从而得出正确答案的速算方式。

注意，在什么情况下才适用直除法呢？第一是在比较几个分数大小的时候，当两个分

数的数量级相当时，直除首位越大的数值也越大；第二是在计算某个分数数值的时候，如

果选项相差较大，尤其是首位各不相同的情况下，首先考虑使用直除法。

本题属于第二种情况，算式12995÷（1+31.6%）如果使用常规方法计算的话，计算量较

大。观察四个选项，数值相差较大，因此考虑使用直除法。12995÷（1+31.6%）=12995÷1.316，

量级应为千级，排除B、D选项。直除首位为9，故正确答案应为C选项。

2.估算法

估算法是在精度要求并不太高的情况下，进行粗略估值的速算方法。“估算法”的使用，

要求选项相差较大，或者被比较数据相差较大，或者待计算式子只需要求得一个大致的范

围。

本题在计算时，也可以用到估算法。12995÷（1+31.6%）=12995÷1.316＜12995÷

1.2995=10000，且因为1.316与1.2995数值相差不大，所以最终得数不会比10000小太多。结

合四个选项可知，本题最终答案应当为C。

在估算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误差。这里涉及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的概念。所谓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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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误差，是指估算值与真实值的差，即估算值-真实值。比如，将一个数11，近似为10，则

绝对误差为10-11=-1。所谓相对误差，是指估算值与真实值的差值与真实值的比值，即

真实值

真实值估算值 - 。比如将一个数10近似为11，则相对误差为
10
1011

=10%。

在加减法计算的时候，应当考虑绝对误差。和的绝对误差等于加数的绝对误差之和，差

的绝对误差等于被减数的绝对误差减去减数的绝对误差。比如，“2379+774”近似为

“2400+750”，其绝对误差为21+（-24）=-3。因此，其估算值与真实值之间相差-3。“1570-879”

近似为“1500-800”，其绝对误差为-70-（-79）=9。其估算值与真实值之间相差9。

在乘除法计算的时候，应当考虑相对误差。积的相对误差等于乘数的相对误差之和，商

的相对误差等于被除数的相对误差减去除数的相对误差。比如，“347×97”近似为“340

×100”，其相对误差为-
347
7 +

97
3 ≈-2%+3%=1%。估算值与真实值之间约相差1%。“9109÷

6023”近似为“9000÷6000”，其相对误差为-
9109
109 -（-

6023
23 ）≈-1.1%+0.4%=-0.7%。估

算值与真实值之间约相差-0.7%。

可见，如果想尽量缩小误差，则需遵循以下原理：

乘法：反向化整，除法：同向化整

加法：反向化整；减法：同向化整

意思是，除法和减法和估算的原则是数据同时变大，同时变小；乘法和加法估算的原则

是数据一变大的同时，另一变小。

【例2】（2012·国家·116）

2010年，某省广电实际总收入为145.83 亿元，同比增长32.07%。其中，广告收入为67.08

亿元，同比增长25.88%；有线网络收入为45.38 亿元，同比增长26.35%；其他收入为33.37 亿

元，同比增长57.3%。

2009年，该省的有线网络收入约为多少亿元？（ ）

A.21 B.36

C.57 D.110

【答案】B

【解析】该题所求为基期量。首先，先要定位数据，在题目中寻找有用信息。题目中的

问题是“该省有线网络收入”，则应定位在给定文段中最后一句“2010年……有线网络收入

为45.38亿元，同比增长26.35%”。可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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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该省有线网络收入=
%35261

3845
.
.


≈45×

5
4
=36（亿元）

【方法精讲】

凑整法

凑整法是在计算过程中，根据某些数字的性质优先运算，近似得到“整数”，从而简化

运算。比如，将101近似为100，将9近似为10，等。

本题中所用到方法是凑整法。将45.38近似为45，26.35%近似为25%进行计算，大大简化

了运算过程。

另外，要注意，这道题也运用到了估算法的思维。在进行除法估算时，应当“同上同下”。

这道题中，分子的数值缩小为45，分母的数值缩小为1+25%，估算出的值与真实值不会相差

太大。但是，如果凑整的数字与原数值相差较大的话，在估算的时候则要谨慎，得出的数值

很可能与真实值偏差很大。

凑整法也是资料分析运算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如果要熟练运用凑整法，则需要记忆一

些常见数值及分数的近似值：

1—10的平方：1，4，9，16，25，36，49，64，81，100

11—20的平方：121，144，169，196，225，256，289，324，361，400；

21—30的平方：441，484，529，576，625，676，729，784，841，900。

1—10的立方：1，8，27，64，125，216，343，512，729，1000。

.

30.
3

1


.

60.
3

2


.
610.

6

1 .


.

30.8
6

5
 0.143

7

1

125.0
8

1 .

10.
9

1


.

90.0
11

1
 414.12  732.13 

236.25  449.26  16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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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假设自2008年第一季度起，县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季度增长10％，则2009年第一

季度县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多少亿元？ （ ）

A.3847 B.3974 C.4157 D.4263

【答案】C

【解析】根据公式：现期量=基期量×（1+平均增长率）n，可列算式：

2009年第一季度县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39×（1+10%） 4=2839×1.14 ≈2839×

1.2²≈2839×1.44＜2839×1.5=4257。数值虽然比较接近D项，但因为得数一定比计算出的

数值小，故排除D选项。又因为，2839×1.44＞2839+2839×0.4=3974，故排除A、B两项。

【技巧点拨】

本题计算难度非常大。因为4个选项数值都非常接近。在计算的时候，对待计算式子的

任何一个细微放大或者缩小都会造成答案的失准。因此，在进行估算时，一是要注意估算数

值与真实值应当相差不大，二是要注意在估算的时候，应当找出数值的上下区间，以便排除

相应选项。这就要注意大于、小于号的应用。

【题型2——增长率化除为乘】

【例】（2014·浙江·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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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0月，全国汽车商品累计进出口总额为1307.15亿美元，同比增长2.16%，同

比年内首次呈现增长。其中：进口金额664.72亿美元，同比增长0.18%，结束了9月下降趋势；

出口金额642.43亿美元，同比增长4.29%，增幅较前9月有所提升。

2012年1—10月，全国汽车商品累计进口额约为（ ）。

A.616亿美元 B.664亿美元

C.666亿美元 D.1280亿美元

【答案】B

【解析】根据文中画线部分，可列式：2012年1—10月，全国汽车商品累计进口额

=
0.18%1

664.72


≈665×（1-0.18%）≈665-665×0.2%≈663（亿美元）。故本题正确答案为B选

项。

【方法精讲】

化除为乘公式：

设A为基期量，A0 为现期量，则：

A= x）（1
 0
0 A
x1

A ;A= x）（1
 0
0 A
x1

A （其中， x ＜5%）

推理过程：

A= x)-（1x）-（1 



 0

20
0

0 Ax
x1

AA
x1

A

A= x)（1x）（1 



 0

20
0

0 Ax
x1

AA
x1

A

从这两个推理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化除为乘的近似公式得到的结果都要略小于真值，

误差为真实值的x
2.
倍（注：相对误差=

真实值

真实值-估算值 ；绝对误差=估算值-真实值）。因此，

x越小，计算精度越高。

本题中，相对误差率为0.18%
2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直接用该公式。

【题型3——基期量求和或求差】

【例1】（2014·天津·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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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我国邮电通信业继续呈迅

速增长态势，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12199亿元，同比增长24.6%。其中，邮政业务总量624

亿元，增长10.1%；电信业务总量11575亿元，增长25.4%。

2004年我国电信业务总收入比邮政业务总收入多出多少亿元？ （ ）

A.7551.3 B.8663.7

C.9243.6 D.10130.1

【答案】B

【解析】文中画线部分为关键信息。可列算式：2004年电信业务总收入-2004年邮政业

务总收入=
%1101

624
%4251

11575
.. 




≈11575×
5
4
-624×

11
10

≈92**-56*≈8***。故本题正确答

案为B选项。

【思路点拨】

本题运用了凑整法和估算法。注意，运用估算法的前提是，选项差距较大，且首位各不

相同。

【例2】（2012年·联考·107）

与2010年相比，2011年养殖水产品产量4026万吨，增长5.2%；捕捞水产品1574万吨，增

长1.9%。

2010年，我国水产品产量大约达到多少万吨？（ ）

A.1500 B.3800

C.5000 D.5300

【答案】D

【解析】2010年水产品产量=2010年养殖水产品产量+2010年捕捞水产品产量

=
1.9%1

1574

5.2%1

4026





≈4026×（1-5.2%）+1574×（1-1.9%）≈4026-4026×5%+1574-1574×

2%≈5600-200-32=5370，D项数值最接近。

【思路点拨】

本题运用了除式化乘公式。但是要注意，除式化乘公式的误差是相对误差，而加法和减

法的误差均为绝对误差，因此结果并不会特别精确。在选项数字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慎用。

【题型4——间隔基期量】

【例】（2014上·四川A·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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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关统计，2011年1—9月，某省实现进出口总额293.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9.4%，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升5.5个百分点，高出全国进出口增速34.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50.5

亿美元，增长28.8%，高出全国出口增速6.1个百分点；进口143.3亿美元，增长1.1倍，高出

全国进口增速85.8个百分点。

2009年1—9月，该省进出口总额约为多少亿美元？（ ）

A.100 B.120

C.150 D.180

【答案】B

【解析】本题给出的是2011年的进出口总额，所求为2009年的进出口总额，为间隔基期

量题型。根据画线部分数据信息，可知某省2011年的增长率为59.4%，2010年的增长率为

59.4%-5.5%=53.9%。根据混合增长率公式，2011年1-9月相对2009年1—9月的增长率为

59.4%+53.9%+59.4%×53.9%≈113.3%+60%×54%≈145.7%。所以，2009年1—9月的进出口总

额约为 120
452

294
%1451
8293


 .

.
（亿美元）。故本题选择B选项。

【方法精讲】

混合增长率公式：

r=r1+r2+r1×r2

在资料分析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碰到“连续两年”增长的模型。这时候的“混合增长率”

与“各年增长率”之间满足比较简单的数量关系：

r=(1+r1)(1+r2)-1=r1+r2+r1×r2

注意，其中，当r1×r2＞0时，r＞r1+r2；当r1×r2＜0时，r＜r1+r2 。

【题型5——超过/赶上问题】

【例1】

2010年，我国共投入Ｒ＆Ｄ 经费7062.6亿元，比上年增长21.7％。如果2009 年也是相

同的增长率，那么2008年我国Ｒ＆Ｄ 经费应该为多少亿元？ 如果维持同样的增长率，哪年

我国Ｒ＆Ｄ 经费可以达到（或超过）12000亿元？ （ ）

A.4769亿元 2013年 B.4769亿元 2014年

C.5124亿元 2013年 D.5124 亿元 2014年

【答案】A



25

【解析】

1.求2008年Ｒ＆Ｄ经费：

求2008年Ｒ＆Ｄ经费为间隔基期量问题。先算出2008年到2010年的混合增长率：如果每

年增长21.7%，那么两年一共增长21.7%+21.7%+21.7%×21.7%≈43.4%+4.6%=48%。因此可列

算式：2008年Ｒ＆Ｄ经费=
%481
67062


. ，直除首位商4，排除C、D项。

【技巧点拨】

注意，“21.7%×21.7%”如果用常规方法计算的话，计算量较大。我们知道，21%²＜21.7%

×21.7%＜22%²→4.41%＜21.7%×21.7%＜4.84%，我们只需取中间的一个值就可以大致估算

出结果。之所以取4.6%，是为了与43.4%凑整，便于计算。

2.求哪年Ｒ＆Ｄ 经费可以达到（或超过）12000亿元：

思路：先以7062.6为基期量，12000为末期量，算出总增长率，再用混合增长率公式求

出近几年的真实增长率，与前者比较。

总增长率=
7062.6

6706212000 .
=4937.4÷7062.6≈70%，根据上一步可知，增长率不变的情

况下，两年的混合增长率约为48%，再求一步混合增长率，可知三年的总共增长率为：

48%+21.7%+48%×21.7%≈69.7%+10%，明显超过70%，所以三年就可以超过12000亿元。本题

正确答案为A。

【思路点拨】

运用这种方法时要注意，总增长率不能超出当年增长率太多。如果超出太多的话，则用

混合增长率公式反而加大了计算难度。

【例2】（2012年·天津·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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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前面十年的平均增长率，该省常住人口哪一年开始超过3800万？（ ）（已知条

件：前面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为0.63%，基期为2010年）

A.2013 B.2015

C.2017 D.2019

【答案】B

【解析】

思路一：先算出总增长率，再以“总增长率÷平均增长率”计算出年数。

总增长率=
3689

36893800 
=111÷3689≈3%。

已知平均增长率为0.63%，故年数应为3%÷0.63%≈4.76（年）。本题答案为B选项。

【技巧点拨】

111÷3689可化为：
111÷3689

1
≈3%。

思路二：在所求数据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可以先算出第一年的增长量，再根据总的增

长量与该年增长量的差距情况，估算一下应当在几年的时间内超过。

总的增长量≈3800-3689=110

当年增长量≈3689×0.63%≈3689×
11
7

≈23.4

故年数大约为：110÷23.4≈4.70（年），本题答案为B选项。

【思路点拨】

用“总增长率÷平均增长率”“总增长量÷当年增长量”这两种方法计算年份的时候，

要注意，题目中的表述一定是“平均增长率”（注意与例1的细微差别：前者表述为“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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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增长率”），如果给出的不是平均增长率，则不能使用增长率相除、增长量相除的方

法。

【例3】（2011·联考下·114）

若保持同比增长率不变，预计哪一年4月入境旅游的法国游客人数将会超过英国？（ ）

A.2011 B.2012 C.2013 D.2014

【答案】B

【解析】解一：增长量法求解

法国和英国在2010年4月份入境旅游的游客人数分别为：4.44万人、5.03万人，英国比

法国入境旅游游客人数多：5.03-4.44=0.59（万人）。

法国2011年入境旅游的游客增长量为：4.44×6.80%≈0.3（万人）

英国2011年入境旅游的游客减少量为：5.03×2.37%≈0.1（万人）

故法国2011年入境旅游的游客比英国多：0.3+0.1=0.4（万人）；

因此，法国旅游人数如果要超过英国，大约需要：0.59÷0.4≈1.5。故在两年之内可以

追上。

本题正确答案为B选项，

解二：增长率法求解

2010年，英国比法国多 %3.13%100
5.4
6.0%100

44.4
59.0%100

44.4
44.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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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增长率比英国高6.8%-（-2.37%）=9.17%，所以估计两年可以追上。

【例4】（2010·联考上·104）

若保持2009年的增长速度，哪一年水果的年产量开始超过糖蔗？（ ）

Ａ.2010年 Ｂ.2011年

Ｃ.2012年 Ｄ.2013年

【答案】B

【解析】

思路：大致估算，水果和糖蔗的当期量差距不大，因此只需计算出水果和糖蔗的当期

增长量，进行比较即可。

水果与糖蔗的当期量相差：1116-1061=55

水果在2010年的增长量：1061×8.0%=84.88

糖蔗在2010年的增长量：1116×3.4%≈1110×3.5%=38.85

2010年，水果比糖蔗增长量多：84.88-38.85≈46

故在2011年，水果的产量一定多出糖蔗。

【技巧点拨】

计算基期量、现期量和增长量时都会遇到“超过/赶上”类题型。虽然均为“超过/赶上”

类题目，但实际上是三种不同的题型，计算方法也有所区别。在计算本题时，只需要分别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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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当期水果与糖蔗的增长量，与当期水果与糖蔗相差的部分比较即可得出结论。

当然，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当期量差值较小的情况。如果当期量的差值较大，则不能使用

此种方法。结合前边两个超过/赶上类题目，仔细体会其差别。

【题型6——基期量/现期量比较】

【例1】（2012下·四川·104）

2010年，从行业看，电子信息、机械装备和石油化工三大主导产业实现利润总额458.32

亿元，比上年增长56.9%，其中，电子信息业实现利润100.37亿元，增长70.5%；机械装备业

实现利润211.87亿元，增长44.8%；石油化工业实现利润146.07亿元，增长67.9%。

在①电子信息、②机械装备、③石油化工三大主导产业中，2009年实现利润排名正确的

是（ ）。

A.②＞③＞① B.②＞①＞③

C.③＞②＞① D.③＞①＞②

【答案】A

【解析】本题是基期量比较类题型。我们首先列出需比较的三个产业在2009年的实现利

润：

①电子信息业2009年实现利润：
%5701

37100
.
.



②机械装备业2009年实现利润：
%8441

87211
.
.



③石油化工业2009年实现利润：
%9671

07146
.
.


三个式子进行比较：电子信息业的分母最大，分子最小，值最小；而机械装备业分母最

小，分子最大，值最大。

因此，本题正确答案为A。

【技巧点拨】

比较类题型是资料分析中比较常见的一类题型。这类题目看起来很复杂，但是一般不需

要精确算出算式得数。在分式计算中，常用的方法是直除法和估算法。比如本题即运用了分

式的性质：分子最大，分母最小的值最大；分子最小，分母最大的值最小。

【例 2】（2015·国家·121）

2014年 1~5 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软件业务收入约 13254亿元，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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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20.9%，比去年同期回落 3.3个百分点。其中，软件产品完成收入 4141亿元，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完成收入 2649.3亿元，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完成收入 1399.2亿元，数据处理和运营

服务完成收入 2429.5亿元，嵌入式系统软件完成收入 2230.3亿元，IC 设计完成收入 405.1

亿元。

2014 年 1～5 月副省级城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部分软件业务收入情况 单位：亿元

城市名

称

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收入

数据处理和运营

服务收入

嵌入式

系统软件收入

IC设计

收入

本期累

计

同比增

长（%）

本期累

计

同比增

长（%）

本期累

计

同比增

长（%）

本期累

计

同比增

长（%）

大连 130.51 22.2 133.48 24.7 52.20 16.2 2.37 19.0

宁波 2.97 20.5 11.78 28.8 29.94 16.0 2.25 21.7

厦门 53.35 28.3 35.82 29.2 38.60 18.9 8.56 41.8

青岛 63.26 39.5 56.44 41.0 166.03 38.7 9.51 43.3

深圳 24.40 27.3 206.84 28.3 472.19 17.4 6.95 11.6

沈阳 73.03 19.9 83.73 22.2 84.42 24.4 10.20 17.2

长春 0.89 20.1 2.70 21.7 10.15 21.4 0.03 20.7

哈尔滨 3.02 10.1 2.09 21.8 3.36 16.2 0.19 17.0

南京 100.30 21.8 130.90 37.5 154.50 14.9 12.30 3.3

杭州 13.09 35.7 258.28 53.3 164.78 17.5 8.06 10.6

济南 112.54 20.3 74.01 33.3 28.08 11.9 0.10 34.9

武汉 36.68 33.1 60.34 34.2 45.93 32.1 1.20 20.4

广州 178.67 18.1 209.64 16.1 14.05 21.3 13.74 22.1

成都 59.62 28.5 190.57 8.4 3.60 8.7 18.87 12.9

西安 84.22 32.7 14.37 33.3 32.28 26.0 14.25 26.5

合计 936.56 24.2 1470.9

8

28.0 1300.11 20.5 108.60 19.1

2014年 1～5月，表中四项软件业务收入之和最高的东北地区副省级城市是（ ）。

A. 大连 B. 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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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沈阳 D. 哈尔滨

【答案】A

【解析】本题是现期量比较类题目。题干要求找出四项业务收入之和最高的东北地区副

省级城市，可以直接估算。A 选项，大连包含两个 130 和一个 50，总和 310 亿元以上；B 选

项，长春最高的是 10，直接排除；C 选项，沈阳，两个 80，一个 70，一个 10，总和 240 亿

元左右，没有大连高；D 选项，哈尔滨没有超过 10 的，直接排除。因此最高的是大连，本

题答案为 A。

增长量相关

【题型1——直接公式类】

【例 1】（2015·国家·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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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季度～2014 年 1 季度全国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情况

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加了（ ）。

A. 4000多元 B. 3000多元

C. 2000多元 D. 1000多元

【答案】C

【解析】计算式为：（7427＋6222＋6520＋6786）－（6796＋5712＋5918＋6138）≈

（74+62+65+68－68－57－59－61)×100＝2400（元），即增加 2000 多元，答案为 C。

【技巧点拨】

在计算26.5-26.5×
5
4
时，没有必要精确算出得数。大致估算一下，式子一定是小于6

的。可得出本题答案为A项。

另外，在定位数据的时候，注意区分出口量和出口额。

【例2】（2011·国家·122）

据行业统计，2010年上半年成品油表观消费量10963万吨，同比增长12.5%。其中，一、

二季度分别增长16.3%和9.2%。

2010年上半年，全国成品油表观消费量同比增加了约多少万吨？（ ）



33

A.1009 B.1218

C.1370 D.1787

【答案】B

【解析】根据公式：增长量= 增长率
增长率1

现期量



，可列式：

2010年上半年，全国成品油表观消费量约增加：
%5121

10963
.

×12.5%≈10963×

8
1

9
8
 =

9
10963

≈1218（万吨）。

【方法精讲】

化整法

资料分析经常会涉及一些百分数的计算，这些百分数往往使得计算量变得很大。但是，

公务员考试的资料分析试题中，往往会给出一些特殊的百分数，这些百分数可以化整为一些

分数。将百分数化为这些分数可以简化计算。一些常见的特殊分数列举如下：

3
1
≈33.3%；

4
1
=25%；

5
1
=20%；

6
1
≈16.7%；

7
1
≈14.3% ；

8
1
=12.5%；

9
1
≈11.1%；

11
1

≈

9.1% ；
12
1

≈8.3% ；
13
1

≈7.7% ；
14
1

≈7.1% ；
15
1

≈6.7%；
9
2
≈22%；

3
2
≈66.7%。

【例3】（2010·国家·9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09年4月份中国汽车产销数据显示，在其他国家汽车销售进

一步疲软的情况下，国内乘用车销量却持续上升，当月销售已达83.1万辆，比3月份增长

7.59%，同比增长37.37%。

与上年同期相比，2009年4月份乘用车销量约增长了多少万辆？（ ）

A.13.2 B.22.6

C.31.1 D.40.4

【答案】B

【解析】根据公式：增长量= 增长率
增长率1

现期量



，可列式：

2009年4月份乘用车销量约增长：
%37371

183
.
.


×37.37%≈

%401
183


.

×40%≈
7

2183 .
，直

除首位商2，故答案选择B选项。

【技巧点拨】

四个选项首位各不相同，因此可考虑用直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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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解析所述直除法之外，还可以用放缩法：

因为
3
1
＜37.37＜

2
1
，因此

4
183.
＜

%37371
183

.
.


×37.37%＜

3
183.
，也就是答案一定是20+，

结合答案，我们发现只有B项符合条件。

【方法精讲】

放缩法：

在数字的比较、计算当中，如果精度要求并不高或者数字相差比较大，通过对中间值进

行适当地“放大”或“缩小”，从而迅速得到待比较数字大小关系的速算公式。

注意，放缩法不能是盲目的放缩。在计算精度要求较高或者数字相差很小的时候一般

不能使用，具体“放缩”的方向必须由待比较的两个数的具体形式来决定。

当一个式子比较难以计算的时候，可以结合选项，用放缩法计算出待计算数值的上下区

间，从而有目的地排除或锁定选项。

例如：

比较
4732
953
.
.

与
8813
972
.
.

的大小。

4732
953
.
.

＜
32
4

=
8
1
；

8813
972
.
.

＞
14
2

=
7
1
，
7
1
＞
8
1
，故

8813
972
.
.

＞
4732
953
.
.

。

找出可供比较的中间值，是放缩法的关键。

【题型2——增长量比较】

【例】（2014·江苏A·131 ）

2013年1-9月，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6273.1亿元、8426.8亿元、9784.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2%、11.9%、12.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11762.9亿元、4900.9

亿元、4829.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2%、13.1%、14.5%，苏北增幅比全省平均高3.0个百分

点，沿海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652.9亿元，同比增长14.2%，增幅比全省平均高2.7个百

分点。

2013年1—9月，江苏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量最多的地区是（ ）。

A.苏南地区 B.苏中地区 C.苏北地区 D.沿海地区

【答案】A

【解析】本题是增长量比较类题型。根据增长率公式，列出需要进行比较的几个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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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量： %29
%291
911762 .

.
.




苏中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量： %113
%1131
94900 .

.
.




苏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量： %514
%5141
04829 .

.
.




沿海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量： %214
%2141
93652 .

.
.




比较四个式子，发现四个式子的增长率相差不大，而苏南地区的现期量非常大，所以可

以判断苏南地区的同比增加量最大。本题正确答案应为A选项。

【技巧点拨】

这种比较类题目，虽然算式看上去非常复杂，但是一般来说，不需要将每一个算式都计

算出精确数值。比较类题目中，最常用的方法是估算法和直除法。

【题型3——平均增长量】

【例1】（2013·国家·128）

2011年一季度，25家已公布一季报的房地产公司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93.68亿元，同比

增长9%，实现净利润29.97亿元，同比增长31%；存货2892.18亿元，同比增长10%。

已公布2011年一季报的房地产公司中，平均每家公司的存货比上年同期增长了约多少亿

元？（ ）

A.5 B.11 C.51 D.105

【答案】B

【解析】平均增长量是在求出增长量的基础上，再求平均值即可。根据画线部分数据，

可列算式：

平均每家公司的存货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25

%10
%101
182892




.
≈2892×

1125
1


≈10.5（亿元），

最接近B选项。故本题正确答案应为B选项。

【技巧点拨】

在计算2892×
1125

1


时，可以大致估算一下，得数应在10左右，可以立即排除A、C、D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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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4——两期增长量差值】

【例】（2011·联考·118）

2010年某省限额以上企业零售额为5833.9亿元，限额以下企业零售额为7648.5亿元。已

知2010年限额以上企业零售额增幅为27.4%，限额以下企业零售额增幅为12.8%。

2009年限额以上企业和限额以下企业零售额差值比2010年差值（ ）。

A.约少386亿元 B.约多386亿元

C.约少647亿元 D.约多647亿元

【答案】B

【解析】2010年限额以上企业和限额以下企业零售额的差值为7648.5-5833.9≈1815（亿

元），2009年差值为
%4271
95833-

%8121
57648

.
.

.
.


≈6781-4579=2202（亿元），所以2202-1815=387

（亿元）。选择B选项。

【技巧点拨】

除解析中所用方法外，还有另外一种思路：

设2009年限额以上企业零售额为A，增长量为A1,则2010年限额以上企业零售额为A+A1；

设2009年限额以下企业零售额为B，增长量为B1，则2010年限额以下企业零售为B+B1。2009

年限额以上企业与限额以下企业零售额差值为 B-A ；2010年限额以上企业与限额以下企业

零售额差值为 B1)+(B-A1)+(A 。

因为两个数的差值一定是正数。因此，对于本题而言，二者之差为：

(B-A)-[(B+B1)-(A+A1)]=(A1-B1)。也就是说，比较现期量差值与基期量差值的题目，

实际上只需求两年增长量的差值即可。

故可列式：

2009年限额以上企业和限额以下企业零售额差值比2010年差值：

%812
%8121
57648-%427

%4271
95833 .

.
..

.
.







≈
9

57648
5
95833 ..
 =300+。故本题正确答案应

为B选项。

【专家提示】

这种类型的题目属于资料分析中较为复杂的题目，需要计算多次。但如果按部就班计算

的话，也可以很快得出正确答案。需要注意的陷阱是，“差值”必须是正值，但是两期差值

的差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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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 增长率

一、相关概念

1.增长率：增长率是增长量与基期量之比值，用以表示具体量的相对变化，又称增长幅

度（增幅）、增长速度（增速）。

例：2013年，该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56730亿元，比上年增长3.5%，增速

比全国低7.5个百分点；利润总额2900亿元，比上年下降6.1%。

2.增长贡献率：某部分增长贡献率是该部分的增量与总量增量的比值，用以表示某部分

增长量与总量增量的相对变化。

3.拉动增长率：如果B是A的一部分，B拉动A增长了x%,那么x%=B的增长量÷A的基期量

4.平均增长率：平均增长率是某个量从A变动为B的过程中，N期内的平均增长幅度。

5.同比增长：与上年的同一时期相比的增长速度或增长量；

环比增长：与紧紧相邻的上一期相比的增长速度或增长量。

例：当期为2014年1月，则同比增长指相对2013年1月的增长，环比增长指相对2013年12

月的增长。

二、常用公式

【公式1】增长率基本公式：增长率=增幅=增速=增长量÷基期量=（现期量-基期量）÷

基期量×100%=增长量÷（现期量－增长量）×100%

【公式2】发展速度=末期量÷基期量=1+增长率

【公式3】拉动增长率公式：B是A的一部分，B拉动A增长了x%,那么，x%=B的增长量÷A

的基期量。

【公式4】增长贡献率公式：某部分增长贡献率=该部分的增量÷总量的增量。

【公式5】平均增长率公式：如果某个量初期为A，经过N期之后变为B，平均增长率为 r ,

那么：A×（1+ r）n=B r = 1
A
B

n  。

直接开方计算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可以用以下几个近似公式：

当 rn1 n）r(1,＜5%时r ，此时可近似计算出
n

1
A
B

r


 ，得到的近似值比真实值略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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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第二期相对第一期的增长率为r1,第三期相对低二期的增长率为r2,……，第n+1期相对

第n期的增长率为rn,平均增长率为r，则有（1+r） n=（1+r1）……（1+rn）,得到

r= n
n21 )r+(1)r+)(（1r+(（1  -1 。 若 r1 ， r2 ， … … rn 之 间 比 较 接 近 ， 可 得 出

n
rrrr n21 

 ，此时求得的近似值会比真实值略大。

三、题型综述

【题型1——简单增长率计算】

【例1】（2015·国家·126）

2013年末全国共有群众文化机构44260个，比上年末增加384个，其中乡镇文化站34343

个，增加242个。年末群众文化机构从业人员164355人，比上年末增加8127人。群众文化机

构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3389.4万平方米，比上年末增长6.9%。年末群众文化机构共有馆办

文艺团体6022个，演出15.13万场，观众6569万人次。

2013年末全国群众文化机构数量同比约增长了（ ）。

A. 8% B. 3%

C. 0.9% D. 0.4%

【答案】C

【解析】2013年群众文化机构数量增长率＝384÷（44260－384）＝384÷43876。43876

的1%约为438，0.5%约为219，因此增长率取值应大于0.5%而小于1%，只有C项符合，故答案

为C。

【例2】（2015·国家·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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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季度～2014 年 1 季度全国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情况

与 2011年同期相比，2014年 1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约增长了（ ）。

A. 25.9％ B. 36.8％

C. 47.4％ D. 52.5％

【答案】C

【解析】 2011 年 1 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为 2187 元，2014 年 1 季度为 3224 元，

增长率为（3224－2187）÷2187＝1037÷2187，直除首位商 4，选择 47.4%，故本题答案为

C。

【例2】



40

上表显示部分省、市2007、2008年度财政收入情况（单位：万元）。根据表中数据，云

南省2008年度财政收入增长率为（ ），表中七个省、市2008年度平均财政收入为

（ ）。

A.23.7% 1216亿元

B.26.2% 1216亿元

C.23.7% 1016亿元

D.26.2% 1016亿元

【答案】D

地区 2007年 2008年

上海
207447

92

235874

64

山东
167539

80

195705

41

湖南
606550

8

722712

2

吉林
320689

2

422796

1

新疆
285660

0

361061

6

天津
540439

0

675618

6

云南
486714

6

61405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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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根据公式（现期量-基期量）÷基期量，可列式：

云南省2008年度财政收入增长率= 1
4867146
6140518

 ≈ 1
486
614

 =
486
128 ＞

4
1
=25%

表中七个省、市2008年度平均财政收入为：

7
614051867561863610616422796172271221957054123587464 

≈

55 10
7
71110

7
6168364272196236




≈101.6×105 （万元）。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D选项。

【方法精讲】

截位法

所谓“截位法”，是指在精度允许的范围内，将计算过程中的数字，近似为与之相近的

数字，从而简化整个计算过程的方法。但使用“截位法”时，必定会产生一定的误差，这种

误差很有可能会导致结果的不正确。因此，控制误差是使用“截位法”的关键。

一般来说：

加减截位时，一般选项从哪一位开始不同，则计算过程就需要精确到哪一位。要注意

对齐位数，并可以进行数值的放缩。

例：某地去年人均纯收入为13070.9元，今年的人均纯收入为14323.7元，则今年该地人

均纯收入增长了（ ）。

A.1052.8元 B.1252.8元 C.1452.8元 D.1652.8元

这道题中，选项是在百位不同的，因此我们需要将计算过程精确到百位。也就是截取前

三位数字进行运算。

可列式：14323.7-13070.9≈12**.*。结合选项，可确定B选项为正确答案。

乘除截位要考虑相对误差率。

例：某厂有职工147人，某月人均工资1020元，则这个月该厂工资总额约为（ ）。

A.1.5万元 B.14万元 C.15万元 D.16万元

该厂工资总额应为：147×1020≈150×1000=150000（元），答案为C选项。

这道题当中，两个数相乘，将第一个数放大，第二个数缩小，且放大和缩小的相对误差

均为2%左右，因此计算出的结果的误差率也会非常小。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放心地选择C

选项。

某厂去年生产服装2431件，今年多生产服装811件，则增产的比例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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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1

B.
3
1

C.
4
1

D.
5
1

增产的比例约为：
3
1

2400
800

2431
811



因为分子、分母分别减小了1%多一点，两者抵消之后误差率将会非常小，而选项之间至

少相差了20%。

注意：一般来说，对分子进行截位不能简化计算，只有对分母进行截位才能有效减小

计算量。

例题中，因为两个数值非常大，对其进行截位计算并不会对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相对

误差率为千分之几）。因此，可以对其进行截位。在第二步进行加法/除法运算的时候，对

式子进行化简，加法运算部分首先将数字量级缩小，再进行截位。注意，在截位的时候，为

了尽量保证计算的精度，将数字进行了四舍五入处理。

【例4】

2004年个人所得税及同比增长幅度分别约为（ ）。

A.1042亿元，23% B.1024亿元，20%

C.1042亿元，32% D.1024亿元，30%

【答案】A

【解析】2004年个人所得税可以直接读数，应为1042亿元，排除B、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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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2004年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幅度，即应以2003年个人所得税为基期量，求出2004年个

人所得税同比增长幅度。

可列式：
79850

79850241042
.

.. 
≈
850
192

，直除首位为2+，可锁定答案为A选项。

【题型2——间隔增长率】

【例】（2011·国家·121）

2010年上半年，全国原油产量为9848万吨，同比增长5.3%，上年同期为下降1%。进口原

油11797万吨，增长30.2%。

2010年上半年全国原油产量比2008年同期约增长了（ ）。

A.1.8% B.4.2% C.6.3% D.9.6%

【答案】B

【解析】在求间隔基期量的时候我们讲过一个公式，即混合增长率公式：r=r1+r2+r1×

r2。用此公式求解，则本题会变得非常简单：

2010年的同比增长率为5.3%，2009年的同比增长率为-1%，则2010年相对2008年的增长

率r为：

r=5.3%+(-1%)+5.3%×(-1%)≈4.25%，B选项与答案最为接近。

【专家提示】

求间隔增长率一般是与求间隔基期量或间隔末期量结合在一起的。

【题型3——年均增长率】

【例1】

某镇人口2007年上涨了5.2‰，2008年又上涨了3.8‰。则2006年-2008年，该镇的平均

人口增长率为多少？（ ）

A.4.5‰ B.4.8‰ C.4.0‰ D.9.0‰

【答案】A

【解析】

某镇人口2007年和2008年的增长率相差不大，因此可考虑用公式
n

rrrr n21 
 ，

可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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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8‰5.2‰
r =4.5‰，故本题正确答案应为A选项。

【专家提示】

用此增长率公式计算出的结果一般是略大于真实值，且应在几期增长率相差不大的情况

下，或选项相差较大的情况下使用。本题中，虽然算出的数值与A项和B项都比较接近，但是

根据“结果略大于真实值”，可排除B项。

【例2】（2010年·联考下·84）

2003-2007年间，SCI收录中国科技论文数的年均增长率约为（ ）。

A.6% B.10% C.16% D.25%

【答案】C

【解析】求2003—2007年间的平均增长率，则2003年为基期量，2007年为末期量。49788

×（1+ r）4=89147（1+ r）4=
49788
89147

≈
5
9
=1.8。

根据（1+ r）4=1.8，又知1.14=1.21²≈1.2²=1.44；1.24=1.44²≈1.4²=1.96，可知1.1＜

1+ r＜1.2。因此， r的数值范围应当在0.1~0.2之间。结合本题选项，可知答案为C。

【技巧点拨】

计算年均增长率往往需要开方，这在考场上计算难度偏高，所以此类问题一般要用一些

方法先确定或者排除选项。本题运用了插值法，根据式子的最终得数，先计算出（1+ r）的

数值范围。这里用到了一些数的特殊值，这些特殊值也是在做资料分析类试题的时候经常运

用到的。

除解析所述方法之外，可以使用代入法，即将选项代入式子进行验证。在使用代入法的

时，应先选择一个中间值。

另外，本题之所以不能用“ r =总增长率÷年份”公式的原因，是因为 r 的数值在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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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果直接用该公式计算的话，会出现较大的误差。

最后，在求平均增长率的时候，注意N为间隔年份。比如03年—07年，N应当为4，而不

是5。

【题型4——拉动增长率】

【例】（2010·北京·84）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2010年1—6月实现汽车类零售额294.7亿元，同比增长67.83亿元。同

时汽车消费的快速增长带动了石油等消费品的快速增长，2010年1—6月石油及制品类零售额

222.3亿元，同比增长67.28亿元。汽车及石油及制品类零售额的增长拉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

零售额增长19.8个百分点。

2009年1—6月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约为（ ）。

A.682.4亿元 B.381.9亿元 C.135.1亿元 D.1145.8亿元

【答案】A

【解析】考查拉动增长率在资料分析题目当中并不多见。本题即是考查“拉动增长率”

的典型例题。拉动增长率=部分增量÷总体基期量。如求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即求总体基

期量，要先计算出汽车、石油及制品类零售额的增量。

汽车、石油及制品零售额增量=67.83+67.28=135.11（亿元）

则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19.8%

135.11≈
0.2

136 =680（亿元）

故本题答案为A选项。

【题型5——增长率比较问题】

【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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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01年相比，2010年税收收入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哪个税种？（ ）

A.进口产品消费税和增值税 B.个人所得税

C.企业所得税 D.消费税

【答案】B

【解析】题目所问是2010年税收收入比2001年的增长幅度。在列式计算时需注意找对数

据。

可列式：

消费税：
930

9306071

进口产品消费税和增值税：
1651

165110490

企业所得税
945

9457795

个人所得税：
279

2792902

比较四个式子，只有消费税得数大于10，其余得数都远小于10，故本题选择B选项。

【例2】（2014·江苏A·103）

2012年，全国光缆线路长度净增268.6 万公里，达到1480.6万公里；局用交换机容量净

增478.1万门，达到43906.4万门；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净增11233.8万户，达到182869.8 万

户；全国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达到1899792.0MBPS，同比增长36.7％。用V1 、V2 、V3 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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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2012年全国光缆线路长度、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和互联网国际出口宽带的增长率，

下列表示正确的是（ ）。

A.V3＞V1＞V2 B.V3＞V2＞V1 C.V1＞V3＞V2 D.V1＞V2＞V3

【答案】A

【解析】2012全国光缆线路长度增长率：V1= %100
6.2686.1480

6.268




2012年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增长率：V2= %100
8112338182869

811233


 ..
.

2012年互联网国际出品宽带增长率：V3=36.7%

比较V1和V2，可知V1约为
6

1
，V2约为

15

1
，故V3＞V1＞V2，答案为A选项。

考点三 比重

一、相关概念

比重：是指部分在整体中所占的分量。它是描述相对性统计指标的一种形式，通常以百

分数表示。

例：2014年，某国公民人数为672万人，其中男性有342万人，则该国公民男性和女性占

该国公民人数的比重比为
672

342672
672
342 

 =
336
342

。

二、基本公式

若部分的现期量为 B１，增长率为 X１，整体的现期量为 B２，增长率为 X２，则：

现期比重＝
2

1

B
B ×100％

基期比重＝
2

1

B
B ×

1

2

x1
x1




×100％、

两期比重差值＝
2

1

B
B ×100％-

2

1

B
B ×

1

2

x1
x1




×100％=
2

1

B
B ×

1

21

x1
xx




×100％

三、题型综述

【题型1——现期比重计算】

【例1】（2015·国家·122）

2014年 1~5 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软件业务收入约 13254亿元，同比增

长 20.9%，比去年同期回落 3.3个百分点。其中，软件产品完成收入 4141亿元，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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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服务完成收入 2649.3亿元，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完成收入 1399.2亿元，数据处理和运营

服务完成收入 2429.5亿元，嵌入式系统软件完成收入 2230.3亿元，IC 设计完成收入 405.1

亿元。

2014 年 1～5月副省级城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部分软件业务收入情况 单位：亿元

城市名

称

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收入

数据处理和运营

服务收入

嵌入式

系统软件收入

IC设计

收入

本期累

计

同比增

长（%）

本期累

计

同比增

长（%）

本期累

计

同比增

长（%）

本期累

计

同比增

长（%）

大连 130.51 22.2 133.48 24.7 52.20 16.2 2.37 19.0

宁波 2.97 20.5 11.78 28.8 29.94 16.0 2.25 21.7

厦门 53.35 28.3 35.82 29.2 38.60 18.9 8.56 41.8

青岛 63.26 39.5 56.44 41.0 166.03 38.7 9.51 43.3

深圳 24.40 27.3 206.84 28.3 472.19 17.4 6.95 11.6

沈阳 73.03 19.9 83.73 22.2 84.42 24.4 10.20 17.2

长春 0.89 20.1 2.70 21.7 10.15 21.4 0.03 20.7

哈尔滨 3.02 10.1 2.09 21.8 3.36 16.2 0.19 17.0

南京 100.30 21.8 130.90 37.5 154.50 14.9 12.30 3.3

杭州 13.09 35.7 258.28 53.3 164.78 17.5 8.06 10.6

济南 112.54 20.3 74.01 33.3 28.08 11.9 0.10 34.9

武汉 36.68 33.1 60.34 34.2 45.93 32.1 1.20 20.4

广州 178.67 18.1 209.64 16.1 14.05 21.3 13.74 22.1

成都 59.62 28.5 190.57 8.4 3.60 8.7 18.87 12.9

西安 84.22 32.7 14.37 33.3 32.28 26.0 14.25 26.5

合计 936.56 24.2 1470.98 28.0 1300.11 20.5 108.60 19.1

2014年前 5个月完成收入排名前三的软件业务，同期完成收入占我国软件业务总收入

的比重约为（ ）。

A. 61.8% B. 69.6%

C. 81.2% D.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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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 由表格数据可知，2014 年前 5 个月收入排名前三的软件业务分别是软件产品

4141 亿元，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2649.3 亿元，数据处理和运营服务 2429.5 亿元，共收入

4141+2649.3+2429.5=9219.8（亿元）。软件业务总收入 13254 亿元。比重为
9219.8
13254

×100%

≈70%（直除首位接近商 7）。故本题答案为 B。

【例2】（2014·山西·119）

2012年铁矿砂及精矿进口量约占黑色金属（铁、锰、铬）矿砂及精矿进口总量的（ ）。

A.52% B.80% C.97% D.99%

【答案】C

【解析】现期比重＝
整体现期量

部分现期量 ×100％。故求铁矿砂及精矿占黑色金属矿砂及精矿

进口总量的比重，可列式：铁矿砂及精矿进口量比重=
929123774355

74355


×100%=

765

744

76521

74355
 ≈97%。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C 选项。

【技巧点拨】

在计算
76521

74355的时候，不一定要计算出准确的得数。观察这两个数字，74355 比 76521

少了 2100 多，故分子占比肯定多于 90%，但 2100 一定多于 76521 的 1%（765），由此可知

本题答案为 C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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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2014·浙江·122）

2013 年 1—10 月，汽车整车共进口 95.39 万辆，同比下降 1.68%；进口金额 391.61 亿

美元，同比下降 4.4%；降幅较前 9月分别缓减 4.39 个百分点和 5.30 个百分点。在汽车主

要进口品种中，越野车进口 40.21 万辆，同比增长 4.80%；轿车进口 34.65 万辆，同比下降

10.51%;小型客车进口 17.70 万辆，同比增长 17.77%。上述三大类汽车品种共进口 92.56 万

辆，占汽车进口总量的 97.03%。

2013 年 1—10 月，越野车进口数量约占汽车整车进口量的（ ）。

A.19% B.36% C.42% D.48%

【答案】C

【解析】本题直接运用公式求解即可。越野车进口数量约占汽车整车进口量的：

%100
39.95
21.40

 ≈ %100
95
40

 ≈42%。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C 选项。

【题型2——基期比重计算】

【例 1】（2012·国家·112）

2010 年，某省广电实际总收入为 145.83 亿元，同比增长 32.07%。其中，广告收入为

67.08 亿元，同比增长 25.88%；有线网络收入为 45.38 亿元，同比增长 26.35%；其他收入

33.37 亿元，同比增长 57.3%。

2009 年，该省广告收入占广电总收入的比重约为（ ）。

A.23% B.26% C.31% D.48%

【答案】D

【解析】解一：直接公式法

本题是求基期比重，直接运用公式进行计算即可。

广告收入占广电总收入的比重=

%07.321
33.145
%88.251

08.67



 =
%88.251
%07.321

33.145
08.67




 ≈0.46×
%88.251
%07.321


 ，因

为
%88.251
%07.321


 ＞1，所以广告收入占广电总收入的比重大于 46%。本题正确答案选择 D 选项。

解二：复变法

如果部分量 A 和整体量 B分别增长了 r%和 v%，且 r%＞v%，或者 %r ＜ %v （r、v 均为

负值的情况下），则 A 占 B 的比重上升，反之则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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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规律，可通过简单计算，得出本题答案。

因广电总收入同比增长率为 32.07%，广告收入同比增长率为 25.88%。广告收入同比增

长率小于广电总收入同比增长率，因此 2009 年的广告收入占广电总收入的比重必然大于

2010 年的比重。

2010 年，广告收入占广电总收入的比重为：
83.145
08.67 ≈40%＋。故 2009 年的比重一定大于

40%，结合选项，本题只有 D 选项符合题意。

【专家提示】

当算出首位为 4的时候，就可以根据选项得出答案了，资料分析的许多题目也一样。因

此一定要结合选项，灵活运用各种方法，不要只是一味硬算。

【方法精讲】

复变法

复变法是关于两个比率发生变化的时候，其“乘积”“比值”以及相关的一些计算的简

便技巧及公式。复变法包括基本复变模型、比例变化公式以及同向变化模型。题中运用到的

即为复变法的同向变化模型。

复变法——基本复变模型

如果两个值 A、B 分别增长了 r%、v%（取负值时代表“下降”），那么其乘积“A×B”

与比值“
B
A ”分别发生如下比率的变化：

1.积的增长率=各自增长率的和，加上各自增长率的积。

%v%r%v%r1%)v1%)(r1(1
BA

%)v1(B%)r1(A





。

2.比值的增长率=（分子的增长率-分母的增长率）÷（1+分母的增长率）。

%v1
%v%r1

%v1
%r11

B
A

%)v1(B
%)r1(A











复变法——同向变化模型

我们假定两个变量Ａ、Ｂ 分别增长了r%、v%，则有如下三大模型：

基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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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模型 1

【解释】当 A 的增长快于 B，或 A 的减小慢于 B 时，A占“A 和 B”总体的比重在上升，

反之则下降。

拓展模型 2

【解释】在 A是 B的一部分的情况下，当 A 的增长快于整体 B 时，或 A 的减小慢于整体

B时，A 与 B 中其他部分的比值在上升，反之则下降。

【例 2】（2011·上海 B·69）

上海市统计局发布信息显示，2010 年 9 月上海市签订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 295 项，

比上年同月增长 4.6%；签订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 13.19 亿美元，增长 19.8%。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第三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特别大。第三产业签订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

目 272 个，增长 9.2%；吸收合同外资 12.08 亿美元，增长 22.8%，占 91.6%，比重高出第二

产业 83 个百分点，仍占绝对主导地位。

2009 年 9 月，在吸收合同外资金额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约为（ ）。

A.68.8% B.82.4% C.89.3% D.91.6%

【答案】C

【解析】2010 年 9 月，上海市第三产业吸收合同外资金额增长 22.8%，签订外商直接投

资合同金额增长 19.8%，部分增量大于总体增量，故部分占整体的比重增加，由此可知 2009

年，第三产业吸收合同外资金额占所有产业吸收合同外资总金额的比重小于 2010 年的比重。

排除 D选项。

由比重相对变化公式可知，第三产业的比重相对变化应为
%8.191
%8.19%8.22




≈
2.1
%3

=2.5%。

故 2009 年应比 2010 年的比重减少约 2.5%左右。结合选项，本题选择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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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点拨】

求基期比重类题型有其做题规律：如同时给出整体量与部分量的增长率，则考虑先用同

比变化模型对比重的相对变化趋势进行判断，看基期比重是比现期比重增大还是缩小，从而

根据现期比重，排除选项，划定范围。

如果用同向变化模型仍然不能精确判断基期比重，则进一步用比重相对变化公式判断比

重大概变化了多少。根据基本复变模型的除法公式
%v1
%v%r




（
整体

整体部分

1
-

），比例的相对变

化必然小于 v%-r% 。对于第一道题目来说，是增加的比例小于（32.07%-25.88%）；对于

第二道题目来说，是减小的比例小于 22.8%-19.8%。

如果运用粗略计算仍然不能确定选项，则用基本复变模型的除法公式计算出变化的精确

值，从而得出精确答案。

【题型3——部分量、整体量计算】

【例1】（2014·浙江A·116）

公立医院服务费用情况 单位：元，%

公立医院人均住院费用中，药费最多的那一年的药费约是（ ）。

A.2570.9亿元 B.2784.5亿元 C.2916.0亿元 D.3025.6亿元

【答案】D

【解析】本题为已知整体量及比重，计算部分量的题目。首先看哪一年人均住院费用最

多。因为每一年中，药费占比相差不多，因此费用额越高的年份，人均住院费用额也应该越

高。可判断2012年的人均住院费用是最高的一年。

知道人均住院费用，也知道药费占比，可判断2012年的药费是最高的一年：

%3.411.7325  ＞7300×40%+7300×1%＞3000。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D选项。

【例2】（2012·联考下·107）

21世纪的前10年，金砖国家整体经济平均增长超过8%，远高于平均增长率为4.1%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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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增长率，金砖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17.0%提升到2010年的25.7%且继续

提升。

2010年全球GDP总量约为（ ）。

A.30.5万亿美元 B.44.86万亿美元 C.53.88万亿美元 D.67.8万亿美元

【答案】B

【解析】本题为给出部分的值和部分占整体的比重，求整体。2010年全球GDP为

4
1
5.11

%7.25
364.0931.5603.1487.1143.2


 =46（万亿美元）。故本题正确答案为B选项。

【题型4——多期比重大小比较】

【例1】（2014·江苏Ａ·82）

2013年1—9月，苏南、苏中、苏北工业用电量分别为1683.1亿千瓦时、400.7亿千瓦时、

539.6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5.4％、5.3％、10.8％，苏北增幅比全省平均高4.8个百分点；

沿海地区工业用电量384.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8％，增幅比全省平均高7.8个百分点。

2013年1—9月， 苏中、苏北工业用电量占江苏省工业用电总量的比重同比分别（ ）。

A.提高、提高 B.提高、降低

C.降低、提高 D.降低、降低

【答案】C

【解析】如果按照常规方法来计算的话，本题将会非常麻烦。需要计算出2012年1—9

月，苏中、苏北的工业用电量，再分别计算出江苏省工业用电总量。根据求出的数值，再分

别计算出苏中、苏北工业用电量在2012年1—9月和2013年1—9月占江苏省工业用电总量的比

重。

但是如果使用同比复变模型来计算本题的话，将会非常简单。同比复变模型的基本原理

可表述为：

如果A是B的一部分，且A的增长速度快于B的增长速度，或者A的减小速度慢于B的减小

速度，则A：B的比值增大；若A的增长速度小于B的增长速度，或者A的减小速度快于B的减

小速度，则A：B的比值减小。

用同比复变模型来做这道题，则答案会显而易见。

首先，我们知道，2013年1—9月，苏中的工业用电量增长了5.3%，苏北的工业用电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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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10.8%，全省的工业用电量增长幅度应为：10.8%-4.8%=6.0%。

从增速来看，苏中＜全省，而苏北＞全省，因此，苏中工业用电量占全省的比重应当是

同比降低的，而苏北工业用电量占全省的比重应当是同比提高的。本题正确答案应为C选项。

【例2】（2013·江苏A·89）

（注：表内增速均按可比价格计算）

2002—2011年十年，江苏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最大值是( )。

A.39.6% B.41.4% C.40.1% D.42.4%

【答案】D

【解析】

江苏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江苏第三产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

值。根据表格中数据，进行大致估算。可知2002~200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均低于40%。比较2010年和2011年：

201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5.41425
5.17131
×100%≈

414
171

×100%≈

41%。

2011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3.49110
2.20842
×100%≈

491
208

×100%≈

42%。

故本题正确答案应为D选项。

【专家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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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题用复变法的同比变化模型，很容易得出2011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最高的结论（部

分增长率增加速度快于整体增长率增加速度，则部分占总体比重上升）。但是注意本题并不

能直接运用复变法的同比变化模型。

根据表格中数据，200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绝对额为4493.3≠3891.9×（1+11.6%）≈

4343.3。

2003年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绝对额为12442.9≠10606.9×（1+11.7%）≈11847.9。

其他年份的增长率也不能反映“第三产业增加值绝对额”“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绝对额”。

所以，表格内的增长率不能反映“第三产业增加值绝对额”“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绝对额”

的变化。

因为表末提示“表内增速均按可比价格计算”。“按可比价格计算”是指按当年价格计

算的以货币表现的指标，在不同年份之间进行对比时，因为包含各年间价格变动的因素，不

能确切地反映实物量的增减变动，必须消除价格变动的因素后，才能真实地反映经济发展形

态。

【题型5——多部门比重变化问题】

【例】

2009 年，某省建筑业和工业总共增长 20％。其中，工业增长 21.2％，建筑业增长 11.2％。

请问 2009 年该省建筑业占建筑业和工业总体的比重为多少？ （ ）

A.10.07％ B.11.12％ C.12.00％ D.12.97％

【答案】B

【解析】设该省 2008 年建筑业总量为 A，工业总量为 B。则根据题干数量关系可列式：

20%B)(A21.2%B11.2%A  。因此 A、B 满足以下关系：
8.8
2.1

B
A


8.8%

1.2% 。

故建筑业占建筑业和工业总体的比重应为：
%)201()8.82.1(

11.2%)(12.1



=

12
112.12.1  =11.12%。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B选项。

【方法精讲】

十字交叉法：

数量分别为 A 和 B 的两个部分，分别增长 a%和 b%，整体增长率为 r%，那么我们可以得

出下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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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b%=（A+B）×r%
ra

br

B

A






像这种两部分合成增长率的题型，我们一般不用列式子的方式而采用“十字交叉法”的

方式来求解。即将上述式子转换成如下形式：

注意：上面这种方式计算得到的比例，是增长之前的比例而不是增长之后的比例。（A、

B 是基期量，而不是末期量。）

本题当中，求建筑业和工业的比例就可以简化为以下形式：

这样就简化了计算的过程。

【题型6——两期比重差值计算】

【例 1】

2011 年某地区出口交货值 2394 亿元，同比增长 16%，而工业总产值为 5734 亿元，同比

增长 24.6%，请问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了约几个百分点？（ ）

A.3 B.4 C.5 D.6

【答案】A

【解析】这道题当中，我们先要算出 2011 年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再根据

画线部分算出 2010 年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可列式：

%6.241
5734

%161
2394

5734
2394



 = ）（
%161

%6.24%161
5734
2394




 ≈
9.2
%6.8

16.1
%6.84.0 




 ≈-3%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A选项。

【方法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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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变法——比例变化公式

根据上题，我们将中间的计算过程省略，直接得出公式：

假如在基期，部分量为A，整体量为B，两者分别增长了r%、v%，则部分占整体的比例变

化为：

v%1
v%-r%

B
A

B
A-

v%1B
r%1A







）（

）（

假如在现期，部分量为A，整体量为B，两者分别增长了r%、v%，则部分占整体的比例变

化为：

r%1
v%-r%

B
A

v%1
B
r%1
A

B
A








）（

）（

要记住两个公式，遇到此类题型时，可以直接拿来运用。注意第一个公式，A、B为基期

量，而第二个公式，A、B为末期量。

这两个公式，看似没有简化计算，但可以帮助我们在乘除之前先做完减法，往下就可以

根据选项大胆地进行近似估算了。

【例2】（2012·国家·132）

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9727.6亿美元，同比增长34.7％。其中出口额为15779.3

亿美元，同比增长31.3％。出口产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924.1亿美元，同比增长30.7％。

2010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与上年相比约（ ）。

A.增加了10个百分点 B.减少了10个百分点

C.增加了0.1个百分点 D.减少了0.1个百分点

【答案】D

【解析】根据现期量与基期量差值公式，可列式：

2010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与上年相比：
%7.301
%3.31%7.30

3.15779
1.4924






＞
307.1
%6.0

3
1 
 ≈-0.1%，故本题正确答案为D选项。

考点四 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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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

平均数：平均数是用来反映统计数据的一般情况，在考试中，一般是指算术平均数。在

一组数据中，所有数据之和除以数据的个数，所得到的数即为算术数平均数。

例：2011年某省广电产业实际创收收入达192.98亿元，同比增长32.33%。该省电影票房

收入10.6亿元，同比增长45.24%。有线电视用户达1970.12万户，比上年末净增84.24万户，

其中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达1177.48万户。则2011年该省平均每月净增有线电视用户约多少万

户？

二、基本公式

平均数=
数

总量

个
，直接进行计算即可。

三、题型综述

【题型1——直接公式型】

【例1】（2015·国家·114）

2011～2013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现金收入超过 1万元的年份有几个？（ ）

A. 0 B. 1

C. 2 D. 3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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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2011 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现金收入为：2187＋1519＋2196＋2764＜2500×

4=10000（元）；2012 年收入为：2560＋1744＋2475＋3009＜2500×4=10000（元）；2013

年收入为：2871＋1947＋2810＋3356＞2500×4＝10000（元）。所以超过 1万元的年份有 1

个，故本题答案为 B。

【例2】（2014·国家·127）

2013年第一季度，该市电影院线平均每场电影的票房收入约有多少元？ （ ）

A.1170 B.1370 C.1570 D.1770

【答案】B

【解析】首先要知道第一季度指的是1—3月份。根据公式：平均数=
个数

总量，可列式：

2013年第一季度，该市电影院线平均每场电影的票房收入=
07.1179.991.10
34.154.147.1




≈

111011
3.15.15.1




≈
8
1

32
3.4
＞ =0.125（万元）

故B选项与得数最为符合，本题正确答案为B选项。

【专家提示】

在计算的时候，要注意算出的数字单位为万元。1亿元=1×108 元；1万元=1×104 元。

【题型2——平均数差值计算】

【例】（2011·联考上·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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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0年，A0级型车比A00级型车每年平均销售份额约高出（ ）。

A.14个百分点 B.15个百分点

C.16个百分点 D.17个百分点

【答案】A

【解析】求A0级型车比A00级型车每年的平均销售份额之差，首先要先求出A0级型车从

2006年到2010年的平均销售份额，再求出A00级型车从2006年到2010年的平均销售份额。但

是这样需要计算多步，而且可能每一步都需要近似。因为答案之间的相对误差较小，所以分

别求平均值的方法并非最佳方法。

因此，我们可以采用先计算差值，再除以总年份的方法。可列式：

A0级型车比A00级型车每年平均销售份额约高出：

（24.7+21.9+20.3+20.4+19.8-8.8-6.9-7.1-7.3-7.3）÷5=14。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A选项。

【专家提示】

当对应项目相同、数据个数相同时，平均数的差值就是总的差值的平均数。

【题型3——间隔年份问题】

【例】（2010·国家·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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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2008 年，我国卫生机构平均每年约增加（ ）。

Ａ． 4397个 Ｂ． 4578个

Ｃ． 4655个 Ｄ． 4736个

【答案】C

【解析】求1949—2008年，我国卫生机构每年的平均增加额，就是用总的卫生机构数÷

间隔年份。可列式：

卫生机构年平均增加额=
59

3670278337 ≈4655（个）

本题正确答案为C选项。

【专家提示】

求1949—2008年的平均数，是算中间间隔的年。比如2005—2010年，求其平均数，要除

以5，而不是6。

【题型4——平均数比较】

【例】（2015·国家·128）

2013 年全国群众文化机构开展活动情况

项目 活动次数（万次） 增速（%） 参加人数（万人次） 增速（％）

展览 13.82 20.4 9245 3.2

文艺活动 74.06 7.6 3137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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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讲座 2.36 13.5 441 20.5

训练班 39.08 0.9 3105 12.9

总计 129.32 6.8 44170 0.3

2013年群众文化机构开展的活动中，平均每次活动参加人数最多的是（ ）。

A. 展览 B. 文艺活动

C. 公益性讲座 D. 训练班

【答案】A

【解析】平均每次活动的人数分别为：展览：
82.13

9245≈600－；文艺活动：
06.74

31379≈400+，

公益性讲座：
441
2.36

≈200－，训练班：
3105
39.08

≈80－。因此展览活动平均每次参加人数最多。

答案为 A。

考点五 倍数与翻番

一、相关概念

倍数是一个量与另一个量的比值；翻番则指数量翻倍。两者都表示两个指标间的比值关

系，但前者是算术级，后者是几何级。若基础量为A，另一量是基础量的n倍，则另一量值为

n×A。若基础量为A，另一量在基础量的基础上翻了n番，则另一量值为A·2n。

二、基本公式

增长倍数=
基期值

基期值末期值 - = 1
基期值

末期值

三、题型综述

【题型1——为……的几倍】

【例1】（2015·国家·124）

2014年 1~5 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软件业务收入约 13254亿元，同比增

长 20.9%，比去年同期回落 3.3个百分点。其中，软件产品完成收入 4141亿元，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完成收入 2649.3亿元，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完成收入 1399.2亿元，数据处理和运营

服务完成收入 2429.5亿元，嵌入式系统软件完成收入 2230.3亿元，IC 设计完成收入 405.1

亿元。

2014 年 1～5月副省级城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部分软件业务收入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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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名

称

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收入

数据处理和运营

服务收入

嵌入式

系统软件收入

IC设计

收入

本 期累

计

同 比增

长（%）

本 期累

计

同 比增

长（%）

本 期累

计

同 比增

长（%）

本 期累

计

同 比增

长（%）

大连 130.51 22.2 133.48 24.7 52.20 16.2 2.37 19.0

宁波 2.97 20.5 11.78 28.8 29.94 16.0 2.25 21.7

厦门 53.35 28.3 35.82 29.2 38.60 18.9 8.56 41.8

青岛 63.26 39.5 56.44 41.0 166.03 38.7 9.51 43.3

深圳 24.40 27.3 206.84 28.3 472.19 17.4 6.95 11.6

沈阳 73.03 19.9 83.73 22.2 84.42 24.4 10.20 17.2

长春 0.89 20.1 2.70 21.7 10.15 21.4 0.03 20.7

哈尔滨 3.02 10.1 2.09 21.8 3.36 16.2 0.19 17.0

南京 100.30 21.8 130.90 37.5 154.50 14.9 12.30 3.3

杭州 13.09 35.7 258.28 53.3 164.78 17.5 8.06 10.6

济南 112.54 20.3 74.01 33.3 28.08 11.9 0.10 34.9

武汉 36.68 33.1 60.34 34.2 45.93 32.1 1.20 20.4

广州 178.67 18.1 209.64 16.1 14.05 21.3 13.74 22.1

成都 59.62 28.5 190.57 8.4 3.60 8.7 18.87 12.9

西安 84.22 32.7 14.37 33.3 32.28 26.0 14.25 26.5

合计 936.56 24.2 1470.98 28.0 1300.11 20.5 108.60 19.1

2014年 1~5 月，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收入同比增速最快的副省级城市，该项收入约是增

速最慢的副省级城市的多少倍？（ ）

A. 21 B. 4

C. 201 D. 70

【答案】A

【解析】由表格可知，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收入增速最快的是青岛 39.5%，收入是 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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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最慢的是哈尔滨 10.1%，收入是 3.02 亿元。所求倍数是
63.26
3.02

≈21。故本题答案为 A。

【例2】（2014·天津·103）

据我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我国邮电通信业继续呈迅

速增长态势，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12199 亿元，同比增长24.6％。其中，邮政业务总量624

亿元，增长10.1％；电信业务总量11575亿元，增长25.4％。全年新增局用交换机4608万门，

总容量达到4.7亿门。新增城市固定电话用户1174万户，新增农村固定电话用户2694万户。

年末总数达到35043万户，其中，城市电话用户23977 万户，农村电话用户11066万户。新增

移动电话用户5860万户，年末达到39343万户。其中，城市电话用户21457 万户，农村电话

用户17886万户。固定及移动电话总数同比增长15.05％，电话普及率已达到57部／百人。

2004年移动电话用户总量是固定电话用户总量的几倍？（ ）

A． 3.15 B． 2.12 C． 1.47 D．1.07

【答案】D

【解析】求“是……的几倍”“为……的几倍”类的题目，直接用公式即可。而“增长

了几倍”则在用公式求出答案的基础上，还需再-1。

故本题根据画线部分，应列式：2004年，移动电话用户总量是固定电话用户总量的：

31175
33483

1174296435043
586039343





＜1.1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D选项。

【例3】（2012·浙江·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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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浙江省第二产业的增加值约为2007年的（ ）。

A.1.1倍 B.1.2倍 C.1.3倍 D.1.4倍

【答案】D

【解析】为……几倍，直接运用公式即可。故浙江省第二产业增加值约为2007年的：

%1.5418754
%9.5127227




＞
38
51

5419000
5127000





＞1.34+。故本题正确答案为D选项。

【题型2——比……增长了、多了几倍】

【例】

2010年，浙江省第二产业的增加值约比2007年增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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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倍 B.0.2倍 C.0.3倍 D.0.4倍

【答案】D

【解析】如果提问方式为“比……多了多少倍”“比……增长了多少倍”，则求的是

现期量比基期量的增长量与基期量的比值。因此，计算的时候，需要在现期量÷基期量的基

础上再减去1。

本题实际上是（2012·浙江·123）题的改编。根据上一题，2010年浙江省第二产业的

增加值是2007年的1.4倍，因此，第二产业的增加值约比2007年增长了1.4-1=0.4倍。

故本题答案选择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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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堂 综合分析

一、考点梳理

1.综合分析题型概述

在资料分析中，每一段材料一般会考查1道综合分析题。综合分析题是对上一堂所述各

种题型的综合考查。每个选项基本上涉及一类题型。综合分析题型主要考查对材料的阅读能

力和计算、分析以及推测的能力。

2.综合分析题答题技巧

（1）简单着手

因为综合分析类题目需要对四个选项进行逐一判断，甚至每一个选项就是一道小的计算

题，在这道题上耗费的时间一般也会比较多。在时间紧张的考场上，我们需要迅速地对题目

加以判断，先做比较容易进行计算的选项，从而避免在一道题上浪费太多的时间。

那么，什么样的选项才是“容易计算”的选项呢？一般来说，不需要计算的选项比需要

计算的选项简单；需要计算一步的选项比需要计算多步的选项简单（比如计算两期比重差值，

就是多步计算的题目）；容易找到原文的题比不容易找到原文的题简单。掌握了这个规律，

就可以迅速地进行判断，排除选项或确定选项范围。

（2）从后至前

据统计，C、D选项的正确率要远远高于A、B选项。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规律还是比

较可靠的。因此，在做综合分析类题目的时候，一般顺序是从后至前。当然，如果在选项中

有较为容易计算的，则先做容易计算的选项。

3.材料特点

对于资料分析的综合分析类题目而言，各种不同材料的阅读技巧及阅读重点各不相同。

下面对资料分析的几种形式的材料一一进行分析：

（1）文字型材料特点

文字型材料，即通篇为文字表述的材料。对于文字型材料来说，需要在阅读的时候做好

标记，方便在做题的时候对数据进行迅速定位。一般来说，做标记的内容主要有：标示结构

的关键词、选项中提到的关键词、时间、单位。在进行标注时，要尽量用醒目的标志。另外，

标注的关键词在文章中不能太多，因为需要用关键词来帮助我们快速对数据进行定位。

（2）图表型材料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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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型材料包括两种：一为图形材料，一为表格材料。图形材料因为负载的信息较少，

很少单独考查，多以与其他材料结合成综合型资料的形式出现。图形材料基本可以分为饼图、

趋势图（折线图）、网状图、混合图四种。

表格的要素分为标题、标目、线条、数字、符号、注释等。

对于图形材料来说，一般结构比较清晰，需要注意的是其图形要素，如图题、图轴、标

目、图形、图注等，尤其在读题的时候要注意精确。如饼图要注意是实际值还是比例，比例

则看是占谁的比例；在读趋势图的时候，要注意，趋势图绝大多数时候都反映真实值的变化，

但偶尔也会表示相对值的变化，此时不能从斜率判断具体数量是上升还是减少；此外还要注

意单位，在“双单位图”中务必留意图与单位及轴之间的对应关系。

对于表格材料来说，需要注意的是其表格要素，包括标题、标目、线条、数字、符号、

注释等。在读题的时候，尤其是要注意其标题以及注释。比如前面举出的江苏B卷·147题，

其中的注释为“注：表内增速均按可比价格计算”。这样的话，表格内的数据就不能直接按

照公式：基期量×（1+增长率）来计算。

（3）综合型材料特点

综合型材料是指由文字型材料、表格型材料、图形型材料中的两种或者三种混合在一起

构成的材料类型。一般来说，图形型材料难度较低，而文字型的材料花费时间较多。

二、典型真题

【题型1——文字型材料】

【例1】（2014·北京·125）

2012年建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5％，增速回落８个百分点，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

6.6％。全年水泥产量21.8亿吨、同比增长7.4％，陶瓷砖92亿平方米、同比增长9.4％，天然

花岗岩石材4.1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7.2％。平板玻璃7.1亿重量箱、同比下降3.2％，卫生陶

瓷产量1.6亿件、同比下降13.1％。

2012 年底规模以上企业3.4万家，全年完成主营业务收入5.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

尽管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分别下降32.8％、66.6％，但由于水泥制品、轻质

建筑材料、建筑陶瓷、耐火材料制品、金属门窗和玻纤增强塑料材料等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分

别增长22.5％、21.8％、33.8％、10.5％、26.9％和30.6％，全行业利润总额仍创3750元新高，

同比增长3.5％。

大宗产品产销率呈下降态势，水泥产销率97.3％、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平板玻璃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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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率95.6％、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截至12月，水泥制造业存货790亿元，同比增加1.8％；

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业存货590亿元，同比增加15.7％；玻璃制品制造业存货319亿元，

同比增加15.8％。

2012年行业出口交货值约2250亿元，同比增长7.9％，出口商品离岸价格上涨9.3％。其

中，建筑卫生陶瓷、建筑和技术玻璃、玻璃纤维及制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31.5％、10％、

5.7％。

以下关于2012年建材行业产销状况的描述，与资料相符的是（ ）。

Ａ．玻璃制品制造业存货同比增速低于水泥制造业

Ｂ．玻璃制品制造业存货比上年增长约30亿元

Ｃ．2012年全年水泥销量超过21亿吨

Ｄ．建材行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约200亿元

【答案】C

【解析】首先在文段中标注关键词。这个文段的结构比较清楚，第一段的关键词为“工

业增加值”，第二段为“主营业务收入”，第三段为“大宗产品产销率”，第四段为“行业

出口交货值”。

先来看四个选项，判断哪些选项较容易计算。

一般来说，文段给出的都是现期值，而涉及现期与基期的比值、差值时，都会涉及计算。

因此B、D选项可以稍后计算。

再看A、C选项，A选项直接读数即可得出。根据第三段，水泥制造业同比增加1.8%，玻

璃制品制造业同比增加15.8%，玻璃制品制造业存货同比增速明显高于水泥制造业。故A选项

错误。

C选项需要结合第1、3段文字材料共同得出。根据第一段“全年水泥产量21.8亿吨”，

第三段“水泥产销率97.3%”可知，2012年全年水泥销量为21.8×（1-2.7%）＞21.8-21.8

×3%=21.8-0.654＞21。故C选项为正确答案。

B选项中，玻璃制品制造业存货比上年增长： 15.8%
%8.151

319



＞

7
1

16.1
319

 ≈
16.1
6.45
≈

40，远远大于30亿元，B选项错误。

D选项中，建材行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 %5.3
%5.31

3750



≈

30
1

30
11

3750



=3750×

31
1

=1**。故D选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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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正确答案为C选项。

【例2】（2014·联考上·117）

2013年3月末，主要金融机构及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外资银行人民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1.7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比全部企业贷款余额增速高1.2个百分点。

2013年3月末，主要金融机构本外币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46万亿元，同比增长3.2％。

其中，轻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824亿元，同比增长7.6％；重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5.77万亿元，

同比增长2.7％。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6.55万亿元，同比增长8.9％。

2013年3月末，主要金融机构及小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财务公司本外币农村贷

款余额15.2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农户贷款余额3.86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农业贷

款余额2.87万亿元，同比增长12.3％。

2013 年3月末，主要金融机构及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外资银行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

12.98万亿元，同比增长16.4％。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04万亿元，同比增长21.4％。房产开发

贷款余额3.2万亿元，同比增长12.3％。个人购房贷款余额8.57万亿元，同比增长17.4％。保

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6140亿元，同比增长42.4％。

关于2013年3月末贷款余额情况，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

Ａ.全部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了14.7％

Ｂ.农村贷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万多亿元

Ｃ.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快于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

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量超过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的3倍

【答案】D

【解析】先观察A、B、C、D四个选项，A、C选项是关于同比增速，而B、D选项是关于同

比增量。一般来说，文段给出的数据为现期量和同比增速，故先看A、C选项。而B、D选项计

算较为复杂，放在后面再进行计算。

C选项可以直接读数得出。根据最后一段数据：“个人购房贷款余额8.57万亿元，同比

增长17.4%。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6140亿元，同比增长42.4%。”可知个人购房贷款月增

速慢于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排除C选项。

A选项可以简单计算得出。全部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了13.5%-1.2%=12.3%。注意全部

企业贷款与人民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之间的关系。排除A选项。

B选项根据第3段可得：农村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了： %4.18
%4.181

24.15



＜1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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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3。故B选项错误。

D选项是最复杂的，先要算出个人购房贷款的同比增量，再算出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的

同比增量。根据前面几个选项的计算，可以很容易选出D选项为正确答案。

根据第2段，可知服务业增量：

%2.3
%2.31

46.6%9.8
%9.81

55.16






=

%2.3
%9.8

%9.81
%2.31

46.6
55.16





 ＞3。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D选项。

【例3】（2012·国家·120）

2010年，某省广电实际总收入为145.83 亿元，同比增长32.07％。其中，广告收入为67.08

亿元，同比增长25.88％；有线网络收入为45.38 亿元，同比增长26.35％；其他收入为33.37 亿

元，同比增长57.3％。

2010年，该省广电收入中，省级收入为65.32亿元，比上年增加15.5亿元；地市级收入为

41.61亿元，比上年增加13.39亿元；县级收入为38.90亿元，比上年增加6.52亿元。

2010年该省各市、县广电收入的区域分布如下：

东部地区50.06亿元，同比增长32.48％，占市县收入份额的62.18％，该地区的市均收入

为10.01 亿元，上年同期为7.56亿元。中部地区17.78亿元，同比增长40.70％，该地区的市均

收入为5.93亿元，上年同期为4.21 亿元。西部地区12.67亿元，同比增长80.86％，该地区的

市均收入为2.53亿元，上年同期为1.4亿元。

截至2010年底，该省有线电视用户数为1885.88万户，比上年末净增161.7万户。其中有

线数字电视用户为1007.8万户，比上年末净增277.58万户。

关于该省广电收入情况，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2010年，省级广电收入同比增长金额低于县级

Ｂ．2010 年，东部地区广电收入超过中部地区的3倍

Ｃ．2009 年，中部地区市均广电收入约是西部地区的3倍

Ｄ．2010 年，有线电视用户中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的比重不足一半

【答案】C

【解析】先观察选项。A项为同比增长金额比较，一般来说较为复杂。但本题直接给出

了增长金额，故直接读数即可。选项中B项为现期倍数计算，C项为基期倍数计算，常规来说

应该属于比较复杂的题型。但是这道题比较特殊，直接给出了基期量，故只需做简单计算即

可。D项为现期比重计算，根据最末一段，D选项也是简单计算即可得出结论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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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选项最为简单。根据第二段，直接读数可知，2010年，省级同比增长金额为15.5亿元，

县级同比增长金额为6.52亿元，省级＞县级，故A选项错误。

B选项需进行简单计算：根据第三段，2010年，东部地区广电收入÷中部地区广电收入

=50.06÷17.78＜3，故B选项错误。

C选项中，2009年，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市均广电收入比为：4.21÷1.4≈3。

D选项中，有线电视用户中有线数字电视用户占有线电视用户的比重为：有线数字电视

用户÷有线电视用户=1007.8÷1885.88＞1/2。D选项错误。

本题正确答案为C选项。

【例4】（2013·山东·材料一）

2011年某省广电产业实际创收收入达192.98亿元，同比增长32.33％。该省电影票房收

入10.6亿元，同比增长45.24％。有线电视用户达1970.12万户，比上年末净增84.24 万户，

其中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达1177.48万户。

从结构分析：广告收入89.38 亿元，占总创收的46.32％。有线网络收入53.18亿元，占

总创收的27.55％。其他创收收入50.42亿元，占总创收比重达26.13％，同比增速达51.12%。

从层级分析：省级收入100.64 亿元，同比增长54.07％。地市级收入47.36亿元，同比

增长13.82％。县级收入44.98亿元，同比增长15.63％。

从区域分析：省以下实际创收92.34亿元，其中南部地区占60.63％，中部地区占22.66％，

北部地区占16.71％。创收过亿元的县达13个，其中南部8 个，中部5个，13县共创收24.77

亿元。

以下关于2011年该省广电产业的描述正确的是（ ）。

Ａ． 电影票房同比增速低于广电产业整体增速

Ｂ． 有线数字电视用户占有线电视用户比重接近七成

Ｃ． 县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比上年有所上升

Ｄ． 北部地区省以下实际创收超过15亿元

【答案】D

【解析】A项，关于现期同比增速的比较，因材料中已直接给出同比增速，无需计算，

直接读数即可。B项，关于现期比重问题，一般需要进行简单计算。C项，可考虑用复变法的

同比变化模型，比较简单。D项，知道整体量和部分比重求部分量，需要进行简单计算。

A项中，电影票房同比增速为45.24%，广电产业整体增速为32.33%，电影票房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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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广电产业整体增速。A项错误。

B项中，根据第一段，有线数字电视用户占有线电视用户比重为： %100
12.1970
48.1177

 ，直

除首位＜6，故B选项错误。

C项，根据第三段，县级收入同比增长低于总收入增长，故县级占总收入比重有所下降。

D项，根据第四段，北部地区省以下实际创收为：92.34×16.71＞90×
6
1
=15(亿)。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D选项。

【题型2——图表型材料】

【例1】（2015·国家·115）

2011 年 1 季度～2014 年 1 季度全国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情况

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

A. 2013年各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均同比增加

B. 2013年 4季度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低于环比增速

C. 2014年 1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环比增长了三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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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013年下半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比上半年多约 2000元

【答案】A

【解析】先来分析哪一选项比较难以计算，可以先行跳过。A项是求四个季度的同比增

长率，只是要求其与上一期相比是同比增加还是减少，可等同于看 2013 年各季度农村居民

人均现金收入是否均高于 2012 年各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高于则为增加，低于则为

减少。B 项是同比增长率与环比增长率比较，未要求算出精确数值，做简单计算即可。C项

是计算环比增长率，D 项是要求计算 2013 年下半年人均现金收入与上半年的差值，均要求

计算出精确数值。

根据分析，我们判断 A、B 项较为简单，C、D 项要进行精确计算。

A选项，对比 2013 年与 2012 年各季度数值，不难发现，2013 年各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收

入均同比增加。故 A选项正确。

B 选项：增长率＝
基期量

现期量 -1。由该公式可以看出，现期量一定，则基期量越大，增长

率越低。计算 2013 年 4 季度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现期量为 6786，基期量为 6138；

计算环比增速，现期量为 6786，基期量为 6520。因此，同比增速大于环比增速，B 选项错

误。

C选项：2014年 1季度城镇收入8155元,2013年4季度城镇收入6786元，增长率为（8155

－6786）÷6786＝1369÷6786，直除首位商 2，因此环比增长不到三成，C 选项错误。

D 选项：2013 年下半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比上半年多：（3356＋2810）－（1947

＋2871）＝1348（元），故 D选项错误。

【专家提示】

一般情况下，要求计算出精确数值的题目，计算量要大于单纯的大小比较题目。

【例 2】（2015·国家·125）

2014年 1~5 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软件业务收入约 13254亿元，同比增

长 20.9%，比去年同期回落 3.3个百分点。其中，软件产品完成收入 4141亿元，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完成收入 2649.3亿元，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完成收入 1399.2亿元，数据处理和运营

服务完成收入 2429.5亿元，嵌入式系统软件完成收入 2230.3亿元，IC 设计完成收入 405.1

亿元。

2014 年 1～5月副省级城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部分软件业务收入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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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名

称

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收入

数据处理和运营

服务收入

嵌入式

系统软件收入

IC设计

收入

本期累

计

同比增

长（%）

本期累

计

同比增

长（%）

本期累

计

同比增

长（%）

本期累

计

同比增

长（%）

大连 130.51 22.2 133.48 24.7 52.20 16.2 2.37 19.0

宁波 2.97 20.5 11.78 28.8 29.94 16.0 2.25 21.7

厦门 53.35 28.3 35.82 29.2 38.60 18.9 8.56 41.8

青岛 63.26 39.5 56.44 41.0 166.03 38.7 9.51 43.3

深圳 24.40 27.3 206.84 28.3 472.19 17.4 6.95 11.6

沈阳 73.03 19.9 83.73 22.2 84.42 24.4 10.20 17.2

长春 0.89 20.1 2.70 21.7 10.15 21.4 0.03 20.7

哈尔滨 3.02 10.1 2.09 21.8 3.36 16.2 0.19 17.0

南京 100.30 21.8 130.90 37.5 154.50 14.9 12.30 3.3

杭州 13.09 35.7 258.28 53.3 164.78 17.5 8.06 10.6

济南 112.54 20.3 74.01 33.3 28.08 11.9 0.10 34.9

武汉 36.68 33.1 60.34 34.2 45.93 32.1 1.20 20.4

广州 178.67 18.1 209.64 16.1 14.05 21.3 13.74 22.1

成都 59.62 28.5 190.57 8.4 3.60 8.7 18.87 12.9

西安 84.22 32.7 14.37 33.3 32.28 26.0 14.25 26.5

合计 936.56 24.2 1470.98 28.0 1300.11 20.5 108.60 19.1

关于 2014年 1~5月副省级城市软件业务收入，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

A. 广州市的四项业务收入在副省级城市中均排名前三

B. 武汉市的四项业务收入增速均高于副省级城市平均水平

C. 深圳市 IC设计业务收入超过副省级城市该项业务收入的平均水平

D. 数据处理和运营服务与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最高的副省级城市是同一个

【答案】B

【解析】判断四个选项，哪一个计算较为复杂，可先行跳过。A项为现期量比较，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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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数即可。B 项为增长率比较，直接读数即可。C 项涉及平均值计算，需要进行简单的乘除

法计算。D项为现期量比较，直接读数即可。

根据分析，本题四个选项难度都不大。

A选项：由表格可知广州市的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为 14.05 亿元，而同列数据中，超过

14.05 的远不止两个城市，故 A 选项错误。

B选项：直接读数，武汉市的四项业务收入增速均高于副省级城市平均水平，B 项正确。

C选项：深圳市 IC 设计业务收入 6.95 亿元，副省级平均水平 108.6÷15≈7+（亿元），

故深圳市 IC 设计业务收入低于副省级城市的平均水平，C选项错误。

D选项，数据处理和运营服务收入最高的是杭州，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最高的是深圳，

不是一个城市，故 D选项错误。因此，本题答案为 B选项。

【例3】（2012·联考上·材料二）

2011年某省接待过夜游客总量再次实现突破，达到3001.04万人次，同比增长16.0％。

实现旅游收入324.04 亿元，同比增长25.8％。12月份宾馆平均开房率为７4.02％，同比增

长0.06％；全年累计宾馆平均开房率为62.37％，同比增长2.0％。

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

Ａ． 2011年该省旅游饭店接待过夜游客人次超过社会旅馆的3倍

Ｂ． 2010 年12 月该省过夜入境游客中台湾同胞人次多于香港同胞

Ｃ． 2011年12月台湾同胞到该省过夜旅游人次高于前11个月的平均值

Ｄ． 2011年到该省消费的游客中，境外游客消费增长速度高于境内游客

【答案】C

【解析】A项是求现期量之间的倍数关系，B项是求基期量差值，C项是复变法同向变化

模型的应用，D项是现期增长速度的比较。根据选项，我们判断B项是最难计算的，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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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相对简单。故B选项可稍后进行判断。

A选项直接读表可知，2011年旅游饭店接待过夜游客人次共235.27万人次，社会旅馆接

待过夜游客人次共87.69万人次。旅游饭店接待过夜游客人次超过社会旅馆接待过夜游客人

次的三倍。故A选项错误。

C选项，2011年12月，台湾同胞到该省过夜旅游人次增速为265.5%，其全年旅游人次增

速总共为54.8%，12月份的增速远高于总体，因此2012年，台湾同胞到该省过夜旅游人次增

速高于前11个月的平均值，C选项正确。

至此可知，本题正确答案为C选项。

D选项，直接读表可知，2011年到该省消费的游客中，境内过夜旅游者同比增长16%，境

外过夜旅游者同比增长22.8%，貌似是正确的。但是注意，“境内过夜旅游者”≠“境内旅

游者”；“境外过夜旅游者”≠“境外旅游者”。题干只统计了过夜旅游者的数据。故D选

项为错误选项。

B选项求台湾和香港2010年过夜旅游人次之差，可列式：
%9.601

40.1
%6.2651

01.2





，显然

第一个分式小于第二个分式，故B选项错误。

【例4】（2014·江苏A·95）

下列判断正确的有（ ）。

（１）2013年第一季度，江苏省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逐月减少

（２）2012年江苏省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多于第三产业

（３）2013年下半年，江苏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上半年多886 亿元

Ａ.0个 Ｂ.1 个 Ｃ.2个 Ｄ.3个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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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1）：虽然题目中只给出了第一产业1~2月、1~3月的值，可以判断3月份的投

资完成额为20亿元，1、2月的投资完成总额也仅为34亿元，一定有一个月小于20亿元，必然

不是逐月减少的趋势。（1）错误。

（2）：2012年江苏省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分

别为：

%2.171
18426
 %3.221

17358


，前者分子大，分母小，显然大于后者。故（2）正确。

（3）：2013年下半年，江苏省国有及国有控股资产投资完成额与上半年的差值为：

（7456-3340）-3340=776。故(3)错误。

本题正确答案为B选项。

【例5】（2012·山东·115）

下列关于2009年图中各省市普通高中情况的描述，与资料相符的是（ ）。

Ａ． 普通高中数量超过800所的省份有4个

Ｂ． 辽宁的校均专任教师数少于广西

Ｃ． 招生总数和学校数最多的省份是同一个

Ｄ． 普通高中招生总数超过50万人的都是沿海省份

【答案】C

【解析】本题比较简单。直接读图+简单计算即可得出正确答案。A选项，求普通高中数

量超过800所的省份，即在右边纵轴“8”处画一条线，数一下超过“8”的省份即可。根据

图表，超过“8”的省份共有2个，A选项错误。

B选项为辽宁的校均专任教师与广西校均专任教师的比较。看图，辽宁和广西的专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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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数相差不多，但辽宁的学校数量小于广西，因此辽宁的校均专任教师数应当大于广西。B

选项错误。

C选项直接读图，招生总数和学校数最多的省份都是广东。判断这个选项的时候注意看

清哪一种图示代表什么。

D选项直接读图，普通高中招生超过50万人的省份有广东、河南、四川。其中只有广东

是沿海省份。D选项错误。

本题正确答案为C选项。

【例6】（2012·江西·材料三）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2010年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约67.9%

B.2010年进口增幅大于出口增幅

C.2010年贸易顺差比2009年小

D.“十一五”期间有四年出现贸易顺差，一年出现逆差

【答案】A

【解析】先判断四个选项哪一个比较容易计算。在仅给出现期量和基期量的情况下，A、

B项涉及增长率计算，比较复杂，先行跳过。C、D项是2010年贸易顺差与2009年贸易顺差的

比较，只涉及加减法计算。故先计算C、D项。

C项：2009年贸易顺差为：73.68-54.10=19.58；2010年贸易顺差为134.16-80.37=53.79。

故C选项错误。

D选项：“十一五”期间指的是2006~2010五年时间。根据图表中数据，快速判断五年均

为顺差，没有逆差。D选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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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选项：2010年进口增幅为：
68.73

68.7316.134 
≈

73
60；2009年出口增幅为：

10.54
10.5437.80  ≈

54
26

。插值，
73
60

＜
2
1
≈

54
26

，故2010年进口增幅小于出口增幅。

至此可判断正确答案为A选项。

A选项：2010年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
10.5468.73

10.5468.7337.8016.134



≈67.9%。

本题正确答案应为A选项。

【例7】

下面的三角形表示甲、乙、丙、丁、戊五个城市的中学生对于Ｘ、Ｙ、Ｚ 三个电视节

目的喜欢情况调查结果。如甲城喜欢Ｘ 节目的占３０％，喜欢Ｙ节目的占７０％，无人喜

欢Ｚ 节目；而丙城喜欢Ｘ 节目的占２０％，喜欢Ｙ 节目的占５０％，喜欢Ｚ 节目的占

30％。

Z节目在丙城受欢迎的程度要达到Ｘ 节目在戊城的水平，需增加的百分比例是（ ）。

Ａ．５０％ Ｂ.－２０％ Ｃ.４０％ Ｄ.－３０％

【答案】C

【解析】首先要搞清楚此种类型题目的读图方式。求某一点喜欢某节目的程度，应当分

别向该节目的对边做垂线。垂线的长度即为某点对该节目的喜欢程度。直观地说，也就是某

点离哪个端点越近，就越喜欢哪一节目。

以甲点为例。其喜欢X节目的程度应当略大于25%，喜欢Y节目的程度应当接近75%，喜欢

Z节目的程度应当为0%。

故Z节目在丙城受欢迎的程度大约为30%左右，X节目在戊城受欢迎的程度应为70%左右，

故Z节目需增加的百分比例应为40%。正确答案为C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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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Ｘ、Ｙ、Ｚ 三个节目比较而言，最受该五个城市中学生喜欢的节目是（ ）。

Ａ.Ｘ Ｂ.Ｙ Ｃ.Ｚ Ｄ.无法判断

【答案】B

【解析】本题可以一一画出垂线，去看三个节目在五个城市中的受欢迎程度。但是比较

浪费时间。根据上一题的分析，某点离哪一个节目越近，就表明其最喜欢哪一节目。因此，

只需看五个点总体上离哪一点最近即可。这样直观地看，发现五个点整体上离Y节目最近，

故最受五个城市学生欢迎的节目应当为Y节目。本题正确答案为B选项。

【题型3——综合型材料】

【例1】（2015·国家·130）

2013年末全国共有群众文化机构 44260个，比上年末增加 384个，其中乡镇文化站 34343

个，增加 242个。年末群众文化机构从业人员 164355人，比上年末增加 8127人。群众文化

机构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 3389.4万平方米，比上年末增长 6.9%。年末群众文化机构共有

馆办文艺团体 6022个，演出 15.13万场，观众 6569万人次。

2013 年全国群众文化机构开展活动情况

项目 活动次数（万次） 增速（%） 参加人数（万人次） 增速（％）

展览 13.82 20.4 9245 3.2

文艺活动 74.06 7.6 31379 -1.8

公益性讲座 2.36 13.5 441 20.5

训练班 39.08 0.9 3105 12.9

总计 129.32 6.8 44170 0.3

2006～2013 年全国平均每万人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83

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

A. 2012年末全国群众文化机构共有从业人员 16万多人

B. 2013年文艺活动的参加人数约是公益性讲座的 50倍

C. 2013年全国人均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比 2006年翻了一番

D. 2013年乡镇文化站占群众文化机构总数的比重高于上年水平

【答案】C

【解析】判断哪一选项比较难以计算，可先行跳过。A 选项，基期量计算，一般来说需

要进行乘除法计算，但本题中，给出了现期量与增长量，故直接进行简单加减法计算即可。

B选项，现期量倍数比较，只需要进行简单除法计算。C 选项，翻番类题目，需进行简单除

法计算。D选项，两期比重比较，考虑使用同向变化模型。但本题中，乡镇文化站和群众文

化机构总数并没有给出增长率，因此不能直接运用同向变化公式，需要用常规方法计算。

根据分析，A、B、C难度不大，D 选项计算较为复杂。

A选项：2012 年从业人员数量为 164355－8127＜16（万人），A 选项错误。

B 选项：2013 年文艺活动的参加人数为 31379 万人次，公益性讲座的参加人数为 441

万人次，31379÷441≈70＋，B选项错误。

C 选项：2013 年人均面积为 249.1 平方米，2006 年人均面积为 123.5，249.1÷123.5

≈2，即翻了一番。

D 选项：2013 年乡镇文化站占群众文化机构总数的比重为
34343
44260

，2012 年乡镇文化站

所占比重为
34343 242
44260 384




＝
34101
43876

。用差分法比较，大分数为
34343
44260

，小分数为
34101
43876

，差

分数为
242
384

≈0.6＋，差分数＜小分数，所以 2013 年比重低于 2012 年水平。

答案选择 C选项。

【专家提示】

“差分法”是无偏估算，在使用的时候，差分数与小分数的大小关系可直接代表大分

数与小分数的大小关系。

“翻一番”是指是基数的两倍。“翻 n 番”即表示是基数的 2
n
倍。

【例2】（2014·江苏A·105）

2012年，全国光缆线路长度净增268.6万公里，达到1480.6 万公里；局用交换机容量净

增478.1 万门，达到43906．4万门；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净增11233．8 万户，达到1828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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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户；全国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达到1899792.0Mbps，同比增长36.7％。

2013年6月，全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4.1％，同比增长2.0％；手机网民规模达46400万人，

同比增加437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数占78.63％；农村网民规模达16500万人，同

比增加908万人。韩国、日本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83.０％、79.０％。

下列判断正确的有（ ）。

（１）2013 年6月，全国城镇网民比农村网民多42566 万

（２）2013年6月，全国互联网普及率比2010年6月提高了12.3个百分点

（３）2010年6月至2013 年6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每半年较前期都有所提高

Ａ．0 个 Ｂ．1个 Ｃ．2 个 Ｄ．3个

【答案】C

【解析】（1）是简单加减法计算。2013年6月，全国城镇网民数量：59056-16500=42556

（万人），则全国城镇网民比全国农村网民多：42556-16500（万人），显然不是（1）中给

出的数量。

（2）是简单加减法计算。2013年6月，全国互联网普及率比2010年6月提高了：

44.1%-31.8%=12.3%，正确。

（3）直接读图，2010年6月至2013年6月，全国互联网普及率与上一期相比，都是提高

的。正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C选项。

【例3】（2014·山西·120）

2012年，我国矿产品对外贸易活跃，进出口额9919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进

口额同比增长1.4％，出口额同比增长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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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矿产品进出口贸易，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

Ａ． 2008—2012年间矿产品进出口总额年复合增长率约为50％

Ｂ． 2012年是近４ 年来矿产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幅最高的一年

Ｃ． 2011—2012年硫磺月均进口量超过100万吨

Ｄ． 2011—2012年原油总体进口量高于煤炭

【答案】D

【解析】先观察四个选项哪一个比较容易计算。A项求2008-2012年复合增长率，必然涉

及除法；B项是近四年以来的同比增长率比较，题中没有直接给出增长率，可能较为复杂，

可先行跳过。C项是求2011—2012年月均进口量，做简单加法及除法即可。D项是2011—2012

年原油与煤炭的总体进口量对比，做简单加减法比较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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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项：根据表格中画框部分，2011—2012年煤炭的进出口总额为22228+28851；原油的进

出口总额为25378+27102，简单估算，煤炭＜原油，D项正确。

至此，可知本题正确答案为D选项。

C项：2011年—2012年，硫磺月均进口量为：
24
1120+953

≈86.4＜100万，C选项错误。

A项：2008—2012年矿产品进出口总额年复合增长率为：

%100
6588

65889919


 = %100
6588
3331

 ＞50%，A项错误。

B项：近4年是指2009—2012年。根据柱状图，比较近四年的同比增长率。与2010、2011

年相比，2012年的增长量最小，同时基期量最大，故2012年不可能为进出口总额同比增幅最

高。B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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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堂 真题演练

真题一：

2013年，某省工业企业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7864亿元、税金 1680亿元、利润 2080

亿元，分别增长 19.1％、19.4％、26.4％，分别高出全国 7.9、8.4、14.2个百分点。该省工

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工业的 3.7％，比上年提高 0.3个百分点。百户重点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税金、利润分别增长 10.2％、11.1％、20.8％，分别占全省工业的 29.5％、51％、

27.6％。

2013年，汽车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538亿元，增长 23.1％；实现利润 416.6亿元，

增长 19.9％；税金 225.3亿元，增长 50％。销售利润率（利润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攀升

至 9.2％。

食品（含烟草）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359 亿元，增长 20.8％，增速同比放缓 9.2个百分

点，实现利润 398亿元，增长 34.5％；工业税金 506.2亿元，增长 11.4％。

钢铁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510亿元，增长 1.8％，利润总额 34.6亿元，增长 18.8％，

行业销售利润率仅 1％。

石化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5138亿元，增长 18.8%；实现利润 204.2亿元，增长 38.1%。子

行业中，石油加工业净亏损 0.2亿元，同比减亏 13.6亿元；化工行业全年利润增长 31.6％，

扭转上半年利润下降局面；石油开采业净亏损 8.6亿元，橡胶塑料行业利润增长 29.1％。

建材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412亿元，增长 27.1%；实现利润 167.2亿元，增长 51.6%。

机械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886亿元，增长 26.6%；实现利润 191.6亿元，增长 23.8%。

其中，电气机械（家电）利润增长 38.5%，专用设备利润增长 22.1%，船舶行业利润增长 18.9%。

116.2013年全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约为多少万亿元？（ ）

A. 84 B. 90

C. 97 D. 102

117.2013年全国工业企业的税金增速比利润增速（ ）。

A. 低 1.2个百分点 B. 低 5.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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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高 7.0个百分点 D. 高 8.4个百分点

118.2013年该省工业企业的哪项信息，能够从上述资料中直接推出？（ ）

A. 工业企业利润占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

B. 船舶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机械行业的比重

C. 橡胶塑料行业工业企业实现利润额

D. 百户重点企业的总体销售利润率

119.2013年该省以下行业利润增速从高到低排序正确的是（ ）。

A. 石化行业，建材行业，机械行业

B. 建材行业，石化行业，机械行业

C. 汽车行业，食品（含烟草）行业，钢铁行业

D. 食品（含烟草）行业，钢铁行业，汽车行业

120.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

A. 2012年该省食品（含烟草）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 11.6%

B. 2012年该省工业企业税金总额中，汽车行业所占比重超过 15%

C. 2013年该省建材行业的销售利润率高于 2012年水平

D. 2012年该省石油加工业净亏损 13.4亿元

【真题精解】

116.D。【解析】根据第一段“2013 年，某省工业企业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7864 亿

元……该省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工业的 3.7%”可知，2013 年全国工业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为 37864÷3.7%，直除首位商 1，故本题答案为 D。

117.A。【解析】根据第二段“2013 年，某省工业企业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7864 亿

元、税金 1680 亿元，利润 2080 亿元，分别增长 19.1%、19.4%、26.4%，分别高出全国 7.9、

8.4、14.2 个百分点”可知，全国工业企业的税金增速为 19.4%－8.4%＝11%，全国工业企业

的利润增速为 26.4%－14.2%＝12.2%。则全国工业企业税金增速与利润增速的差值为 11%－

12.2%＝-1.2%。故本题答案为 A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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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D。【解析】A 项，该省工业企业利润占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为

该省工业企业利润

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由于缺少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数据，故无法推出。

B 项，该省船舶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机械行业的比重为
机械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收入该省船舶行业主营业务 ，由

于缺少船舶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数据，故无法推出。

C项，该省橡胶塑料行业工业企业实现利润额为：总营业额×利润率。由于材料中只知

道橡胶塑料行业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无其他具体数据，故无法推出。

D项，该省百户重点企业的总体销售利润率为 该省百户重点企业的利润

该省百户重点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
。根据材料

“2013 年，某省工业企业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7864 亿元、税金 1680 亿元，利润 2080

亿元……百户重点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税金、利润分别增长 10.2%、11.1%、20.8%，分别占

全省工业的 29.5%、51%、27.6%”可知，省百户重点企业的总体销售利润率为
2080 27.6%
37864 29.5%




，

故 D 选项可以推出。

故本题答案为 D。

119.B。【解析】根据材料可知，石化行业利润增长 38.1%，建材行业增长 51.6%，机械

行业增长 23.8%。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建材行业、石化行业、机械行业。因此 A 选项错误，

B选项正确。汽车行业利润增长 19.9%，食品（含烟草）增长 34.5%，钢铁行业增长 18.8%。

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食品（含烟草）行业、汽车行业、钢铁行业。因此 C、D 选项错误。

故本题答案为 B选项。

120.C。【解析】先分析四个选项哪一个比较容易判断。A 选项是计算 2012 年主营食品

同比增速，一般情况下需做乘除法计算，但本题当中直接给出了今年与去年增速的差值，做

简单加减法计算即可。B 选项是关于部分占整体比重计算，一般来说需要做乘除法计算，考

虑是否可以直接运用同向变化公式。C 选项是关于“销售利润率”，即销售利润与整体营业

额的比值计算，也可视为比重变化，考虑直接运用同比变化模型。D 选项是基期量的计算，

如果题目中给出的是增长率，则需进行乘除法计算；如果题目中直接给出的是增长量，则直

接进行加减法计算即可。

分析可知，四个选项中，比较容易判断的应该为 A、C、D选项，B 项可能计算复杂，可

先跳过。

A 项，2013 年该省食品（含烟草）增长 20.8%，增速同比放缓 9.2 个百分点，则 2012

年该省食品（含烟草）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为 20.8%＋9.2%＝30%。A 选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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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项，根据“建材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412 亿元，增长 27.1%；实现利润 167.2 亿元，

增长 51.6%”可知，建材行业的利润增长率大于收入增长率，则 2013 年该省建材行业的销

售利润率高于 2012 年水平。C选项正确。

至此，可知 C 选项为正确答案。

D项，根据“（2013 年）石油加工业净亏损 0.2 亿元，同比减亏 13.6 亿元”可知，2012

年石油加工业净亏损为 13.6＋0.2＝13.8（亿元）。D 选项错误。

B项， 2013 年，该省工业企业税金 1680 亿元，增长 19.4%；汽车行业税金 225.3 亿元，

增长 50%。2012 年该省工业企业税金总额中，汽车行业所占比重为
225.3
1680

×
1 19.4%
1 50%



≈
225
1680

×
1.2
1.5

=
180
1680

≈0.11。B 选项错误。

故本题答案为 C。

【专家提示】

C选项，销售利润率= %100
主营业务收入

销售利润 。实际上是求比重变化。根据同向变化模型

即可得出答案。

注意 B选项，还可以应用同向变化模型得出答案。因为该省工业企业税金增幅＜汽车行

业税金增幅，因此去年汽车行业税金占工业企业税金总额的比重必定小于今年。今年汽车行

业税金占工业企业税金的比重为
225.3
1680

，因为 15²=225，所以 16×15＞225，今年汽车行业

税金占工业企业税金的比重小于 15%，则 2012 年汽车行业税金增幅占工业企业税金增幅必

定小于 15%。可以排除 B选项。

真题二：

2013年3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65.76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增速比上

年同期低0.8个百分点。

2013年3月末，主要金融机构及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外资银行人民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1.7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比全部企业贷款余额增速高1.2个百分点。

2013年3月末，主要金融机构本外币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46万亿元，同比增长3.2%。

其中，轻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824亿元，同比增长7.6%；重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5.77万亿元，

同比增长2.7%，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6.55万亿元，同比增长8.9%。

2013年3月末，主要金融机构及小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财务公司本外币农村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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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余额15.2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农户贷款余额3.86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农业贷

款余额2.87万亿元，同比增长12.3%。

2013年3月末，主要金融机构及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外资银行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

12.98万亿元，同比增长16.4%。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04万亿元，同比增长21.4%。房产开发

贷款余额3.2万亿元，同比增长12.3%。个人购房贷款余额8.57万亿元，同比增长17.4%。保

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6140亿元，同比增长42.4%。

116.2013年3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约是2011年的多少倍？（ ）

A.1.1 B.1.2 C.1.4 D.1.3

117.关于2013年3月末贷款余额的情况，能够从上述材料中推出的是( )。

A.全国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了14.7%

B.农村贷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万多亿元

C.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快于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

D.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量超过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的3倍

118.2013年3月末，各项贷款余额从高到低排序正确的是（ ）。

A.农户贷款余额、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农业贷款余额

B.房产开发贷款余额、地产开发贷款余额、轻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C.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农户贷款余额、重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D.重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轻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房产开发贷款余额

119.2013年3月末，轻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占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总体的比重与上年相

比（ ）。

A.约上升0.4个百分点 B.约上升4个百分点

C.约下降0.4个百分点 D.约下降4个百分点

120.2013年3月末，房地产开发余额同比增速为（ ）。

A.14.4% B.12.3% C.19.3% D.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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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详解】

116.D。【解析】2013年3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65.79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2011年增速为14.9%+0.8%=15.7%。据此，求出2011年至2013年的混合增长率：

14.9%+15.7%+14.9%×14.7%≈30.6%+1.9%=32.5%

故2011年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大约为：

%5.321
79.65


≈50。

2013年3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约为2011年各项贷款余额的65.79÷50≈

1.31（倍）。

【专家提示】

注意，如果这里问的是2013年比2011年贷款余额增长了多少倍，则应为1.31-1=0.3（倍）。

117.D。【解析】先看四个选项，哪一个选项比较容易判断。A选项，求同比增长率，一

般来说可以直接读数。B选项，求增长量，一般来说需要加以计算，可先行跳过。C选项，求

增长率比较，一般可以直接读数。D选项，求同比增量比值，需要计算多步，比较麻烦，可

以放在最后计算。

A项，根据第二段可知，全国企业贷款余额增速比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低1.2个百

分点。也就是全国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了13.5%-1.2%=12.3%。A项排除。

C项，根据最后一段可知，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为17.4%，保障性住房同比增速为

42.4%，故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低于保障性住房贷款余额。

B项，农村贷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4.18
%4.181

24.15



≈

5
1

5
11

15



=2.5，B项排除。

至此，推断本题正确答案为D选项。

D项：根据第三段，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量与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量的比为：

%2.3
%9.8

%9.81
%2.31

46.6
55.16





 ，其中，
%2.3
%9.8

≈3，
%9.81
%2.31

46.6
55.16




 ＞2，故式子最终得数

一定大于3。D选项正确。

本题正确答案为D选项。

118.B。【解析】本题为排序题，且所求为现期值，因此，只需准确定位数据，直接读

数即可。首先要在题干中寻找有用信息。根据题干，我们只需求农户贷款余额、地产开发贷

款余额、农业贷款余额、轻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重工业中长期贷

款余额、房产开发贷款余额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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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读数。农户贷款余额为3.86万亿元，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为1.04万亿元，农业贷款余

额为2.87万亿元，轻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6284亿元，重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5.77万亿元，

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16.55万亿元，房产开发贷款余额为3.2万亿元。

根据数据，可知轻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最小，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最大。则首先排除

D选项。

其余各项根据数据进行比较，可知B选项符合答案。

【专家提示】

1.在排序题中，注意首先找出最大值和最小值，当某一选项中，最大值和最小值没有位

于首位或末位时，可直接加以排除。

2.在进行比较的时候注意单位。比如本题中，轻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的单位为“亿元”，

而其他的贷款余额单位为“万亿元”，不能直接进行比较。

119.A。【解析】本题求部分占总体比重变化，可以直接运用复变法比例变化公式：轻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占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总体的比重与去年相比变化了：

6
6.0

%132
%4.4

%2.31
%2.3%6.7

46.6
6824.0





 ≈0.033×0.1=0.33%,题目为正值，且与A选项最为接

近。故A选项为正确答案。

120.A。【解析】房地产开发余额同比增速为房产开发余额增速+地产开发余额增速，故

房地产开发余额同比增速应为房产与地产开发余额增速的混合。因此，其增长率应介于房产

开发余额增速与地产开发余额增速之间，排除B、D选项。又因为房产开发余额＞地产开发余

额，故数值应当靠近房产开发余额。本题正确答案选择A选项。

【专家提示】

混合增长率应为介于单项增长率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数值。且混合增长率数值应靠近

对混合增长率贡献较大的一方。

真题三：

据抽样调查，上海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情况及部分城市城镇居民家庭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如下所示：

2012年第一季度上海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

指标 金额（元） 增长（%）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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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可支配收入 11301 12.7 100

工资性收入 7832 13.3 69.3

经营净收入 621 14.0 5.5

财产性收入 139 -2.5 1.2

转移性收入 2709 11.6 24.0

2012年第一季度部分城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

76.2012年第一季度上海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同比提高了0.4百分点，则

2010年第一季度上海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

A.10028元 B.8929元 C.1273元 D.1233元

77.关于2012年第一季度部分城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情况，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

Ａ． 上海市2011年第一季度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00元

Ｂ． 2012年第一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杭州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量最

大

Ｃ． 2012年第一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海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量超

过１500 元

Ｄ． 2012年第一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深圳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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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78.2012年第一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述八个城市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量低于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量的城市有（ ）。

A.1个 B.2个 C.3个 D.4个

79.2012年第一季度，在上海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中，转移性收入增长

所占比重为（ ）。

A.2.8% B.11.6% C.12.4% D.22.1%

80.2012年第一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海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

入的比重（ ）。

A.降低了9.2个百分点 B.提高了9.2个百分点

C.降低了0.4个百分点 D.提高了0.4个百分点

【真题精解】

76.B。【解析】根据第一个表格，2012年上海市第一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为12.7%，

由题干可知，2011年第一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为12.7%-0.4%=12.3%。则2010年第一季度

上海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0000
21.1

11301
1.11.1

11301
%)3.121%)(7.121(

11301
＜＜ 


（元）。

77.D。【解析】先分析四个选项。A选项是关于基期量计算，虽然是除法，但是只需要

估算即可，判断A选项计算较为简单。C选项两期增长量差值计算，一般情况下需计算多步，

但是因为A选项已经计算了2011年的基期量，因此只需进行简单加减法计算。B、D选项均为

两期增长量比较，需计算多步，且可以同假，不可同真。可首先从A、C选项入手。

A选项：上海市2011年第一季度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7.121

11301


=
127.1

11301＞

10000，A选项排除。

C选项，根据表格，12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301元，根据A选项，11年的人均可支配

收入超过10000元，因此增长量不可能大于1500元。C选项排除。

B、D选项可同时计算。先看一下深圳与杭州哪一个城市的增长量比较大，下一步再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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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城市比较。根据图表，杭州2012年第一季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535元，增长率为12.8%；

深圳2012年第一季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481元，增长率为15.5%。杭州的可支配收入增长

量为：
%8.121

12535


×12.8%；深圳的可支配收入增长量为：
%5.151

11481


×15.5%。比较两个式子，

分母相差不多，分子量级相同，因此截位相乘：杭州为12×12=144；深圳为11×15=165，深

圳＞杭州，因此排除B项。

根据图表，现期量大于深圳的只有杭州和宁波。杭州已经被排除，而宁波的增长率又远

远小于深圳，可知深圳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量最大。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D选项。

78.A。【解析】这道题是八个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量与全国城镇人均可支

配增长量的比较。看似很麻烦，但是只要根据基期量大、增长率大，则增长量也大的原理，

可以不必进行计算排除大部分城市。

观察图表，南京、深圳的现期量及增长率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故可以直接排除；上海、

杭州、宁波、广州的现期值均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同比增长率却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

较小，故增量高于全国平均。

剩下的只有天津和北京。天津的现期量与全国相差不多，而增长率却远低于全国。故天

津的增长量一定低于全国。

北京的增长量：
9
1

9
11

9421%8.11
%8.111

9421






=
10
9421

=942.1

全国的增长量：
7
1

7
11

6796%14
%141

6796






= 5.849

8
6796



故北京增量大于全国增量。

本题正确答案为A选项。

79.D。【解析】根据表格可知，2012 年第一季度，转移性收入增长量占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量的比重为 %24
%)6.111(%7.12
%)7.121(%6.11

11301
2709

%7.121
%7.12
%6.111

%6.11

%7.12
%7.121

11301

%6.11
%6.111

2709















 ≈

22%，只有 D 项符合。本式也可以不用计算，直接进行判断。

11.6%(1 12.7%)
12.7%(1 11.6%)




的值分子与

分母非常接近，其值必然接近 1，则原式的值应当与 24%接近，只有 D 项符合，其他选项数

值均明显过小，可以排除。



97

80.D。【解析】根据表格，2012年第一季度，上海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12.7%，

工资性收入的增长率为13.3%。根据同向变化模型，部分增长快于整体增长，则部分比重占

整体比重增加。因此，2012年第一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其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必然应该是提

高的。又因为上海市城市居民工资性收入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差值为0.6%，故工资性

收入比重的增加值必然小于0.6%。本题正确答案为D选项。

【技巧点拨】

根据比例变化公式，假如在现期，部分量为A，整体量为B，两者分别增长了r%、v%，则

部分占整体的比例变化为：

r%1
v%-r%

B
A

v%1
B
r%1
A

B
A








）（

）（ 。

根据这个公式，
B
A

＜1，
%r1
%v%r




＜r%-v%,故部分占整体的比例变化必然小于 r%-v%。

因此在本题中，工资性收入比重的增加值必然小于 0.6%。

真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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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Ａ． 2009 年该省社会消费品分月零售额最大的是 12 月份

Ｂ． 2010 年该省社会消费品分月零售额增幅最大的是 12 月份

Ｃ． 2010 年该省限额以上企业零售额大于限额以下企业零售额

Ｄ． 该省 2009 年 5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 941.5 亿元

117.已知 2010 年该省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企业零售额相比于 2009 年同期增幅为

18.7%，那么 2009 年该省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企业零售额约为（ ）。

A. 4563 亿元 Ｂ．5720 亿元

Ｃ．772 亿元 Ｄ．351 亿元

118.已知 2010 年限额以上企业零售额增幅为 27.4％，限额以下企业零售额增幅为

12.8％，那么 2009 年限额以上企业和限额以下企业零售额差值比 2010 年差值相比（ ）。

Ａ． 约少 386 亿元 Ｂ． 约多 386 亿元

Ｃ． 约少 647 亿元 Ｄ． 约多 647 亿元

119.该省 201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 ）。

Ａ． 11959.6 亿元 Ｂ． 13482.4 亿元

Ｃ． 14852.6 亿元 Ｄ． 16347.2 亿元

120.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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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2010 年 3 月的零售额在 12 个月中是最少的

Ｂ． 2010 年 1 月的零售增幅在 12 个月中是最小的

Ｃ． 2010 年限额以上企业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超过 50％

Ｄ． 2010 年批发零售业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超过 50%

【真题精解】

116.A。【解析】Ａ 选项：2010 年 12 月份的零售额数值最大，只有 2月份增长率比 12

月份稍高，但现期量明显小于 12 月份，因此 2009 年其他各月的零售额的数值不可能高于

12 月份；而增长率明显更低的月份，其 2010 年的零售额比 12 月份低得更多，也不可能超

过 12 月份，A 正确。

B、C 选项：直接读图可知是错误的。

D 选项：1118.1÷1.183 约为 1000 亿元，D错误。

117.B。6790.6÷1.187＞6790.6÷1.2＞5000（亿元），选择 B。

118.B。2010年限额以上企业和限额以下企业零售额的差值为7648.5-5833.9≈1815（亿

元），2009年差值为
%4271
95833-

%8121
57648

.
.

.
.


≈6781-4579=2202（亿元），所以2202-1815=387

（亿元）。选择B选项。

注：本题详细解析请参见考点一·题型4例题。

119.B。由上题计算中间结果：5833.9 ＋7648.5 ＝13482.4（ 亿元），选择 B。

120.C。6790.6÷1.187＝ 5000+（亿元）。四个选项都可以很容易地从图中看出：3月

的零售额最小，1 月的增幅最小，限额以上比重未超过一半，批发零售业比重超过一半。

真题五：

赵、钱、孙、李、周五位先生长途出行的方式都是乘坐汽车、火车或飞机，大致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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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周先生最喜欢的出行方式是乘坐（ ）。

A.汽车 B.火车 C.飞机 D.无法确定

132.五人中最喜欢坐汽车出行的是（ ）。

A.赵先生 B.钱先生 C.孙先生 D.李先生

133.孙先生大概长途出行多少次才坐一次飞机？ （ ）

A.3 B.3.5 C.4 D.4.5

134.赵先生长途出行坐火车次数与坐飞机次数的比例是（ ）。

A.1:2 B.1:3 C.1:4 D.1:5

135.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周先生比赵先生喜欢出行

Ｂ.李先生较喜欢坐飞机出行

Ｃ.相对于孙先生而言，钱先生更喜欢坐火车出行

Ｄ.钱先生和赵先生都不怎么喜欢坐火车出行

【真题精解】

131.B。本题读图的方式前面已经讲过，某一点喜欢哪一种出行方式的概率，是从某一

点向该出行方式的对边做垂线的距离。据此，周先生最喜欢的出行方式是乘坐火车。

132.B。读图，五人中最喜欢坐汽车出行的是钱先生，因其到汽车对边的距离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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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B。据图，孙先生乘坐汽车的概率为2/7,乘坐火车的概率为3/7,乘坐飞机的概率为

2/7。故其大概出行7次会坐3次飞机，故其平均出行3.5次才坐一次飞机。

134.C。据图，赵先生乘坐火车的概率为1/7,乘坐汽车的概率为4/7,故其乘坐火车次数

与乘坐飞机次数的比例为1:4。

135.D。综合分析题，无计算则按从后至前的顺序验证。D选项中，钱先生和赵先生乘坐

火车的比例都为1/7，则两人都不怎么喜欢坐火车出行。本题正确答案为D选项。

C选项中，孙先生坐火车出行的概率为3/7,钱先生喜欢乘火车出行的概率为1/7。故孙先

生更喜欢乘火车出行。

B选项中，李先生乘汽车出行的概率为1/7，乘火车出行的概率为5/7,乘飞机出行的概率

为1/7，故李先生更喜欢坐火车出行。

A选项，根据题中的图，只能看出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出行的概率，而不能看出谁更喜欢

出行。A项无法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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