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军队文职笔试考前 30 分 

 

公共科目 & 日语 
 

 

 

 

 

 

 

 

 

 

华图教育 

  



                                                    军队文职 

 

 

 

目 录 

第一部分 公共科目 ............................................................ 1 

第一章 基础知识部分 ........................................................ 1 

第一节 时政考点 .......................................................... 1 

第二节 政治考点 .......................................................... 3 

第三节 经济考点 ......................................................... 10 

第四节 人文与社会考点 ................................................... 14 

第五节 法律考点 ......................................................... 17 

第二章 岗位能力部分 ....................................................... 20 

第一节 言语理解与表达 ................................................... 20 

第二节 判断推理 ......................................................... 24 

第三节 数量关系 ......................................................... 27 

第四节 资料分析 ......................................................... 34 

第二部分 专业科目 ........................................................... 39 

第一章 语法与词汇 ....................................................... 39 

第二章 日本概况 ......................................................... 51 



                                                    军队文职 

 第 1 页 

第一部分 公共科目 

第一章 基础知识部分 

第一节 时政考点 

一、二十大概况 

2022 年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22 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召开。主要内容： 

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

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二、二十大报告主要内容 

1.大会主题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2.三个务必 

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3.十年来，我们经历的三件大事 

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4.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

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5.归根到底是两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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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

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6.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7.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8.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9.牢牢把握五个重大原则 

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10.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1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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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 

1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13.五个“必由之路”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14.十年来的成就 

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一百一十四万亿元 

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百分之十八点五，稳居世界第二位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三万九千八百元增加到八万一千元 

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 

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 

交通建设：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 

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一万亿元增加到二万八千亿元，居世界第二位 

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 

对外贸易：我国成为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

一。 

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七十八点二岁 

第二节 政治考点 

一、马克思经典著作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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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它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标志。

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

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

圣经”。 

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1.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坚持唯

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以实践的观点为基础，合理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实现了唯物论和

辩证法的统一以及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统一。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劳动的付出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剩余价值被没有付出劳

动的“资本”所剥削。 

认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化必然会导致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解决

的办法只有实行计划经济。 

3.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 

阐明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

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科学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

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无产阶级是作为资产阶级的

掘墓人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 

三、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历史观点的基本问题。 

（1）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是指构成人类社会的一切存在，就是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地理环境、

人口因素和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 

（2）社会意识 

1.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生活，是社会存在的总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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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 

（1）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展的不同步性 

（2）社会意识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具有不平衡性 

（3）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 

（4）社会意识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5）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1.经济基础：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占统治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2.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

度和设施等的总和。包括两个部分： 

（1）政治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指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主要包括军队、警察、法庭、

监狱、政府机构和政党、社会集团等。在政治上层建筑中，国家政权居于核心地位，对其他

要素起支配作用。 

（2）观念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意

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阶级性和独立性。 

3.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促进作用或阻碍作用），上层建

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 

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形成是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的。 

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本条件： 

第一，劳动者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 

第二，劳动者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

必需的物质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标志着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新阶段。

在这一阶段，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形式上是“自由”、“平等”的买卖关系，而实质上是资

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购买的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劳动是劳动力商品

的使用价值，它本身并不是商品。劳动力商品具有能创造比自身价值大的价值的特点，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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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此，资本家才购买劳动力进行资本主义生产。 

六、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主要是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其新的变化有： 

1.国家资本所有制形成并发挥重要作用，法人资本所有制崛起并成为居主导地位的资

本所有制形式。 

2.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资本家开始采取一些缓和劳资关系的激励制度：

职工参与决策、终身雇佣、职工持股、建立并实施普及化全民化的社会福利制度。 

3.资本家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很大变化，高级职业经理成为大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

者，知识型和服务型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劳动方式发生了新变化。 

4.在经济调节机制方面，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断加强。政治制度出现多元化的

趋势，公民权利有所扩大，法制建设得到重视和加强，改良主义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日

益扩大。 

七、空想社会主义 

1.空想社会主义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16—17 世纪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18世纪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 

19 世纪初期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

想来源。 

2.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点： 

他们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一种“历史谬误”、“人世间的祸害”，必须尽快代之

以最好的社会制度； 

对资本主义旧制度进行了辛辣批判，有着许多击中要害的见解； 

对社会主义新制度的描绘，闪烁着诸多天才的火花。 

3.空想社会主义的缺点： 

空想社会主义者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却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经

济根源； 

要求埋葬资本主义，却看不到埋葬资本主义的力量； 

憧憬取代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却找不到通往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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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毛泽东思想的萌芽阶段 

1.时间：1921—1927，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到国民革命时期。 

2.代表作： 

1925 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

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1926年《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肯定农民的作用及党领导农民革命的重要性。 

九、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阶段 

1.时间：1927—1935，土地革命战争的前、中期。 

2.代表作： 

1928 年《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提出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原因和主客观

条件。 

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实际上否定了“城市中心论”，确立了要以“乡村为中心”的观念，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

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理论。 

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党内第一篇反对教条主义、提出思想路线的文献。它已经包

含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的基本因素。 

十、毛泽东思想的成熟阶段 

1.时间：1935—19455，土地革命战争的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2.代表作： 

1938 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1940 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

的成熟。 

1939 年《<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三大法宝的理论体系；提出建立一个思想上、政治

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政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思想原则。 

1941 年 5 月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

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是延安整风的最主要任务。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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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实事求是”这一概念作出科学解释，或者科学含义。 

十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性的社会。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6 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从新民主

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

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性的社会，是中国由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中介和桥梁。 

十二、邓小平理论主要内容 

1.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

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共同

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2.“三个有利于”标准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

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

国因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而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概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

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 

4.改革开放 

十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核心要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也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2.丰富内涵 

2021年 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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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用“十个明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作了进一步概括。 

第一，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第二，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三，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

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第四，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

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 

第五，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六，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 

第七，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 

第八，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

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第九，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十，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

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

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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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经济考点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1.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

益尖锐起来。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这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为科学揭示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2.欧洲三大工人运动掀开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新篇章，三大工人运动虽然最后都

以失败而告终。工人运动呼唤科学理论的指导 

3.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做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对未来

社会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设想。他们的思想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一同成为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理论来源。 

4.马克思写作和出版《资本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充满艰辛和斗争的过程。《资本论》

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二、劳动力商品 

劳动力成为商品也具有商品的二因素：价值和实用价值。 

1.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由三个部分组成 

（1）维持劳动者本人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2）维持劳动者家属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3）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 

2.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 

劳动力是进行生产劳动的能力，它的消费或使用就是劳动，而劳动凝结在商品中则会形

成新的价值。 

3.二者关系 

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劳动力自身价值的价值。 

劳动力商品具有能创造比自身价值大的价值的特点，正因为如此，资本家才购买劳动力

进行资本主义生产。 

三、商品的二因素 

商品的二因素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1.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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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价值：商品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自然属性） 

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社会属性/本质属性） 

2.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 

① 二者相互依存，共处于商品这个统一体中； 

② 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③ 使用价值反映了商品的自然属性，而价值反映了人们相互交换劳动的社会属性。因

此，二者存在对立的一面，相互排斥。 

四、劳动二重性 

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属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1.具体劳动：是指人们在各种特定的具体形式下所进行的劳动。 

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体现了劳动的自然属性，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2.抽象劳动：抽象劳动是撇开劳动的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 

抽象劳动形成商品价值，是劳动的社会属性，反映了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3.劳动二重性与商品二因素的关系 

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的二因素：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

成商品的价值。 

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它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其

它一系列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五、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 

1.绝对剩余价值 

绝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工作日的绝对延长而生产的剩余

价值。  

2.相对剩余价值 

①相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由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延长剩余

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 

②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的结果。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通过个别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而实现的。 

六、资本的循环 

产业资本在它的循环运动过程中，依次经过三个阶段，与这三个阶段相联系依次采取三

种职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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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资本循环的第一阶段为购买阶段。货币在这个阶段已不是一般的货币，而是以货币

形态存在的资本即货币资本，产业资本家购买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后，资本变为生产资本。 

产业资本循环的第二阶段为生产阶段。在这个阶段，原来购买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

合，生产出商品，产业资本得到新形态即商品资本。 

产业资本循环的第三阶段为售卖阶段。在这个阶段，产业资本家把生产出来的已经包含

剩余价值的商品销售出去，换回一定数量的货币。由于它包含剩余价值，因而是已经发生了

价值增值的货币资本。 

 

七、资本周转 

资本周转是指不断重复、周而复始的资本循环过程。考察资本周转，主要是揭示资本周

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 

1.资本周转速度的快慢，影响预付资本的数量（负相关） 

在生产规模一定的条件下，资本周转速度越快，预付资本的数量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2.资本周转速度的快慢，影响年剩余价值的数量（正相关） 

在全部预付资本中，只有可变资本才能带来剩余价值。资本周转速度越快，一般来说，

可变资本的周转速度也就随之越快，因而一定数量的可变资本就可以发挥越大的作用，剥削

越多的劳动力，从而创造越多的剩余价值。 

3.资本周转速度的快慢，影响年剩余价值率的高低（正相关） 

年剩余价值率为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和一年内预付的可变资本总量的比率。 

资本周转速度越快，年剩余价值率就越高；反之，则年剩余价值率越低。 

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1.经济危机的实质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经

济危机期间最根本的现象和典型特征是商品生产过剩。其他许多现象，如生产下降、工

厂倒 闭、工人大量失业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生产过剩这个根本特征引起的。 

经济危机的根本特点是商品生产过剩，但这种过剩并非与劳动者的实际需要相比

的生 产绝对过剩，而是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比即与劳动者的货币购买力相比

的生产相 对过剩。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2.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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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当这个矛盾达到十分尖锐化的程度时，就会

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可通过这个矛盾的具

体表现反映出来。 

九、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条件 

1.三个“制度”  

（1）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  

（2）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经

济体制的动力机制。 

（3）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安全阀和稳定器。 

2.三个“体系”  

（1）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是市场体

系的最基本内容，是市场体系的三大支柱。  

（2）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3）健全和完善的法律体系。 

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要点 

1.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握的根本要求。 

2.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 

3.坚持增强活力和强化监管相结合：增强活力是搞好国有企业的本质要求，加强监

管是搞好国有企业的重要保障，要切实做到两者的有机统一。 

4.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守的政治方向、政治原

则。 

5.坚持积极稳妥统筹推进：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采用的科学方法。 

十一、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和特征 

社会保障体系的由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和安置等各项不同性质、

作用和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构成。 

1.社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实现社会保障的基本纲领。 

（1）社会保险的目的是保障被给付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属于基本性的社会保障；（2）

社会保险的对象是法定范围内的社会劳动者；（3）社会保险的基本特征是补偿劳动者的收入

损失；（4）社会保险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用人单位（雇主）、劳动者（雇员）依法缴费及国家

资助和社会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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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的最高层次，是实现社会保障的最高纲领和目标。 

（1）它的目的是增进群众福利，改善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它把社会保障推上最高阶

段。（2）社会福利基金的重要来源是国家和社会群体。 

3.社会救助属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最低层次，是实现社会保障的最低纲领和目标。 

（1）社会救助的目的是保障被救助者的最低生活需要；（2）社会救助的对象主要是失

业者、遭到不幸者；（3）社会救助的基本特征是扶贫；（4）社会救助的基金来源主要是国家

及社会群体。 

4.社会优抚安置是社会保障的特殊构成部分，是实现社会保障的特殊纲领。 

（1）社会优抚安置目的是优待和抚恤；（2）社会优抚的对象是军人及其家属；（3）社

会优抚的基本特征是对军人及其家属的优待；（4）社会优抚的基金来源是国家财政拨款。 

 

第四节 人文与社会考点 

一、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是指基督教在 16 世纪至 17世纪经历的一次改革，是一场披着宗教外衣的资

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宗教改革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

一个里程碑。 

1.代表人物有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 

2.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反对罗马天主教会兜售赎罪券，写有九十五条论纲； 

其思想的核心是“因信称义”； 

其改革是一场在宗教外衣掩饰下发动的反对封建统治和罗马教会神权统治的政治运动。 

二、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是西欧资产阶级在 17—18 世纪为反对封建专制而发起的以宣传理性为中心

的运动，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是继文艺复兴后的又一次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1.覆盖领域： 

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

教育学等。 

2.代表人物： 

英国的霍布斯、洛克； 



                                                    军队文职 

 第 15 页 

法国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伏尔泰、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

会契约论》）、狄德罗（百科全书派）； 

德国的康德 

三、《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 

1.《独立宣言》（1176年颁布，宣布美国独立） 

向世界宣告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断绝一切隶属关系和政治联系，成立自由独立的国

家。表达了北美殖民地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心声，标志着美国的诞生。 

2.《人权宣言》（1789年颁布，宣告人人平等） 

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纲领性文件，宣称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

的人权，阐述了权力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 

四、联合国 

1.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

1945年 10月 24 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生效的《联合国宪章》，标志着联合国正式成立。

1971 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2.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及自

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

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3.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在瑞士日内瓦设有联合国欧洲办事处。联合国

共有六种工作语言，分别为英语、法语、俄语、汉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 

4. 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负主要责任的机关，也是联合国中

唯一有权采取行动的机关。 

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有：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 

五、《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的基本大法，它既确立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组织机构设

置，又规定了成员国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

本原则和方法。 

1.1945 年 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

举行会议，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决定组建联合国，并定于 4月 25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

合国国际性会议”，讨论和制定《联合国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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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合国宪章》除序言和结语外，共分 19章 111条，国际法院规约是《联合国宪

章》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宪章》于 1945年 6月 26日在旧金山会议上签署，于 1945年

10月 24日正式生效。 

3.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出席了这

次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 

4.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表决采取每一理事国一票。对于程序事项决议的

表决采取 9个同意票即可通过。对于非程序事项或称实质性事项的决议表决，则不仅要求

达到 9个同意票，还要求“大国一致”，即没有任一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 

六、中国经典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著作 

1.《孙子兵法》——〔中国〕孙武 

孙武，春秋末期吴国将军，《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列为《武经七书》

之首。《孙子兵法》的问世，标志着独立的军事理论从此诞生，在世界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 

2.《论持久战》——〔中国〕毛泽东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于 1938 年 5月至 6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稿。《论持

久战》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对战争的根本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制订了指导抗

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七、外国经典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著作 

1.《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

场战争。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修昔底德详细地记录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事件。《伯罗奔尼撒战

争史》中注重军事和政治的撰史传统，对欧美军事历史写作有深远影响。 

2.《高卢战记》——〔古罗马〕恺撒 

恺撒在《高卢战记》中以战地指挥官的身份对该战争进行了详细地记载，属于第一手资

料，体现了当时战争的形态、作战的目的、战争的性质，为后来的军事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素

材。 

3.《战争论》——〔普鲁士〕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对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发生的“拿破仑战争”和欧洲各国民族

解放战争的丰富历史经验，作出了系统的概括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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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的继续”的著名论断。 

《战争论》首次把西方军事思想综合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理论体系，大大推动了军

事科学的建立与发展。 

4.《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美国〕马汉 

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划时代地提出了“海权”的概念，将控制海洋提高到国

家兴衰的最高战略层面。马汉的海权论思想既是对历史的总结，也集中反映了世界主要军事

大国对海洋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识。自马汉去世以来，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战略格局的变

化，已充分验证了海权论的观点。 

5.《制空权》——〔意大利〕朱里奥·杜黑 

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制空权理论，预言空中战场是未来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场。《制空权》

主要论述了空中战争、空军的组织、制空权、独立航空与辅助航空、军用航空与民用航空等。

杜黑根据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运用，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提出空军建设和作战的理论。 

第五节 法律考点 

一、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就是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 

依是否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作标准，可以将法律事实大体上分为两类，即法律事件和法

律行为。 

1.法律事件是法律规范规定的、不以当事人的意志力为转移而引起法律关系形成、变更

或消灭的客观事实。 

2.法律行为可以作为法律事实而存在，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形成、变更和消灭。因为人们

的意志有善意与恶意、合法与违法之分，故其行为也可以分为善意行为、合法行为与恶意行

为、违法行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都可以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二、著作权的保护 

1.保护的原则 

我国对作品实行自动保护原则，作者在作品完成时即取得著作权，受法律保护。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凡是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都享有著作权。

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根据其作者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地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

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本法保护。 

http://baike.baidu.com/view/5124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30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30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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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 

2.保护的期限 

著作人身权除发表权外，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发表权

和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死亡后 50年，截止于第 50年的 12月 31日。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作品、著作权（署名权除外）由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其发表权和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为 50 年，截止于作品创作完成后第 50 年的 12 月 31 日，

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 50 年内未发表的，不再给予保护。 

视听作品，其发表权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作品创作完成后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 

三、专利权 

1.专利权的客体 

发明专利：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解决某一特定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 

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组合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整体或者局部的形状、图案、色彩或其组合作出的富有美感的

并适用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 

2.保护期限 

发明的期限为 20 年，实用新型的期限为 10年，外观设计的期限为 15年。 

四、关于劳动合同中试用期的规定 

试用期属于劳动合同的约定条款，由当事人确定，但要遵守下列原则： 

1.试用期的时间 

劳动合同期限时间为 3个月以上不满 1年的，试用期不超过 1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时间为 1年以上不满 3年的，试用期不超过 2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时间为 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试用期不超过 6个月。 

2.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或期限不满 3个月的，试用期不得约定。 

3.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4.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五、国务院的国防职权 

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行使下列职权： 

1.编制国防建设发展规划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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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国防建设方面的方针、政策和行政法规； 

3.领导和管理国防科研生产； 

4.管理国防经费和国防资产； 

5.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和人民防空、国防交通等方面的建设和组织实施工作； 

6.领导和管理拥军优属工作和退役军人保障工作； 

7.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领导民兵的建设，征兵工作，边防、海防、空防和其他重大安

全领域防卫的管理工作； 

8.法律规定的与国防建设事业有关的其他职权。 

六、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国防职权 

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行使下列职权： 

1.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 

2.决定军事战略和武装力量的作战方针； 

3.领导和管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建设，制定规划、计划并组织

实施； 

4.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5.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6.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体制和编制，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机

关部门、战区、军兵种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等单位的任务和职责； 

7.依照法律、军事法规的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武装力量成员； 

8.决定武装力量的武器装备体制，制定武器装备发展规划、计划，协同国务院领导和管

理国防科研生产； 

9.会同国务院管理国防经费和国防资产； 

10.领导和管理人民武装动员、预备役工作； 

11.组织开展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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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岗位能力部分 

第一节 言语理解与表达 

考点 1 概括类题 

一、判别标志 

主要、主旨、主题、核心、中心、概括、强调、表明、复述、意在、想等。 

二、解题切入点： 

（一）关联词语 

关系 标志词 

递进关系（重点在后） 
不但……而且……、更、甚至、更重要的是、关键的是、

核心的是等 

转折关系（重点在后） 然而（而）、不过、其实、实际上、事实上等 

因果关系（重点在后） 
所以、故而、因此、可见、总而言之、导致、造成、致

使、使得、使等 

必要条件 应该、应当、务必、除非、必须、需、亟需、亟待 

并列关系 同时、也、又、有的……有的…… 

（二）行文脉络 

总—分—总结构 
①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重点）。 

②提出观点—论证观点—重申观点（重点）。 

总—分结构 
提出观点（重点）—论证观点（分析原因、举例证明、

正反论证、援引论证）。 

分—总结构 
①列举现象—提出观点（重点）。 

②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重点）。 

分—总—分结构 
背景铺陈、原因阐释、引用观点—提出观点、对策（重

点）—反面论证、分析原因、举例论证。 

分—分结构 并列加和或综合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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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2 细节类题 

一、判别标志 

下列说法中正确/不正确/错误/符合/不符合文意的一项； 

根据上文可以/不能得出。 

二、重要考点 

偷换范围 易扩大——所有、都、全部；易缩小——没有、无、唯一 

偷换程度 不确定——几乎、也许；确定——绝对、总是 

偷换对象 省略对象修饰语；更换对象 

偷换逻辑 
偷换并列关系；必要、充分条件混淆；颠倒因果或强加因果；肯否矛

盾 

偷换时态 过去时——已、曾经；进行时——现在、着；将来时——将、要 

无中生有 无关选项 

三、题目变型 

① 查找原因：原因——因为、由于；结论——因此、所以。 

② 查找其他：目的——为了、以；作用——能够、用来；途径——通过、依靠。 

考点 3 连贯类题 

题型 提问方式 解题思路 

语句衔接 
填入横线部分最恰当

的句子是 

1.首选形式——关联词语/句式一致 

2.兼顾内容——话题一致/前后呼应 

下文推断 

作为文章的引言，该

文章最有可能谈的是 

作者接下来最有可能

主要介绍的是 

1.结合文段，重点分析尾句 

2.主题一致 内容连贯 

3.排除前文出现过的内容 

语句排序 

将下列句子按语序先

后排列的最连贯的一项是 

将以上 6 个句子重新

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1.从选项入手——确定首句——多数留存/发

语结语 

2.回原文分析——内容连贯——关联词语/时

间顺序/空间顺序/话题衔接 

3.【发语结语】发语词汇：援引观点、背景铺

垫、设问等  

非发语词：反面论证（否则、不然、如果不、

如果没有等）；补充类表述（当然、也、又等）；指

代类表述（这、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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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类表述/结语词（因此、所以、于是、因

而、总之、可见、 最终、终于、综上所述等）     

考点 4 逻辑填空类 

一、判别标志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二、做题技巧 

○1 感情色彩○2 语意轻重○3 表达风格○4 搭配范围○5 语素差异○6 关联词语○7 语境信息 

考点 5 语句表达类 

题型 提问方式 解题思路 

病句辨析 
下列各句中，有/

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①句子成分搭配不当 

②句子成分残缺或多余 

③语序不当 

④逻辑矛盾 

⑤搭配不当 

歧义句辨析 
下列语句中有/

没有歧义的一句是 

①词汇歧义 

②语法歧义： 

a.定语修饰指代不清 b.主谓搭配歧义 

c.语义关系含糊歧义 d.指代不明歧义 

③语音歧义： 

a.语调歧义 b.轻重音歧义义 

考点 6 标点符号类 

一、判别标志 

填入划线处的合适的标点符号是； 

下列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二、常见标点符号及使用 

标点符号 使用方式 

逗号（，） 
①一句话中间的停顿 

②间接的引用，如：曾经记得某人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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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号（；） 一句话中间的并列分句的停顿 

顿号（、） 一句话中间的词或短语的停顿 

冒号（：） 

①表示下面是引用的话 

②用在总起用句后面，表示提示下文 

③用在总结句前面，表示总结上文 

句号（。） 陈述句或语气较缓慢的祈使句完了之后的停顿 

问号（？） 用在问句完了之后 

感叹号（！） 
语气较强的祈使句和感叹句完了之后的停顿（某些感情强烈的

反问句后也可使用） 

双引号（“”） 

①行文中直接引用的话，用引号标示 

②需要着重论述的对象，用引号标示 

③具有特殊含意的词语，也用引号标示 

单引号（‘’） 
引号里面还要用引号时，外面一层用双引号，里面一层用单引

号 

括号（）【】[]

〔〕 

行文中注释性的文字，用括号标明 

破折号形式为"—

—" 

①行文中解释说明的语句 

②话题突然转变 

③声音延长，象声词后用破折号 

④事项列举分承，各项之前用破折号 

省略号（……） 

①引文的省略，用省略号标明 

②列举的省略，用省略号标明 

③说话断断续续，可以用省略号标示 

书名号（《》<>） 

①歌曲名、书名、篇名、报纸名、刊物名等，用书名号标示 

②书名号里边还要用书名号时，外面一层用双书名号，里边一

层用单书名号；少数情况下，出现三层书名号时，最里一层书名号

用双书名号 

③注意：书名号与书名号之间不需要任何标点符号 

④不用书名号的情况：专栏名、专题名、丛书、单位等名称不

能用；不能视为作品的课程、课题、奖品奖状、商标、证照、组织

机构、会议、活动等名称，不应用书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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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判断推理 

考点 1 图形推理 

考点 解题思路 

位置类 
图形组成元素完全相同时，优先考虑看位置。位置变化的形

式有平移、旋转和翻转三种。 

样式类 

图形组成相似时，优先考虑看样式。样式变化的形式有遍历、

运算两种。其中，运算又包含 4个考点：叠加（包含普通叠加和

定义叠加）、相减、求同、求异。 

数量类 

图形组成不同时，可以考虑数量类。此考点考查形式较多，

可以总结为以下 5种情况： 

①点（交点（曲直交点、切点等）、出头点）； 

②线（直线、曲线、平行线、一笔画及多笔画）； 

③角（锐角、直角和钝角的度数、数量等）； 

④面（主要考查封闭面的个数，偶尔涉及面的面积大小，图

形中最大与最小面之间的相似性）； 

⑤素（元素个数、种类数、部分数）。 

⑥点线角面素的加减乘除运算 

主要考查某一个切入点的加减法，偶尔考到两个不同的切入

点之间的加减法，比如图形中的交点与图形的封闭面做减法形

成规律。 

属性类 

图形组成既不相同也不相似的时候，考虑属性类规律。常见

属性有对称性、曲直性、开放封闭性。其中对于对称性的考查方

式多样，可以从对称形式、对称轴数量、对称轴方向及对称轴与

原图形的关系的方面进行考查。 

功能类 
题目中通常有特定的小元素进行标记时，考虑功能类规律。

功能元素可能为以下三种：功能点、功能箭头、功能线。 

六面体 

①相对面的特性：有且只能看到一个面。 

②相对面的判定方法：a.一字型相隔排列；b.Z字型两端。 

③相邻面的特性：相对位置保持不变。 

④相邻面的判定方法：a.有公共边；b.一行或一列有四个面，

最两端的两个面；c.L型结构。 

⑤解题技巧：时针法、箭头法、移面法。 

视图 
视图主要考查的是立体的三视图，即：主视图、侧视图和俯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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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图 

截面图是指用一个平面去截一个多面体，此平面与多面体相

交得到的平面图形。 

【注意】正方体的截面不可能是直角三角形。 

圆柱的截面不可能是梯形。 

正四棱锥切不出长方形。 

考点 2 定义判断 

要想做好定义判断的题目，需要考生注意以下几点： 

（1）考生要想尽快读懂题目，要学会从题目中快速提取“关键信息”，以“关键信息”

作为判断依据可以迅速找到题目的突破点。 

（2）针对部分不易理解的定义，结合选项进行分析也是帮助理解定义的一种更有效的

方法。 

（3）针对部分题目中的选项进行比较，选出“最适合”的选项，考生要选择的选项可

能并非百分之百符合定义，应通过比较排除那些明显违背“关键信息”的选项。 

考点 3 类比推理 

考点 解题思路 

外延关

系 

①全同：A就是 B，B就是 A，二者指代同一事物，通常以古

今差异、中外音译、自称他称、雅称和俗称的形式呈现； 

②并列：分为矛盾关系（如生与死）、反对关系（如苹果与

桃子）； 

③包容：分为种属关系（如苹果与水果）、组成关系（如车

轮与汽车）； 

④交叉：有的 A是 B，有的 B是 A； 

⑤全异：A不属于 B这一类。 

内涵关

系 

①属性：包含必然属性（如盐与咸）、或然属性（如花与红）； 

②条件：必要条件（如水与农业）、充分条件（如下雨与地

面湿）； 

③对应：材料、作用（功能）、对象（人物）、理性、顺承、

因果。 

语法关

系 

①主谓：如医生与诊断； 

②动宾：如诊断与病人； 

③主宾：如医生与病人； 

④偏正：如鲜艳与花朵。 

语义关

系 

①近义：如愉快与高兴； 

②反义：如聪明与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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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比喻象征义：如荆棘象征着困难。 

考点 4 逻辑判断 

题型 解题思路 

分析推

理 

①题干条件确定：优先排除法、最大信息法； 

②题干条件真假不定：确定信息优先法、代入法。 

翻译推

理 

如果…就，前推后；只有…才，后推前。 

A且 B：全真为真，一假即假；A或 B：一真即真，全假为假。 

逆否定理：肯前必肯后，否后必否前，否前肯后无必然结论。 

摩根定律： 

—（A且 B）=—A或—B； 

—（A或 B）=—A且—B。 

去括号，分负号，且变或，或变且。 

真假推

理 

常见六组矛盾关系： 

①A  与  —A； 

②所有的 A都是 B  与  有的 A不是 B； 

③所有的 A都不是 B  与  有的 A是 B； 

④A→B  与  A且—B； 

⑤ A且 B 和 —A或—B 

⑥ A或 B 和 —A且—B 

结论：矛盾关系中必有一真，必有一假。 

常见两组反对关系： 

①所有的 A都是 B  与  所有的 A都不是 B； 

②有的 A是 B  与  有的 A不是 B； 

结论：两个“所有”必有一假，两个“有的”必有一真。 

归纳推

理 

四大原则： 

①话题一致原则； 

②整体优先原则； 

③从弱原则； 

④就近原则。 

三大错误： 

①偷换概念； 

②无中生有； 

③夸大事实。 

论证 

①因果类论证： 

论点呈现“因为 A所以 B”的形态； 

加强方法：别无他因、对比实验（有 A有 B，无 A无 B）； 

削弱方法：因果倒置（力度最强）、另有他因、对比实验（有

A有 B，无 A有 B；有 A有 B，有 A无 B）。 

②非因果类论证： 

论点不存在“因为 A所以 B”这种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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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方法：加强论点、加强论证（力度最强）、加强论据； 

削弱方法：否定论点、否定论证、否定论据； 

从力度大小划分：否定论点>否定论证>否定论据。 

考点 5 事件排序 

本类题目难度较小，考生只要掌握以下几个步骤即可，解题思路如下： 

1.先看选项：根据选项选出可能的首句； 

2.确定首尾：通过比较确定首句，排除部分选项； 

3.寻找逻辑：将除首尾句以外的其他句子根据逻辑进行排序，进而排除选项； 

4.选定答案：排除以上选项后，选定正确选项。 

第三节 数量关系 

考点 1 数字推理 

一、整体思路 

 

二、分数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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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幂次数列相关知识点 

1. 30以内数的平方： 

1 4 9 
1

6 

2

5 

3

6 

4

9 

6

4 

8

1 

1

00 

1

21 

1

44 

1

69 

1

96 

2

25 

2

56 

2

89 

3

24 

3

61 

4

00 

4

41 

4

84 

5

29 

5

76 

6

25 

6

76 

7

29 

7

84 

8

41 

9

00 

2. 10以内数的立方： 

1 8 2

7 

6

4 

1

25 

2

16 

3

43 

5

12 

7

29 

1

000 

3. 2、3、4、5、6的多次方： 

2的 1-10次幂： 2、4、8、16、32、64、128、256、512、1024 

3的 1--6次幂： 3、9、27、81、243、729 

4的 1--5次幂： 4、16、64、256、1024 

5的 1--5次幂： 5、25、125、625、3125 

6的 1--4次幂： 6、36、216、1296 

四、特殊数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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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2 数学运算 

一、基础计算问题 

考点 公式 

等差数列 

通项公式：
dnaan )1(1 −+=
 

级差公式：

1- -
-1 -

n n ma a a ad
n n m

= =
 

求和公式：
n

aa
S n

n ×
+

=
2

1

=平均数×项数=中位数×项数 

 

等比数列 

通项公式：
1

1
−×= n

n qaa
（其中 1a 为首项，q 为公比，q≠1） 

求和公式： q
qaS

n

n −
−×

=
1

)1(1

 

平方差 2 2 ( )( )a b a b a b- = + -
 

完全平方 (𝒂𝒂± 𝒃𝒃)𝟐𝟐 = 𝒂𝒂𝟐𝟐 ± 𝟐𝟐𝒂𝒂𝒃𝒃+ 𝒃𝒃𝟐𝟐 

 

二、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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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心公式： 

= ×工作总量 工作效率 工作时间 

2.题型分类： 

题型 解题思路 

给定时间型 

赋工作总量为时间的公倍数；当题目中给定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完

成工作时间时，一般赋值工作总量为工作时间的公倍数（或最小公倍

数）。 

给定效率型 
依据效率的比例关系进行赋值；一般优先寻找效率之间的比例关

系进行赋值，再求工作总量，最终求出相应结果。 

给定人数/机器数 赋值单位效率，一般赋值每个人或者每台机器的效率为 1 

 

三、行程问题 

题型 公式 

基础公式 S＝v×t 

等距离平均速度 
21

212
vv
vvv
+

=
 

流水行船问题 
水船逆

水船顺

vvv
vvv

-=

+=

 

相遇追及问题 
1 2

1 2

=
=

S v v t
S v v t
相遇 相遇

追及 追及

（ ）

（ ）

+

−
 

比例型行程问题 
路程一定，速度与时间成反比；时间一定，路程与速度成正比；

速度一定，路程与时间成正比。 

 

四、经济利润问题 

题型 公式解题思路 

基本公式 

① =利润 售价 成本 成本 利润率= − × ；  

② 1= = = −
利润 售价-成本 售价

利润率
成本 成本 成本

； 

③ 1售价 成本（＋利润率）＝定价 折扣= × （“二折”即售价为定

价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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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总收入 单价 销售量；总成本＝成本 销售量= × ； 

总利润 单件利润 销售量＝总收入－总成本= × 。 

分段收费问题 先找分段点，再分段计算 

合买问题 以价格高的部分作为基础量，分析其他部分的折扣。 

 

五、排列组合问题 

1.加法原理和乘法原理 

①加法原理：若完成一件事，可以根据某个条件分为几种情况，各种情况都能独立完成

任务，则将多种情况计算出的结果相加，所得的和为完成这件事的种类数。 

②乘法原理：若完成一件事，需要划分成多个步骤依次完成，每个步骤内的任务之间没

有交叉，则将每个步骤计算出的结果相乘，所得的积为完成这件事的种类数。 

2.排列与组合的区别：前者与顺序有关，后者与顺序无关。 

3.计算法则 

排列公式：
( 1) ( 1)m

n

m

A n n n m= × − × × − +L1 4 4 4 4 2 4 4 4 43
连乘 个

 

2 3 3 5
5 5 6 5A = 5 4     A = 5 4 3     A = 6 5 4     A = 5 4 3 2 1× × × × × × × × ×  

组合公式：
( 1) ( 1)

( 1) 1
m n m
n n

n n n mC C
m m

− × − × × − +
= =

× − × ×
L

L  

2 3 3 4 0
5 5 6 4 4

5 4 5 4 3 6 5 4 4 3 2 1C =       C =       C =       C = = C
2 1 3 2 1 3 2 1 4 3 2 1
× × × × × × × ×
× × × × × × × ×

 

4.方法与技巧 

方法 技巧 

捆绑法 
如果题目要求一部分元素必须在一起，需要先将要求在一起的部分视为

一个整体，再与其他元素一起进行处理 

插空法 
如果题目要求一部分元素不能在一起，则需要先处理其他元素，接下来

分析这些元素产生了多少空隙，最后将不能在一起的元素插空到这些空隙里 

隔板法 将 N个相同的东西分给 M个人，每人至少一个，分法有
1

1

M

NC -
- 种 

5.概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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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解题思路 

基本概率 某种情况发生的概率 =
满足条件的情况数

总的情况数
 

分类概率 
某项任务可以在多种情况下完成，则分别求解满足条件的每种情形的概

率，然后将所有概率值相加。 

分步概率 
某项任务必须按照多个步骤完成，则分别求解特定条件下每个步骤的概

率，然后将所有概率值相乘。 

 

六、容斥原理 

考点 解题思路 

两集合问题 =A B AB－ 总数－都不满足的情况数+  

三集合问题 

① A B C AB BC AC ABC 总数－都不满足的情况数+ + − − − + =

②
2A B C 同时满足两种情况的数- 三种情况都满足的情况数

总数－都不满足的情况数

+ + − ×

=
 

 

七、时间问题 

考点 解题思路 

平年与闰年 四年一闰，百年不闰，四百年再闰 

星期日期问

题 

365/7=52…1，每过一个平年，星期增加 1天；每过一个闰年，星期增加 2

天 

年龄问题 
每过 N年，都长 N岁；两人年龄差保持不变；两人年龄倍数随时间推移变

小 

 

八、几何问题 

考点 公式 

周长 正方形 4C a=正方形 ；长方形 2( )C a b= +长方形 ；圆形 2C Rπ=圆  

面积 正方形
2S a=正方形 ；长方形 S ab=长方形 ；圆形

2S Rπ=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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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
1
2

S ah=三角形 ；平行四边形面积 S ah=平形四边形  

梯形面积
1 ( )
2

S a b h= +
梯形 ；扇形面积

2

360
nS Rπ°
°

=
扇形  

表面积 

正方体的表面积＝ 26a  长方体的表面积＝ 2 2 2ab bc ac+ +  

球体的表面积 2 24 R Dπ π= =  圆柱体的表面积 22 2R Rhπ π= ＋  

圆柱体的底面积 22 Rπ=  圆柱体的侧面积 2 Rhπ=  

体积 

正方体的体积 3a= ；长方体的体积 abc= ；球的体积
3 34 1

3 6
R Dπ π= =  

圆柱体的体积 2R hπ= ；圆锥体的体积
21

3
R h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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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资料分析 

一、公式汇总 

表 1 增长率相关考点汇总 

 题型特征 计算公式 速算技巧 

计

算 

1.增长率 

（现期）比（基

期）增长/下降了 x% 

= 增长量
增长率

基期量
 

= 现期量-基期量

基期量
 

=
−

增长量

现期量 增长量
 

= 减少量
减少率

基期量
 

①截位直除法 

②特殊分数法（插

值法） 

2.现期量 

已知基期量和增

长率，求现期量 

现期量=基期量×（1+增长

率） 

① 乘 法 估 算— 放

缩法 

②特殊分数法 

3.基期量 

已知现期量和增

长率，求基期量 

=
1+
现期量

基期量
增长率

 

（ 1 ）
5%增长率 ≤  

化除为乘公式法 

𝑨𝑨
𝟏𝟏 ± 𝒓𝒓

≈ 𝑨𝑨 × (𝟏𝟏 ∓ 𝒓𝒓) 

（2）若∣增长 率

∣>5% 

①截位直除法 

②特殊分数法 

4.间隔增长率 

已知第二期相对

于第一期的增长率为

1r ,第三期相对于第二

期的增长率为 2r ，求

1 2 1 2=R r r r r+ + ×  

（ 1 ）
5%≤增长率  

1 2r r× 可忽略 

（2）若∣增长 率

∣>5% 

乘 法 估 算—放 缩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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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相对于第一期

的增长率 R 

5.混合增长率 

已知部分的增长

率和现期量，判定整

体的增长率 

①十字交叉法 

②一个整体分成几个部分，整体增速介于各部分之

间且偏向于基数较大的一侧 

比

较 

1.增长率 

①（现期）与（基

期）相比，……增长率

超过……%的有几个 

②增长速度最快

的是 

= 增长量
增长率

基期量
 

= 现期量-基期量

基期量
 

= 增长量

现期量-增长量
 

① 倍 数 替 代

（ 现期量

基期量
） 

②增量替代（基期

量相差不大） 

③分数比较（一看

二算三差分） 

2.基期量 

（基期）时，以下

哪项值最大 

1
=

+
现期量

基期量
增长率

 

① 瘦 死 的 骆 驼 比

马大（分母 1+r 相差不

大） 

②分数比较（一看

二算三差分） 

 

表 2 增长量相关考点汇总 

 题型特征 计算公式 速算技巧 

计

算 

（现期）比（基

期）增长/下降了……

具体数值（单位） 

增长量=现期量-基期量 

      =基期量×增长率 

=
1

×
+
现期量

增长率
增长率

 

①尾数法 

②截位直除法 

③ 特 殊 分 数 法

（增长量计算 n+1 原

则，减少量计算 n-1 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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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较 

（现期）比（基

期）增长/下降最多

的是 

=
1

×
+
现期量

增长量 增长率
增长率

 

（近似为现期量×增长率） 

①大大则大：现

期量大、增长率大，则

增长量大； 

②一大一小看乘

积：比较现期量×增长

率的大小。 

 

表 3 比重相关考点汇总 

 
题型特征 计算公式 速算技巧 

计

算 

（部分）占/在

（整体）的比重为 x% 

=
部分量

比重
整体量

 

部分量=整体量×比

重 

=
部分量

整体量
比重

 

①截位直除法 

②特殊分数法 

③乘法估算—放缩

法 

比

较 

（部分）占/在

（整体）的比重最高的

是 

=
部分量

比重
整体量

 

分数比较（一看二算

三差分） 

 

表 4 平均数相关考点汇总 

 题型特征 计算公式 速算技巧 

计

算 

1.平均数 

给出总数

与总个数，求

平均数 

==
总数 后

平均数
总个数 前

 截位直除法 

2.年均增

长量 

给出末期

量、初期量和

相差年数 

=
末期量-初期量

年均增长量
相差年数

 

①尾数法 

②截位直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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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均增

长率 

给出末期

量、初期量和

相差年数 

= (1+ )nr×末期量 初期量  

（n 为相差年数） 

当增长率较小时： 

(1 ) (1 )na r a nr+ ≈ +  

当增长率较大时： 

代入排除法 

比

较 

1.给出总

数与总个数，

比较平均数的

大小 

=
总数

平均数
总个数

 

分数比较（一看二

算三差分） 

2.n 相同时

年均增长率大

小比较 

= (1+ )nr×末期量 初期量  

（n 为相差年数） 

转为比较 末期量

初期量

的大小 

 

二、常用速算方法回顾 

1. 尾数法：加减法计算中，若选项与材料精确度一致且选项尾数出现不同的情况时，

优先计算尾数。 

2. 截位舍相同：加减法计算中，若选项与材料精确度不一致，即粗略计算时，考虑截

位舍相同。 

3. 截位直除法：列式之后，通过观察答案选项，若选项首位不同，则对分母从左向右

截取前两位处理，第三位考虑四舍五入；若选项首位相同，第二位不同，则对分母从左向右

截取前三位处理，第四位考虑四舍五入。 

4. 特殊分数法：列式之后，通过观察其中是否存在特殊分数，若存在，则把特殊的百

分数转换成分数后再进行计算。 

分数百分数转化表 

分数 百分数 分数 百分数 

1/2 50% 1/10 10% 

1/3 33.3% 1/11 9.1% 

1/4 25% 1/12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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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 1/13 7.7% 

1/6 16.7% 1/14 7.1% 

1/7 14.3% 1/15 6.67% 

1/8 12.5% 1/16 6.3% 

1/9 11.1% 1/20 5% 

 

5. 分数性质：在进行分数比较时，通过观察分子分母的大小关系，分子相对大且分母

相对小的分数值较大。 

6. 直除法：分数比较时，通过观察答案选项或被比较数据，若其差距较大，则在分数

值量级一致的情况下通过直除商首位或首两位来求得结果或进行相应的比较。 

7. 化同法：当两个分数的分子或分母有明显的倍数关系时，将一个数的分子分母同时

乘以一个数，以使两个分数的分子或分母变得差不多然后再利用分数性质进行比较的方法。 

8. 差分法：分数比较时，其中一个分数的分子、分母均略大于另一个分数，可将分子

分母都大的分数称为“大分数”，分子分母都小的分数为“小分数”。“大分数”和“小分

数”分子、分母分别做差，得到的差可以写成一个新的分数，为“差分数”，用“差分数”

代替“大分数”与“小分数”作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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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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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专业科目 

第一章 语法与词汇 

考点一 起助词作用的语法功能词 

一、表示资格、立场、状态、观点 

1.～をもって/用……、以……、靠……。 

｛接续｝〔体言〕をもって 

｛解说｝表示动作、作用的手段、方法及材料等。相当于“で”“によって”“でもって”。

语感郑重，多用于书面语。 

○ 簡単ながら、これをもって開会の辞といたします。 

○ 収入の多少をもって、その人の値打ちを決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 試験の結果は、一週間後に書面をもってお知らせします。 

○ 今回のアルバイトで私は働くことの厳しさを身をもって経験した。 

○ 彼の実力をもってすれば、金メダルは間違いないだろう。 

○ 日本の友人の皆さんを熱烈な拍手をもって迎えましょう。 

2.～でもって/用……、以……；作为……。 

｛接续｝〔体言〕でもって 

｛解说｝表示动作、作用进行的状态及资格、立场。 

○ 優秀な成績でもって卒業した。 

○ 言葉は信じられない。行動でもって示してください。 

○ お金でもって、結末しようという彼の態度が気に入らない。 

｛辨析｝“でもって”表示资格、立场时，可以同“として”互换。但是“でもって”

要求后续动作性谓语，不可用状态性谓语，“として”则无此限制。 

○ 助教授でもって他大学に赴任した。（○として） 

○ 上等兵として立派な最後であった。（×でもって） 

二、表示对象、相关 

1.～について/关于……、有关……、就……、对……。 

｛接续｝〔体言〕について 

｛解说｝表示动作、状态所处理或有关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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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女は自分自身について何も語ろうとしない。 

○ 彼女の家族についてあまり詳しいことは知りません。 

○ 総会決議事項につき書面をもってご報告申し上げます。 

○ その点については全面的に賛成はできない。 

○ 両国の風俗習慣についても共通点がかなり多い。 

2.～に関して/关于……、就……、对……。 

｛接续｝〔体言〕に関して 

｛解说｝表示后述事项涉及的对象。多用于书面语。 

○ その問題に関して質問したいことがある。 

○ この点に関して彼女の評判はすこぶるよくない。 

○ この仕事に関しては、営業の担当者に聞いてください。 

○ この商品はデザインだけでなく、価格に関しても考え直す必要がある。 

｛辨析｝“～について”和“～に関して”均可表示对象、相关，用法相似。两者的区

别有以下几点： 

（1）“～に関して”较“について”语气郑重。 

（2）“について”与前面词语的关系密切，不仅指出对象，而且有限定的意识，属于内

向的关联；“～に関して”则只表明与对象相关，属于外向的关联。 

○ その写真について懐かしい思い出がある。（回忆是围绕照片本身的、内涵的，如

照片的拥有者、照片的保存状态等） 

○ その写真に関して懐かしい思い出がある。（回忆是外表的关联，如拍照片的人物、

时间、地点等） 

（3）连体用法不同。“について”的连体用法是“～についての”；“～に関して”的连

体用法除“～に関しての”之外，还有“～に関する”的形式。 

○ 経営方針についての説明を受けた。 

○ 今回の「余暇の利用」に関してのアンケートはとても興味深かった。 

○ この事件に関する情報は今のところまったく入っていない。 

3.～をめぐって/围绕……、有关……。 

｛接续｝をめぐって 

｛解说｝表示以某问题或情况为中心而展开后述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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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の利用をめぐって、二つの対立した意見が見られる。 

○ 憲法の改正をめぐって国会で激しい議論が戦わされてる。 

○ 後任社長の人事をめぐって、社内の対立が一段と激しくなった。 

○ 山田さんの心中をめぐって、さまざまなうわさが流れている。 

○ 一枚の宝くじをめぐっての小さないさかいが、殺人事件にまで発展した。 

○ あの金持ちの遺産をめぐる裁判はまだ終わっていないそうだ。 

4.～にかけては（も）/关于……、在……上、在……方面、论……。 

｛解说｝表示前项是后述事项涉及的对象或提及的话题。其谓语部分要求用“非常に優

れている”“自信がある”“右に出る者はいない”等表示积极评价的词语。 

○ 勉強ではだめだが、スポーツにかけては彼の右に出る者はいない。 

○ 料理を作ることにかけては姉より自信があります。今度ご馳走しましょう。 

○ 母は息子を愛することにかけては、誰にも負けません。 

○ あの方は事務処理にかけてはすばらしい才能を持っています。 

○ 打つだけでなく、走ることにかけても、あの選手に及ぶ者はいない。 

○ あのホテルは建物の豪華さもさることながら、サービスにかけても超一流だ。 

｛辨析｝“～にかけては（も）”和“～にかけると”均可表示后述事项涉及的对象或提

及的话题等，但两者的谓语部分用法迥异。前者谓语部分大多为积极的、肯定的内容，后者

则往往是消极的、否定的内容，常用“うまくない”“だめだ”“意気地がない”等词语。 

○ 彼は元来そういう点にかけると鈍い人なのです。 

○ いや、私はどうもああいうものにかけるととんとん不器用でね。 

三、表示动作、中介、手段、根据、原因 

1.～をもって/因为……、由于……。 

｛接续｝〔体言〕をもって 

｛解说｝表示原因、理由，即由于前项的情况而产生了后项的结果。 

○ 彼は皮肉屋をもって知られている。 

○ 彼は老齢をもって、辞職を申し出た。 

○ 以上の理由をもってこの意見に賛成します。 

○ 彼は反逆罪をもって極形に処せられた。 

2.～でもって/用……、以……；因为……、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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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体言〕でもって 

｛解说｝ 

（1）表示方法、手段、材料。 

（2）表示原因、理由。 

○ 原稿をホチキスでもって止める。 

○ ある日のこと、私は自分の「美しい村」のノオトとしていたずら半分に色鉛筆で

もって丹念に描いた。 

○ 彼女はその姿を絵に描いてみたいといっていただけでもって、その跛の花売りに

私の抱いていた軽い嫉妬のようなものは、跡形もなく消え去った。 

｛辨析｝“～をもって”和“～でもって”均可表示由来、原因，且多用于书面语。但

是“～をもって”不能用于非意志性的现象和事物，也不能用于形式体言“こと”构成的名

词句后面。“～でもって”则无此限制。 

○ 地震でもって壁が崩れた。（×をもって） 

○ 漢語を取り入れることでもって、日本語の語彙は非常に豊かになった。（×をも

って） 

3．～を通して/通过……。 

｛接续｝〔体言〕を通して 

｛解说｝表示以某个人或事物为媒介来做某事。 

○ 社長に会う時は、秘書を通してアポイントメントを取ってください。 

○ 奥さんを通して頼んだほうがいい。 

○ 交流を通して、理解が深まったことは事実だ。 

○ いろいろな機会を通し、環境保護を訴える。 

○ 田中さんご夫妻を通しての結婚の話は残念ながらうまくいかなかった。 

4．～を通じて/通过……。 

｛接续｝〔体言〕を通じて 

｛解说｝表示利用某种媒介或方式来达到某种目的，属于书面语。 

○ その話は山田さんを通じて相手にも伝わっているはずです。 

○ 私はそのことをテレビのニュースを通じて知りました。 

○ この問題は自由な討論を通じて解決すべき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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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ンタネットを通じて知識や情報が手に入る。 

○ わが社はその会社を通じて中国の工場とも提携関係にある。 

｛辨析｝“～を通して”和“～を通じて”表示媒介、手段时，意义基本相同，多数情

况下可互换使用。但“～を通じて”的使用范围相对较小。 

○ 学生の生態を通して日本の教育を論じている。（？を通じて） 

5.～にして/用……。 

｛接续｝〔体言〕にして 

｛解说｝表示方法、手段，可以用格助词“で”替换。常前接表示最低限度的词语，起

强调、提示作用。多用于书面语，是文语 在现代日语中的残留。 

○ 一瞬にして廃墟に化した。 

○ その事故で一瞬にして家族全員を失った。 

○ 自分は一言にして答えることができる。 

○ 「ローマは一日にして成らず」という喩えどおり、何事も努力なしでは達成でき

ない。 

6.～につき/因为……、由于……。 

｛接续｝〔体言〕につき 

｛解说｝表示原因、理由。意思同“～により”“という理由で”。属于文语表达方式，

多用于各类公文、通知、告示。 

○ 絶対安静につき面会謝絶。 

○ 会議中につき入室厳禁。 

○ 改装中につきしばらくお休み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 父は高齢につき参加を取りやめ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考点二 起助动词作用的语法功能词 

一、表示禁止 

1.～べからず/禁止……、不准……、不许…… 

｛接续｝〔动词·助动词终止形〕べからず 

〔解说〕表示禁止某种动作、行为，是现代日语“～べきでない”的文语表达形式，与

“～してはいけない”意思相同。禁止的语气十分强烈，属于很生硬的书面语，在口语中不

用。常与在表示警告或促使人们注意的通告、禁令和各种布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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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生に入るべからず。 

ここに駐車するべからず。 

みだりに運転者に話しかけるべからず。 

昔はよく立て札に「ここにごみを捨てるべからず」などと書いてあった。 

2.～ものではない/不应该……、不要…… 

｛接续｝〔动词连体形〕ものではない 

〔解说〕表示禁止，对违反道理、常识、习惯的事予以告诫和劝说。 

新製品だからといって飛びついて買うもんじゃない。 

腹八分目というから、いくらうまくても、一度にそうたくさん食べるものではない。 

そんな根も葉もないことを言う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 

他人には迷惑をかけるようなことはするものではない。 

そんな危ないところへは一人で行く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 

二、表示义务、当然、必然、必要、劝告、主张及否定 

1.～ざるをえない/不得不……、不能不…… 

｛接续｝〔活用词未然形〕ざるをえない 

[解说]表示说话人虽然不情愿，但不得不做某事。多用于书面语。 

風邪気味なので出掛けたくないが、責任者として行かざるを得ないだろう。 

これほどの事故を起こしたのだから、会社を辞めざるを得ない。 

これだけはっきりした証拠がある以上、罪を認めざるを得ない。 

このような治療ミスが続けば誰もこの病院に対して不信感を抱かざるを得ないだろ

う。 

2.～よりほかはない/只有……、只能…… 

｛接续｝〔活用词连体形〕よりほかはない 

〔解说〕表示从事情的必然性来看，可供选择的方法、手段只有一种。 

ビザの期限が切れたら、国へ帰るよりほかはない。 

入学試験も目前に迫った。ここまでくれば、頑張るよりほかはない。 

雪はだんだん激しくなってきたが、引き返すこともできないし、とにかく山小屋まで

歩くよりほかはなかった。 

その映画はぜひ見たいのだが、用事があるので、諦めるよりほかは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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バスもタクシーもないところだから、歩いていくよりほかはありません。 

3.～ものだ 

｛接续｝〔活用词连体形〕ものだ 

〔解说〕 

（1）表示常理、真理，即从某一事物的本质、本性、习性上说，自然而然、理所当然。

可译为“当然……”“自然……”等。 

○ 年を取ると、目が悪くなるものだ。 

世間とは冷たいものだ。一時は騒いでもすぐに忘れる。 

楽しい思い出はなかなか忘れないものだ。 

苦労は本当に経験してみてからでないと、わからないものだと言いますが、できるこ

とならば、あまり苦労などはしたくないものです。 

（2）表示从生活习惯或道德观点的角度对对方提出劝告，即按道理应该做某事。可译

为“应该……”“要……”。 

○ 女の人は女らしくするものですよ。 

もう 10 時半だよ。早く寝なさい。子供は 10 時に寝るものだ。 

お見舞いに鉢植えの花は持って行かないものですよ。 

これぐらいのことは人に言われなくても、自分でやるものだ。 

4.～わけだ 

｛接续｝〔活用词连体形〕わけだ 

〔解说〕 

（1）表示按照事物的发展或其自身规律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可译为“当然……”“怪

不得……”等。 

○ イギリスとは時差が 8時間あるから、日本が 11時ならイギリスは 3時なわけだ。 

こんなに熱があるのだから、気分が悪いわけです。 

夜型の人間が増えてきたために、コンビニエンスストアがこれほど広がったわけです。 

作者は長い間日本に住んでいたから、日本の事情をよく知っているわけだ。 

（2）表示变换说法，即某一事实从另外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这样说或这样理解。可译为

“换句话说”“也就是说”。 

○ 彼女はフランスの有名なレストランで 5 年間料理の修業をしたそうだ。つま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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プロの料理人であるわけだ。 

父は 20 年前に運転免許を取っていたが車を持っていなかった。つまり長い間ペーパ

ードライバーだったわけだ。 

A：この間書いた小説、文学賞がもらえたよ。 

B：あなたもようやく実力が認められたわけね。 

（3）表示理由。可译为“由于……”“因为……”。 

○ 彼女は猫を 3 匹と犬を 1 匹飼っている。一人暮らしで寂しいわけだ。 

姉は休みのたびに海外旅行に出かける。日常の空間から脱出したいわけだ。 

A：川本さん、車大きいのに買い換えたらしいよ。 

B：へえ、子供が生まれて前のが小さくなったわけだな。 

A：いや、そうじゃなくて、単に新車がほしくなっただけのことらしいけど。 

(4)用于主张、强调自己所叙述的事是有合乎逻辑的、有根据的事实时。可译为“就是……”

“应该是……”。 

○ 4 人とも車で来るわけだから、家の前にずらっと 4 台路上駐車することになる

ね。 

私は古本屋めぐりが好きで、暇があると古本屋を回っては掘り出し物を探しているわ

けですが、この頃はいい古本屋が少なくなってきたので残念に思っています。 

就職できないと苦情を言う学生がいるが、本当に就職したければできるだけ多くの会

社で面接や試験を受ければいいわけだ。 

（5）表示刚开始对某一事态感到奇怪，听到对方的话或了解了其他事实后，得知了其

中的缘由，带有“原来如此”的心情。可译为“怪不得……”“所以……”等。 

○ 道理で寒かったわけだ。今朝は零下 5 度まで下がったそうだ。 

あ、鍵が違うじゃないか。何だ。これじゃ、いくら頑張っても開かないわけだ。 

田中さん、一ヶ月で 4 キロ痩せようと思ってるんだって。なるほど、毎日昼ごはんを

抜いているわけだわ。 

A：山本さん、結婚したらしいですよ。 

B：ああ、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か。それで最近いつも機嫌がいいわけだな。 

5.～のだ 

｛接续｝〔活用词连体形〕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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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表示将客观事实作为毫无疑义的事实加以确认，从而在句子中表示对原因、理

由的说明，对结果的说明、对事实的强调、对判断的主张等。 

（1）用于说明前文所叙述的事情或当时某种情况的原因、理由。可译为“（因为）是……”。 

○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話があるんです。 

道路が渋滞している。きっとこの先で工事をしているのだ。 

A：毎朝 6 時に起きるんですか。 

B：ええ、7 時半から授業があるんです。 

（2）表示根据客观事实而做的判断、主张。可灵活翻译。 

○ 嬉しい顔をしている。もう知っているのだろう。 

4 月も近付いているから、もう花時なのだ。 

君にも権利があるのだから、何も遠慮することはないのだ。 

（3）提供一个话题并以此展开对话。可灵活翻译。 

○ 面白いことを聞いたんです。物を買う時、値切るかどうかですが、大阪人は必ず

値切る。 

ともかく、僕は僕の少年の時の悲しみの一つを語ってみようと思うのである。 

明日東京へ出張に出掛けるのだが、何かご用はないか。 

（4）表示说话人初次发觉某一事实或理解了某件事，多用于在自言自语或独白中。可

灵活翻译。 

○ ふと気づくと、そこいら辺の感じがそれまでとは何だかすっかり変わってしまっ

ているのだ。私の知らぬ間に、そこいら一面には、夏らしい匂いが漂い出しているのだっ

た。 

A：小川さん、山口さんと三浦さんは結婚するそうですよ。 

B：ああ、やっぱりうわさは本当だったんですよ。 

（5）前接动词连体形，表示命令，常含有叮咛、嘱咐的语气。可灵活翻译。 

○ 食べる前には手を洗うんですよ。 

三人とも、学校が始まったら、勉強するんですよ。 

何をぐずぐずしている、早く行くんだ。 

（6）用于说话人为了证实自己说服他人而坚持强硬的主张或表示决心。可灵活翻译。 

○ 僕はどうしても今日行く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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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が何と言おうと私の意見は間違っていないのだ。 

誰が反対しても僕はやるのだ。 

（7）与疑问词“なぜ”“どうして”等一起使用，用于询问原因，带有吃惊、非难、怀

疑等语气。可译为“……呢”。 

○ 派出所の巡査は入り口に立ったまま、「今時分、どこから来たんだ」と尋問に取

り掛かった。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向こうが迎えに来てくれなかったのですか。 

彼は私を避けようとしている。いったい私の何が気に入らないのだ。 

6.～はずだ 

｛接续｝〔活用词连体形·体言+の〕はずだ 

〔解说〕 

（1）表示说话人的判断，即以前述事项为根据，做出当然如此、理应如此的推测。其

判断的根据在逻辑上必须是合乎情理的。可译为“应该……”“按说……”等。 

○ この漢字はもう習ったから、読めるはずです。 

あれから 4 年経ったのだから、今年はあの子も卒業のはずだ。 

お父さんもお母さんもきれいな人ですから、娘もきれいなはずです。 

（2）以“～はずなのに、～”“～はずだが、～”等形式，表示由某事实、条件必然引

出的结论于现状不符，因此常伴有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等语气。可译为“应该……”“理应

……”等。 

○ 正午に来るなのに、まだ来ない。どうしたのだろう。 

モスクワまで 9 時間も飛んだら夜中のはずなのに、何と 17 日午後 2 時 55 分。 

多くの流行病は、終わりに近いほど病毒が軽微になるはずなのに、今年の感冒は逆で

あった。 

（3）表示说话人对原来认为奇怪、难以理解的事发现了能够很好说明的事实，可以理

解了。可译为“怪不得……”等。 

○ 道理で寒いはずだ。外は雪が降っているもの。 

こんなにサービスが悪くちゃ客が来ないはずだ。 

さっきから道が妙に空い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たが、空いているはずだ。今日は日曜日だ。 

〔辨析〕“はずだ”和“わけだ”都可表示主观判断，但“わけだ”表示理所当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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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项的情况已经是事实，前项是导致出现这一事实的原因或根据，相当于汉语的“当然……”

“自然……”。“はずだ”则表示推断，后项所表示的情况尚未发生，即根据前项出现的情况

来推测，必然会发生后项的情况，相当于汉语的“应该……”“会……”。 

彼女は日本に 10 年もいたから、日本語が上手なはずだ。 

彼女は日本に 10 年もいたから、日本語も上手なわけだ。 

此外，“わけだ”即可用于问话，也可用于答话，而“はずだ”只能用于答话。 

どうしても許してくれないというわけですか。（×はずです） 

7.～ことだ/应该……、最好…… 

｛接续｝〔活用词连体形〕ことだ 

〔解说〕表示忠告、命令或主张，说话人认为某种做法很有必要等。 

病院にいる間は仕事などさっぱり忘れて、十分休養することだ。 

何でも、まずは自分でやってみることだ。 

まあ、ここは相手に花を持たせておくことだね。またチャンスもあるよ。 

日本語がうまくなりたければもっと勉強することです。それ以外に方法はありません。 

〔辨析〕“～ことだ”和“～ものだ”都可表示对对方提出劝告或要求，相当于汉语的

“应该……”“最好……”。此时，两者基本上可互换使用。但“～ことだ”所表示的是讲话

人个人的意见、意向；“～ものだ”表示的则是作为社会上的人应该做到的事情，因此多用

于表现自然倾向、社会习惯、常识等。 

健康を取り戻すには、何も考えずに、よく眠ることだ。（○ものだ） 

知っている人に会ったら、挨拶ぐらいするものだ。（○ことだ） 

8.～ことになる/将……、就是…… 

｛接续｝〔活用词连体形〕ことになる 

〔解说〕表示事物、情况的必然结果、自然的趋势或合乎逻辑的结论。可与“わけだ”

置换，但主观因素较少，是一种非常客观的表达方式。 

そうなるとこれは世間の常識のちょうど逆を行くことになる。 

独身ならば毎夜のように遊びに行っても一向不審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理恵さんは私の母の妹の子供だから、私と理恵さんはいとこ同士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何を黙っているのか。黙っているのはそれを認めたことになる。 

9.～にきまっている/肯定……、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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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体言·活用词连体形（形容动词词干）〕にきまっている 

〔解说〕表示必然、当然，即说话人认为从规律上、法则上、本性上、可能性上说，某

事必然会导致后一项结果，语气比较肯定。 

あんなにわがままをしていたら、いつかはひどい目にあうに決まっている。 

何と言ったって本物のほうがいいに決まっている。 

背広を着たときは普通ネクタイをすることに決まっている。 

熱が 38 度もあるのに旅行に行こうなんて無理に決まっている。 

10.～ずにはいられない、～ないではいられない/不能不……不由得…… 

｛接续｝〔动词未然形〕ずにはいられない、ないではいられない 

〔解说〕表示靠自己的意志无法抑制，自然而然就那么做了。多使用表示人的思考或感

情的动词。“～ずにはいられない”是书面语，口语中用“～ないではいられない”。 

彼女の美しさには誰でも魅了されずにはいられない。 

その冗談にはどんな真面目な人でも笑わずにはいられないだろう。 

こんなひどいことをされて、怒らないではいられません。 

この駅に来るたびに、彼女のことを思い出さずにはいられない。 

11．～ずにはおかない、～ないではおかない/一定要……、肯定会…… 

｛接续｝〔动词未然形〕ずにはおかない、ないではおかない 

〔解说〕表示客观上无论本人意志如何，都必然导致某种状态或引发某种行动。此时，

多接在使役助动词下面，且涉及到一些感情或纠纷的方式等自发性的事物。也可表示主观上

的决心，即不达目的不罢休。两个表达形式都是书面语。 

彼の言動はみなを怒らせずにはおかない。 

今回の疫病の流行は、われわれを不安にさせないではおかなかった。 

どこまでもそいつを捜し出さずにはおかないぞと思った。 

日常生活を脅かす問題だから、住民たちも抗議せずにはおかない。 

12．～を余儀なくされる/不得不……、被迫……、只好…… 

｛接续｝〔体言〕を余儀なくされる 

〔解说〕表示主体迫不得已做出痛苦的选择。是书面语。 

火事で住まいが焼けたため、家探しを余儀なくされた。 

雨天続きでプール開きの予定は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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ぜひとも出席したかったが、子供が急に熱を出して、欠席を余儀なくされた。 

昔は武士の家に嫁いで世継ぎの男の子が生まれないと離婚を余儀なくされた。 

第二章 日本概况 

考点一 日本地理 

日本列岛的地形、气候、物产分布和行政区划等。 

行政区画
ぎょうせいくかく

   都
と

道
どう

府
ふ

県
けん

市
し

町
ちょう

村
そん

 

東京都  北海道   大阪府   京都府   ４３の県  市  町  村 

                行政区画表 

地理的位置 行政区画 面積（ｋ㎡） 中心都市 

北海道地方 北海道 83,510 札幌市 

東北地方 青森県 9,613 青森市 

秋田県 11,610 秋田市 

岩手県 15,275 盛岡市 

山形県 9,325 山形市 

宮城県 7,288 仙台市 

福島県 13,781 福島市 

関東地方 栃木県 6,413 宇都宮市 

群馬県 6,355 前橋市 

茨城県 6,087 水戸市 

埼玉県 3,799 さいたま市 

千葉県 5,103 千葉市 

東京都 2,113 東京市 

神奈川県 2,381 横浜市 

中部地方 新潟県 12,577 新潟市 

長野県 13,585 長野市 

富山県 4,252 富山市 

岐阜県 10,596 岐阜市 



                                                    军队文职 

 第 52 页 

福井県 4,188 福井市 

山梨県 4,463 甲府市 

静岡県 7,770 静岡市 

愛知県 5,105 名古屋市 

石川県 4,195 金沢市 

近畿地方 滋賀県 4,016 大津市 

京都府 4,612 京都市 

三重県 5,772 津市 

奈良県 3,692 奈良市 

大阪府 1,854 大阪市 

和歌山県 4,722 和歌山市 

兵庫県 8,362 神戸市 

中国地方 鳥取県 3,491 鳥取市 

岡山県 7,078 岡山市 

島根県 6,625 松江市 

広島県 8,453 広島市 

山口県 6,090 山口市 

四国地方 香川県 1,877 高松市 

徳島県 4,144 徳島市 

高知県 7,106 高知市 

愛媛県 5,663 松山市 

九州地方 大分県 6,324 大分市 

福岡県 4,934 福岡市 

佐賀県 2,416 佐賀市 

宮崎県 7,734 宮崎市 

長崎県 4,098 長崎市 

熊本県 7,383 熊本市 

鹿児島県 9,149 鹿児島市 

沖縄県 2,240 那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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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 日本政治 

三権分立 

旧憲法のもとでは、すべての権力が天皇に集中していた。そのために、重臣(じゅう

しん)や軍人・政治家なども権力ほしさに、とかく天皇を利用しがちであった。つまり、政

治が国民のためでなく、特権階級中心に行われていた。 

１９４７年から施行されている現在の新憲法では、こうした弊害を改めるために、権

力を立法権・行政権・司法権の３つに分け、それぞれを国会・内閣・裁判所が、独立して

受け持つこととなった。 

国会 

国会は国権の最高機関であって、国の唯一の立法機関であり、主な仕事は、①法律の

議決、②予算の議決、③総理大臣の指名、④条約の承認、などであるが、このほかに、裁

判官の裁判（弾劾(だんがい)裁判）、国政調査、皇室の費用の決定（制定、確定）などであ

る。 

衆議院と参議院の２院制であるが、衆議院のほうが優先権を持っており、法律案・予

算案・条約の批准など、両院の議決が異なる場合は、衆議院だけで決めることができる。 

議員の選出は、有権者の直接選挙によるが、定員は衆議院が 480 人、参議院が 242 人

で、任期は衆議院が４年、参議院が６年であるが、参議院の場合は議員の半数が、３年ご

とに改選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 

日本の選挙制度は、立候補者に対して有権者が直接に投票する直接選挙である点で、

アメリカのような間接選挙とは違っている。 

内閣 

内閣は、実際の政治を行う政府のことであるが、憲法の中では内閣という用語を使っ

ている。内閣は行政権を持っており、内閣の長である内閣総理大臣は、国会議員の中から

選出されるが、政党政治であるため、総理大臣には国会議員多数派の第一党党首が選ばれ

るのが普通である。 

内閣には、外務省・財務省・法務省・文部科学省・経済産業省・総務省・厚生労働省・

環境省・農林水産省・国土交通省・防衛省があり、それらの省の下に、庁や委員会がある。 

その他に、総理大臣が直接監督する内閣府という役所があり、その下に国家公安委員

会・宮内庁(くないちょう)などが置かれ、それぞれの長は国務大臣が当たっ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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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制度 

日本の新しい裁判制度が第二次世界大戦前の旧憲法と大きく違う点は、天皇の裁判所

ではなく、司法権は裁判所に属しており、国民の裁判所であることである。戦前はドイツ

法を参考にした裁判であったが、戦後は英米法を参考にしているものの、陪審制度は実際

には機能していない。 

裁判所には、最高裁判所・地方裁判所・家庭裁判所・簡易裁判所がある。裁判は三審

制度を採っており、まず原告は地方裁判所に訴(うった)えるが、その判決に不服(ふふく)

の場合は、次に二審として高等裁判所に控訴(こうそ)する。さらに異議がある場合には、

最終審として最高裁判所に上告(じょうこく)する。つまり、原則として裁判を３回受ける

ことができるが、最高裁判所のみが違憲立法審査権を有しており、法律や命令が憲法に背

(そむ)いていないかどうかを審議する重要な権限がある。ほかに、家庭裁判所と簡易裁判

所がある。なお、一般の判決まで長時間かかるため、裁判のスピードアップが懸案(けん

あん)の課題となっている。 

日本の官僚 

日本の行政を実務レベルで推進しているのが官僚である。一般的には、どの国の官僚

も柔軟性(じゅうなんせい)に欠け、融通(ゆうずう)が効かぬ体質を持っているが、日本の

中央省庁(ちゅうおうしょうちょう)の官僚も例外でなく、いわゆる「官僚的」ではあるが、

同時に官僚と官僚機構が日本の繁栄に、大きく寄与(きよ)した点も認めないわけにはいか

ない。 

彼らの多くは能吏(のうり)であり、かつ大幅な権限を持っていて、政策を立案する。

特に高級官僚は総理大臣への道も可能であり、中央省庁は出世(しゅっせ)の登竜門(とうり

ゅうもん)となっている。しかし、中央省庁の官僚のほとんどは、東京大学出身者で固め

られているのが現状である。 

行政と官僚 

行政の各省庁は東京に集中しており、「霞(かすみ)ヶ(が)関(せき)」は省庁の代名詞と

して使われている。行政を動かしているのは国家公務員の官僚である。たとえ政治家が大

臣となって省庁の上に立っても、官僚機構を無視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官僚は国民に対す

る奉仕を使命としている。しばしばエリート官僚は政治家を牛耳り、内閣が代わるたびに

就任する新大臣（ほとんど国会議員、つまり政治家）の乳母(うば)役として進講したり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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ている。 

政治と政治家 

明治維新（１８６８年）後、日本は議会政治による選挙制と政党制で成り立っている

が、いまだに前近代的な体質を引きずっている。東京の永田町(ながたちょう)には国会議

事堂をはじめ、各政党本部などが集中しており、ここでは一般的通念とは別の「永田町的」

と呼ばれる政治家独特の発想がまかり通(とお)っている。 

現在、最大政党である自由民主党（自民党）は議席の過半数を占めることができずに、

野党として対立してきた政党と適宜、組んで連立内閣を作り、数による政権を保ってきた。

一方、比較的、短期間で首相が変わることに対して、諸外国から「首相の顔が見えない」

と酷評されている。 

最大政党の自民党内には、複雑な派閥(はばつ)が存在する。つまり、同一政党ながら

長老や資金集めに強い者を頭とした幾つかの集団ができていて、勉強会や研究会という名

目でそれぞれの派閥が結束(けっそく)を固めている。そして、同じ派の議員に対しては選

挙資金の提供をしたり、大臣のポストを約束したり、総裁争いの布石(ふせき)を打ったり

して、主導権や党内勢力を強めている。 

それぞれの議員は地元選挙民に対するサービスを第一とするが、そのほかに選挙資金

に影響のある組織や業者に対するサービスも欠かせない。つまり、議員が官公庁(かんこ

うちょう)の公務員に口利(くちき)きして見返りを受ける図式(ずしき)であり、「族議員」と

呼ばれる議員たちは特定の省庁や業界団体の利益を代弁する立場をとり、ときには同一政

党の政府が進める行政改革や規制緩和に対して、強く抵抗することもある。特にコメ自由

化による輸入をめぐってアメリカと交渉の最中(さいちゅう)に、全国の農家からの圧力を

受けた時の族議員の活躍ぶりは記憶に新しい。 

自衛隊 

日本の新憲法第９条には明確に戦争放棄がうたわれ、永久に戦争をせず、武力となる

ようなものは一切これを所有しないと規定されている。日本国憲法が世界に類を見ない平

和憲法といわれる所以(ゆえん)である。 

ところが現実には、国内で憲法の規定と自衛隊の存在をめぐって激しい論争が続いて

いる。特に核兵器(かくへいき)については「持たず、作らず、持ち込まず」という非核三

原則(ひかくさんげんそく)があり、核兵器搭載と見られる空母が日本に寄港したり、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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への基地提供に対して、抗議デモが繰り広げられている。 

日本政府は「自衛隊の存在は、あくまでも専守(せんしゅ)防衛を基本としており、相

手から武力攻撃を受けた時に、必要最小限の防衛力を行使(こうし)する。したがって、政

府は装備も攻撃的なものではなく、自衛的なものに限る」と説明している。その後、冷戦

構造が崩壊すると共に世界情勢が変化し、自衛隊と米軍の役割分担や各国軍隊との関係も

変化してきた。そして自衛の敷居(しきい)を越えて海外派遣(はけん)に踏み切り、湾岸(わ

んがん)戦争の終わった１９９１年４月、日本は掃海(そうかい)隊６隻を派遣し、続いて地

域紛争が頻発すると１９９２年には初めて中東・ゴラン高原の平和維持活動（PKO）に自

衛隊を派遣している。 

右翼の過激な動き 

戦前、国家主義を鮮明にする右翼(うよく)の動きは活発であり、軍部と手を組んで、

側面から自由主義者などに圧力をかけたが、戦後になって、軍国主義的要因を一掃して民

主主義を建設しようとする駐留軍(ちゅうりゅうぐん)の方針が出て、軍部関係者や右翼団

体に所属していた者たちは公職から追放(ついほう)され、一時、鳴りを潜(ひそ)めていた

が、その後、再び頭を持ち上げてきている。 

右翼は、1960 年の安保闘争(あんぽとうそう)を機に公然と活動を開始し、左翼(さよ

く)のデモ隊に暴力を振るったり、公開の席で日本社会党の浅沼(あさぬま)委員長を刺殺す

るなど、次第にエスカレートしてくる。 

最近は、混雑する都市の中を、車に日(ひ)の丸(まる)の旗を掲げ、スピーカーいっぱい

にボリュームを上げて軍歌を聞かせながら、デモ行進して練り回るといった行動を繰り返

している。彼らのスローガンは、時に北方領土の返還であり、時に左翼陣営や日教組（日

本教職員組合）への嫌がらせであり、時に現行憲法の改正といった調子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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