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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吉林省公务员录用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乙级试卷
参考答案及解析

第一部分 数量关系

一、数字推理

1． C[解析]

2． A[解析]从第三项起，每项都等于前两项之和。1+2=3，2+3=5，3+5=8，故下一项( )=5+8=13。

3． B[解析]原数列构成简单的公差为 11 的等差数列，下一项为 56+11=67。

4． D[解析]原数列写为 1/4，2/5，5/7，10/10，17/14：

各项分子 1，2，5，10，17，构成二级等差数列，故下一项为 17+9=26；

各项分母 4，5，7 ,10 ,14，构成二级等差数列，下一项为 14+5=19。因此所求分数为 26/19。

5． A[解析]将原数列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分开观察：

整数部分 1，1，2，3，5，构成递推和数列，下一项为 3+5=8；

小数部分 1，2，3，5，8，构成递推和数列，下一项为 5+8=13。因此所求的数为 8.13。

二、数学运算

6.D[解析]1×(1+200%)×(1+200%×50%)×(1+200%×50%×50%)=1×3×2×1.5=9。故 D 正确。

7． C[解析]4，7，12 的最小公倍数为 84，故下次三人相遇需 84 天。

8． C[解析]1 小时有 3600 秒，故 3600÷10×13=4680（页）。

9． D [解析]第一人中奖几率为，第二人中奖几率为(1-1/3)×(1/2)=1/3，故第三人中奖几率也为

1/3，三个人几率一样大。

10．D [解析]应用十字交叉运算法。男女工比例为(80-78)：(83-80) =2：3，故女工为 24 人。

11.B [解析]设 2004 年价格为 1，则 2005 年为 1×(1+25%)=1.25，2006 年价格应为 1×(1+10%)=1.1，

故 2006 年比 2000 年应降价[(1.25-1.1)/1.25]×100%=12%。

12.D[解析]尾长=头长十(1/2)身长(1)

身长=头长十尾长(2)

(1)+(2)，得 2头长=(1/2)身长。故身长=4 头长=36（厘米），尾长=9+(1/2)x36=27（厘米），全长=9+36+27=72

（厘米）。

13.C[解析]设该市每月标准用电量为 x 度，0.60x+（100-x）×0.60×80%=57.6，解得 x=80（度）。

14.B[解析]设水池中原有水为 A，进口管每分钟进水 x，一台抽水机每分钟排水 y，由题意列方程：

解得=2/3

设 10 分钟抽空水需 N 台抽水机，A+1Ox=N×1Oy (3)

(1)一(3)，得 30x= 80y-N×1Oy,x=(2/3)y，代入解得，N=6。

15.D[解析]甲的工作效率为 1/24，乙为 1/30，则丙的工作效率为[1 一（1/24+1/30）×8]÷6=1/15，故

丙单独完成任务需 15 天。

16.B [解析]秒针走一圈需 1 分钟，从 3 点到 5 点半共 2.5 小时，150 分钟，所以秒针共需走 150 圈。

17.B[解析]平均速度=路程/时间=2100/24=87.5（千米／小时）。

18.B [解析]每个单元可住 2×2+6×3=22（户），故整座楼可住 22×4=88（户）。

19.C[解析]150×2÷12=25（元／篮）。

20.C [解析]中间的一天为 77÷7=11（号），故这一天应为 15 号。

第二部分 言语理解与表达

一、语句表达

21.D [解析]A 项表意不明，“几个”可以理解为“几个工厂”，也可以理解为“几个负责人”；B 项

可以理解为“把花瓶赠送给得分最高的嘉宾”，也可以理解为“嘉 宾把花瓶赠送给得分最高的人”；C 项“看

不上”可以理解为“无法看到”，也可以指“鄙视，瞧不起”。

22.C[解析]C 项语意不明，是“他在文章中批评了很多人”还是“很多人批评了他”，无法确定。

23.A [解析]B 项句式杂糅，应在句末加“的行为”；C 项句子缺少主语，应去掉“对于”；D 项缺少

主语，应去掉“使”。

24．D[解析]A 项“安排”和“问题”搭配不当；B 项搭配不当，对现象不能“批评教育和严肃处理”，



获取试卷更新，请关注公众号：gwyeasy（公务员考试挺简单）,一个上岸考生分享经验和答疑的平台。

2

“现象”应改为“用人单位”；C项搭配不当，加快的 是速度而不是规模，且后半句语序不对．应改为“我国

加快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进一步扩大了高校的招生规模，并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大学和学科”。

20.B [解析]A、C、D均是一面对两面的错误。A 项应改为“有没有坚定的意志，是一个人在事业上能

否取得成功的关键”；C项应改为“当前，除了要协调城乡发 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提高农村劳动

力素质，也是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条重要途径”；D项改为“电子工业能否迅速发展，并广泛渗透到各行

各业 中去，关键在于能否造就一批专业技术人才”。

26．B[解析]A 项动宾搭配不当，应去掉“安全”；C、D 项“多次”赘余。

27．D[解析]A 项语序不当，“2000 年前”修饰“文物”，应改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在长沙马王堆

汉墓出土的 2000 年前的文物进行了研究”；B 项搭配不当，应把“详细的规定”和“深刻的说明”的顺序互换；

C项语序不当，应改为“深刻理解和正确贯彻”。D 项正确。

28.C [解析]A 项“将近”和“余”语意矛盾，应删去一个；B 项“约”与“左右”前后语义重复；D

项量词“朵”无法修饰“花粉”。

29.D [解析]A 项“学习”可以作为动词使用，也可以用来修饰“文件”，可以理解为我们需要学习方

面的文件或者我们要学习某一个文件。B项指代不明，无法判断“6 岁”到底指的是谁。C 项“想起来了”表意

不明，可以表示记起来什么事情，还可以表示想起床了。

30.C [解析]A 项“当务之急”指当前急切应办的事，与“当前”重复；B 项“从内心”与“由衷”重

复；D项“优秀”与“传统美德”重复。

31.C [解析]A 项“生产”与“自给”搭配不当；B 项用词错误，“伪科学”应改为“科学”，否则句

子的意思就错了；D项关联词语位置不当，“如果”应放在主语前面。

32.D[解析]A 项搭配不当，抽象的“精神”不能“浮现在眼前”；B 项句式杂糅，应改为“我们所缺乏的，

一是勇气，二是谋略”；C项一面对两面。

33.B[解析]A 项句式杂糅，应去掉“在”；C 项句子有歧义，“三个”可以有不同理解；D 项句子缺少主

语。

34.A [解析]B 项“过去”可以理解为“以前去过”，也可以理解为动词，“走过去”的意思；C 项可

以理解为“李老师不认识同学们”或者“同学们不认识李老师”；D项“晚上来”可以理解为“夜晚来的”或者

“来的晚的”。

35.D [解析]A、B、C项均是搭配不当，一面对两面的问题。A 项改为“学习成绩能否提高取决于学生

自身是否努力”；B项改为“媒体是否有生命力在于能否为读者 奉上丰富、新颖、优质的精神食粮”；C 项改为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阅读理解

36.D[解析]A 项“使用不当”错误，文中说高效农药本身具有的严重缺陷导致世界性公害，并非是其“使

用不当”所致；B项过于绝对，滴滴涕并非完全无益；C 项是短文的字面意思，过于片面；D项正确，是此段的

中心意思。

37.D[解析]A 项错误，土地的所有者仍然是国家；B 项并非所有农民都成为农业商品经营者；C项错误，

全面租赁制即所有权与使用权完全分离。D 正确，文意即表明施行全面租赁制以后，土地的经营方式将发生变化。

38.A[解析]由短文第一句话“……人们写信也就越来越少”可知，前面的话“现在电话已经普及，传真

机使用得也越来越广泛”就是人们写信越来越少的原因，即 A 项。

39.C[解析]由文中“因为恋人有时心里想要说的话，嘴上却不好意思讲，多是借助书信表达出来”可知

C项正确。

40.B[解析]文中最后一句话“…报告自己的生活情况“，所以 B 项正确。

41.B[解析]本文从现代美国农业的大规模农场和高度机械化开始论述，进而到配方耕作。显然，作者主

要在讲美国现代农业的新发展。A项过于宽泛，C、D 只是文意的一部分。

42.A [解析]B、C、D均是对此概念的简单描述，只有 A项全面地指出了概念的内涵。

43.B [解析]A 项虽然投入高，但产出的利润更高，故错误。C、D 项很明显不是大规模农场和高程度机

械化农业的缺点。从第一段最后可知，B项中内容是其缺点。

44.C[解析]文中说配方耕作“其特点是精确地控制化肥、除草剂、杀虫剂、灌溉用水等的空间投入量”、

“带来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A、B 都是配方耕作的优点。D 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但它属于“环境效益”之

中的。C不依赖于农业机械，文中没有提及。

45.D[解析]D 项过于绝对，文中提及“如田间运输是外形尺寸的限制和田间操作能力的限制”，故外形

尺寸并非唯一的限制因素。

第三部分 判断推理

一、事件排序

46.B[解析]考查时间的逻辑顺序，（开始）粮食收成不高一（后来）学习科学知识 <懂得）购买优良

品种 （学会）合理耕种、科学管理 （最后获得丰收）农民喜送“爱国粮”。

47.D [解析]规划显然应该排在首位，然后才能购买荒地。整个逻辑顺序为（政府进行）新区规划 （工

厂优惠）购买荒地 工厂迁址一（原来的土地上）住宅建成 （同时栽树）绿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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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B[解析]“准备工具”应该在“爬山”之前，故可直接得出答案。

49.B[解析]首先是学习开车，排除 A、C。比较 B、D，酒后驾车应排在新车抢行之前。

50.D[解析]本题从题干出发，“飓风猛刮”导致“树木被吹倒”，因此道路被阻塞，根据逻辑关系，3 4 5

是一个联系紧密的逻辑事件，检查 D 选项，符合事件的逻辑顺序，故正确答案是 D。

51.A[解析]按照时间的逻辑顺序，大学毕业在先，排除 D，成为劳模应该在任劳任怨之后，排除 C，比较

A、B项，成为劳模在最后显然更合适。

52．B[解析]防汛动员大会在汛期来临前召开，而汛期过后安然无恙是事情的结果，据此排除 CD 项。出

工几十万人次，然后能完成加强黄河大坝的工作．(3)在(2)之前，所以 B 项正确。

53．A [解析]申请工作应是第一步，据此 C、D项被排除；而面试通过后才会有录取通知，岗前培训等

事情发生，所以 A 项正确。

54.B[解析]结合题意，因为新闻报道一定是在地震发生之后，所以(1) 一定是最后一项，由此，可排除

A、C项。因为地震前动物通常都会有反应，所以(3)应为第一项，所以应选 B项。

55.B [解析]按照时间的逻辑顺序，使用一次性木筷带来了利益也使资源萎缩，于是对生产木筷做出限

制并推广可重复利用的筷子．所以 B 项正确。

二、图形推理

56：【答案】D

【解析】在第一组图中，后两个图形叠加合成第一个图，且后两个图形构成轴对称。因此，本题答案为 D 选项。

【拓展】对称图形分为轴对称图形和中心对称图形两种：如果一个图形沿一条直线折叠，直线两旁的部分能够完

全重合，这样的图形叫做轴对称图形；如果把一个图形绕着某一点旋转 180 度后能与自身重合，这个图形叫做中

心对称图形。

57：【答案】D

【解析】第一图与第二图叠加组合等于第三图。因此，本题答案为 D 选项。

【拓展】在样式类图形题的运算当中包括加、减、同、异等主要运算，求同和存异考得尤为常见。对于图形较为

复杂而明显不能数数量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是否所有的图形都有一个共同元素，即求同。

58：【答案】D

【解析】第一组图形中，正方形、三角形和圆形各出现两次，且前一个图的内部图形是后一个图的外部图形。在

第二组图形中，五边形、平行四边形和梯形应各出现两次，且前一个图的内部图形是后一个图的外部图形，因此

第三个图形外面应该是平行四边形，里面应该是梯形。因此，本题答案为 D 选项。

【拓展】样式类图形外在形式分为遍历和运算两种，它们最主要的图形特征就是各图组成元素相似。遍历是指每

行（或每列）中含有完全相同的若干个样式，在每行（或每列）中对相同的样式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保证每一

种样式在每行（或每列）都要出现一次。

59：【答案】A

【解析】观察第一组图。第一个图形大小不变，中间的部分去掉；第二个图形内部图形放大，外部图形不变，再

与第一个图形相加，形成第三个图形。第二组图依照第一组的规律变化可得 A 选项图形。因此，本题答案为 A 选

项。

【拓展】样式类图形外在形式分为遍历和运算两种，它们最主要的图形特征就是各图组成元素相似。遍历是指每

行（或每列）中含有完全相同的若干个样式，在每行（或每列）中对相同的样式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保证每一

种样式在每行（或每列）都要出现一次。

60：【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样式类图形的去同存异知识。第一组前两个图形叠加后，去掉相同部分，可得第三个图形。

依此规律，第二组图中前两个图形叠加后，去掉相同部分，所得为 B 项中的图形。因此，本题答案为 B 选项。

【拓展】在样式类图形题的运算当中包括加、减、同、异等主要运算，求同和存异考得尤为常见。对于图形较为

复杂而明显不能数数量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是否所有的图形都有一个共同元素，即求同。

61：【答案】C

【解析】两组图形中左下方区间的图形每次逆时针旋转 90°，右边上下两个区间的图形都顺时针旋转 180°。因

此，本题答案为 C 选项。

【拓展】位置类图形往往会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元素发生位置变化，这个时候需要分开来逐个看，每个元素有

每个元素不同的运动规律。如果多个元素不一样，则分开看很容易。如果多个元素一样，例如都是黑方块，则需

要假设代入去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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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答案】B

【解析】在第一组图中，取第一个图的下半部分和第二个图的上半部分，组成第三个图形。此外，第三个图形的

上半部分跟第一个图形的上半部分都是中空的。照此规律，可选 B 和 C 选项，再由第二组图的第一个图形的上半

部分中有斜线，得知第三个图形的上半部分也应有斜线。因此，本题答案为 B 选项。

【拓展】在样式类图形题的运算当中包括加、减、同、异等主要运算，当然也包括一些新运算，如元素替换等。

相加、相减类的样式类图形题，往往会结合位置的技巧出题。所以，考生一定要注意鉴别是图形直接运算，还是

旋转或翻转后的运算。

63：【答案】A

【解析】第一组图共三个实心圆，三个实心六边形和三个空白六边形；依此规律，第二组图还缺实心圆、实心六

边形和空白六边形各一个。因此，本题答案为 A 选项。

【拓展】样式类图形外在形式分为遍历和运算两种，它们最主要的图形特征就是各图组成元素相似。遍历是指每

行（或每列）中含有完全相同的若干个样式，在每行（或每列）中对相同的样式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保证每一

种样式在每行（或每列）都要出现一次。

64：【答案】D

【解析】第二个图形是第一个图形的一半，且三个图形中的斜线方向相同。因此，本题答案为 D 选项。

【拓展】在样式类图形题的运算当中包括加、减、同、异等主要运算，求同和存异考得尤为常见。对于图形较为

复杂而明显不能数数量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是否所有的图形都有一个共同元素，即求同。

65：【答案】D

【解析】第一组图形中，把第一图的三角形先向右翻转得到第二图，再向右平移得到第三图；第二组图形中，先

把正方形向左翻转得到第二图，再向左平移得到 D 选项。因此，本题答案为 D 选项。

三、类比推理

66.A [解析]考查对应关系。商场面对的是顾客，发布会面对的是记者。

67.C [解析]并列关系。山路和索道同为上山的路径，且方向向上。电梯和楼梯同为上楼的工具，方向

也向上。

68。A[解析]除草剂作用的对象是草，电脑处理的对象是数据。

69.D[解析]考查包含关系。温度计中含有水银，蓄电池中含有硫酸。

70.A[解析]有了灯光就不再黑暗，有了财富就不再贫困。

四、演绎推理

71.B[解析]B 项，如果所有的人都彻底无私，则所有的人都拒绝他人的服务，这样就没有人接受他人的

服务，显然矛盾。

72.A [解析]乙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可能下雨是或然命题，而乙却把它说成肯定命题，排除。可能 P

与可能非 P 是下反对关系，二者不能同时为假，但可以同时为真．故甲说得正确。丙由“今天可能下雨”推出“今

天并非必然不下雨”，正确。

73.D [解析]题目是削弱性题目，题于的观点是“消费者不易受到外界影响”：A 项支持题于的观点，

排除。B 项与题干无关。C 项无法判断出消费者是否受到影响，是否有倾向性。D 项正确，广告做得多销售量也

大，表明广告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

74．A [解析]由题目中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是学业上有所成就，科学上有所建树的重要条件”可知，

A项正确。

75.A [解析]甲和丁所说的话相互矛盾，故必定一真一假，根据题干“只有一个人说假话”，则乙和丙

说的话必为真，可推知“学习委员没有申请”，可判断甲所说为假，丁所说为真，故选择 A。

76.A[解析]题干结论是“一个人想获得足够的钙的话，应选用其他含钙的食物”，要推翻此结论，则需

证明不需要其他含钙的食物。BD 项选用了其他食物， 支持了题于；C 项草酸不会被破坏，同样支持结论；A 项

中食用不合钙的大米，可以中和草酸，在不选用其他含钙食物的同时，加强了对钙的吸收，削弱了题干结 论，

故 A 项正确。

77.D [解析]题干给出的结论是“具有争论性后果的研究将占据所有别资助项目的较小比例”，依据的

理由是：政府机构减少了科研基金，更大量的类似的研究现在由私人赞助．而私人基金不愿自主可能产生争议的

项目。

如果政府在“更大量私人赞助”介入之前，同样是不愿赞助具有争议结果的研究项目的话，则不会有“争

议性后果的研究项目将占据较小比例”的结果发生了。故 D 项正确。

78.B [解析]题目的结论是“这种真菌不会使目前依赖马铃薯生存的国家发生广泛的食物短缺”，B 项

中，农场主付不起杀死真菌所用药物的费用，会导致马铃薯减产，自然会出现食物短缺，从而质疑了题干结论。

79.D[解析]题干给出的结论是“城市居民高脂肪高蛋白高热量的摄入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农村

的 3 倍”，要反驳此观点，就要证明年龄与心血管疾病 关系更为密切．故首先排除 C 项。AB 项的年龄段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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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故无法加强反驳，D正确，表明疾病的发生与年龄增大的关系更密切。

80.A [解析]题干得出结论：两栖类动物数目的减少与紫外线增加无关。而第一句中给出了前提，即早

期的两栖动物并没有因为紫外线强烈而大量减少。A 项说明的是其 实紫外线辐射增加或减少都与两栖动物的卵

无关，证明了论点：现在两栖动物数量剧减不会是最近穿透地球大气层的紫外线辐射增加的结果。

81.D[解析]题干给出“碳水化合物的消耗与不同程度的锻炼”有关，而 D 项表明，身体生长时期需要更

多的碳水化合物，与身体锻炼就不一定相关，故削弱了结论。

82.D [解析]通过文中列举的数据可以看出，推测的依据是以平均每天的销售量约为 200 万元为前提

的，否则无法支持结论。

83.C [解析]由“为了产生种子，植物必须首先开花”、“俄罗斯龙蒿开花，而法国龙蒿不开花”可知，

法国龙蒿不会产生种子，故 C项龙蒿的种子必定不是法国的，正确。A 项法国龙蒿不开花，显然作为装饰性的植

物不合适；B、D 项均是臆测，文中无可靠根据。

84.B [解析]由“今后造纸厂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有可能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可知．文中强调

较大的规模对达到环保的目的的意义。A、C、D项显然没有从规模来阐述，排除。

85．C[解析]考查逻辑学三段论。补充三段论命题的过程和程序是：首先，判明在省略三段论中哪一个命

题是结论。这一般可以根据表达命题语句的语言标志 （在“因为”后面的命题是前提．在“所以”后面的命题

是结论）或上下文的联系来判定。当然，如果根据上述方法仍找不出结论，那么它很可能就是省去了结论部 分

的省略三段论。然后，要找出大前提或小前提。结论一旦判明，根据三段论结构的定义，便可确定作为主项、谓

项、中项的概念以及作为大小前提的命题的构成情 况了。第三步，依据一定的三段论格式，复原为完整的三段

论。在做了这些工作后．我们便可根据三段论的规则检查这些推理是否正确了。

具体到题目中，如果补充 A 或 B到题干，所构成的三段论的两个前提都是特称的，根据三段论规则．两

个特称前提不能得出结论；如果补充 D到题干，所构成的三段论犯了“中项两次不周延”的错误。而如果补充 C

到题干，得到的三段论是有效三段论。

第四部分 常识判断

86．D[解析]高压锅就是利用加热使得锅内的压强增加，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当压强增加的时候，液体

的沸点就升高，当沸点升高的时候高压锅里面的食物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煮熟。

87．D[解析]吹风扇可以加速空气流通，从而加快人体汗液蒸发，减少人体热量，降低人体温度，这样人

就会感到凉快。

88.B[解析]肝脏的生理功能：在出生之前，肝脏制造血液，使身体能够正常地运作；同时，肝脏在代谢、

胆汁生成、解毒、凝血、免疫、热量产生及水与电解质调节中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喻为人体内的“化工厂”。

排泄是肾脏的功能之一。

89．D[解析]炎黄：炎帝神农氏和黄帝有熊氏，代表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和黄帝的后代．指中华民族的

后代，称作“炎黄子孙”，

90．D [解析]在复印机工作时，因静电作用使复印室内具有一定的臭氧。这些臭氧是复印机中带高电

压的部件与空气进行化学反应产生出来的。臭氧具有很高的氧化作 用，可将氮气氧化成氮氧化物，对人的呼吸

道有较强的刺激性。臭氧的比重大、流动慢，加之复印室内因防尘而通风不良．容易导致复印机操作人员发生“复

印机综 合征”。主要症状是口腔咽喉干噪、胸闷、咳嗽、头昏、头痛、视力减退等，严重者可发生中毒性水肿，

同时也可引起神经系统方面的症状。

91.C[解析]在晴朗无云的夜间，地面热量散失很快，地面气温迅速下降。温度降低，空气含水汽的能力

减小，大气低层的水汽就附在草上、树叶上等，并凝成 水珠，即露水。露水的形成是有条件的，需要在大气较

稳定、风小、天空晴朗少云、地面热量散失快的天气条件下才能形成。

92.B [解析]美国人很重视隐私，所以如果要问他们比较隐私的问题时，首先要经过同意，才能继续问。

93.B[解析]芹菜的碘含量比较高，每公斤 1.60 毫克。海产品中的碘是陆地植物的几倍甚至几十倍。通常

我们吃的海带其碘含量每公斤就有 10.0 毫克；海参和紫菜也是日常生活中较好的补碘食品，但其含碘量没有海

带高。

94.A [解析]五环分别为蓝、黑、红、黄、绿色，三环在上，两环在下，环环相扣，紧紧联在一起。五

环的五种颜色象征五大洲：蓝色代表欧洲，黑色意指非洲，红色象征美洲，黄色标志着亚洲，而绿色喻作澳洲。

90.C [解析]在雷雨天气，闪电将空气中的部分氧气转化为臭氧。少量的臭氧，人们几乎嗅不到它的气

味，它可以使空气变得清新，同时还有很强的杀菌作用。

96.C[解析]水的沸点是随大气压强的变化而变化的：气压增大，沸点就会升高。相反，气压减小，沸点

就降低。在海拔越高的地方，空气越稀薄，气压也越低，这个地方水的沸点就降低了。因此，高山上烧水，不到

100℃水就开了。

97.A [解析]国际日期变更线又称日界线、国际改日线。日界线以东的西十二时区和以西的东十二时区，

都以 180°经线为标准经线，因而具有相同的钟点和不同的日 期，两者相差 24 小时即 1 天。因此，当一个人由

东十二区进入西十二区时，日期要减去一天；由西十二区进入东十二区时，日期要加上一天。

98．C[解析]地质历史时期，南极大陆所在的南极洲板块曾位于赤道附近，在高温多雨的环境中，大陆上

生长了大片的原始森林。这些森林，在适宜的地质条件下，形成了深厚的煤层。后来随板块运动，南极大陆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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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位置，而那些煤层就深埋于上覆冰川的地层之下了。

99.C[解析]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在制定发展战略、规划、政策过程中形成的记录、报告、咨询意见等

并不影响其权利义务，因此并无必要公开，A、B、D项都是需要政务公开的内容。

100.C [解析]验钞机发出的光是紫外线。虽然紫外线是不可见光，但是紫外线对荧光物质能作出反映，

所以用来检验钞票的真伪；电视机遥控器其实就是一个红外发射装 置，面板上的不同按键被按下后，芯片根据

按键发出不同的红外信号，电视机接收到后解码，然后根据命令的不同进行不同的操作。

101．B[解析]微波炉的磁控管将电能转化为微波能，当磁控管以 2450MHz 的频率发射出微波能时，置于

微波炉炉腔内的水分子以每秒钟 24.5 亿千次 的变化频率进行振荡运行，产生高频电磁场的核心元件是磁控管。

食物分子在高频磁场中发生振动，分子间相互碰撞、摩擦而产生热能，结果导致食物被加热。微波 炉正是利用

这一加热原理来进行食物的烹饪。

102.C[解析]太阳的紫外线可以杀死被子上的霉、菌、毒、其他微生物以及有些看不到的小虫子，还能清

除人的体味，使被子干净，预防疾病；而红外线最明显的作用是热效应。

103.A[解析]《民法通则》第 78 条第 3 款规定，按份共有财产的每个共有人有权要求将自己的份额分出

或者转让。但在出售时，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 有优先购买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230 条规

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 优先购买的权

利。从法律效力上看，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从共有权中派生出的一项权利，它是基于共有人对共有物的所有而

对共有人所有权的一种法律保护。承租 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从租赁权中派生出的一项权利，它是基于承租人对租

赁物的租赁而对承租人租赁权的一种法律保护。尽管目前各国法律对租赁权的保护已呈物权化 趋势，但无论如

何，租赁权毕竟还是只是基于合同而产生的一种债权。按照民法的一般规则，对物权的保护应优先于对债权的保

护。当物权与债权并存时，物权具有 优先于债权的效力。因此，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应具有高于承租人优先购

买权的法律效力。

104.C [解析]“管理就是决策”是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西蒙的一句名言。管理就是决策，这一定义切中

了管理的要害。因为决策是企业里做任何事情的第一步，即先要决定做什么，然后才是怎么做的问题。决策也是

企业最费神、同时也是最具风险性的核心管理工作。

105.B[解析]略

第五部分 资料分析

106.B [解析]由“农业、林业分别上涨 5.0%、8.7%，牧业、渔业则分别下降了 5.6%和 0.9%”知，价

格指数变化幅度最大的是林业。

107.C[解析]农业品种中生产价格下跌幅度最大的是蔬菜，下跌 1.3%，海水鱼类价格下跌 2.3%，1.3÷2.3

×100%≈57%，结合选项，C正确。

108.A [解析]由“大米价格下跌 0.3%”知，大米跌幅最小。

109.u[解析]根据文段最后一句话“除鱼类价格趋势不符外……”可知，D选项符合题意。

110.D [解析]由“农、林、牧、渔业四大类价格指数两升两降”知，A 项错误；农业产品中糖料、水

果的价格上涨，故 B 项错误；由“在牧业和渔业品种生产价格下跌的 拉动下……”知，C 项错误。由“今年 1 2

月累计的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品价格指数中的食品类指数为 100.1（以上年同期价格为 100）”知，总体上，广东

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品价格呈上升趋势。

111.D [解析]2003年乡村人口9375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72.5%，故2003年我国总人口为93751÷72.5%

≈129312（万人）

[常见解题误区]注意计算结果的单位，有些考生可能由于粗心误选 C 项。

112.C[解析]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乡村劳动力下降的比重，应该等于非农劳动力占乡村劳动力人数增

加的比重，故 36.2%-18.15%=18.05%，结合选项，C 正确。

113.D [解析]从事非农劳动中工业劳动力的比重为 4931/2741=2-，建筑业比重为 3201/1130=2+，交通

业比重为 1328/434=3
+
，餐饮业比重为 2059/463=4

+
，故餐饮业人数比例上升最快。

114．c[解析]在非农劳动力中，2000 年从事餐饮业的比重为(1752/15165)×100%≈11.6%，1990 年从事

餐饮业的比重为×100%≈8%,11.6%÷8%=1.45。

115.D[解析]由数据直接观察，ABC 明显正确，故可直接选出 D项。

[华图名师点评]ABC 项答案较明显，可用排除法。D项如计算的话较费时间，考生应注意选择最省时间的

办法。

116.D [解析]图中“X”表示 2003 年的固定投资增长率。2003 年固定投资增长率=(55567-43500)÷43500

×100%≈27.7%。

117.A[解析]“2005 年……城镇投资 75096 亿元，……第一产业投资 823 亿元，……第二产业投资 31598

亿元”，那么 2005 年在城镇投资中第三产业投资=75096-823-31598=42675(亿元)。

118.B[解析]2005 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约为 88604 亿元，2001 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约为 37214

亿元，2005 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 2001 年增长了(88604-37214)÷37214×100%≈138.1%。

119.C [解析]由图可知，2001 年，我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37214 亿元，增长率为 13.0%，所

以 2000 年，我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37214+(1+13.0%)×100%≈3293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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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D[解析]A.“2005 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88604 亿元……农村投资 13508 亿元”，2005 年农村

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13508÷88604×100%≈15%，低于 20%。

B．“十五”期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和为 37214+43500+55567+70477+88604=295362 亿元低于

300000 亿元。

C．“十五”期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3．O%+16.9%+27.7%+26.6%+25.7%)÷

5=21.98%，低于 25%。

D.“2005 年……城镇投资 75096 亿元……第一产业投资 823 亿元……第二产业投资 31598 亿元”，那么

2005 年在城镇投资中第三产业投资=75096-823-31598=42675（亿元）。

42675>32421=823+31598，2005 年的城镇投资中，第三产业投资比第一产业投资和第二产业投资的总和还要多，

所以 D 正确。

121.D [解析]由题中可以看出，只有 D 项正确。A项，2003 年粮食产量下降；B 项，2003、2005 年粮

食产量年增长率均下降；“十五”期间，2005 年粮食产量最高，C 项错误。

122.A [解析]由图中增长率折线知，2004 年粮食产量增长率大于 8小于 10，结合选项，A正确。

[名师点评]通过计算也可以得出。(46947-43070)÷43070×100%≈9.0%。

123.D[解析]直接观察即可。

124.B[解析]48401-45284=3117（万吨）。

125.C [解析]A、B、D项可通过观察得出。C 项中，2003 年粮食产量小于 2002 年，故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