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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国家公务员面试税务系统考务考情解析

一、考务考情

(一)考务分析

考试时间：

时间 笔试时间 笔试出成绩时间 面试时间

2019 年 2018 年 12 月 2 日 2019 年 1 月 17 日
3 月 1 日－3 月 3 日

(税务总局为 3 月 3 日)

2018 年
2017 年 12 月 10

日
2018 年 1 月 24 日

3 月 14 日—3 月 19 日

(税务总局为 3 月 10 日)

2017 年
2016 年 11 月 27

日
2017 年 1 月 9 日

2 月 28 日—3 月 5 日

(税务总局为 2 月 25 日)

面试类型：2016 年、2017 年各地税务系统面试类型为结构化面试，2016 年海南国税单独命题，

采取结构化小组面试的形式，税务总局单独面试;2018 和 2019 年各地税务系统面试均采用结构化小

组面试，税务总局均为无领导小组讨论。

考察形式：

2017 年各地税务系统考察形式：

考前所有考生集中在大候考室内候考，经过几轮抽签，确定考场及考试顺序。考试时有桌子和椅

子，考生席上一般放置的有考试题签、笔、草稿纸。题本上有 4 道题目，如果是考官读题考生听题的

方式，则没有题签，漫画题、材料题有题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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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结束大部分地区不当场出成绩。面试结束第二天，招录机关会通过网络填报考生面试成绩，

考生可在两天后上网查询本人面试成绩。也有个别省份当场公布，比如河北税务系统，面试当天结束

后，按考号现场统一公布面试成绩。

2018 年、2019 年各地税务系统考察形式：

电子抽签，按照分组抽，通常为 3 人一组。但每天最后一个或两个考生小组可能出现 4 人一组的

情况，2 人小组不排除，但出现的可能性极低。

同一职位考生是否在同一小组参加面试，各地都有所不同。比如 2018 年，北京、广东、山西等

税务系统小组抽签时，小组内组员不属于同一职位，不存在竞争关系。但是这两年也有考生反应，面

试时同一职位在同一小组进行面试。

考试环节分为答题、点评和回应环节，具体操作为：

1.答题环节

(1)答题前考官会介绍考试具体流程安排，考生要注意听清楚;

(2)考场内有笔纸和题签，桌上有闹钟。注意题签上不要涂写，并控制好时间;

(3)每道题答题顺序不同。

下面详细说明三人小组的操作流程。通常提前会将考生分别编号为 ABC。第一题答题顺序：ABC;

第二题答题顺序：BCA;第三题答题顺序：CAB。每人每道题 2 分钟，共 6 分钟，三位考生答题时间

一共为 18 分钟。考生答题超过 2 分钟时现场会有铃声提醒，不允许超时。答题中注意控制时间和考

生答题间的衔接。

2.点评回应环节

根据目前收集到的信息，点评回应环节的情况分为两种，在点评回应的时间规定上各地有一定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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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况为：A、B、C 三位考生在答题完毕后先由 A 考生分别点评 B、C 考生的答题，每次

点评时长不超过 2 分钟，共 4 分钟。在 A 考生点评其他两位考生完毕后，B、C 考生分别对 A 考生对

自己的点评进行回应，每次的回应时长不超过 2 分钟。所以每位考生答题(2*3=6 分钟)+点评(2*2=4

分钟)+回应(2*2=4 分钟)，时间一共为 14 分钟，三人共 42 分钟。

第二种情况为：A、B、C 三位考生在答题完毕后先由 A 考生分别点评 B、C 考生的答题，每次

点评时长不超过 2 分钟，共 4 分钟。在 A 考生点评其他两位考生完毕后，B、C 考生分别对 A 考生对

自己的点评进行回应，回应时间为每人长不超过 1 分钟。所以每位考生答题(2*3 道=6 分钟)+点评(2

人共 2 分钟)+回应(1*2 人=2 分钟)，时间一共为 10 分钟，三人共 30 分钟。

面试具体的形式比较多变，考生需随机应变，每一环节超时都会扣分。

四人一组时，轮流答题阶段的答题顺序为：第一题：ABCD;第二题：BCDA;第三题：CDAB。

点评顺序为 D 首先开始点评阶段，集中依次评论 AC;AC 依次回应。A 集中依次评论 BD;BD 依次

回应。B 集中依次评论 CA;CA 依次回应。C 集中依次评论 DB;DB 依次回应。

两人一组是特殊情况，一般不会出现。如果出现，则轮流答题阶段的答题顺序为：AB;第二题：

BA;第三题：AB。

点评顺序为 B 首先点评。B 评论 A;A 回应。A 评论 B;B 回应。

题目数量：常规结构化面试为 4 道题。国税系统的补录考试中，出现了 2 道、3 道、4 道、5 道

的情况，平均一道题目 5 分钟。结构化小组面试为 3 道题，无领导小组讨论为 1 道题。

考试时间：常规结构化面试时间为 20 分钟，一般剩余 5 分钟时会有提示。结构化小组面试现场

有闹钟，到时即打断。

考官组成：考官一般为 5-9 人，人数为奇数。一般坐在中间的为主考官。还有计时员、记分员、

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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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情分析

税务系统面试题型分布的总体特点为题型较为固定，且考察重点突出。针对近三年税务系统面试

真题进行分析研究，可得出 2019 年、2018 年、2017 年面试题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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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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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 年出现了 5 道考察认知能力的题目，到 2019 年就只出现了 2 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

个题型不需要引起重视。因为面试题中选择类题目的话题都和当今社会的发展以及各类热点事件紧密

相关，考察考生的政治素养和综合分析能力。

(2)考察执行能力的题量从 2017 年到 2018 年呈现下降趋势。2019 年却考察了 4 道，所以这个

题型也不能忽视。特别是规划事件所占比重很大，而规划事件中有大部分题目是让考生解决实际工作

问题。

(3)考察人际能力的题量近三年均固定在 4—6 题，比较稳定，且题量较大，需要重点把握。

(4)拓展能力中的漫画、排序、改错、选择等题型是税务系统面试中考察频率比较高的，近三年

最少的考察量为 2 道，最多的为 9 道。其中漫画最为重要，其次为排序，最后为选择和改错，其他类

型拓展能力较少考到。

需要注意的是，之前没有考过的题型并不是在以后的面试中一定不会考到。因此，还是建议考生

备考期间，在熟悉常考面试题型的基础上，也要简单了解其他题型的答题策略，充分做好考试准备。

二、命题规律

纵观近三年的税务面试真题，我们发现其主要考察的是综合分析能力、沟通协调意识与能力、策

划执行能力以及信息获取能力;2017 年至 2019 年都考过的题型有：规划事件、情景模拟和漫画。其

中，规划事件题当中又涉及到了很多解决问题类的题目，考生需培养政府实务式答题思维。

(一)认知能力

2017 年考察到了现象认知题和观点认知题，而 2018 年国税面试形式改革后，在当年没有专门

考察认知能力的题目， 但 2019 年考察了一道观点认知题。现象认知涉及话题广泛，时效性强。2017

年面试涉及的话题有“小城市病”“窗口服务制度”“政府公开”“微信好友”，其中“窗口服务制

度”涉及到了税务的专业知识，考察了考生对首问责任制、限时结办制、一次性告知制、责任追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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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承诺制的了解。观点认知题出现频率较低，2017 年和 2019 年都只考察了一道，分别是关于“成

功与快乐”和“智商与情商”的话题。最后，虽然人岗认知并不是税务的热门题型，但是 2019 年考

察了一道模拟自己说服他人经历的题目，如：

结合自身经历，简要描述自己说服别人的事情。接着把其他考生当作说服对象，进行现场模拟。

(2019 年 3 月 2 日税务系统面试真题)

此题已经涉及到了梳理个人的工作生活，或许会成为未来的命题趋势，所以人岗认知也是报考税

务系统的同学不能忽视的一个题型。

(二)执行能力

执行能力是税务系统面试的重点，近三年来考察的非常频繁。考察执行能力的题型分为规划事件

处理和突发事件处理。规划事件处理考察比重更大一些，2017 年至 2019 年都考察到了。规划事件

处理题曾经考察过“税收开放日活动”“读书活动”“新进公务员联谊活动”“税收服务宣讲会”“落

实心理健康文件精神的活动”“志愿者创意活动”“创业开店前调研活动”“和谐社区主题活动”，

其中“税收开放日活动”“税收服务宣讲会”与税务岗位相关。还有，需要强调的是，规划事件处理

题当中还有一类叫解决问题的题目，在税务系统面试当中，也考察得很频繁，如：

你需要给新入职人员培训班做开班动员讲话。在之前的培训过程中存在如下四个问题：

(1)前年岗位培训的资格通过率仅为 20%，比兄弟单位都低;

(2)近年来，参与培训的新入职的 5 名人员中有 3 人受到了违纪违规处分;

(3)有 1 人在培训期间不遵守纪律，出去吃饭喝酒，夜不归宿，受到了处分;

(4)之前的技能大赛，年轻同志的参与积极性都不高。

请你结合之前的问题进行发言，你将重点说明什么?(2019 年 3 月 1 日税务系统面试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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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题很容易会与培训类的规划事件处理相混淆，仔细阅读不难发现，本题的作答任务是拟定一

个发言提纲，并且是要针对培训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这是一道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面试题。

(三)人际能力

在近三年的税务考题中，人际能力题几乎是必考题型，需要考生重视。人际能力又分为关系协调

和情景模拟。

关系协调考察较少，主要涉及到处理与领导、与同事之间的人际矛盾。矛盾设置比较多样，既有

与同事合作完成项目、也有安抚情绪低落的朋友。比如：

国税领导让你和小李共同去完成一项工作，工作很紧急，需要在三天内完成。但小李近期想要休

假备考研究生考试，考试一周后开始。你怎么办?(2017 年 3 月 2 日国税面试真题)。

情景模拟题是国税特色考题，是重中之重，涉及的沟通对象有同事、朋友、领导、群众等，建议

考生根据不同的主体，找准矛盾点，对症下药，合理解决。同时，在模拟沟通的过程中，注意使用交

流性的语气，增强交流的场景感。比如：

你是小王的朋友，他是办公室工作人员。小王刚接手一个工作，工作过程中小王接到上级部门演

讲比赛的电话通知，他没通知领导就去参加了比赛。主任批评了他，他感到很委屈。请问你会怎么劝

他?请现场模拟。(2019 年 3 月 1 日税务系统面试真题)

(四)拓展能力

拓展能力的考察主要集中在漫画、排序、改错、选择，而漫画和排序是重中之重。2016 年至 2019

年考察频率最高的就是漫画和排序。

漫画题量分别为 2016 年 2 道，2017 年 3 道，2018 年 4 道，2019 年 2 道。漫画题一般要求考

生拟取两个以上的标题，再选取其中一个结合社会现象进行详细阐述。漫画题既考察考生获取图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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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能力，又考察了综合分析能力，对考生的要求很高，难度也比较大。建议考生平时多练习多总结，

对漫画形成快速的感知能力，在考场上才能游刃有余。

排序题也是国税的一大特色，排序考察题量 2016 年 3 道，2017 年，3 道，2018 年 3 道，2019

年未出现。这类题主要是对多事件进行排序，曾考察过“一天的事项安排” “一周的事项安排” “会

议室分配” “财务资金分配”等。排序题通常题干非常长，考生思考时间也比较长。这就要求考生

能够快速梳理所给的事项，进行轻重缓急的分析，把握好公私处理、资源配置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