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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军队文职人员招聘考试《公共科目》

《行测-资料分析》每日一练

单项选择题

一、根据以下材料，回答 1~5 题。

表 限额以上连锁餐饮业情况（按行业分，2005-2006 年）

1.2006 年，营业面积在总营业面积中所占比重最大的行业是（ ）

A.快餐服务 B.饮料及冷饮服务

C.其他餐饮服务 D.正餐服务

2.2006 年其他餐饮服务的从业人数比 2005 年增加了（ ）人。

A.1130 B.763 C.540 D.45

3.2006 年商品购进总额比 2005 年增加数额最多的行业是（ ）

A.正餐服务 B.快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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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饮料及冷饮服务 D.其他餐饮服务

4.从 2005 年到 2006 年，门店数增幅最大的是（ ）

A.正餐服务 B.快餐服务

C.饮料及冷饮服务 D.其他餐饮服务

5.以下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2006 年限额以上连锁餐饮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B.2006 年各行业的营业面积和从业人数都比 2005 年有了显著增长

C.2006 年各行业的餐位数和商品购进总额都比 2005 年有了显著增长

D.2006 年各行业的门店数都比 2005 年有所增长

二、根据以下材料，回答 6~10 题。

2011 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 4557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4%，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7%。其

中，海洋产业增加值 26508 亿元，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 19062 亿元。海洋第一产业

增加值 2327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21835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21408 亿元，海

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1%、47.9%和47.0%。

全国涉海就业人员 3420 万人，比上年增加 70 万人。

表 2011 年海洋生产总值情况表

总量（亿元） 增速（%）

海洋生产总值 45570 10.4

海洋产业 26508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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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海洋产业 18760 9.3

海洋渔业 3287 3.7

海洋油气业 1730 6.7

海洋矿业 53 2.1

海洋盐业 93 0.8

海洋化工业 691 2.5

海洋生物医药业 99 15.7

海洋电力业 49 25.0

海水利用业 10 10.2

海洋船舶工业 1437 17.8

海洋工程建筑业 1096 14.9

海洋交通运输业 3957 7.1

滨海旅游业 6258 12.5

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 7748 10.6

海洋相关产业 19062 ——

2011 年，环渤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 16442 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6.1%，

比上年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长江三角洲地区海洋生产总值 13721 亿元，占全国海

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0.1%，比上年回落了 1.9 个百分点。珠江三角洲地区海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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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 9807 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1.5%，比上年提高了 0.6 个百

分点。

6. 2010 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为：

A.40628 亿元 B.41277 亿元

C.41895 亿元 D.42476 亿元

7. 2011 年，全国涉海就业人员比上年增长：

A.1.3% B.1.7% C.2.1% D.2.5%

8.主要海洋产业中，2011 年增加值同比增长量最多的产业是：

A.海洋渔业 B.海洋交通运输业

C.滨海旅游业 D.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

9.2010 年，环渤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为：

A.14447 亿元 B.14478 亿元

C.14516 亿元 D.14563 亿元

10.根据资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一项是：

A.2011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大于 47 万亿元

B.2011 年，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约是第一产业的 9.4 倍

C.主要海洋产业中，2011 年增加值同比增长量最低的产业是海洋盐业

D.2011 年，环渤海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海洋生产总值之比为 1.5∶1

三、根据以下材料，回答 11~15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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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前十一个月，某省高新技术产业完成总产值 3763.00 亿元，实现增加值 896.31 亿

元。增加值同比增长 30.74%，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高 11.64 个百分点，占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25.32%。高新技术产业各领域的增加值如下图所示：

图 高新技术产业各领域增加值饼形图（单位：亿元）

11.2011 年前十一个月，该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约为多少？

A.11.64% B.19.10% C.30.74% D.42.38%

12.2010 年前十一个月，该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约为多少亿元？

A.2972 B.3540 C.3865 D.4373

13.2011 年前十一个月，光机电一体化领域实现增加值与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新材

料领域、电子信息领域增加值总和的比约为：

A.3∶5 B.3∶4 C.5∶6 D.9∶10

14.若该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保持同样的增长速度，则 2012 年前十一个月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比 2010 年同期约增加多少亿元？

A.210.7 B.486.3 C.275.5 D.6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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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于该省高新技术产业各领域增加值情况，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增加值超过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的 6
1

B.光机电一体化领域与新材料领域增加值之和大约是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的 2
1

C.航空航天领域实现的增加值可能不到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的 3
1

D.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与电子信息领域增加值之和不到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的

4
1

四、根据以下材料，回答 16~20 题。

表 2007-2008 年江苏省各省辖市单位 GDP 能耗、电耗情况

16. 2007-2008 年单位 GDP 能耗最大的两市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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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南通市、扬州市 B.盐城市、南通市

C.徐州市、南京市 D.宿迁市、扬州市

17.按从大到小顺序，2008 年单位 GDP 电耗下降最多的省辖市，其 2007 年单位 GDP 电

耗在江苏 13 个省辖市中排（ ）

A.第十一位 B.第八位 C.第七位 D.第五位

18. 2008 年南京市单位 GDP 能耗比 2006 年下降（ ）

A.10.4% B.10.15% C.5.25% D.5.07%

19. 2008 年单位 GDP 能耗下降速度快于全省平均水平的省辖市有（ ）

A.5 个 B.6 个 C.7 个 D.8 个

20.下列关于 2007-2008 年江苏省各省辖市单位 GDP 能耗、电耗的分析，正确的是（ ）

A.单位 GDP 能耗下降最多的省辖市其单位 GDP 电耗下降也最多

B.单位 GDP 电耗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C.单位 GDP 能耗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D.单位 GDP 能耗与电耗同方向变化

五、根据以下材料，回答 21~25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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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09 年我国部分省市普通高中情况

21.下列关于 2009 年各省市普通高中招生数与专任教师数之比的描述，正确的是：

A.辽宁多于广西 B.湖南多于安徽

C.浙江多于陕西 D.河南多于山东

22.2009 年普通高中专任老师数最多的三个地区为：

A.广东、河南和安徽

B.广东、河南和四川

C.广东、四川和山东

D.广东、山东和河南

23.2009 年浙江普通高中招生人数约是山东的：

A.40% B.50% C.60% D.90%

24.下列关于 2009 年各省市校均招生人数的描述，正确的是：

A.广东多于山西 B.辽宁多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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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江苏多于河北 D.江西多于四川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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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根据以下材料，回答 26~30 题。

表 1 2009 年“家电下乡”产品销售额(1-12 月)

表 2 2009 年“家电下乡”产品销售量(1-12 月)

26.“家电下乡”产品销售额增幅最大的是几月份？

A.2 月 B.3 月 C.7 月 D.12 月

27.“家电下乡”产品销售额增量最多的月份增加了几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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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3 B.33.4 C.37.8 D.38.7

28. 1-9 月“家电下乡”产品销售量从高到低，列第四位的是（ ）

A.手机 B.空调 C.计算机 D.热水器

29.与 10 月相比，12 月“家电下乡”产品中销售量增加一倍以上的产品有多少种？

A.1 种 B.2 种 C.3 种 D.4 种

30.由以上数据，下列结论中可以推出的是（ ）

A.10-12 月“家电下乡”产品中，销售量波动最小的是冰箱

B.10-12 月热水器、电磁炉销售量增长较为缓慢

C.2009 年“家电下乡”产品销售额逐月增长

D.1-9 月“家电下乡”产品中销售量最大的三种产品的销售量之和占比不足 75%

七、根据以下材料，回答 31~35 题。

表 1 2010 年三大经济圈产业结构及增长速度（%）

表 2 2010 年三大经济圈主要经济指标（%）



第11页 共 13页

学员专用 请勿外泄

31.三大经济圈中，2010 年三次产业增长速度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几个？

A.0 B.1 C.2 D.3

32.2010 年，珠三角地区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A.3.72% B.5.76% C.4.74% D.6.78%

33.2010 年，京津冀经济圈的哪一经济指标值居三大经济圈之首？

A.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比重 B.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比重

C.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D.第一产业产值增长速度

34.2010 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经济圈是：

A.长三角 B.珠三角

C.京津冀 D.以上皆非

35.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A.固定资产投资越高的经济圈，实际利用外资额越低

B.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越高的经济圈，进出口贸易额越高

C.地区生产总值越高的经济圈，其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越低

D.产业结构越向第三产业倾斜的经济圈，进出口贸易额增长越迅速

八、根据以下材料，回答 36~40 题。

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养老问题困扰不少普通家庭。2012 年全国老龄工作会议：截

至 11 年底，全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 1.85 亿，占总人口的 13.7%，调查显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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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前的养老保障现状有深切感受，37.8%的受访者表示对现状满意，39.9%的受

访者认为一般。

当被问及“您对自己老年生活方式的规划”时，55.7%的受访者选择自己或与爱人独住，

26.9%的受访者选择和儿女呆在一起，15.3%的受访者选择去敬老院。在养老方式

上 67.1%的受访者愿意由自己做主。当被问“您认为老年人的养老应由谁主要承担”

时，35.5%的受访者选择政府，25.4%的受访者选择子女，22.5%的受访者选择自己，

还有 9%和 7.7%分别选择所在单位和非政府组织。

调查也发现，49.8%的受访者同意“养儿防老”的养老观念，47.6%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

同意，还有 2.6%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不同意，二者合计 50.2%。本次调查数据显示，

29%的受访者认为身体不好活动不便是老年生活中最大困难，22%的受访者认为生

活没人照料，20.4%的受访者最担心经济困难，17.2%的受访者最担心孤独。当被

问“老年人最需要的服务项目”时，16.4%的受访者选择紧急救助，15.5%的受访

者选择家庭护理，13.7%的受访者选择保健康复，选择陪护服务和文化娱乐服务的

也在 12%以上，还有 8%以上选择社交服务和心理健康服务。

调查还发现，随年龄增长，选择社会养老保险积累养老金的比例呈递增趋势。调查中，

18-29岁和 30-39岁的受访者选择社会养老保险积累养老金的分别是 71.4%和 85%，

而 40-49 岁、50-59 岁和 60 岁以上的受访者分别是 94.5%、95.6%和 94.4%。另居

家养老发展空间很大，在调查中 17.3%的受访者选择家政服务，15.3%的受访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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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子女照料，10.2%的受访者选择送餐配餐，选择家庭病床、邻里帮助和代购代买

的比例也都接近 10%。

36.对目前养老现状表示满意的比例：

A.77.7% B.39.9% C.37.8% D.22.3%

37.按选择社会养老保险比例高低排序，排第一位的年龄段：

A.30-39 岁 B.40-49 岁 C.50-59 岁 D.60 岁以上

38.在老年人养老主要由谁承担问题上，选择政府、子女和自己承担的比例累计为：

A.95.5% B.83.4% C.92.4% D.35.5%

39.根据资料，下列错误的是：

A.材料列出的居家养老方式，家政服务的比例最高

B.16.7%的受访者选择由所在单位和非政府组织承担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C.到 2011 年底，全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 13.7%

D.受访者选择社会养老保险积累养老金的比例与其年龄总体上呈反向变动趋势

40.“养儿防老”是传统观念，本项调查，不赞同和非常不赞同的比例累计：

A.50.2% B.49.8% C.55.7% D.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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