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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分析考什么？

资料分析考试旨在测查报考者对各种形式的统计性资料（包括文字、数字、图表等）

的综合理解与分析加工能力。考生需要根据资料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比较、推测和计

算，从给定的备选答案中选出符合题意的答案。

一、计算类题型

（1）基期与现期计算：

基期量计算：已知现期量和增长率，求基期量。

现期量计算：已知基期量和增长率，求现期量。

增长量计算：根据现期量和基期量或增长率计算增长量。

年均增长量计算：求某一时间段的平均增长量。

（2）比重计算：

现期比重：部分量占整体量的比重。

基期比重：过去某时期部分量占整体量的比重。

两期比重差值：两个不同时期比重的变化量。

（3）平均数计算：

现期平均数：一组数据的平均值。

基期平均数：过去某时期的平均值。

平均数增长量或增长率：平均数的变化量或变化率。

（4）倍数计算：

现期倍数：A是 B的多少倍。

基期倍数：过去某时期 A是 B的多少倍。

二、比较类题型

（1）大小比较：

直接比较大小：如“哪个最大/最小”。

排序题：将多个数据从小到大或从大到小排序。

（2）增长量、增长率比较：

比较不同对象或同一对象不同时期的增长量或增长率。

比重、平均数变化比较：

比较不同部分在同一时期或同一部分在不同时期的比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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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不同数据或同一数据在不同时期的平均数变化。

三、计数类题型

计数题：通过对比或计算，找出大于或小于某一特定数值的统计量的个数。常见于表

格资料和图形资料中。

四、综合分析类题型

综合判断题：在给出的多个选项中选择正确或错误的选项，或在给出的命题中判断有

几个正确或错误。这类题目计算量较大，需要考生综合运用各种计算和分析技巧。

五、做题技巧

（1）找数据：快速准确地从资料中找到所需数据。

（2）列公式：根据题型列出相应的计算公式。

（3）算结果：运用速算技巧或估值技巧快速计算结果。

（4）注意细节：注意单位换算、数据范围等细节问题。

为什么要考资料分析？

以 2024 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官网发布的新闻《2023 年成绩因何而来？2024 年经济工作

怎么做？》为例：

2023 年，江苏省城镇新增就业 138.3 万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6.32 万

元和 3.05 万元、增长 5%和 7%，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 2.07：1......

2023 年，我国制造业营业收入达 115.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利润总额达到 5.7

万亿元，尽管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2%，但制造业整体仍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未来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数字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我们作为未来的国家公务员预备人群，当然需要能看懂、并迅速理解各类报告数据含

义的能力。因此，在资料分析模块，也会对我们的文段数据理解能力与估算、精算能力作

出考察。

本套课程主要对资料分析概念理解、各类题型对应估算精算办法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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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分析基础理论

一、资料分析的基础概念

（一）现期、基期和增量

1.现期：资料分析前后对比问题中靠后的时间点

2.基期：资料分析前后对比问题中靠前的时间点

注：一般在资料分析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讨论某个值从基期是如何变化到现期的，基

期往往是作为分母或者被减值出现的。

3.增量：特定数据从基期演变到现期增长了多少

（二）增长率/增速/涨跌幅/增幅（r） 和 降速/降幅

1.增长率/增速/涨跌幅/增幅：特定数据从基期演变到现期增长的快慢

2.降速/降幅：特定数据从基期演变到现期降低的快慢

注：

①无论讨论对象的实际变化情况是增长还是降低，都可以用增长率/增速/涨跌幅/增

幅来描述，带正负两种情况。当且仅当讨论对象的实际增长为降低时，才可以用降速/降

幅来描述，降速与降幅为增速的绝对值。如增速为-5%，则也可以表述为降速/降幅为 5%。

②增量看的是“多少”81.，增速看的是“快慢”。因此当问我们“增加（长）最多”

时，讨论的是增量，问我们“增加（长）最快”时，讨论的是增速 r。

3.增速问题的几种关系：

①现期增速 r1较上年同期 r2上升/提高/变大了 3个百分点：r1-r2=3%

②现期增速 r1较上年同期 r2回落/降低/变小了 x：r1-r2=-3%

③现期增速 r1较上年同期 r2扩大了 x：|r1|-|r2|=3%

④现期增速 r1较上年同期 r2收窄了 x：|r1|-|r2|=-3%

⑤如果问增长率/增速/涨跌幅/增幅最大，就是看增长率 r的大小取最大；如果问变

化最快/变化幅度最大，就是看增长率 r的绝对值的大小取最大；如果问下降幅度最大/下

降最快，则是在降低的对象中，看增长率 r的绝对值的大小取最大。

（三）同比和环比

1.同比：与上一年同时期相比

2.环比：与上一阶段相比

（四）进出口总额，顺差和逆差

1.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出口额

2.顺差：当出口额＞进口额时，出口额-进口额 的部分

3.逆差：当进口额＞出口额时，进口额-出口额 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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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平均变化

1.年均增量：一定时间内，每年增长的量的均值

2.年均增速：一定时间内，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

3.月均增量：一定时间内，每个月增长的量的均值

4.五年计划：每五年定为一个计划，如十三五计划代表为 2016-2020 年，十四五计划

代表 2021 年-2025 年。

注：凡江苏考题或五年计划，讨论到年/月均变化情况的问题，均需要前推一年/月作

为基期进行计算。如，十三五时期（2016-2020 年）年均增量=（2020 年量-2015 年量）/5

年。

（六）拉动增长，增长贡献率

1.拉动增长：总体中某部分值的增量带来的总体增速。拉动增长=部分增量/总体基期

× 100%

2.增长贡献率：总体中某部分值的增量占总体增量的比例。增长贡献率=部分增量/总

体增量× 100%

（七）比重，营业收入利润率

1.比重：部分占整体的百分比，比重 =部分/整体 × 100%

2.营业收入利润率：利润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营业收入利润率 =利润/营业收入 ×

100%

注：比重、xx 率、增速此类本身带百分号%的数，其变化情况往往表述为“提高了 xx

个百分点”，而不会表述为“提高了 5%”，此时提高的 xx 个百分点为增量加减关系，非

增速中的乘除关系，各位同学需注意辨析。如 2021 年增速 10%，较上年提高了 5个百分点，

则 2020 年增速为 10%-5%=5%；2023 年班级内男生占比 51%，同比降低了 3 个百分点，则

2022 年班级内男生占比为 54%。

（八）xxxx 增加值，周转量

1.第一/二/三产业或农林牧渔等等行业的增加值：该行业在指定时间内的产值，代表

的含义为现期，而非增量，注意辨析。

如：经核算，2022 年全国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 195692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为 16.24%，比上年提高 0.19 个百分点。此时增加值的表述含义则是农业及相关产业

在 2022 年内，产值为 195692 亿元，并非同比 2021 年的产值增加了 195692 亿元。

2.周转量：一定时间内运输工作总量的指标，表示承载量与运输距离的乘积。如旅客

周转量、货物周转量等等，表示某段时间内，共承载多少人/吨货物，运输了多少公里的

乘积。单位为人公里或者吨公里。

（九）其他名词

1.实际增长率（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后增长率）：一般都是讨论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率，

相对于名义增长率而言。

2.居民消费品价格同比指数（CPI）：居民消费品价格变化的指数，比如今年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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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则说明居民消费品价格相较去年上涨了 2%。

3.居民消费品价格同比指数/100=1+居民消费品价格同比涨幅

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率=（1+居民名义收入增长率）/（1+居民消费品价格同比涨幅）

-1。即 1+居民名义收入增长率=（1+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率）×（1+居民消费品价格同比

涨幅）

即居民名义收入和居民实际收入以及居民消费品价格构成乘积增长率关系。

二、资料分析做题步骤

读题→锁定题目讨论对象关键词与时间→扫读选项了解大致精度差距→从材料中扫

读数字与关键词，检查各个数字前对应主体是否为所需对象→检查数据段落时间明确计算

步骤

资料分析的材料较长，而题目考察范围又较小，不需要了解全篇数据之间的关系。如

果全篇通读，没有意义且浪费时间，因此我们要从每一篇的五道题目中有的放矢，“指哪

打哪”，有效利用时间，避免不必要的精力耗费。

最后：本课程资料分析提速的秘诀：“先易后难，先粗后细”。资料分析不同的题目

有不一样的精度要求，如果每一题都按照精细结果去计算，那会大大浪费时间与脑力，而

行测考试在当下的竞争压力下，时间是尤其重要不得忽视的一环。因此我们在计算的环节，

应当将计算环节中简单快捷的部分前置，先粗略估计出所问的大致情况，再结合选项判断

后续计算的必要性来决定下一步计算是否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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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分析计算方式

一、资料分析的基础应用

（一）增量与基期的计算

基本公式：

✓公式一：增量=基期×增速

公式二：现期=基期+增量=基期×（1+增速 r）

✓公式三：基期=现期/（1+增速 r）

由于在资料分析的材料中，基本上都是通过给予现期与增速，要求计算基期与增量，

因此，公式一与公式三似乎就显得比较重要。

为何说“似乎”比较重要？因为其存在的局限性导致难以广泛在题目中直接运用。

公式局限性：公式一：1.基期本身无法直接获得 2.有基期的基础上可以运用公式二。

公式三：直除三/四位数的分母较为复杂。

如何用更合适的办法计算出基期或者增量呢？

二、资料分析的计算方式

（一）化除为乘

在初中数学的学习中，我们曾学习过平方差公式：a² -b²=(a+b)(a-b)。当我们把 a

固定为 1时，b替换为增速 r，式子变成：1 -r²=(1+r)(1-r)。

这样的意义是？

例如：2023 年，江苏省城镇新增就业 138.3 万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6.32 万元和 3.05 万元、增长 5%和 7%，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 2.07：1......

2023 年， 我国制造业营业收入达 115.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利润总额达到 5.7

万亿元，尽管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2%，但制造业整体仍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未来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在很多的材料中，增速的绝对值并不大，在 10%以内。当增速等于 10%时，1-r²=1-10%

×10%=1-1%=0.99，所以当增速 r的数值小于 10%时，1-r²的范围为[0.99,1]。此范围波动

在选择题的精度选择下，与 1无异。因此，在此情况下，(1+r)(1-r)可以看作等于 1。

公式三：基期=现期/（1+r） → 基期=现期×（1-r）=现期-现期×r。又因为基期=

现期-增量，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增量≈现期×r

结论：当增速绝对值在 10%以内时，增量近似等于现期×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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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例 1：J省 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12.82 万亿元，增长 5.8%。

问：J省 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增加：

A.0.5 万亿元 B.0.7 万亿元 C.0.9 万亿元 D.1.1 万亿元
解：因为增速 5.8%较小，考虑化除为乘思路。增量=现期×r=12.82×5.8%≈0.74。因此选择 B 选项。

注：实际做题时不可能直接精算 12.82×5.8%的具体结果，应当先考虑周围整数相乘的结果进行初步估算。0.6=12

×5%＜12.82×5.8%＜13×6%=0.78，因此 B 选项 0.7 最为合适。

例 2：2017 年上半年，A市共生产煤炭 2036 万吨，同比减少 2.4%。

问：2017 年上半年 A市煤炭产量比 2016 年同期减少多少万吨?

A.40 B.50 C.60 D.70
解：因为增速-2.4%较小，考虑化除为乘思路。增量=现期×r=2036×-2.4%≈-48.9。因此选择 B 选项。

那么化除为乘的结果与实际值的偏差会有多少呢？

因为增量=基期×增速，现在我们暂时用现期×增速来代替，现期=基期×（1+r），

因此这样计算出的增量=实际增量×（1+r），即如果增速是 5%，那么化除为乘后的增量也

需要再除一次（1+5%）才可以得到实际增量。

因此我们在微调的时候，可以再选择一次化除为乘，估算增量/（1+r）≈估算增量×

（1-r）=估算增量-估算增量×r（化除为乘想要可以精准出结果而要掌握的微调方法①）。

相当于进行了一次纠偏，但是纠得并不是那么特别严格。尽管如此，由于增量往往比现期

基期之类的数据小很多，因此第二次化除为乘带来的误差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从而保证

了这样“二次化除为乘”的准确性

如果我们靠这样除一次（1+5%）得到精确值，那化除为乘岂不是没有意义了，总步骤

和原先先算基期再乘增速没任何区别。

。

如：基期 10，现期 11，增速 10%。第一次化除为乘得到增量=11×10%=1.1，第二次化

除为乘纠偏，1.1-1.1×10%=1.1-0.11=0.99。此时的结果与实际增量 1便几乎没有了差距。

例 3

2020 年 1~12 月 H 省水力发电量约同比减少多少亿千瓦时？

A.2.66 B.4.54 C.4.86 D.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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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2020 年 1-12 月 H 省水力发电量现期为 140.21，增速为-3.35%，增速绝对值很小，考虑化除为乘，减量≈140

×3.35%＝4.69，B、C 选项比较靠近，考虑到一次估算的结果偏小 3.35%，因此实际值更接近 4.69+4.69×3.35%≈4.69+5

×3%＝4.69+0.15=4.84，所以选 C。

习题

1.2017 年我国粮食产量 61791 万吨，比上年增加 166 万吨，增产 0.3%。全年棉花产

量 549 万吨，比上年增产 3.5%。

问：2017 年，我国棉花的产量比 2016 年约增产了多少万吨？

A.17 B.19 C.21 D.28

2.7 月份，全国发电量 805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5%。

问：2021 年 7 月份，全国发电量大约是多少亿千瓦时？

A.6570 B.6990 C.7712 D.7800

3.2022 年 1-10 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135.2 亿件，同比增长 4.5%。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7 亿件，同比增长 3.6%。10 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

量完成 122.1 亿件，同比下降 0.7%。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 98.6 亿件，同比下降 0.9%。

问：2022 年 1-10 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约多少亿件？

A.31.2 B.48.9 C.54.1 D.60.5

4.2020 年 7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约为：

A.5104 万吨 B.1645 万吨 C.1592 万吨 D.53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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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份数思想

上文中化除为乘的使用有他的局限性，那么不方便用的时候该如何计算增量呢？

还是建立在材料只给我们现期和增速的情况下，我们再回到公式一和公式三。

公式一：增量=基期×增速

公式三：基期=现期/（1+增速 r）

可以得到，增量=现期×增速/（1+增速）

乍一看很复杂，又要乘又要除，尤其当要除一个三位数甚至四位数的分母时，整个运

算过程变得尤其棘手。

其实我们并不是怕除，怕的是除的分母位数很多。那么如果分母位数很少，只有一位

数呢？

增量=现期×增速/（1+增速），即 增量=现期/[（1+增速）/增速]，所以只要当（1+

增速）/增速这个部分是整数 m时，增量便会特别好算。

运算：（1+r）/r=m

1+r=mr

1=（m-1）r

r=1/（m-1）

所以综上所述，当增速 r是某个整数 m-1 的倒数的时候，增量=现期/m。

也就是说，当增速 r是某个整数 n的倒数的时候，增量=现期/（n+1）。

例题

例1：2019年下半年，G县小麦种植面积为6610千公顷，同比增长20%，环比增长27.9%。

问：2019 年下半年 G县小麦种植面积同比增长多少千公顷？

A.980 B.1102 C.1220 D.1320
解：同比增速为 20%，为 1/5，因此现期相对于增量等于 6 份，所以增量=6610/6=1101.7，因此选择 B。

那么有哪些增速可以是整数的倒数呢？

常用“百化分”数据表（以下仅列举应用频率相对较多的情况）

9.1%=1/11 10%=1/10 11.1%=1/9

12.5%=1/8 14.3%=1/7 16.7%=1/6

20%=1/5 22.2%=2/9 25%=1/4

28.6%=2/7 33.3%=1/3

了解完份数思想之后，很多同学会有一个疑虑：“考试的时候碰得上这么巧的增速吗？”

当增速与特定百化分增速值比较接近时，可以代替进行计算吗？

例如增速分别为 13.3%与 12.5%，增量的结果会相差多少呢？

13.3%：现期所需要除以的数为 1.133/0.133≈8.52

12.5%：现期所需要除以的数为 1.125/0.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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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就是说，现期分别需要除以 8.52 与 9，会造成 9/8.52≈1.056 即 5.6%的结果误差。

13.3%的结果会比 12.5%的结果大 5.6%。而 13.3 本身比 12.5 大 6.4%【（13.3-12.5）

/12.5＝6.4%】（份数法想要可以精准出结果而要掌握的微调方法②），我们可以发现这

两个误差是非常靠近的。

根据这样的大小关系，我们也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如果增速 r比百化分特定增速 1/m

小，那么增量＜现期/（m+1）；如果增速 r 比百化分特定增速 1/m 大，那么增量＞现期/

（m+1）。

判断完估算值与实际值的大小方向后如果还需要判断两者具体差距多少，可以再结合

微调方法②进行调整。

因此，在实际做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依据增速，选取离它最近的百化分特定增速进

行计算，而后根据选项差距与两者大小比例关系，对结果进行对应估算调整，从而快速判

断出正确选项。

习题

1.2021 年，我国境内专利授权数比上一年增加：

A.120 万件 B.95 万件 C.85 万件 D.80 万件

2.2021 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运行整体平稳。十种常用有色金属产量 6454.3 万吨，

同比增长 5.4%，较 2015 年增长 26.8%。

问：“十三五”期间，我国十种常用有色金属产量的年均增量约为多少万吨？

A.381.5 B.330.7 C.272.8 D.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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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各经济特区按 2018 年 1-2 月进口额同比增量从低到高排序，以下正确的是：

A.汕头＜深圳＜厦门 B.珠海＜汕头＜深圳

C.厦门＜珠海＜深圳 D.海南＜厦门＜汕头

4.2021 年第一季度，F省饮料产量在以下哪个范围内？

A.不到 240 万吨 B.240 万吨～270 万吨

C.270 万吨～300 万吨 D.超过 300 万吨

5.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2 年 1～7 月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7586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3.1%。

问：2022 年 1-7 月份，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比 2021 年 1-7 月份约多：

A.843 亿千瓦时 B.855 亿千瓦时 C.879 亿千瓦时 D.925 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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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比例放缩法

化除为乘和份数法更像是一种特定增速范围内对增量的快速估算，各自存在着一些难

以完全根除的微小误差。那如果想要非常精准、且不受增速大小范围约束地计算出增量，

还有其他办法吗？

从份数法我们获得了启示，将多位数转化为个位数，减少位数，可以让计算变得简单

方便估算。那么能否直接从公式三入手，将基期=现期/（1+增速）的分母 1+r 减少位数呢？

如果可以的话，得到准确除法计算后的基期，增量=现期-基期，增量不也就手到擒来了吗？

如何操作呢？

回忆一下分式的性质：分式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以（或除以）同一个不为 0的值，分

式的值不变。

用式子表示为：

A/B=A（1+r）/B（1+r）

即我们可以通过等比例变化的方式，在不改变结果的前提下，将分母转变成任意数，

包括我们所需要的整数或者整数的倒数。

放缩的两种思路

①减少位数。如：1.91→2.00；1.18→1.2；1.08→1.00

②凑百化分。如：1.23→1.25；1.39→1.43；1.13→1.11

但是这种思路貌似有个问题。当改变分母的时候需要等比例改变分子，可在计算过程

中却难以准确知道该比例即分子除以分母是多少倍。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控制分母调整的量很小，分子则只需以大概比例跟随分母变化即

可，对结果影响甚微，并不需要苛刻要求等比例，否则用时太久，与估算初衷南辕北辙。

除了计算基期，其他一切难以估算、心算到选项的除法计算都可以应用放缩法，如增

速、比重、利润率、人均量等等均值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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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2018 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 ）。

A.12.6% B.14.2% C.16.2% D.19.2%
解:2018 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现期为 63061，基期为 55200，增量=63061-55200=7861，所以增速=7861/55200

＝7861/5520（先不考虑位数，便于看分子分母倍数关系）≈7900/5555=1580/1111≈1580-158=1422，因此增速为

14.22%，选择 C。

习题

1.2013 年 1-3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约为：

A.4.98% B.5.28% C.11.9% D.12.1%

2.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证券业协会对证券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经营数据进行了

统计，131 家证券公司当期实现营业收入 1018.94 亿元，同比增长 54.47%。其中，各主营

业务收入分别为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含席位租赁）221.49 亿元，同比增长 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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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面两题：

问：2018 年第一季度，131 家证券公司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含席位租赁）约为：

A.184.6 亿元 B.190.1 亿元 C.194.7 亿元 D.204.2 亿元

问：131 家证券公司中，平均每家证券公司在 2018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A.659.4 亿元 B.5 亿元 C.669.5 亿元 D.6 亿元

衍生

放缩的乘法用法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当 r比较小时，（1+r）×（1-r）≈1

因此我们也可以有

A×B≈A×（1-r）×B×（1+r），即 A×B≈（A-Ar）×（B+Br）。

我们给两个乘量的其中一个小幅度凑整，另一个大约地等比例（乘量之间的比例倍数）

反向变化，即可以在几乎不影响实际结果的基础上，大幅度减少计算量，提高估算速度。

应用情况：乘积时存在离整数很靠近的数字，如 6150×2.9%；3875×11.3%......

例题

2017年全省纺织业出口额5821万元，同比增长11.2%，A市纺织业出口额占全省43.2%，

同比增长 4.9%。

问：2017 年 A 市纺织业出口额为多少万元？

A.2515 B.2710 C.2167 D.3120
解：A 市纺织业出口额=全省纺织业出口额×比重=5821×43.2%≈（5821+179）×（4320-120）=6000×42%=60

×42=2520，所以选 A。[注：由于 5821 与 4320 大约是 1.5 倍不到的关系，因此前者加 179，后者也为了方便计算，

减少 120，综合最优，不必遵循严格比例关系，我们在选项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容许一些误差的存在。]

Tips：

无论是除法放缩还是乘法放缩，服务的第一要义都是速度，但是为了准确度，我们也

不要调整太多，在可控的范围内小幅度调整凑整，就可以不用太在意“等比例”的准度，

只需要象征性地“等比例”放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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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乘除变化问题

在资料分析的材料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经常和其他概念之间是乘除关系的概念。

如：

总产量=面积×亩产

总收入=人数×人均收入

销售额=单价×销售量......

我们统一把这类关系写为 A=B×C

显然，ABC 三者之间任意一个部分皆由其他两个部分决定、影响。而我们在资料分析

中最常去讨论的问题便是他们增速之间的关系。

如果 2024 年的面积的增速为 r1，亩产（平均每亩的产量）的增速为 r2。那么总产量

的增速 r0是多少呢？

总产量 2023=面积 2023×亩产 2023

总产量 2024=面积 2024×亩产 2024=面积 2023（1+r1）×亩产 2023（1+r2）

=总产量 2023×（1+r1）（1+r2）

=总产量 2023×（1+r1+r2+r1×r2）

所以总产量增速 r0＝r1+r2+r1×r2（乘积增长率）

如果我们知道的是整体总产量的增速 r0，和其中一个部分比如面积的增速 r2，如何计

算另一个部分亩产的增速呢？

亩产 2024=总产量 2024/面积 2024=总产量 2023（1+r0）/面积 2023（1+r2）

=亩产 2023×（1+r0）/（1+r2）=亩产 2023×[1+（r0-r2）/(1+r2)]

所以亩产的增速 r2＝（r0-r2）/(1+r2)（平均数增长率）

乘积增长率与平均数增长率之间可以相互印证，都是一种“知二求一”运算。

例题

例 1：2020 年，A 省完成客运总量 491 万人次，同比减少 11.7%；平均每人次客运旅

客运输距离 6064 公里，同比减少 1.6%。

问：2020 年 A 省完成旅客周转总量同比增长多少？

A. -14.5% B. -13.11% C. -13.52% D. -12.1%
解：由于旅客周转总量＝客运总量×平均每人次客运旅客运输距离，因此题干表达信息相当于旅客周转总量一共

变化了两次，一次是减少了 11.7%，一次是减少了 1.6%，所以总变化情况=-11.7%-1.6%+（-11.7%）×（-1.6%）

=-13.3%+0.19%=-13.11%，所以选 B。

例2：2018年 1-6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1108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7.2%，

增速比 1-5 月份提高 5.1 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 5265 亿元，增长 20.3%，增速比 1-5 月

份提高 4.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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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2018 年 1-5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购置每平方米土地成交价格的增长率约为

( )？

A.12.2% B.13.6% C.14.1% D.14.5%
解：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购置每平方米土地成交价格=土地成交价款/土地购置面积，因此均价的增长率＝

（20.3%-7.2%）/（1+7.2%）=13.1%/1.072≈13.1%-13.1%×7.2%（化除为乘一次）=13.1%-0.9%=12.2%，因此选

A。

步骤总结：

1.乘积增长率： ①增速和 ②加 r1×r2

2.平均数增长率：①增速差 ②除 1+r2

习题

1.2021 年，未锻轧铜及铜材出口 93.2 万吨，同比增长 25.2%。未锻轧铝及铝材出口

561.9 万吨，同比增长 15.7%；出口金额 194.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8.7%。各类镁产品出口

47.72 万吨，同比增长 21.2%；出口单价 4052.3 美元/吨，同比增长 65.8%。

问：2021 年，我国各类镁产品出口总金额同比约增长了：

A.36.8% B.79.7% C.100.9% D.126.8%

2.2017 年，S市服务业小微样本企业总体实现营业收入 105.39 亿元，同比增长 3.1%，

比 2016 年回落了 15.7 个百分点，户均实现营业收入 510.63 万元。

2017 年，S市服务业小微样本企业总体资产 938.58 亿元，同比增长 4.2%，增速比 2016

年下降 0.9 个百分点，户均资产 4547.40 万元。分门类看，除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教育业资产总计比 2016 年分别下降 3.1%、5.4%和 6.8%外，其他行业资产总计

同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问：2017 年，S市服务业小微样本企业平均每万元资产实现营业收入比 2015 年：

A.增长了不到 5% B.增长了 5%以上 C.下降了不到 5% D.下降了 5%以上

3.2019年上半年，S地区航空运输旅客吞吐量累计完成1773.9万人次，同比增长11.5%，

货邮吞吐量累计完成 9万吨，同比增长 14.6%，飞行起降 20.6 万架次，同比增长 14.8%。

其中 1 季度旅客吞吐量累计完成 841.9 万人，同比增长 10.2%，货邮吞吐量累计完成 4.0

万吨，同比增长 9.1%，飞行起降 8.3 万架次，同比增长 10.6%。

问：2019 年上半年完成通用航空如果 S地区所有飞行起降的飞机均运输旅客，则 2019

年上半年平均每架次飞行起降的飞机运送乘客的数量比上年同期( )。

A.增长 10%以内 B.增长 10%以上

C.减少 10%以内 D.减少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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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概念：隔年增长率

技巧一：将增速的百分号忽略掉，只看数值，r0=r1+r2+r1×r2/100

技巧二：平均数增长率与化除为乘的结合运用。

乘积增长率的一种特殊运用场景

隔年增长率

乘积增长率的本质还是“整体”这个概念变化了两次 r1和 r2，那么同理，只要某个概

念变化的过程，可以拆解成两次变化 r1和 r2，自然其增速 r0和 r1、r2之间也满足乘积增长

率的关系。

最常见的便是隔年增长率问题。如果 2024 年产量相对于 2022 年的增长率为 r0，2024

年产量相对于 2023 年的增长率为 r1，2023 年产量相对于 2022 年的增长率为 r2，则有

r0=r1+r2+r1×r2

既然乘积增长率与平均数增长率公式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则也可以得出：

r1=（r0-r2）/(1+r2)

例题

2021年上半年，S市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7164.6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9.6%，

两年平均增长 12.3%。其中，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和高端装备产值同比分别增长 2.5 倍、

32.1%和 24.5%。

问：2020 年上半年，S市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同比增长在以下哪个范围内？

A.不到 7% B.7-10% C.10-13% D.超过 13%
解：2021 年上半年，S 市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两年平均增长 12.3%，所以相比 2019 年上半年的量，可以

看作增长了两次 12.3%，总共增长了 12.3%+12.3%+12.3%×12.3%=24.6%+1.51%＝26.11%。而 2021 年上半年比

2020 年上半年增长率 19.6%，因此 2020 年上半年比 2019 年上半年增长了（26.11%-19.6%）/（1+19.6%）

=6.51%/1.196≈6.51%-6.51%×1/6（份数法计算）=6.51%-1.1%=5.41%，所以选 A。

习题

1.2022 年，全国共有 260 家银行机构和 29 家理财公司累计新发理财产品 2.94 万只，

同比下降 38.23%，降幅比上年同期扩大 7.22 个百分点

问：2022 年全国银行机构和理财公司累计新发理财产品只数与 2020 年相比约：

A.下降 45% B.下降 57% C.下降 66% D.下降 69%

2.2021 年前三季度，苏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205 元，同比增长 11.05%，两

年平均增长 8.5%。

问：2020 年前三季度，苏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约（ ）。

A.5% B.6% C.8.5% D.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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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 年 1-10 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1117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2.3%；商

品房销售额 108832 亿元，同比下降 38427 亿元。

问：2022 年 1-10 月，全国商品房房价增长了约（ ）

A.3% B.5% C.-3% D.-5%

4.2021 年，全国零售药店终端药品销售额约为 2013 年的多少倍？

A.1.3 B.1.5 C.1.7 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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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概念：均值的变化问题

由于均值增速 r1＝（r0-r2）/(1+r2)，而（1+r2)在考试中恒为正数，因此我们可以通过

分子的增速 r0与分母的 r1大小关系来判断均值的大小变化问题。

当分子增速 r0大于分母的 r2时，均值增速 r2＝（r0-r2）/(1+r2)大于 0，均值在变大。

当分子增速 r0等于分母的 r2时，均值增速 r2＝（r0-r2）/(1+r2)等于 0，均值不变。

当分子增速 r0小于分母的 r2时，均值增速 r2＝（r0-r2）/(1+r2)小于 0，均值在变小。

习题

1.2021 年 1-11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单价高于上年同期水平的地区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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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海市六个重点发展的工业行业中，2014 年一季度产销率高于上年同期水平的有

（ ）个？

A.0 B.2 C.4 D.6



B 站/小红书：小 P 公考 微信公众号：小 P 的学习指南

道路前方还是道路。

第 20 页

衍生概念：平均数增长率的应用

“问去求今”

我们可以知道，资料分析所给的数据一般是现期和增速。如果给了产量和面积的现期

与增速，问去年的亩产是多少应当如何处理呢？

思路 1：①计算产量和面积各自的基期 ②产量的基期除以面积的基期得到亩产的基期

思路 2：①产量的现期除以面积的现期得到亩产的现期 ②计算亩产的增速 ③根据亩

产的现期和增速计算亩产的基期

例题

2011 年第二产业用电量占当年全社会用电量的比值约是多少？

A.0.678 B.0.708 C.0.739 D.0.751
解：思路 1：第二产业用电量基期=36669/1.039≈36669-36669×0.039＝36669-1430=35239；全社会用电量

基期=49591/1.055≈49591-49591×0.055=49591-2728=46863；则基期比值=35239/46863=0.752，所以选 D。

思路 2：现期比重=36669/49591≈37000/50000=0.74，第二产业增速和全社会增速分别为 3.9%和 5.5%，因

此两者比值总体增速≈（3.9%-5.5%）/（1+5.5%）≈-1.5%。则基期比值=0.74/（1-1.5%）≈0.751，所以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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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 1需要三次除法，思路 2也需要三次除法，哪一种更好算呢？

这两个思路最显著的区别是计算环节顺序的不同，这两个思路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

完全看是基期好算还是整体的增速好算。当题目明确给了分子分母的增速，估算整体变化

情况相对简单，则思路②往往胜过一筹。而如果题目明确给了分子或分母的基期，那思路

①自然也有“一战之力”。

习题

2014 年西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 32068 万平方米，增长 0.6%，增速回落 0.6 个百分

点；销售额 16127 亿元，增长 3.5%，增速回落 0.6 个百分点。

问：2013 年西部地区商品房销售价格为多少元/平方米：

A.3694 B.4674 C.4888 D.5008

拓展思考：如果一个概念累计变化了三次呢？

习题

2021 年，钢材销售量为 3084 万吨，同比增长 11.2%；2019-2020 年钢材销售量年均增

长率为 5.1%

问：2021 年钢材销售总额比 2018 年约增长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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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式混合问题

在上节课中，我们学习了乘积增长率，本质是一个概念的两次变化的累积。

课后让大家思考，如果一个概念变化了三次它的变化情况如何计算。

习题：

2021 年，钢材销售量为 3084 万吨，同比增长 11.2%；2019-2020 年钢材销售量年均增

长率为 5.1%。

问：2021 年钢材销售总额比 2018 年约增长多少？
解：由于 2019-2020 年钢材销售量年均增长率为 5.1%，因此 2020 年相比 2018 年增长了 5.1%+5.1%+5.1%×

5.1%=10.2%+0.25%=10.45%。又因为 2021 年相比 2020 年增长了 11.2%，因此 2021 年相比 2018 年增长了

10.45%+11.2%+10.45%×11.2%=21.65%+1.17%=22.82%。

今天要学习的是一个概念的两部分变化。上节课的乘积增长率是“乘法”，这节课的

混合则是一种“加法”。

如果上半年的增速是 r1，上半年的增速是 r2。那么全年的增速 r0是多少呢？

先来思考一个生活中的问题，如果一个班上期末考试，男生均分为 a，女生均分为 b，

那么班级均分 c与 a和 b的关系是什么？很明显，c在 a与 b的中间。

再思考一个问题，班级均分 c应该更靠近 a还是更靠近 b？光靠转班一个 90 分的同学

能把均分 60 的班级变成 80 的均分吗？很明显是不可能的。

那均分是不是更靠近人多的一边呢？所以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c与 a、b之间距离和人数

的关系。

假设男生人数为 m，均分为 a，女生人数为 n，均分为 b，（a＜b）班级总人数为（m+n），

均分为 c。

则 c（m+n）=am+bn

则 cm-am=bn-cn

则 m（c-a）=n（b-c）

所以 m/n=（b-c）/（c-a）③

也就是女生均分到总均分的距离，和男生均分到总均分距离的比例关系，等于男生人

数比女生人数，而人数正是均分的分母。

也就是说我们得到

结论 1：总均值在两个均值中间，且更靠近分母更大的均值。（定性）

结论 2：均值各自到总均值距离的比例=各自分母的反比。（定量）

为什么我们在研究增速问题的时候，先思考了均分的问题呢？因为资料分析本质就是

数字的问题。增速=增量/基期，也是和均分一样的“分式”。而均分=总分/人数，是否可

以“照猫画虎”，认为增速之间的距离=基期的反比呢？当然是可以的，只要增速的分子

分母就像均分一样可以直接加在一起看总增速，那么和上面的论证过程是一样的。

如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 r0，上半年同比增速为 r1，下半年同比增速为 r2，

第一产业去年上半年增加值为 m，去年下半年增加值为 n。

则（m+n）×r0=m×r1+n×r2



B 站/小红书：小 P 公考 微信公众号：小 P 的学习指南

精进不息，掌握技巧，决胜考场！

第 23 页

剩下证明过程略，与证明过程③类同。

也就是说一个对象，不管是从时间、空间、人群等等方面，只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同

时段的累计增量（注意，一定要可以累计增量计算，比如均值类的对象如城镇人均收入和

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量就无法直接累计计算，所以城镇人均收入的增速、农村人均收入的增

速和人均收入的增速就无法满足距离与分母反比关系，需要经过其他计算调整，此处不赘

述；），就满足增速距离比=基期反比。

资料分析中此类问题非常常见的讨论对象便是增速的混合。

例题

2018 年，全市年末常住人口 1302.66 万人，其中常住户籍人口 454.70 万人，增长 4.6%，

占常住人口比重 34.9%；常住非户籍人口 847.97 万人，增长 3.6%，占比重 65.1%。

问：2018 年，该市年末常住人口同比增长约：

A.3.6% B.3.9% C.4.7% D.4.2%
解：由于常住人口=常住户籍人口+常住非户籍人口，因此后面两者增速满足增速距离比=基期反比。常住户籍人

口基期=454.7/1.046=434.7；常住非户籍人口基期=847.97/1.036=818.5，非户籍人口分母更大，因此增速应更靠近

非户籍人口增速，所以混合增速应落在（3.6,4.1）的范围内，因此选择 B。如果需要进一步计算出混合增速的大概值，

则观察两者基期比为 818.5/434.7≈1.9 倍，增速总距离为 4.6%-3.6%=1%。因此各自距离分别为 1%/（1+1.9）和 1%

×1.9/（1+1.9），即 0.34%和 0.66%，因此混合后总增速为 3.6%+0.34%=3.94%，所以选 B。

由此衍生

在练习过后，我们发现，遇到这样的问题似乎很棘手，需要算两个基期，再算基期比

值，再算总距离的按比例切分，基本可以认为需要经过四次除法计算，非常麻烦。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事情，分式混合计算的结果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粗略的结果。一般

增速只取小数点后一位，整体为两位数或者三位数，精度不高，再经过了四次除法，是非

常难控制误差的，结果还需要四舍五入，所以一般出题人在四个选项的差距设置上也不会

安排得很近从而造成考生困扰。因此，我们在运用线段法时，可以相对合理地“容忍”误

差的存在。

那么原过程中四次除法里，哪些是可以精简的呢？

材料给的一般都是现期，那我们是否可以直接拿现期比值代替基期比值？代替的话会

有多少的误差呢？什么情况可以代替呢？

根据平均数增长率的学习，我们知道，基期比×[1+（r1-r2)/(1+r2)]=现期比。

因此当两者增速相差不大时，我们可以直接拿现期比粗略看作基期比进行计算，省去

计算两个基期的步骤。如果这一步估算在后续确定结果时，出现了偏差，我们可以再根据

增速差计算基期比的平均数增长率，将现期比转化为基期比，也不用担心现期比的计算会

白费功夫。

因此，在进行分式混合计算的时候，我们可以视情况采取以下步骤：

①根据基期大小关系判断混合后位置偏向，排除正确“半区”以外的选项

②估算现期倍数



B 站/小红书：小 P 公考 微信公众号：小 P 的学习指南

道路前方还是道路。

第 24 页

③根据平均数增长率或者直接算出基期得到基期倍数（非必要不进行）

④总线段长度/（倍数+1）

⑤从离得近的增速增加/减少上一步的结果得到混合后的增速

例题

2023 年 6 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6.1 万辆和 262.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5%

和 4.8%。1-6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324.8 万辆和 1323.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3%和

9.8%。

问：2023 年 1-5 月，我国汽车产量较上年同期约增长：

A.6.2% B.11.1% C.15.3% D.18.8%
解：1-6 月产量=1-5 月产量+6 月产量。1-5 月产量与 6 月产量现期分别是 1068.7 万辆与 256.1 万辆，增速相

差不算大，现期比大约为 4 倍，1-6 月总增速到 6 月增速距离为 9.3%-2.5%=6.8%，因此总增速到 1-5 月增速距离

=6.8%/4=1.7%，又因为总增速在两个增速中间，所以 1-5 月增速=9.3%+1.7%=11%，所以选 B。

习题

1.2021 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 14.2 万亿元，占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为

36.3%。其中出口跨境电商交易规模 11 万亿元，同比增速 13.4%；进口跨境电商交易规模

3.2 万亿元，同比增速 14.3%。2017-2022 年第一季度，中国跨境电商领域共发生 262 次投

资，投资总金额 654.91 亿元。

问：2021 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同比增长：

A.12.8% B.13.4% C.13.6% D.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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