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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以下简称计算机软件资格考试)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全国计算机与软件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的职业资格和专业技术资格认定(国人部
发〔2003〕39号文件)。
参加这种考试并取得相应级别的资格证书，是各用人单位聘用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工程师系列职务
的前提。
计算机软件资格考试与会计、经济师、税务师、律师、建筑师等资格考试一样，属于国家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并纳入了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统一规划。
计算机软件资格考试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实施了十多年，累计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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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紧扣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水平）考试信息处理技术员考试大纲，通过
对历年试题进行科学分析、研究、总结、提炼而成。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应试指南、考点分析与同步训练、全真模拟试卷及解析。
　　基于历年试题，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科学地做出结论并预测以后的出题动向，是本书的一大特
色。
本书力争既不漏掉考试必需的知识点，又不加重考生备考负担，使考生能够轻松、愉快地掌握知识点
并领悟信息处理技术员考试的真谛。
　　本书既可作为参加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信息处理技术员考试的
复习用书，也可作为计算机软件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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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信息处理技术员应试指南　　当您在翻阅本书时，说明您已经决心参加“信息处理技术
员”考试了。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本类考试的特点与定位，以便正确选择复习策略，掌握考试考点，编者首先
向大家介绍什么是国家“软考”以及考试人群的定位，并对信息处理技术员级别考试大纲进行详细解
读，对上下午的题型、应试技巧进行细致分析，使考生对信息处理技术员考试知识点的分布、常用应
试方法和技巧有一个整体上的认识与把握。
　　1.1　考试简介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以下简称计算机软件资格考试
）是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全国计算机与软件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的职业资格
和专业技术资格认定（见国人部发（2003）39号文件）。
参加这种考试并取得相应级别的资格证书，是各用人单位聘用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工程师系列职务
的前提。
计算机软件资格考试与会计、经济师、税务师、律师、建筑师等资格考试一样，属于国家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并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统一规划。
该考试由于其权威性和严肃性，得到社会及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同，被称为中国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和IT考试第一品牌。
我国软件考试已与部分国家签定了相互认证的备忘录，正逐步走向世界。
　　全国计算机软件资格考试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全国计算机软件资格
考试办公室负责实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算机软件资格考试由当地人事主管部门和信息产业主管部门负责，并设立
当地的考试实施机构来负责当地的考务工作。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成立全国计算机软件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负责考试大纲的编写、命题以及有关
的调研工作。
计算机软件资格考试与高考一样，按照国家统一考试的有关保密规定，严格执行考试纪律，同时将根
据人事部3号令严惩各种违纪违规行为。
　　根据国人部发（2003）39号文件，通过考试并获得相应级别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
平）证书的人员，表明其已具备从事相应专业岗位工作的水平和能力，用人单位可根据《工程技术人
员职务试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和工作需要，从获得资格（水平）证书的人员中择优聘任相应专业技术
职务。
取得初级资格的人员可聘任技术员或助理工程师职务；取得中级资格的人员可聘任工程师职务；取得
高级资格的人员可聘任高级工程师职务。
　　由于计算机软件资格考试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很高，有些级别实现了中日和中韩互认，大大提高了
持证者的就业竞争力。
　　信息处理技术员级别的考试是为了加速培养、科学评价和合理使用信息技术人才，大力推进国民
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而采取笔试和上机操作考试相结合的考试形式。
通过本考试的合格人员具有计算与信息处理的基础知识，能根据应用部门的要求，熟练使用计算机有
效地、安全地进行信息处理操作，能对个人计算机系统进行日常维护，具有助理工程师（或技术员）
的实际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
　　1.考试能力要求　　（1）具有计算机的基础知识。
　　（2）了解信息处理的概念，掌握信息处理的基本知识、安全知识。
　　（3）熟练掌握操作系统、文件管理、文字处理、电子表格、演示文稿、数据库、网络的基本操
作，了解多媒体知识。
　　（4）了解标准化、信息化、知识产权及新技术。
　　2.考试题型及时间　　（1）信息处理基础知识，考试时间为150分钟，笔试，选择题。
　　（2）信息处理应用技术，考试时间为150分钟，机试，操作题。
　　3.上机操作的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中文版Window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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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软件：中文版Microsoft Office 2000。
　　1.2上午模块知识结构与解题技巧　　上午考试内容是客观题（75道单选题），其主要的特点就是
知识面广、内容细致、难度不大，因此只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复习，通过的机率很大。
下面我们就从考试知识点的分布、历年试题分布、考试及复习要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便帮助读者
从宏观的层面上掌握考试的脉络与动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复习计划。
　　1.2.1考试知识点分布　　根据对考试大纲的认真解读，结合历年考试的出题范围，将可能出现的
知识点分成了12个章节，132个知识点。
这些知识点都是在考试时出现过，或者是可能会考到的内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是复习时要把握的
主要脉络。
　　另外值得说明的是，从2005年11月推出信息处理技术员考试以来，报名人数越来越多，吸引了众
多与计算机专业比较接近的非计算机专业人群来参加考试。
从历年的试题可以看出，有关计算机体系结构、操作系统基础、信息技术基础知识、Office办公软件、
数学基础知识、多媒体知识、数据库基础知识、标准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考题，每次考试的差别不大
，比较固定。
　　计算机专业英语也是考试必考的内容之一，占总分值当中的5分，由于不存在知识点之说，因此
在本书中没有涉及。
复习的关键在于平时的积累，多读一些与计算机专业相关的英语文章。
希赛网专业英语频道　　综合2005年11月～2008年5月的考试分析，信息处理技术员考试上午模块的考
点及其分布趋于稳定，具体参见表1.1。
　　1.2.2　考点历年分值分布　　1.2.3　考试及复习要点　　从历年的分值分布表可以看出，计算机
系统基础知识和Windows操作系统占很高的分值；文字处理、电子表格、网络应用等历年分值比较稳
定；英语则都占5分。
根据笔者培训的经验，在复习时应该从宏观的层面上掌握考试的脉络，而结合本书的复习将能够确保
复习的针对性。
　　·对于每一章的复习都应该根据本书的指引，结合历年试题进行复习。
本书还在每章后附加了大量试题，供考生进行同步复习。
　　·对于每一章，最后都结合了章前提供的“知识图谱”来进行总结与回顾，确保考生对各章知识
的脉络、知识结构了然于胸。
　　·对于考卷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硬件知识、信息技术、常用机制、常用命令及常用协议，在复习时
应该加强这方面内容的练习。
　　·紧抓知识分布要点，通过练习章后习题，找出薄弱环节，有重点地进行复习；多看看有关的IT
英语文章，了解计算机的新技术、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进行补充与完善。
　　1.2.4答题方法与技巧　　上午模块的考试均为选择题，这种考题要求考生从四个备选答案中选择
一个正确答案。
对于这类试题，我们常采用直推法和筛选法。
　　1.直推法　　直推法就是先不分析所给四个答案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根据内容直接推出正确答案
，然后从四个答案中选出一个最适当的答案。
　　例：某通信公司公布了512 kb／s速率的两种ADSL使用类型的资费标准：　　根据该资费标准，月
上网时间在　　一以下者，选择类型A比较合适，否则应选择类型B。
　　A.28小时20分　　B.30小时　　C.40小时　　D.48小时20分　　分析：显然上网时间少的人应选择
类型A。
若按类型A上网，月上网时间在20x60=1200分钟内，费用为24.5元，超时则按每分钟0.05元交费。
如果实际月上网时间达到40小时，则超时20x60=1200分钟，月总交费为24.5+1200x0.05=84.5元，与类
型B相比，就不合算了。
　　类型A用户月上网时间多少才交费49.5元呢？
此时超时多付的费为49.5—24.5=25元。
显然，超时25／0.05=500分钟时，类型A达到了类型B的起步费。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处理技术员考试考点分析与例题>>

　　因此，月上网时间在1200+500=1700分钟（28小时20分钟）内时，应选择类型A，否则应选择类型B
。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直接得出正确答案为A。
　　2.筛选法　　筛选法就是将所给的四个答案进行逐一分析、对比、去伪存真、步步筛选与排除，
最后确定一个正确答案。
　　例：下面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由硬件系统和输入、输出系统组成　　B.计算机区别于其他计算工具最
主要的特点是能存储和运行程序　　C.计算机可以直接对磁盘中的数据进行加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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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紧扣考试大纲，精心统计各考点试题分数分布、比重、走势。
逐一分析各个考点，配有例题加深理解，每章还配有同步训练，绝对超值的增值服务，为您提供在线
测试和名师指点，助您轻松过关。
作者权威、阵容强大，内容超值，针对性强，互动讨论、专家答疑，在线测试，心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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