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洛阳农信社笔试真题答案
一、选择题

1.Ｃ。【解析】认真分析这个公式可以发现这样的特点：三个百分数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言语”，一类是“非言语”，“言语”与“非言语”比例相差悬殊，正是这悬殊的两类

相加，等于“信息的全部表达”。可见，信息表达主要靠非言语因素。A项“代替”一句把

比例悬殊偷换为二者同一，B项“相辅相成”，D项“相互为用”都把比例悬殊偷换为“匀称”

了。

2.Ｂ。【解析】“中国大多数人属黄皮肤人种”，这说明中国还有其他肤色的人种。“皮肤

美是人体美的一个重要表征”，这说明“皮肤美也是衡量人体美的一个指标”。“ 健美的面部

皮肤可增添人的姿色，反映人体的健康状况与精神面貌”，这说明“从面部肤色可以判断一

个人的健康状况。”选项 B说法不正确。

3.A。【解析】“地球每天的时间都比前一天延长 1/7000 秒”说明地球自转速度减慢。地

球运行时间并没有因此改变。

4.C。【解析】从材料中无法推断出细菌在分解树干与枝叶的过程中会吸收二氧化碳，选

项 C错误。

5.D。【解析】人类的“力量”可以带来“惊人的技术突破”，人类的“弱点”也会产生

“负面影响”，所以在获得“技术突破”的同时，也需要“怀疑主义的质难”。选项 D概括了

材料的中心意思。

6.C。【解析】阴森:阴沉,可怕,常用来形容地方、气氛、脸色等,灾难的背景不能用“阴

森”,故排除 B。慌乱:慌张忙乱,通常只能用来形容人,与“背景”不能搭配,故 D也排除。

由“那束光”中的“那”可知“他的青春”是很多束光中特别的一束,故这里用“最亮”更

能显出这种特别,而 A 项的“明亮”则显示不出这种强烈的语气。“黑色的背景下最亮的那束

光”,这样的表述形象生动,震撼人心,与句子的整体基调相符合,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C。

7.C。【解析】阅读兴趣能促使良好的阅读习惯的养成，因此第一空用“动力”合适；良

好的阅读习惯引导、激发阅读兴趣的强化，第二空用“引导”合适

8.B 【解析】 略

9.A 【解析】 质询：质疑询问;质对：对证，对质;答复：对问题或要求给以回答，一

般适用在较为正规的场合;回答：对问题给予解释。分清词义即可得出正确选项。

10.D【解析】根据事理的逻辑性解题。这段文字主要介绍了西南联大在艰苦的办学条件

下,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及其原因。沿着这个思路走可以确定首句应提到艰苦的办学条

件,锁定②③,②句有“但是”两字,显然放首句不合适,所以首句应该是③,可排除 A、C 两项。

接着“艰难困苦”和①显然不搭,因此 B选项也有误。选项 D符合逻辑顺序,故本题答案为 D。

11.D【解析】原文说的是六字篆书，有的大小不一，而非六字小楷，故 D项错误。

12.D【解析】此题考查对句意的理解。A项说“从古到今的诗文中有许多用燕子比喻良

马奔腾如飞的例子”，而原文上说“用燕喻良马”，并未说“用燕喻良马奔腾如飞”。B项“二

句中赤兔指良马”中的“二句”应指前文的“紫燕跃武、赤兔越空”二句。C项原文说“武

威铜马足下的飞燕无疑是用来比喻良马之神速”，而不是像 C项说的“造型的用意表明奔马

速度快于飞燕”。所以 C项错。

13.D【解析】本题要求选出“不属于”黄河特点的一项。由全长 5464 公里，经九个省

区，可知流程漫长；由流域面积 75 万多平方公里，可知流域广大；由“浩浩荡荡”、“奔腾”、

“像一条金色的巨龙”，可知气势雄伟。所以答案为 D项。

14.D【解析】一个“但”字表明这篇文段的转折关系，而“但”字之后的部分才是作者

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即林语堂的文化观念的形成，与蔡元培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答



案为 D项。

15.B【解析】由“仅种下一粒幸福的种子……是不行的，……很快会被杂草吞噬”可知，

文段强调的是“幸福的种子”很容易被吞噬，因此需要“时时陪护”，所以答案为 B项。

16.B 解析：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五经是指《诗经》、《尚书》、

《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

17.D【解析】法的规范作用可以分为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和强制五种。指引作用是

指法对本人的行为具有引导作用；评价作用是指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标准，具有判断、衡量他

人行为合法与否的评判作用；教育作用是指通过法的实施使法律对一般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预测作用是指凭借法律的存在，可以预先估计到人们相互之间会如何行为；强制作用是指法

可以通过制裁违法犯罪行为来强制人们遵守法律。法的这五种规范作用是法律必备的，任何

社会的法律都具有。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中，由于法律的性质和

价值的不同，法的规范作用的实现程度是会有所不同的。故选 D。

18.B【解析】行政制裁是国家行政机关对行政违法者所实施的法律制裁。行政制裁分为

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两种，行政处分是国家行政机关依照行政隶属关系，对违反行政法的行

政机关工作人员所实施的行政制度，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六种形式；

行政处罚是指由特定的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法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实施的行政制

裁。劳动教养也是行政制裁的一种。据此，答案为 B。

19.A【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第一、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

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据此，答案为 A。

20.B【解析】理论是精神食粮，结合定义，群众理论会变成物质力量，那么精神也可以

变物质。故选 B。

21.D【解析】超导现象只有在-273°C 才能实现。故答案为 D

22.A【解析】通常,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失业率就会上升，二者呈正比例。

23.D【解析】精神病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负有刑事责任，只有当在 A、B、C 项所述

情况时才不负有刑事责任。D项过于绝对化，故正确答案为 D。

24．C【解析】“一国两制”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

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践的产物，是我国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重

大方针。故此，正确答案为 C。

25.B【解析】略。

26.C【解析】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在维护封建

统治的基础上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增强国力。由于当时的时代局限性，他的主张没有

也不可能进一步深化，从而引发全社会深层次的变革，而仅仅局限于科技层面。本题的正确

答案为 C选项。

27.【答案】A 28.【答案】 D 29.【答案】C 30.【答案】A

31.【答案】D。解析：A项出自唐朝王勃的《滕王阁序》；B项出自清朝曹雪芹的《红楼

梦》；C项出自宋朝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D项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32.【答案】A。解析：《幻灭》、《动摇》、《追求》是茅盾的《蚀》三部曲。

33.【答案】B。 解析：元曲的种属关系应该是：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包括

小令和套曲。B项不正确。

34.D【解析】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震级越大震源越浅、烈度也越大。一次地震发生

后，震中区的破坏最重，烈度最高。从震中向四周扩展，地震烈度逐渐减小。

35.【答案】D。解析：“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

尽。”是张衡对月食作出的科学解释。



36.C【解析】将 1分别看成 3/3,5/5,7/7.分子分别为 1，3，5，7，9，11.分母分别为

2，3，5，7，11，13 连续质数列

37.C【解析】隔项规律，奇数项为：9，7，5，3，1，后一项为-1；偶数项为：4，-4，

4，-4，4，后一项为-4，故选 C项。

38.D【解析】前两项之积的一半就是第三项

39.D【解析】倍数关系，每两个数相差 7，6，5，4，所以是 3倍。

40.B【解析】分母是等比数列，2，4，8，16，32，所以是 64，分子是 1，2，4，7，11，

二级等差数列，所以是 16。

41.A【解析】最不利原则，有 11 人不爱好戏剧，16 人不爱好体育，8人不爱好写作，

6人不爱好 ，可知一共有 41 人，这 41 人恰好分散，可知这个社团至少有 5人以上四项活

动都喜欢 .

42.D【解析】B做完 100 道题比 A少 100/5*6=120 秒即 2 分钟，说明 A还需要 2分钟才

能做完 100 道题。2分钟 A 可以做 6道题，那么 A做了 100-6=94 道。

43.D【解析】快钟每小时比标准时间快 1 分钟，慢钟每小时比标准时间慢了 3 分钟，

则快钟比慢钟每小时多走 4 分钟。在 24 小时内，快钟显示 10 点，慢钟显示 9 点，则快

钟比慢钟一共多走了 1 个小时，由此可计算出其所耗的时间为 15 个小时。快钟每小时比

标准时间快 1 分钟，则 15 个小时就快了 15 分钟，此时其指向 10 点，则标准时间应为 9

点 45 分。

44.D【解析】根据题目可以知道甲、乙、丙三人分别做了总数的 1/3、1/4、1/5， 所

以总数是 169/（1-1/3-1/4-1/5）=780，甲就做了 780/3=260，选 D。

45.D【解析】4%跟 10%最小公倍数 20，所以取个特值 20 克的盐，直接代入 20/0.04=500，

选 D。

46.B【解析】设甲完成了 x，甲未完成 1-x，乙完成了 2-2x,丙完成 6x-3。1-x=6x-3
得到 x=4/7，乙完成了 6/7，丙完成了 3/7。效率之比为 4:6:3

47. B【解析】如果增加 2台机器，工程用时是原定时间的 78，少了 18，所以 2台机器

是原有机器数的 17，即原有机器是 14 台。如果减少 2台机器，即用 14-2=12(台)，所用时

间是原定时间的14/12=7/6，多16，即23小时是原定时间的16，所以原定时间是23÷16=4(小

时)，由一台机器去完成则需要 14×4=56(小时)。

48.A【解析】设甲的年龄为 X，则两年前乙的年龄是（X-2）/2，五年前乙的年龄是（X-2）

/2-3，五年前丙的年龄是 3〔（X-2）/2-3〕，则有 3〔（X-2）/2-3〕+5=11，X=12

49.D【解析】甲每分钟完成 1/30，乙每分钟完成 1/45，甲乙共花时间为 1/（1/30+1/45）

=18

50. B【解析】】设甲为 X 岁，乙为 Y 岁，当甲是 Y 岁时，乙才 4 岁，所以 X-Y ＝ Y-4 ；

当乙是 X 岁时，甲有 67 时，，所以 X-Y ＝ 67-X 。解这两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可得 X ＝

46 ， Y ＝ 25 。此题将 4 个选项依次根据题意验算，可能更简便。

51.B【解析】前两个图形叠加得到第三个图形。

52.D【解析】三个图的笔画数递减。

53.D【解析】观察左图知，经折叠后长方体的上下底面全为阴影，故可排除 A、B。

又长方体侧面必为阴影与白相间，可以排除 C，因此选项 D正确。

54.A【解析】只有 A可以由左边的纸板折叠而成。而 B、C、D观察线条均为直线条，

故排除。

55.D【解析】图形中图案是按逆时针旋转 90 度。依规律答案为 D。

56.C 【解析】根据题干可知，所需要的证据是为了说明新疗法在“疗效”方面胜过传

统疗法，所以证据必须是和“疗效”有关的，这样 A、B 可以排除，而 D项所表达的“人们



对新疗法的效果不满意”的意思显然与论点相悖，也被排除；题干中提到了新疗法在改善和

使患者痊愈两方面的作用，而末提到传统疗法的治愈率而忽略其改善病情的能力，所以在文

中可以增加，也就是 C的内容。

57.D

58．【答案】C 解析∶2007 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第二产业多 24917-20629=4288

万≈4300 万人。

59．【答案】B 解析∶2003 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为 74432×49.1％，则 2007 年与 2003

年相比下降了(74432×49.1％-31444)÷(74432×49.1％)=14％。

60．【答案】A 解析∶2007 年末城镇就业人员中私营个体就业人员所占比重为 7891÷

29350=26.9％，2006 年末比重为(7891-924)÷28310=24.6％，增加了 26.9％-24.6％=2.3

％≈2％。

61．【答案】B 解析∶图表资料中没有关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相关内容．B项错误。A、

C、D 三项均可由图表数据推知是否正确或错误。

62．【答案】D 解析∶2003—2007 年间全国就业人员数年均增长率为 4√76990÷

74432=0.85％。A 正确；2006 年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在岗职工比重为(11427-266)÷

(12024-311)=95.3％，B 正确；2007 年和 2003 年相比城镇就业人数约增长了(29350-25600)

÷25600≈14.6％，C正确；2007 年比 2005 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绝对量减少了 75825x44.8

％-31444=2525.6 万．减少了 2525.6÷(75825×44.8％)=7．4％，D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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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述题

一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有利方面：

（一） 本币升值将增强人民币的支付能力。

（二）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三）降低我国发生通胀的可能并刺激股市。

（四）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

（五）人民币升值促进对外贸易

二. 虽然人民币升值对我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
见的：

（一）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引进外资；

（二）可能加剧我国的资本外流。

（三）人民币升值，我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可能。

（四）人民币升值会减低中国企业的利润，增大就业压力。人民币升值会给我国的通货紧

缩带来更大的压力。

由此可见，人民币升值恰似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但是，对人民币升值问题不能

就事论事，应将其放在更深层次的背景上考察。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建立和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化

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内容，符合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建立以市场为

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

上基本稳定的要求，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促

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