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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情概况

山东别称齐鲁、东鲁，简称鲁，她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春秋战国时期，雄居境内的
齐、鲁两国，因其发达的经济、政治、文化在历史上影响重大，世称“齐鲁之邦”。以孔子为创始人和代表
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并影响海外。

山东，金代以前为地理概念，泛指崤山、华山或太行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广大地区。金代大定八年
（１１６８年）置山东东、西路统军司，山东遂成为正式行政区划名称。明代山东布政司（又称行省）管辖６
府、１０４县，大致奠定了今山东省行政区域范围。清代山东基本沿袭明代山东的版图，称山东省。

一、地形地貌
山东省地处中国东部、黄河下游，省会城市济南市。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带。陆地南北最长约４２０

公里，东西最宽７００余公里，面积１５．７万平方公里。境域东临海洋，西接大陆。水平地形分为半岛和内
陆两部分，东部的山东半岛突出于黄海、渤海之间，隔渤海海峡与辽东半岛遥遥相对，庙岛群岛（又称长
山列岛）屹立在渤海海峡，是渤海与黄海的分界处，扼海峡咽喉，成为拱卫首都北京的重要海防门户。西
部内陆部分自北而南依次与河北、河南、安徽、江苏４省接壤。

山东地处中国大陆东部的南北交通要道，京杭大运河在境内自东南向西北纵贯鲁西平原，黄河在境
内自鲁西南向东北斜贯鲁西北平原。济南、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济宁等城市设有机场，山东的航空企
业开辟航线２９０多条；山东铁路以京沪、胶济线为主体，与京九、菏兖石两线形成两纵、两横铁路干线；山
东公路交通居全国首位，高速公路贯穿全省各市，县乡公路实现村村通；山东拥有沿海港口２６个，开通
有国际国内航线，构成了境内海、陆、空立体交通。

山东地形，中部突起，为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东部半岛大都是起伏和缓的波状丘陵区；西部、北部是
黄河冲积而成的鲁西北平原区，是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境内山地约占陆地总面积的１５．５％，丘陵占
１３．２％，洼地占４．１％，湖沼平原占４．４％，平原占５５％，其他占７．８％。

山东的河流分属黄河、海河、淮河流域或独流入海。全省平均河网密度为０．２４公里／平方公里，长
度在５公里以上的河流有５０００多条，其中，长度在５０公里以上的１０００多条，较重要的有黄河、徒骇河、
马颊河、沂河、沭河、大汶河、小清河、胶莱河、潍河、大沽河、五龙河、大沽夹河、泗河、万福河、朱赵新
河等。

山东的湖泊主要分布在鲁中南山丘区与鲁西平原的接触带上，总面积１４９６．６平方公里，蓄水量
２３．５３亿立方米。较大的湖泊有南四湖（由南而北依次为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和东平湖。

山东的海岸线全长３０２４．４公里，大陆海岸线占全国海岸线的１／６，仅次于广东省，居全国第二位。
沿海岸线有天然港湾２０余处；有近陆岛屿２９６个，其中庙岛群岛由１８个岛屿组成，面积５２．５平方公
里，为山东沿海最大的岛屿群；沿海滩涂面积约３０００平方公里，１５米等深线以内水域面积１．３万余平
方公里，近海海域１７万多平方公里。这些优越的地理条件，在海上运输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上，都将大
有作为。

二、人口、面积及气候
山东是中国第二人口大省。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截止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日，总人口９０７９．３１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占３８％。每１０万人中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３３３１人、高中及中专１１０３６人、初中
３６６３４人、小学３２７３６人。

山东是多民族居住省份。在有３９个民族构成的大家庭中，汉族人口占９９．３２％，回族、满族、蒙古
族等有聚居或杂居的镇村、社区，其中回族人口最多，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９５％左右。

山东省总面积１５．７８万平方千米（中国内地的１．６％，第１９位）。水域面积约２１００平方千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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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
山东的气候属暖温带季风气候类型。降水集中，雨热同季，春秋短暂，冬夏较长。年平均气温１１℃

～１４℃，全省气温地区差异东西大于南北。年平均降水量一般在５５０毫米～９５０毫米之间，由东南向西
北递减。全省光照资源充足，平均光照时数为２３００小时～２８９０小时，热量条件可满足农作物一年两作
的需要。由于降水量６０％以上集中于夏季，故易形成涝灾，冬春又常发生旱灾，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

三、资源能源
１．生物资源
山东生物资源种类多、数量大。境内有各种植物３１００余种，其中野生经济植物６４５种。树木６００

多种，分属７４种２０９属，以北温带针、阔叶树种为主。各种果树９０种，分属１６科３４属，其中烟台苹果、
莱阳梨、肥城桃、乐陵金丝小枣、枣庄石榴、大泽山葡萄以及章丘大葱、莱芜生姜、潍坊萝卜等都是山东久
负盛名的特产，山东因此被称为“北方落叶果树的王国”。中药材８００多种，其中植物类７００多种。山东
是全国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重点产区，素有“粮棉油之库，水果水产之乡”之称。小麦、玉米、地瓜、大豆、
谷子、高粱、棉花、花生、烤烟、麻类产量都很大，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陆栖野生脊椎动物４５０种，占全
国种数的２１％。其中兽类５５种，鸟类３６２种，两栖类８种，爬行类２５种。陆栖无脊椎动物特别是昆虫，
种类繁多，居全国同类物种之首。在山东境内的动物中，属国家一、二类保护的珍稀动物有７１种。

２．水资源
山东分属于黄、淮、海三大流域。根据山东１９５６～１９９９年实测资料分析，全省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

６７６．５毫米，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３０５．８２亿立方米，其中河川径流量（地表水资源量）为２２２．９亿立
方米，地下水资源量为１５２．５７亿立方米，地表水、地下水重复计算量６９．６５亿立方米。黄河水是山东主
要可以利用的客水资源，每年进入山东水量（黄河高村站１９５１～２００１年资料）为３７６．１亿立方米，按国
务院办公厅批复的黄河分水方案，一般来水年份山东可引用黄河水７０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不足，人
均、亩均占有量少，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匀，年际年内变化剧烈，地表水和地下水联系密切等是山东省水
资源的主要特点。全省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１．０９％，人均水资源占有量３４４立方米，仅
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１４．７％（小于１／６），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４．０％（１／２５），位居全国各省（市、自治
区）倒数第四位。

３．海洋资源
山东海洋资源得天独厚，近海海域占渤海和黄海总面积的３７％，滩涂面积占全国的１５％。近海栖

息和洄游的鱼虾类达２６０多种，主要经济鱼类有４０多种，浅海贝类百种以上。其中，对虾、扇贝、鲍鱼、
刺参、海胆等海珍品的产量均居全国首位。此外，山东已建成多处大中型盐场，是全国四大海盐产地之
一。山东还有可供养殖的内陆水域面积４００多万亩，淡水植物４０多种，淡水鱼类７０多种。

４．能源
山东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胜利油田是中国第二大石油生产基地，中原油田的重要采区也

在山东，山东原油产量占全国１／３。近年来，胜利油田钻探范围逐步进入渤海海域，高科技钻井技术的
广泛应用，使油田一直保持着稳产、高产。山东境内含煤地层面积５万平方公里，兖滕矿区是全国十大
煤炭基地之一。山东电力资源充足，到２００４年底，全省发电装机达到３２９２万千瓦，全社会用电量完成
１６４０亿千瓦时。截至２００６年底，全省发电装机总容量达到５００５万千瓦。全省电力供需由总体平衡转
为相对富余，呈现供大于求的趋势。山东电网是全国六大电网中唯一的省独立电网。

５．矿产资源
全省现已发现的矿藏资源有１２８种，占全国已经发现矿产品种类的７０％以上。探明储量的７４种，

其中有３０多种储量居全国前１０位。居全国第一位的有黄金（岩金）、自然硫（占全国储量９０％以上）、
石膏（占全国储量７９％以上）等，其中黄金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居第二位的有石油、金刚
石（储量占全国４０％，产量占８０％）、菱镁矿、钴、铪、花岗石等。居第三位的有钾盐、石墨、滑石、膨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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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岩等。其余居前１０位的还有煤、天然气、铁、重晶石、硅藻土、铝土矿、轻稀土、油页岩、石英砂、磷、
镓等。

四、文化及旅游
１．历史文化
山东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山东境内，发现了中国著名的原始文化－北辛文化、大汶

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大汶口陶文”和“龙山陶书”，发掘出了中国最早的城邦“城
子崖龙山古城”，有中国最古老的长城“齐长城”。山东还是中国陶瓷和丝绸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山东的
古圣先贤数不胜数，如诸子百家中的孔子、孟子、孙子、墨子、管子，还有农学家贾思勰，军事家孙膑、诸葛
亮，文学家刘勰、辛弃疾、李清照、蒲松龄，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等，他们作为齐鲁文化的优秀代表，为中
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孔子故里曲阜市，由孔庙、孔府、孔林组成的“三孔”，１９９４年就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２．戏曲文化
山东是我国较早有戏剧活动的地区之一。其戏剧艺术的孕育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齐鲁诸

国。到了汉代，百戏在山东流行，从山东境内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我们可以大概推知汉代百戏的流行
状况。沂南县北寨村汉墓画像石及临沂银雀山九号汉墓出土的彩绘帛画都记述了百戏的演出活动。

隋代齐倡名动全国，到了唐代参军戏在山东地区流行。可以说长期流行的歌舞百戏，俳优活动，是
山东戏曲孕育发展所必不可缺的重要过程。宋杂剧形成后亦播及山东，金末元初产生用北曲演唱的戏
曲形式即元杂剧，山东是主要流行地区之一，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和明初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篇》中记
载的山东籍戏曲作家共２８人，能歌擅唱者４人。戏曲最盛之地是东平，单东平籍元曲作家就有高文秀、
张时起等１０人，最突出的当推高文秀，所作《黑旋风双献头》深得人民的喜爱。

山东戏曲到明清时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李开先的《宝剑记》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成就突出，影响最
大。在演出方面，职业戏班增多，活动频繁。

到清代中叶已有数十个不同的戏曲剧种同时活跃在山东境内。大致可分为梆子腔剧种、弦索腔剧
种、肘鼓子腔剧种等。

现在在山东境内流行的戏曲剧种多达３０多种，大致可以划分为梆子腔系、弦索腔系、肘鼓子腔系和
民间歌舞及说唱形成的戏曲剧种这几种类型。

由说唱发展而来的戏曲剧种有：吕剧、坠子戏、渔鼓戏、八仙戏、蓝关戏等。

３．旅游
山东旅游资源丰富，自然风光秀丽，文物古迹众多。“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五岳之尊”泰山，“世界

文化遗产”孔子故里曲阜“三孔”，齐国故都临淄，“人间仙境”蓬莱，“道教圣地”崂山，“世界风筝都”潍坊，
国际啤酒城青岛，国际葡萄酒城烟台，荣成“天尽头”，“泉城”济南，黄河入海奇观，“仙山之祖”昆嵛山，有
着女娲补天的美丽传说的峄山，以集聚水浒英雄而著名的史称“八百里水泊”的梁山泊等，都是旅游观光
的好去处。

全省共有５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６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１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９７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长城和京杭大运河的山东段）、３９７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已被撤销的１处）。

五、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经济一直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已持续十多年以年均

１０％以上的速度递增。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２００８年山东省有效应对
各种困难和挑战，扎实推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民
生状况进一步改善。初步核算，２００８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ＧＤＰ）３１０７２．１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
年增长１２．１％，增幅回落２．２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３００２．７亿元，增长５．１％；第二产业增
加值１７７０２．２亿元，增长１２．１％；第三产业增加值１０３６７．２亿元，增长１４．０％。三次产业比例为９．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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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０：３３．４。人均生产总值３３０８３元，增长１１．４％；按年均汇率折算为４７４９美元，增长２１．６％。
六、交通运输
１．高速公路
山东有密集、优质的高速公路网，通车里程超过３０００公里，居全国首位。１９９３年建成第一条济青

高速公路，连接济南与青岛。现有的“三纵两横”网络主要包括南北向的京福、京沪、同三三线与东西向
的日东、青银两线。全省多数城市之间可在半日互达。新建成的与在建的高速公路多基于“五纵四横一
环”的蓝图。

２．铁路
南北走向的主要有京沪、京九等铁路。东西走向的主要有胶济、蓝烟等铁路。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５年胶

济铁路进行了电气化改造，成为山东省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蓝烟铁路连接烟台、青岛两大港口。还有
石德、兖石、新兖铁路及一些通往矿区的支线。

３．航空
山东的主要国际机场有济南遥墙国际机场、济南张庄机场、青岛流亭国际机场、青岛胶州机场、烟台

莱山国际机场、潍坊机场、临沂机场、威海机场、济宁机场、东营机场，另外，还有一处海上救援机场，位于
烟台蓬莱市。

４．海运
山东主要有青岛、烟台、石臼港、威海、龙口、羊角沟等港口。青岛港始建于１８９２年，外贸总吞吐量

１．２亿吨（２００４年），居于中国内地海港的第二位，集装箱吞吐量５１４万ＴＥＵ标准箱（２００３年），居中国
内地海港的第三位，（上海港为１５００万ｔｅｕ）也是世界１５大集装箱港口之一。

４



　前 言／／Ｐｒｅｆａｃｅ

２０１０年山东省公务员考试复习工作即将全面展开，为了帮助参加２０１０年山东省公务员考试的广
大考生尽早熟悉录用公务员考试的内在规律，了解最近几年的命题思路和考试范围，从而达到更积极、
更有效的备考效果，山东省公务员录用考试教材编写组和命题研究中心特推出此书。本书严格以最新
《山东省公务员录用考试大纲》为编写依据，以国家公务员考试命题趋势为导向，深度透析山东省历年考
试真题，科学安排体例，逐一讲解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命题思路、试题类型、答题角度和解题技巧。

　　一、考试题型及技巧分析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主要测查与公务员职业密切相关的、适合通过客观化纸笔

测验方式进行考查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要素，主要包括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资料分析和
常识判断等内容。考试时间为两个小时，全部是客观性试题。其具体题型如下：

１．言语理解与表达
主要测查报考者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交流和思考、迅速而又准确地理解文字材料内涵的能力。它包

括根据材料查找主要信息及重要细节；正确理解阅读材料中指定词语、语句的准确含义；概括归纳阅读
材料的中心、主旨；判断新组成的语句与阅读材料原意是否一致；根据上下文合理推断阅读材料中的隐
含信息；判断作者的态度、意图、倾向、目的；准确、得体地遣词用字等。

２．数量关系
主要测查报考者理解、把握事物间量化关系和解决数量关系问题的技能，主要涉及数字和数据关系

的分析、推理、判断、运算等。

３．判断推理
主要测查报考者对各种事物关系的分析推理能力，涉及对图形、语词概念、事物关系和文字材料的

理解、比较、组合、演绎和归纳等。

４．资料分析
主要测查报考者对各种形式的文字、图形、表格等资料的综合理解与分析加工的能力，这部分内容

通常由数据性、统计性的图表数字及文字材料构成。

５．常识判断
主要测查报考者对法律、政治、经济、管理、历史、自然、科技等方面知识的运用能力。

　　二、本套教材的特色

１．特邀名师编写
本套教材由山东省公务员录用考试教材编写组和命题研究中心编写，众多该领域的专家学者群策

群力、亲自执笔。他们长期从事山东省公务员考试试题研究，信息全面、经验丰富，对山东省公务员考试
造诣极深。他们不仅将大量的第一手最新资料融入书中，更倾注了他们在复习方法和增强备考效率等
方面的最新心得。

２．紧扣考试大纲
公务员考试大纲不仅规定了当年的考试性质、测评目标，而且还给定了题型的种类与说明。本套教

材严格按照最新山东省公务员考试《考试大纲》的要求精心编写，结构科学合理，剔除不考内容，重点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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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必考、常考和新考知识点试题。对易考点、易错点进行着重讲解，使考生对考试了然于胸。

３．选材新颖，适度训练
题目不难、题量较大是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一个显著特点。针对这一特点，我们从大量的国家、地

方公务员考试真题中精心挑选了部分经典的试题，且每道题都经过仔细的斟酌。力求让考生在练习过
程中巩固知识、找出差距，全面掌握省公务员考试的基本题型和答题技巧。

４．注重能力提高
本套教材注重考生系统训练与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深入讲解考生在答题时所应注意的常见

错误和防范措施，其中每个环节都具体体现了公务员对实际公务活动分析和处理的能力，以使考生通过
学习，切实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５．超值网络服务
本套教材附赠学习卡，凭学习卡可以免费享受最完善的售后服务，全程免费下载资料。资料汇集了

大量历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真题、各地考试真题、专项突破训练和全真命题标准预测试卷，并且每道
试题都给予了详细的解答。网站还将邀请专家针对常考的疑难问题进行在线回复，全面提升考生的应
试能力。

本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有关组织和命题研究专家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点，提出了许多宝贵意
见，在此深表谢意。

本书套教材疏漏之处，恳请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考生来电、来函，予以批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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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基本概述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是公务员考试的两大科目之一。这一教材的形成来源于对公务员考试形式的深
入研究和总结。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考查的实质是对行政办公人员职业能力的一种要求。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和人才选拔制度的改进，公务员考试已成为人才选拔和干部储备的一种合理方式，并起着积极重
大的作用。

本教材呈现先总后分的特点：
首先，本教材对国家行政人员须具备的具体能力和知识水平做了总结归纳，同时在深入研究历年真

题的基础上揭示出行测考试的命题思路。
其次，本教材对公务员行测考试在第二部分分模块进行了阐述。
包括本章导读、考情概说、知识能力必备、解题技巧指导、题型分类示例精解、最新真题、精选考题训

练等。
应试者无论从宏观层次还是微观层次，都可以准确把握行测考试的精髓。

第一节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内涵与作用

一、职业能力测验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不同

１．职业能力测验是指人们从事某种职业活动并影响该职业活动的心理特征及技能水平。
人的职业能力是指人们从事某项具体职业所必须具备的多种能力的总和。它是择业的基本参考和

就业的基本条件。职业能力在实际技能中表现尤为突出和明显。

２．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是专门用于与行政职业相关的一系列心理潜能的标准化测试。在测查和命题
时更为具体的突出了对行政职业者的能力要求。具备这一能力是行政职业生涯的基础，对没有从事过
公务员工作的应试者，这一考查就更为重要。

二、行政职业的能力倾向性

所谓行政职业的能力倾向性是指人们在经过一定训练或被置于相应的环境下，完成任务的可能系数。
具体地说，行政职业的能力倾向指的是一个人会做什么，即一个人获得知识技能和能力的潜力怎样。

行测的能力倾向是人的内在素质，它不同于人的智力水平，也不同于专业知识，它具有自身特有的
特点。

相对稳定性
行测能力不像人的智力一样难以提高，也不像专业知识那样在短期内能得到强化升级，它是人的稳

定固有的能力，通过教材和训练，这种潜在的能力能够被激活，进而在考试中和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相对广泛性
智力的高低影响人的一切活动，专业水平的高低影响人的某一类具体活动，而行政职业能力影响人在

行政职业中多种活动的效率。在行政职业这一领域中其能力要求是多元而全面的，思维角度是灵活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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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应试者要想提高能力，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与基础，这样通过强化能力缩短反应时间，填补思维
漏洞。

潜伏性
行政职业能力倾向表现为一种获得成功的可能，而不是当前已有的水平。具体到某一行政职业事

物当中，人的能力决定着人处理事物的方法途径、直接结果和间接结果。所以行政职业能力是一种内在
的、浅浮的，通过具体情形才能清晰反映出来的能力。因此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反映在试题中只能是通过
具体知识和多种试题模块来考查应试者的能力。

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测查特性

１．权威性

行测命题由多位有着多年高级公务员经历和丰富教学经验的专家倾力编写，从考核与录用公务员
的角度深度剖析公务员考试的结构与内容，融入了最新公务员录用考试大纲的最新思想和变化，指导应
试者更有效地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

２．内容倾向的角度

每年的公务员考试都有自己的内容倾向特点，数量关系和资料分析倾向于理工类，言语理解与表达
倾向于文科类。常识判断偏向于法律，判断推理偏向于逻辑思维和命题推理。

３．突出选拔性

综合来看，一个是人员增加了，另一个是人员素质提高了，而且人员储备素质的要求也相应提升了。
这是一个选拔人才的过程，就是说公务员考试是选拔优秀人才的过程，考试难度加大，同时人员素质也
增大，竞争力也日益加剧，更加突出了测查的选拔性。

４．科学性

在准确把握公务员录用考试特点的基础上，试题设计敏锐地反映出最新公务员录用的重点和方向，
紧扣最新考试大纲，注重各种题型的合理搭配，突出重点、难点和考点，且详略得当、结构严谨。

第二节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知识特性

一、行测考查的知识范围

公考行测无论知识顺序如何调整，其考查的知识范围始终有所依托。因此在考试中被划分为言语
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资料分析和常识判断五个板块，每个板块都通过不同知识来突出对应
试者某一方面的能力要求。

１．言语理解与表达

言语理解与表达主要测查应试者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交流和思考、迅速而又准确地理解文字材料内
涵的能力。它包括根据材料查找主要信息及重要细节；正确理解阅读材料中指定的词语、语句的准确含
义；概括归纳阅读材料的中心、主旨；判断新组成的语句与阅读材料原意是否一致；根据上下文合理推断
阅读材料中的隐含信息；判断作者的态度、意图、倾向、目的；准确、得体地遣词用字等。这项考题的题型
一般有以下几种：

（１）词语类
它包括词语替换与选词填空题，主要考查应试者对同义词和近义词的辨析能力。词语类的解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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