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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0 年，山东省坚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积极实施重点区域带动战略，全省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内外需求同步增长，三次产业更加协调，社会民生不断改善，节能降耗成果显著，转型调整

取得积极成效。全省金融运行平稳健康，货币政策有效贯彻落实，存贷款平稳增长，信贷结构更趋优化，

证券融资实现新突破，保险保障领域有效拓展，金融市场交易活跃，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应用更为

广泛，企业直接融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金融生态持续向好，实现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2011 年，山东省金融机构将按照“总体稳健、调节有度、结构优化”的基本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稳

健货币政策，努力保持信贷合理增长，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促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全省经济“转方

式、调结构”，实现富民强省新跨越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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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0年，山东省金融业运行态势良好,组织体

系不断完善,融资功能充分发挥，金融生态环境继

续优化，对全省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保障

推动作用增强。 

（一）银行业发展稳健，信贷投放平

稳均衡 

2010 年，山东省银行业综合实力增强，存贷

款平稳增长，期限行业区域结构优化，现金收支

活跃，利率呈上升走势，金融体系更趋完善，跨

境贸易结算业务成绩显著。 

1.资产规模持续扩大，质量效益同步提高。

2010年，银行业资产规模保持快速增长，质量和

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不良贷款继续“双降”。中

间业务收入占比上升，拨备覆盖率同比提高

30.9%。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快聚集，农村新型金融

组织蓬勃发展，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加速拓展。 

 

表 1  2010 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大型商业银行② 4264 94221 22275.0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及政策性银行③ 128 3686 4028.5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④ 361 13094 7120.8 1

四、城市商业银行 597 14099 4790.0 14

五、农村合作机构⑤ 5270 59355 8377.3 136

六、财务公司 6 259 575.0 5

七、邮政储蓄 2808 6023 2217.0 0

八、外资银行 27 707 249.0 0

九、农村新型机构⑥ 12 319 169.3 12

合             计 13473 191763 49801.9 168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①
法人机构

（个）

 
注：①不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
股份制银行等金融机构总部数据。 

②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 

③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
口银行。 

④包括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广东发
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兴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恒丰银行、浙商银行和渤海银
行。 

⑤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 
⑥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 

数据来源：山东银监局。 
 

2.存款平稳增加，资金稳定性增强。受派生

存款减少、企业两项资金占用增多等因素影响，

各项存款增速回落，活期存款新增占比同比下降

7.4 个百分点。企业存款同比大幅少增，储蓄存

款增长平稳。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带动企业和个

人结汇速度加快，外币存款同比少增 2.2 亿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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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3.贷款投放平稳均衡，信贷结构日趋优化。

2010 年，全省本外币贷款余额突破 3 万亿元,增

量为历史次高，实现“月度与季度、短期与中长

期、单位与个人”均衡增长。国有银行贷款集中

度下降，地方法人放贷能力有所增强。受资金来

源减少及套利预期影响，外币贷款同比少增。受

资金环境趋紧影响，金融机构对再贷款、再贴现

的需求明显回升，全年累放流动性再贷款、再贴

现 189.1 亿元，同比多放 138.3 亿元。 

信贷投向体现“有扶有控”。五成以上新增

贷款投向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县域和战

略新兴产业，涉农贷款占比同比提高 5.3 个百分

点，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快于大型企业 15.1 个百分

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增量降为同期 1/5，二套

房以上住房贷款占比逐季下降，“两高一剩”和落

后产能行业信贷退出企业同比增加 11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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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图 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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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专栏 1  金融助力蔬菜良种国产化  突破国外垄断成效显著 

 

近年来，面对外国种子加速进入国内市场、国内传统种业发展遭遇困境的严峻形势，山东省金融机

构多措并举，加大对蔬菜制种产业的信贷支持，尤其是寿光市和宁阳县金融机构积极改善信贷服务，合

理配置信贷资源，成功帮助蔬菜制种产业打破国外种子垄断局面。温家宝总理对此做法做出批示予以肯

定：“山东金融部门此项做法好，应予推广”。 

一、主要做法 

一是强化政策引导。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联合当地政府出台了《现代农业金融服务创新试点方案》

和《关于加快蔬菜种子和太空蔬菜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财政部门出资设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和

专项周转金。二是加大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开辟贷款绿色通道，设立专项信贷资金，对国产蔬菜种苗繁

育企业实行服务优先、利率优惠，满足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截至 2010 年末累计发放贷款 2.1 亿元。

三是创新金融产品。创新开展中小企业信用联盟贷款、蔬菜大棚抵押贷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

附属物产权抵押贷款等信贷产品支持种业发展，截至 2010 年末共发放创新贷款 1.2 亿元。 

二、取得的成效 

一是打破国外种子垄断局面。2010 年末寿光市国产种子市场占有率比 2006 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宁

阳县推广种植“太空大青茄”种子后，外国种子“布利塔”占有率由 2007 年 36%降至 2010 年的 6%。二

是推动蔬菜种业规模化、效益化发展。通过扶持种子龙头企业，“市场牵企业，企业带基地，基地连农

户”的种子产业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2010 年末，两县（市）共有蔬菜种子龙头企业 22 家，蔬菜良种

繁育基地 97 处，年产良种 1.4 万吨，销往全国 20 多个省、市及朝鲜、东南亚等。三是增加农民就业和

收入。2010 年，两县（市）5.4 万种子种植农户人均收入 1.2 万元，同比增长 21.7%。寿光蔬菜研究院

带动 1.3 万农户推广种植 4.9 万亩甜瓜、辣椒品种，户均同比增收超过万元。 

 

4.表外融资规模扩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全年累计开办业务 11732 亿元，占信用总量的

67.9%，同比提高 13.3 个百分点，成为贷款的有

益补充。银行承兑汇票仍是主要品种，新增占比 

提高 15.1 个百分点。 

5.现金收支快速增长，净投放较多。现金收

支规模扩大，同比多投放 161 亿元，主要受经济

企稳回升、农副产品价格走高、居民消费势头强

劲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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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0 年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单位：亿元、% 

年累计额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77144.4 18.1

现金支出 77300.3 18.4

现金净支出 155.9 -2965.8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6.利率走势前稳后升，定价更趋市场化。受

产业调控、资金趋紧及两次加息影响，利率水平

从四季度开始明显走高。一般性贷款加权平均利

率比年初上升 30 个基点，浮动利率贷款占比提

高。房贷加权平均利率同比上升 49 个基点，期限

趋于长期化。Shibor 对贷款定价的基准作用增

强。受 LIBOR 走高影响，美元存贷款主要品种利

率均同比上升明显。 

 

表 3  2010 年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单位：% 

合计
国有商业

银行

股份制

商业银行

区域性

商业银行

城乡

信用社

100 100 100 100 100

16.9 24.5 24.8 5.4 1.0

29.4 40.4 41.2 19.8 5.3

小计 53.7 35.2 34.0 75.0 93.6

(1.0-1.1] 14.3 19.2 24.5 14.4 3.1

(1.1-1.3] 12.6 12.9 9.3 23.2 12.2

(1.3-1.5] 8.7 2.7 0.2 13.9 22.7

(1.5-2.0] 13.6 0.3 0 20.1 43.3

2.0以上 4.5 0.1 0 3.4 12.3

上

浮

水

平

合计

[0.9-1.0)

1.0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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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7.银行业改革进程加快，农村金融体系发展

壮大。2010 年，农业银行做实“三农金融事业部”，

开发银行健全商业银行运行机制，进出口银行和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改革稳步推进。农村信用社历

年亏损挂账全部消化，15 家县级联社启动银行化

改革。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发展取得突破，设立村

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 12 家，另外，审批成立

小额贷款公司 150 家。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创新全面推广，林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

贷款等业务取得阶段性成果。 

8.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开局良好，各项

业务快速发展。2010 年 6 月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

结算试点以来，业务类型日益丰富，收入支出双

向并行。共有 20 家银行的 196 家分支机构为 436

家企业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金额达 343.4

亿元，收付遍布六大洲 38 个国家和地区，居全国

新增试点省市第二位，有力促进了全省涉外经济

发展。 

（二）证券业快速发展，上市融资取

得新突破 

2010 年，山东省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和价值发

现功能进一步拓展，证券期货机构业务不断壮大，

盈利水平提高，抗风险能力增强。 

1.市场主体经营实力大幅提升。证券机构经

纪和承销业务双创新高，2 家法人券商净资本与

负债、风险资产比远离风险控制标准，资金户和

股东户开户数均同比提高 9 个百分点。期货经营

机构代理交易量和利润双增长。 

2.证券市场融资功能有效发挥。52 家企业通

过首发、增发实现股权融资 418 亿元，其中创业

板上市 4 家，境外融资 65 亿元，新上市家数和募

集资金总额均达历年最高。上市资源培育取得新

进展，42 家企业进行境内上市辅导，10 多家公司

启动境外上市程序。 

 

表 4  2010 年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2
总部设在辖内的基金公司数(家) 0
总部设在辖内的期货公司数(家) 3
年末境内上市公司数(家) 124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353.0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65.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446.9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214.0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山东证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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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险业规模稳步扩大，保障服

务功能增强 

2010 年，山东省保险业发展水平全面提升，

保险强省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1.市场体系更趋完善，行业实力明显增强。

首家法人保险机构泰山财险开业，新增 6 家省级

保险分公司，在册中介机构 183 家，外资保险公

司数量居全国第五位。行业总资产同比增长

25.4%，从业人员 34 万人。 

2.保险业务持续增长，服务领域不断拓展。

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30%，规模稳居全国第三位，

承担各类风险责任 14.9 万亿元。人身险运营效率

提升，寿险新单期交率
1
、费用率指标全国领先，

财产险承保利润是上年的 7.3 倍。农业保险覆盖

面扩大，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快速推进。 

 

表 5  2010 年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1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1
               寿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59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7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32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030.0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97.0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733.0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209.0
保险密度（元/人） 12.1
保险深度（%） 2.6  
数据来源：山东保监局。 

 

（四）金融市场活力增强，融资结构

有效改善 

2010 年，山东省直接融资快速发展，货币市

场交易量持续走高，外汇市场增势迅猛，黄金市

场交投活跃，民间借贷量稳价升。 

1.融资渠道日益多元，直接融资占比上升。

全年融资总量同比下降 15.9%，但直接融资占比

上升 4.7 个百分点。受内外资本市场回暖、优质

企业估值上升等因素影响，股票融资大幅增加，

债券融资亮点纷呈。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再发两单，

                                                        
1 寿险新单期交率=当年新单中期交型产品保费收入/当
年新单全部保费收入×100%。寿险产品一般分为“期交型

产品”和“趸交型产品”，期交型产品是指在保险合同期

内逐年交纳保费的产品，趸交型产品是指一次性把保费交

纳完毕的产品。新单期交率的提高表明保费收入的持续性

和稳定性增强，是当前寿险产品结构调整优化的方向。 

累计融资占全国融资总量的 38.7%，短券、中票

融资稳居全国前列。金融债发行稳步推进，威海

市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 6 亿元。 

2.银行间市场交易规模扩大，资金融出规模

增加。银行间市场交易量达 1.25 万亿元，同业拆

借增长 1.5 倍。由于市场成员流动性充裕且套利

难度加大,逆回购同比增长 2.1 倍,净融入减少

9402 亿元。机构持债规模继续增加,固息债占比

上升。拆借加权平均利率和现券买卖加权到期收

益率分别同比提高 60 和 112 个基点。 

3.票据融资余额下降，贴现利率波动上行。

票据融资余额和累计发生额分别同比下降 35.9%

和 11.2%。银行承兑汇票需求扩大，同比增长

26.8%。随着市场流动性趋紧，贴现利率下半年涨

势加快，年末达到最高点，其中 3-6 个月银票直

贴利率比年初提高 3.2 个百分点。 

4.银行间外汇市场增势强劲，黄金市场交投

活跃。银行间外汇市场成交量同比增长 85%，“远

期—全额”交易翻倍。11 家黄金交易所会员场内

成交同比增长 14.9%，净卖出 100.7 吨，冶金企

业占主导地位。个人纸黄金投资需求旺盛，净买

入 502 公斤。 
 

表 6  2001-2010 年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
股票

2001 901.1 90.0 0 10.0

2002 1571.9 96.6 0 3.4

2003 2051.8 97.4 0 2.6

2004 1695.8 91.6 2.9 5.5

2005 2123.8 95.7 2.6 1.7

2006 2820.4 89.8 6.5 3.7

2007 2585.1 79.6 9.7 10.7

2008 3574.5 87.1 6.5 6.4

2009 7150.5 90.3 6.5 3.2

2010 6015.6 85.6 7.4 7.0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年份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山东省发展改革委，
山东证监局。 

 

表 7  2010 年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表 

单位：亿元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1 4540.2 2473.3 1344.4 3007.5 80.5 188.1

2 4840.3 5041.6 1262.6 5725.8 123.2 336.9

3 5254.4 7970.3 1106.1 8515.7 133.4 524.0

4 5383.6 10678.6 1097.8 10925.2 119.7 708.2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季度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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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10 年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现利率表 

单位：%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票据买断 票据回购

1 3.4808 5.2206 2.5328 2.6485

2 3.8687 5.1267 3.2355 2.8600

3 4.0255 4.9378 3.3536 3.2012

4 5.1936 5.8588 4.0312 4.3446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5.民间借贷增量平稳，利率小幅上升。受两

次加息影响，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利率同比上升

0.8 个百分点，高于一般贷款利率 4.9 个百分点。

全年样本监测点累计借入金额同比下降 11.3 亿

元，借贷规范性有所提高。企业样本借贷额增加，

利率升幅高于农户样本。 

（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金融生态环境继续向好 

2010 年，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推动全省 17 地

市建立地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枣

庄、邹城市试点中小企业信用体系试验区。13.9

万户中小企业信息纳入征信系统，1.3 万户企业

取得融资支持。农村信用工程建设步伐加快，信

用示范县、信用示范乡镇、农户信用档案同比分

别新增 20 个、182 个和 141 万户。农村支付服务

环境建设全面推进，开通网银 611.1 万个，布设

自动机具 24.3 万台。联合打击银行卡犯罪专项行

动成绩居全国非重点省份首位。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0 年，山东省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宏观调控

政策，积极实施重点区域带动战略，转型调整成

效显现，社会民生不断改善，节能降耗成果显著，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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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5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一）内外需求平稳扩大，经济发展

均衡性增强 

2010 年，山东省投资增长重点突出，结构调

整继续推进。消费市场需求旺盛，进出口实现恢

复性增长，利用外资质量提高。 

1.投资结构更趋优化。2010年，全省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高位趋稳，同比回落1个百分点。三次

产业投资比例发生积极变化，由上年的3.2︰51.1

︰45.7调整为2.4︰48.7︰48.9，服务业投资领先

增长。高新技术、技术改造、社会民生等重点领

域投资力度加大，分别高于全省14.4、9.5和13.7

个百分点。十大高耗能行业投资增势减弱，占比

下降1.2个百分点。民间投资活力增强，对全社会

投资增长贡献度同比提高10个百分点。重点区域

投资带动作用突出，半岛沿海高端产业带、省会

城市群经济圈、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完成

投资分别占全省的39.5%、33.4%和13.6%。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1
9
8
0

1
9
8
3

1
9
8
6

1
9
8
9

1
9
9
2

1
9
9
5

1
9
9
8

2
0
0
1

2
0
0
4

2
0
0
7

2
0
1
0

-40

-20

0

20

40

60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左坐标）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右坐标）

亿元 %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6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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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费市场需求升温。城乡居民收入均实现

两位数增长。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增幅稳定，财

产性收入不断增加，转移性收入逐步提高。农民

人均纯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旧城改造、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大宗耐用消

费品下乡等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有效落实，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增速比上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现代

化家庭设备消费热度不减，汽车消费成为新热点。

城乡市场消费增速差缩小 1.2 个百分点，农村消

费市场潜力逐步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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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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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8  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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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9  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3.对外贸易增势良好。随着外需环境好转和

促进外经贸措施有效落实，进出口增速由上年的

负增长全面转正，外贸出口突破千亿美元。出口

商品结构升级加速，高新技术产品比重同比提高

0.3 个百分点。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积极进展，

美、日、韩三大传统市场份额缩减，新兴市场份

额扩大。进口增速快于出口，贸易顺差同比缩小。

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合同及实际

到账外资比重分别提高 5.9 和 1.8 个百分点。国

外投资合作保持全国领先水平，外派劳务、对外

承包工程合同额、境外投资分居全国一、二、三

位。 
（二）“转方式、调结构”成效显著，

产业发展可持续性提高 

2010 年，山东省坚定不移地推进“转方式、

调结构”，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同步提升。

三次产业比例由上年的 9.5︰56.3︰34.2 调整为

9.1︰54.3︰36.6。 

1.农业产业升级进程加快，农业基础更加稳

固。在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自然灾害频发等不

利条件下，粮食生产首次实现 8 连增。农业生产

经营规模化、组织化、集约化强力推进，龙头企

业逾 8000 家，农产品出口连续 11 年居全国首位。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自来水普及率、行政村

通油路比例分别达 90%和 99.2%，电网改造全面完

成。农田水利建设扎实推进，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任务提前完成。社保水平明显提高，新农保试点

覆盖率 36%、共 1065 万人。金融支农力度持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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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增农业贷款
2
占比同比提高 3 个百分点。 

2.工业经济企稳向好，质量效益同步提升。

工业增速高开回稳，贡献度同比提高 2.4 个百分

点。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大幅上升，利润增幅

提高 23.2 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比重持续上升，高耗能行业生产逐月放缓。

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政策和资金支持逐步

到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研发投入增幅高

于主营业务收入 4.1 个百分点。 
 

0

4000

8000

12000

16000

20000

1
9
9
9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0

6

12

18

24

30

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左坐标）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长率(右坐标)

亿元 %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10  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3.服务业发展质效提高，贡献度逐年增强。

现代服务业提档加速，经济贡献率比上年提高

3.7 个百分点。三大载体
3
建设成效显现，突出支

持现代物流、科技信息、家庭服务等十大领域，

标准化覆盖面扩大。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好客山

东”品牌全面打响。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步伐加

快，家庭服务业向外资开放。信贷支持服务业力

度加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批发和零售等重

点行业中长期贷款占比同比提高 2.2 个百分点。 

（三）物价涨幅总体可控，通胀预期

压力增大 

年初以来，受自然灾害频发、流动性充裕及

输入型通胀压力不断增强等因素影响，全省物价

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涨幅总体仍处温和可控范

围。 

1.居民消费价格前稳后高，阶段性上涨特征

明显。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低于全国 0.4 个百分点，

                                                        
2 农林牧渔贷款与农户贷款合计。 
3 指重点服务业城区、重点服务业园区、重点服务业企业。 

呈上半年涨幅平稳、下半年连续攀升趋势，11 月

份达到峰值。食品、居住类价格继续领涨，是推

动 CPI 上行的主导因素。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高于城市。 

2.工业品价格持续走高，农业生产资料涨幅

扩大。受投资增长较快、工业生产需求旺盛及国

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等因素影响，工业品价格高

位运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有 10 个月

同比增幅高于 8%，工业品出厂价格月增幅均在 5%

以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逐季走高，增幅同比扩

大 6.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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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11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3.就业形势持续稳定，劳动力价格继续上升。

连续七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双过百万”，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同比下降

0.04 个百分点。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幅比上年提

高 1.1 个百分点，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上调 21.2%，

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 1200 元。 

（四）财政收入增势良好，支出结构

倾向民生 

2010 年，全省地方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

长，增幅同比提高 12.8 个百分点，税收占比继续

提高。企业效益加快回升，带动营业税和企业所

得税增速分别同比提高 15.4 和 37.4 个百分点。

支出结构不断优化，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环境

保护等重点领域支出大幅增长，民生领域投入占

比过半，调分配、促和谐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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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12  财政收支状况 

（五）节能减排成效显著，城乡环境

持续改善 

2010 年，山东省全面完成节能减排指标，工

业能耗增速逐步回落，万元增加值能耗下降

7.2%，十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耗增幅回落 12.6

个百分点。淘汰落后产能取得阶段性成果，共减

少能源消耗 1685 万吨标准煤。节能技术改造力度

加大，清洁生产加快推行，圆满完成循环经济试

点省建设任务。城乡面貌进一步改善，人均绿地

面积达到 15 平方米，污水集中处理率、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和森林覆盖率分别达到 85%、80%和

22.8%，耕地面积保持 1.1 亿亩。大气污染防治逐

步加强，燃煤机组脱硫设施配套率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20%。 

 

专栏 2  多重因素共同推动  农副产品价格呈普涨态势 

 

2010 年，山东省农副产品价格持续、快速上扬，各类产品接力涨价。全年农副产品生产价格增幅达

18.8%,同比提高 17.6 个百分点，超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5.9 个百分点。其中，种植业产品涨幅最高，

达 26.7%，棉花、蔬菜和大豆领涨，涨幅分别达 51.7％、38.6％和 32.4％，棉花价格突破历史高点。农

副产品价格全面上行受多重因素影响： 

一是生产成本上升推动价格全面走高。2010 年山东省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料、流通成本持续上涨，

小麦、玉米和棉花亩均总成本同比分别增长 5.9％、22.1%和 40.8%。农村季节性劳动力短缺矛盾突出，

多个行业劳动力价格涨幅超过 20%，全省日均工资同比上涨 9.7%，对劳动密集型农作物生产成本拉动较

大。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资源价格大幅攀升，带动生产资料价格不断提高，复合肥、国产尿素和国产

磷酸二铵市场均价同比分别增长 17.2%、34.3%和 15.9%，小麦、玉米的亩均农资成本同比增长 5.8%。受

国内汽油、柴油价格上涨影响，运输成本大幅增加，如烟台苹果的运输成本同比上涨 25%，为近年最高

水平。 

二是供求关系趋紧加剧价格上行压力。2010 年，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强势上涨与国内夏粮减产双

重因素为价格上涨提供了支撑。山东受倒春寒等天灾影响，主要农作物产量减少，如棉花减产 20%。蔬

菜供应阶段性紧张，周边地区蔬菜生产因灾受损，对省内价格形成助涨。部分农作物种植面积持续减少，

也导致市场供给严重不足。 

三是投机性需求对农副产品价格涨势推波助澜。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加剧全球流动性泛滥风险，

国际大宗商品尤其是资源品价格持续上涨，大宗农副产品价格不断创出新高，为国内玉米、小麦、大豆、

棉花等农副产品的炒作创造了环境。热钱流入、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实施使大量游资转入基础生活资料领

域，进一步推高了农副产品价格。 

 

 

（六）房地产调控效应显现，文化产

业发展提速 

 1.房地产市场先扬后抑，房地产金融健康运

行 

2010 年，随着各项调控政策的持续深化，房

地产价格过快上涨趋势得到遏制，房地产市场总

体平稳。保障性住房建设步伐加快，房地产信贷

结构优化。 

（1）房地产投资平稳增长。2010 年，房地

产投资增势放缓，仅高于全国 0.7 个百分点。开

发资金增速同比下降 17.8 个百分点，贷款占全部

到位资金比重下降 1.9 个百分点，对政策调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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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增强。 

（2）房屋供给结构改善。全年土地开发面积、

房屋竣工面积增幅分别同比下降 2.4 和 8.2 个百

分点。全年新建廉租住房 19.4 万套，竣工 12.1

万套，新开工建设农村住房 120 万户，改造危房

18.5 万户，保障性住房建设驶入快车道。 

（3）房地产市场需求旺盛。全年商品房销售

额和销售面积增幅分别同比上升 0.1和6.5个百

分点，房屋空置面积同比下降 6.4%。自住型需求

进一步释放，90 平米以下住宅和经济适用房空置

面积同比大幅下降。 

 

-40

0

40

80

120

160

2
0
0
2
.
0
1

2
0
0
2
.
0
7

2
0
0
3
.
0
1

2
0
0
3
.
0
7

2
0
0
4
.
0
1

2
0
0
4
.
0
7

2
0
0
5
.
0
1

2
0
0
5
.
0
7

2
0
0
6
.
0
1

2
0
0
6
.
0
7

2
0
0
7
.
0
1

2
0
0
7
.
0
7

2
0
0
8
.
0
1

2
0
0
8
.
0
7

2
0
0
9
.
0
1

2
0
0
9
.
0
7

2
0
1
0
.
0
1

2
0
1
0
.
0
7

商品房施工面积同比增长率

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率

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13  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4）房地产价格涨幅呈倒“V”走势。全年

房屋销售价格波动明显，前 4 个月同比涨幅持续

扩大，5 月起涨幅逐月回落，“新国十条”成涨幅

回落拐点。二手房价格涨幅低于新建房，房屋租

赁价格涨势趋缓。土地交易价格涨幅年中冲高回

落，全年同比提高 1.1 个百分点。 

（5）房地产信贷结构优化。受差别化住房信

贷政策影响，房地产贷款增速自 4月份以来呈下

降趋势，全年增速同比下降 8 个百分点。投向更

趋优化，个人住房贷款增速高于开发贷款，支持

90平米以下自住型住房套数占比提高1.3个百分

点。房贷利率逐月走高，全年同比上升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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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14  主要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2.文化产业发展提速，信贷创新发挥显著作

用。山东提出建设经济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后，

文化产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数字电视业、动漫

游戏业、新闻出版业等已形成较好的区位优势，

以山水圣人、黄金海岸、沂蒙红色等为代表的旅

游品牌发展势头良好。2010 年，全省文化产业增

加值 1230 亿元，是 2005 年的 2.4 倍，占全省地

区生产总值的 3.1%，旅游总收入突破 3000 亿元。

“好客山东”品牌在国家工商总局成功注册，首

届“好客山东贺年会”成功举办，17 市均成为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在全国率先建成了旅游目的地

数字化服务系统。 

金融通过信贷创新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支持。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制定下发了《关于金融支持山

东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实施意见》，在全

国率先推出并成功运作“艺术品质押融资”和“旅

游景区门票收费权质押”业务，创新推出依托政

府融资平台的公共基础设施类融资模式等，有效

推动了文化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七）“蓝黄战略”引领产业全面升级，

“海陆对接”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与黄河三角洲共同成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启动山东发展新引擎。“蓝黄”经

济在全面提升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海洋、

生态、环保等新兴产业，正成为省内资本流动洼

地和产业、市场发展高地，辐射能力日益增强。

2010 年，“蓝黄”区域生产总值增速分别高于全

省 0.8 和 1.1 个百分点。金融投入持续加力，全

年“蓝黄”区域新增贷款占比分别同比提高 3.6

和 2.9 个百分点。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鲁

南临港产业带等在重大基础设施、重点产业和示

范园区建设方面也取得显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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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测与展望 

2011 年，山东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

势，预计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将高于全国 1-2

个百分点。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各

国之间发展不平衡特点仍比较突出，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经济体虽有望继续保持较高增速，但普遍

面临通胀压力和资本流入冲击。从国内看，我国

经济增长动力较足，但面临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和

国内经济转型压力。从山东的情况看，开发半岛

蓝色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

态经济区建设全面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及“四

新一海
4
”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将

成为投资增长的持续驱动力；保障房投资力度加

大，将缓解政策调控对房地产投资的抑制。随着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速、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和基

础设施完善，居民消费意愿提升，消费需求平稳

增长。出口持续复苏，但外部市场不确定性因素

增强。总的看，2011 年山东省将坚持“结构调整、

创新驱动、统筹兼顾、民生优先、绿色发展、改

革开放”的发展思路，继续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4 “四新一海”是指新能源、新材料、新信息、新医药和

空间海洋地球科学。 

从物价走势看，受自然灾害、成本上升等因

素影响，粮食价格上涨的动力较足，加之相对宽

松的流动性、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环境和劳动

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价格上行的压力将持续存在。

主要经济体有可能继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其引致的美元持续贬值亦会增大输入型通胀压

力。但各项调控政策对物价上涨的抑制作用也会

逐步显现。总的看，预计全年 CPI 将呈前高后低

走势。 

从金融形势看，2011 年货币信贷平稳运行的

有利因素增多，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将进一步增

强。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将按照“总体稳健、调节

有度、结构优化”的基本要求，以优化信贷结构

为着力点，认真贯彻执行稳健货币政策。把握信

贷投放总量和节奏，加大对重点行业、区域、领

域和项目的支持，提高“三农”和中小企业的信

贷满足度，大力扶持科技创新、低碳经济、服务

业、民生等行业和领域，积极鼓励和引导优质企

业在证券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

更好地服务经济结构调整大局。预计山东省全年

贷款增速将低于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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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山东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1月17日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项目推介暨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 

3月18日  山东省政府出台《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促进新材料、新医药、新信息3个新兴产业加

快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鲁政发[2010]29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等

部门关于促进工业设计、海洋工程装备、游艇、文教体育用品、通信设备、机器人、高效照明等7个新

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鲁政办发[2010]14号）。 

6月24日  山东省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截至年末，跨境人民币业务境外区域已扩

展到六大洲、37个国家和地区，总结算量突破300亿元人民币，居新增试点省市第二位。 

7月8日  中国人民银行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寿光召开，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

行长刘士余、山东省副省长王随莲出席会议并讲话。 

7月21日-22日  山东省服务业发展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 

9月16日-18日  第四届世界太阳城大会在德州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出席大会并宣

布开幕。 

9月21日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投资基金正式运营。 

10月29日  重汽集团在香港成功发行27亿元人民币债券，这是香港市场上第一支国有红筹公司发行

的人民币企业债券，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成本最低的人民币企业债券。 

11月29日  2011年山东省“转方式、调结构”重点项目银企对接会在济南召开，会议明确了2011年

山东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重点，并筛选出230个重点投资项目，总投资额3860亿元。 

12月29日  山东第一家全国性法人保险机构泰山财险获批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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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东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2010 年山东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35992.4 36547.1 37724.1 38270.9 38792.6 39453.1 39681.5 40227.8 40875.8 41015.5 41421.8 41653.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0333.0 18322.4 18619.7 18517.2 18652.4 19091.6 19106.9 19207.4 19715.1 19360.8 19446.0 19773.3

                    企业存款 17420.7 10009.4 10506.4 10696.6 10749.4 10817.4 10866.3 11088.9 11193.3 11451.1 11770.1 11920.0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821.8 554.8 1177.0 546.8 521.6 660.6 228.3 546.4 648.0 139.6 406.3 231.9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5.2 22.1 18.2 17.7 17.5 15.2 16.1 17.9 19.4 19.3 19.9 18.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8362.4 28744.3 29112.1 29597.4 29963.0 30204.5 30625.2 30859.1 31704.3 32158.1 32478.4 32536.3

        其中：短期 12846.8 13094.5 13361.6 13525.8 13621.3 13732.0 13830.1 13962.1 14176.8 14385.7 14589.0 14713.8

                    中长期 13024.6 13374.5 13700.4 13946.6 14167.4 14446.2 14762.5 14894.4 15619.1 15804.2 15921.6 15935.3

                    票据融资 1894.3 1656.9 1425.5 1455.4 1514.2 1387.1 1400.2 1345.9 1239.6 1259.9 1244.7 1217.6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972.9 381.9 367.8 485.2 365.7 241.5 420.7 233.9 845.3 453.8 320.3 57.9

        其中：短期 409.3 296.7 267.0 164.2 95.6 110.7 98.0 132.1 214.7 209.0 203.3 124.8

                    中长期 555.1 300.9 325.9 246.2 220.8 278.8 316.3 131.9 724.7 185.1 117.4 13.7

                    票据融资 -5.6 -237.4 -231.4 30.0 58.8 -127.1 13.1 -54.4 -106.3 20.3 -15.2 -27.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7.4 26.3 21.4 20.7 20.5 16.2 15.9 15.4 18.3 19.4 19.9 18.8

        其中：短期 18.0 19.1 17.0 19.1 19.0 14.6 15.0 13.8 15.0 16.1 17.2 18.4

                    中长期 51.1 51.4 44.9 38.8 38.6 33.6 31.8 29.3 32.6 32.3 32.2 27.8

                    票据融资 -21.3 -36.3 -48.5 -48.2 -46.2 -49.2 -48.5 -44.8 -42.5 -38.3 -39.0 -35.9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530.5 548.1 574.5 588.6 601.0 628.1 651.5 666.4 706.4 715.5 741.0 754.6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1258.7 1324.4 1375.5 1374.1 1385.7 1416.2 1462.3 1480.2 1522.6 1529.3 1524.4 1533.7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3.5 7.2 9.1 11.1 11.5 18.1 20.1 22.3 31.6 34.3 36.3 42.8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22.2 26.2 26.2 25.6 25.5 25.1 28.1 30.0 30.2 30.3 30.0 28.8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35513.3 36048.7 37201.4 37761.0 38299.5 38922.0 39156.7 39715.7 40368.7 40527.0 40915.3 41105.0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7286.6 18181.6 18479.6 18383.1 18517.2 18956.8 18973.0 19074.3 19589.2 19237.0 19321.4 19648.2

                    企业存款 10040.9 9698.5 10183.2 10384.9 10452.6 10492.2 10549.7 10781.9 10902.8 11178.4 11483.7 11585.5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815.6 535.4 1152.8 559.6 538.5 622.5 234.6 559.0 653.0 158.4 388.2 189.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03.6 895.0 298.0 -96.6 134.1 439.6 16.2 101.3 514.9 -352.2 84.4 326.8

                    企业存款 238.0 -342.4 484.7 201.7 67.7 39.5 57.5 232.2 120.8 289.8 305.3 101.9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5.1 21.9 18.0 17.8 17.6 15.2 16.3 18.1 19.6 19.5 20.1 18.5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2.8 16.3 14.8 13.6 13.4 13.9 14.1 14.9 16.1 14.5 15.3 15.0

                    企业存款 46.3 36.6 27.6 29.1 27.0 18.7 18.7 17.2 17.3 17.0 18.7 18.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6918.0 27304.2 27608.9 28055.2 28492.1 28748.3 29181.7 29425.2 29830.8 30246.2 30573.6 30722.6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3241.2 3323.7 3345.1 3456.8 3555.1 3633.7 3702.8 3754.4 3836.4 3896.4 3978.8 4029.2

                    票据融资 1893.2 1656.2 1425.0 1455.1 1513.8 1386.8 1400.0 1345.6 1239.4 1259.8 1244.5 1217.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953.2 386.2 304.7 446.2 436.9 256.2 433.4 243.6 405.6 415.4 327.4 149.0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74.4 82.4 99.2 111.8 98.3 78.6 69.1 51.6 82.0 60.0 82.3 50.5

                    票据融资 -5.3 -237.0 -231.2 30.1 58.7 -127.0 13.2 -54.4 -106.2 20.4 -15.3 -27.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5.7 24.4 19.3 19.7 20.1 16.4 16.3 15.8 17.2 18.4 19.0 18.3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58.6 62.3 56.9 59.5 59.4 54.7 52.1 48.3 44.3 42.2 38.9 35.3

                    票据融资 -21.3 -36.3 -48.5 -48.2 -46.2 -49.2 -48.4 -44.7 -42.4 -38.3 -39.0 -35.9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70.2 73.0 76.6 74.7 72.2 78.2 77.5 75.2 75.7 73.0 75.9 82.9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34.6 34.2 36.5 20.0 13.7 13.9 11.2 8.8 10.0 8.9 16.8 19.6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211.6 210.9 220.2 225.9 215.4 214.4 213.1 210.5 279.6 285.8 285.3 273.9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69.8 76.7 81.3 42.8 29.5 14.0 7.3 7.2 41.4 40.2 39.2 31.3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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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2010 年山东省各类价格指数 

济南市房屋销
售价格指数

济南市房屋租
赁价格指数

济南市土地交
易价格指数

青岛市房屋销
售价格指数

青岛市房屋租
赁价格指数

青岛市土地交
易价格指数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季(年)同比 当季(年)同比 当季(年)同比 当季(年)同比 当季(年)同比 当季(年)同比

2001 - 1.8 - 1.8 - 0.9 - -0.9 1.8 1.8 1.9 4.1 7.0 2.4

2002 - -0.7 - 0.3 - -1.3 - -1.2 2.5 3.2 2.1 7.6 -5.6 1.9

2003 - 1.1 - 2.4 - 5.7 - 3.5 3.1 0.0 3.5 14.6 -0.6 1.8

2004 - 3.6 - 10.2 - 13.4 - 6.4 10.3 3.4 4.4 15.2 -1.4 1.7

2005 - 1.7 - 6.2 - 5.9 - 3.7 7.6 1.9 5.8 10.9 3.3 3.4

2006 - 1.0 - 3.0 - 4.3 - 2.3 4.3 1.2 2.1 6.9 10.1 3.2

2007 - 4.4 - 7.1 - 4.8 - 3.3 6.6 1.0 5.6 8.3 8.9 2.0

2008 - 5.3 - 19.3 - 13.1 - 8.6 7.0 0.8 2.7 5.1 6.5 2.1

2009 - 0.0 - -3.7 - -4.5 - -5.9 1.7 0.8 1.9 0.3 3.6 0.6

2010 - 2.9 - 3.0 - 9.3 - 7.2 5.4 0.1 5.1 6.3 0.9 2.4

2009 1 1.2 1.2 8.0 8.0 -1.7 -1.7 -3.8 -3.8 - - - - - -

2 -0.1 0.6 5.8 6.9 -3.5 -2.6 -4.5 -4.2 - - - - - -

3 -0.2 0.3 2.3 5.3 -4.8 -3.4 -7.0 -5.1 1.9 0.3 1.7 -0.8 3.8 2.2

4 -0.3 0.1 -1.2 3.6 -5.8 -4.0 -7.2 -5.6 - - - - - -

5 -0.2 0.1 -4.1 2.0 -6.6 -4.5 -7.8 -6.1 - - - - - -

6 -0.7 0.0 -7.2 0.3 -7.6 -5.0 -8.7 -6.5 1.0 0.4 1.2 -0.6 3.9 2.3

7 -0.8 -0.1 -8.4 -1.0 -7.5 -5.3 -9.4 -6.9 - - - - - -

8 -0.7 -0.2 -9.6 -2.1 -7.6 -5.6 -8.8 -7.1 - - - - - -

9 -0.4 -0.2 -9.3 -3.0 -7.0 -5.8 -7.7 -7.2 1.0 1.1 1.0 0.8 2.7 2.5

10 -0.3 -0.3 -7.9 -3.5 -5.4 -5.7 -6.3 -7.1 - - - - - -

11 0.5 -0.2 -6.2 -3.7 -1.1 -5.3 -1.6 -6.6 - - - - - -

12 2.0 0.0 -3.2 -3.7 4.2 -4.5 2.5 -5.9 3.1 1.2 3.6 4.1 3.4 2.4

2010 1 2.1 2.1 -0.7 -0.7 8.0 8.0 6.0 6.0 - - - - - -

2 2.9 2.5 -0.1 -0.4 8.4 8.2 6.7 6.3 - - - - - -

3 2.4 2.5 0.7 0.0 10.2 8.9 7.4 6.7 5.8 0.9 5.6 6.9 4.0 2.4

4 2.4 2.4 1.2 0.3 9.9 9.1 8.0 7.0 - - - - - -

5 2.2 2.4 1.5 0.5 10.1 9.3 8.5 7.3 - - - - - -

6 1.9 2.3 1.5 0.7 9.3 9.3 8.1 7.5 6.5 0.3 7.4 8.1 4.0 2.4

7 2.4 2.3 2.4 0.9 8.7 9.2 6.2 7.3 - - - - - -

8 3.1 2.4 3.4 1.2 8.3 9.1 5.6 7.1 - - - - - -

9 3.2 2.5 4.5 1.6 8.0 9.0 5.7 6.9 6.4 0.0 7.6 6.3 3.7 2.4

10 3.9 2.6 5.7 2.0 9.1 9.0 6.8 6.9 - - - - - -

11 4.8 2.8 8.1 2.6 11.5 9.2 8.7 7.1 - - - - - -

12 3.9 2.9 7.9 3.0 10.3 9.3 8.1 7.2 5.4 0.1 5.1 6.3 0.9 2.4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指数
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中国景气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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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0 年山东省主要经济指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 - 7672.2 - - 18645.9 - - 28261.9 - - 39416.2

    第一产业 - - 459.3 - - 1605.5 - - 2448.9 - - 3588.3

    第二产业 - - 4266.8 - - 10491.5 - - 15608.6 - - 21398.9

    第三产业 - - 2946.1 - - 6548.9 - - 10204.4 - - 14429.0

工业增加值（亿元） - - - - - - - - - - - -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976.0 2725.7 3953.5 5640.3 8548.8 10923.4 12740.1 14219.8 14942.9 16453.5 18846.8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84.2 461.7 688.6 988.1 1415.4 1722.5 2043.0 2374.7 2649.0 2903.8 3251.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2308.4 3342.1 4406.9 5545.1 6694.4 7819.4 8959.2 10205.6 11527.0 12791.3 14620.3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1328400.0 2473500.0 3959600.0 5480300.0 6986600.0 8589800.0 10247100.0 11867500.0 13640900.0 15271900.0 17042100.0 18895100.0

    进口 605700.0 1129700.0 1844900.0 2566800.0 3210800.0 3920000.0 4659900.0 5343600.0 6145100.0 6839800.0 7608100.0 8470400.0

    出口 722800.0 1343900.0 2114800.0 2913600.0 3775900.0 4669900.0 5587200.0 6523800.0 7495800.0 8432100.0 9434100.0 10424700.0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117100.0 214200.0 269900.0 346800.0 565100.0 749900.0 927300.0 1180200.0 1350700.0 1592300.0 1826000.0 1954300.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53700.0 96900.0 168800.0 242900.0 302200.0 413700.0 464300.0 517500.0 576600.0 648000.0 748400.0 916800.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71.1 -5.2 -21.2 -32.2 -50.3 -63.8 -94.8 -212.7 -325.7 -376.3 -598.7 -1395.2

    地方财政收入 228.6 391.3 655.6 892.8 1123.0 1441.4 1662.5 1833.6 2039.6 2278.6 2481.0 2749.3

    地方财政支出 157.5 396.5 676.9 925.0 1173.2 1505.2 1757.3 2046.2 2365.3 2654.9 3079.7 4144.5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度） - - 3.4 - - 3.4 - - 3.4 - - 3.4

地区生产总值 - - 15.2 - - 13.6 - - 12.9 - - 12.5

    第一产业 - - 3.6 - - 3.1 - - 3.2 - - 3.6

    第二产业 - - 17.1 - - 14.7 - - 13.8 - - 13.4

    第三产业 - - 13.8 - - 14.1 - - 13.3 - - 13.0

工业增加值 - 21.1 21.9 20.9 20.0 16.6 16.5 16.0 15.7 15.5 15.3 15.0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20.1 21.3 21.1 21.0 20.8 20.5 20.7 20.8 21.0 21.2 22.1

    房地产开发投资 - 32.3 34.0 35.0 35.0 35.9 35.3 35.6 34.2 34.2 32.8 33.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8.0 18.4 18.5 18.6 18.6 18.4 18.4 18.6 18.6 18.6 18.3

外贸进出口总额 49.1 47.1 45.8 43.5 42.9 41.5 39.4 38.9 37.2 36.5 37.0 35.9

    进口 112.5 74.3 69.5 62.1 56.1 51.9 47.6 46.0 42.8 42.8 43.9 42.2

    出口 19.3 30.1 29.9 30.3 33.4 33.9 33.2 33.7 32.9 31.9 32.0 31.1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22.8 15.2 31.2 24.1 22.0 20.3 19.0 17.2 15.6 14.3 13.7 14.5

地方财政收入 19.7 20.0 23.4 24.4 24.7 25.3 24.8 24.6 24.5 24.3 24.9 25.1

地方财政支出 -12.1 22.7 13.8 13.0 15.7 16.8 17.1 19.9 19.9 22.6 26.6 26.8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