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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解读]

根据党中央、国
务院和中共山东省委
的部署要求，今年我
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以提高经
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
中心，着力在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转方式
调结构、创新驱动发
展、加强社会治理创
新、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方面下工夫。

2015年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
标是：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8 . 5%左右。

这是综合考虑各
方面因素，结合山东
实际提出的，需要经
过艰苦努力才能完
成。

今年山东的GDP增长目
标为8 . 5%左右，这是我省继去
年之后再次主动调低经济增
速。

从2003年到2011年 ,我省
的GDP增速都定在10%，2012
年 首 次 将 增 速 目 标 调 低 至
9 . 5%。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GDP增速又调低至9%，今
年再次下调至8 . 5%。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社
会研究所所长刘冰分析，我国
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向中
高速增长转变，山东也不例外。

“ 连 续 两 年 调 低G D P 增 速 目
标，是在大背景下，山东经济发
展主动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
态的表现。”

“主动调低GDP增速，也
是给经济结构调整留出空间。”
刘冰认为 ,“山东经济发展到一
定阶段之后，增速逐步放缓是
必然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
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人口的
协调发展。”

“新常态的一大标志就是，
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进入到中
速、中高速增长的阶段。”山东

社科院研究员、山东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郑贵斌认为，“山东要
做的是把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结
构调整好理顺好，着眼未来十
年二十年，为长远发展打下良
好的基础。”

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
这些目标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才
能完成。郑贵斌分析，8 . 5%左
右 的G D P 增 速 仍 留 有 余 地 。

“这意味着，增长体现在数字上
会越来越弱化，目前我们已经
过了拼数量、拼基数的年代。”

本报记者 高扩

从9%到8 . 5%，山东连续两年调低GDP增长目标

放放缓缓增增速速，，为为经经济济提提质质留留空空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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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敲开核桃”
的方式，对服务业进
行解剖分析，支持行
业协会和重点企业制
定转型升级实施方
案。重视发展教育、医
疗 、健 康 、养 老 、体
育 、休 闲 和 社 区 家
政，积极发展金融保
险、研发设计、文化
创意、现代物流、信
息技术、法律咨询、会
计审计、知识产权评
估等服务业。

按照“敲开核桃”和“一行业
一对策”的要求，山东在市场导
向下，助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
级。2014年，省政府召开专题会
议逐个研究，目前已经出台纺
织、造纸、轮胎、医药、冶金等22
个行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

山东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
所所长刘德军分析，转型升级

“敲开核桃”的方式今年仍会在

服务业上延续。“在产业转型、结
构调整中，我们需要转变观念。
政府应该发挥的是杠杆的作用，
真正的转型、成功的转型其实都
是由市场来完成的。”

刘德军注意到，去年山东制
定的转型升级实施方案全部由
行业协会来完成。“这并不是政
府不担责，而是要将政府和市场
分开，政府不要过多干预微观经

济；当一个行业一个产业无钱可
赚时，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这比
政府直接插手有效得多。”

刘德军认为，结构调整应该
有新思路，就是要培育新产业，
利用新的业态形式打破产业之
间的界限，用新的生产方式、销
售方式使各不同的产业融合起
来。这样的结构调整才是长效
的。 本报记者 高扩

支持行业协会和重点企业制定转型方案

让让““无无钱钱可可赚赚””倒倒逼逼企企业业升升级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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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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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16 . 2

45429 . 2

50013 . 2

54684 . 3

59426 . 6
亿
元

年

近五年GDP变化

2014完成与2015预期对比

GDP
2014年 2015年

59426 . 6亿元

增长8 . 7%
增长8 . 5%左右

公共预算收入
5026 . 7亿元

增长10 . 2% 增长9 . 5%左右

2014年产业增加值
占GDP比重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8 . 1%
下降0 . 2个百分点

48 . 4%
下降1 . 3个百分点 43 . 5%

提高1 . 5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 . 8% 增长15%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增长12 . 6% 增长12 . 5%

进出口总额 增长6%增长4%

CPI增长1 . 9% 增长3%

百姓心声

对于山东连续两年调低
GDP增速目标，怎么看？来自实
业界人士有自己独特的视角。

以房地产业为例，房地产
业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已经过
去，而房地产业背后的56个相
关行业也同时面临转型。省政
协委员、百替集团董事局主席
李孝平说，“这个影响可能比想
象的更大一些，这个时候行业
转型就尤为迫切。”

在实业领域摸爬滚打多
年，李孝平说，新常态下放缓增
速，企业当然是要赚钱的，但同
时也面临转型。“转型不是一蹴
而就的，是有阵痛的。”李孝平
说，“转型的头几年，只要不赔
钱就是成功，何谈高速增长？”

一个个的微观企业如此，
反映到县、市、省也是如此，这
样一来，全省的GDP增速调低
就势在必行，也是为微观企业
转型提供时间和空间。“如果一
味追求高增长，无异于竭泽而
渔，经济发展就会失去动力源
泉。” 本报记者 高扩

企业转型头几年

不赔钱就是成功

百姓心声

“棉价国内外市场价格倒
挂、消费信心缺失,今年周围的
很多纺纱企业都处于半停产状
态。”在山东金号织业有限公司
副总裁王强看来，纺织企业的
寒冬早已来临。

纺织业一直是山东的传统
优势行业，同时也迫切地面临
转型升级的问题。金号的做法
是，专注品质和新技术、新工
艺，专攻中高端市场。

对金号来说，转型升级还
来自于销售方式上的创新。金
号织业目前已经在天猫、京东、
亚马逊等知名电商平台开设直
营网店。“双十一”网络购物节，
金号织业电商销售额再攀新
高，达到破纪录的1545万元，增
幅达到14%，而全年的电商销
售额也突破亿元大关。

本报记者 高扩

纺织业遇寒冬
转战电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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