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月20日 星期六A02 要闻

编辑：于海霞 美编：马秀霞 组版：刘淼

首破9万亿！2023年山东GDP增长6 . 0%
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记者 杨璐

工程师领域又增添了一个国家级大
奖！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年首次开展“国
家工程师奖”表彰。1月19日上午，“国家工
程师奖”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81名
个人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50个
团队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

山东共5名个人获“国家卓越工程师”，
分别是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李永胜、青
岛海关技术中心崔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潜艇学院陆铭华、国家高速列车青岛技
术创新中心梁建英、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谭旭光；1个团队获“国家卓越工程师团

队”，为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端聚
氨酯原料ADI全产业链技术攻关团队，数
量居各省（区、市）前列。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国家
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
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
技能人才”。“卓越工程师”已经被置于国家
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位置。

有人说，科学家主要负责解决“卡脑
子”问题，工程师则主要负责解决“卡脖子”
问题，形象地阐释了工程师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此次“国家工程师奖”首次表彰，选树
了一批在重大工程建设、重大装备制造、

“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发明创

造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的卓越工程师典
型，激励的是自主创新，增强工程师群体的
荣誉感、自豪感，在全社会营造出尊重技
术、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

把卓越工程师队伍建设作为全省人
才队伍建设的重点任务，山东主动布局。
2022年以来，先后印发《卓越工程师培育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卓
越工程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加快培
育壮大卓越工程师队伍，努力形成齐鲁
特色、国内一流的工程教育和培训体系，
着力打造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
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
问题的卓越工程队伍。

下一步，山东将如何进一步壮大卓越

工程人才队伍？记者了解到，在培养方面，
将深入推进省级工程硕博士联合培养改革
试点，持续开展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
壮大卓越工程师后备力量。支持山东大学
创建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推动哈尔滨工
业大学（威海）、哈尔滨工程大学在鲁机构
发挥作用，带动山东省卓越工程师培养水
平提升。研究制定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建
设方案，推动卓越工程师学院、教育实践基
地等育人载体建设。在引进方面，将卓越工
程师纳入各级各部门引才重点范围，强化
省市人才工程协同联动，加快引进卓越工
程师。深入实施“海外工程师”支持计划，聚
焦重点产业领域，支持科技型企业加大海
外工程师引进力度。

我省5人1团队入选首届“国家工程师奖”
山东主动布局建设卓越工程师队伍，剑指“齐鲁特色、国内一流”

记者 于民星

1月19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
闻发布会，介绍2023年山东经济社会运
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
果，2023年全年山东生产总值首次突破9
万亿元，达到9206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6 . 0%。其中，第一、二、三
产业增加值分别为6506亿元、35988亿
元、49575亿元，同比增长4 . 5%、6 . 5%、
5 . 8%。“全省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经济回
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在稳大盘运行中
做出了经济大省应有的贡献。”省人民政
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孙起生介绍。

据孙起生介绍，2023年，我省实现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12531 . 9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 . 1%。全年粮食播
种面积、单产、总产实现“三增”，全年粮
食总产量1131 . 1亿斤，比上年增加22 . 3
亿斤，同比增长2 . 0%，连续3年稳定在
1100亿斤以上。畜牧业生产持续向好，肉
蛋奶产量全面增长，市场供应充足。

2023年，我省加力提速工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2023突
破提升年”行动，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7 . 1%。其中，采矿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6 . 6%，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 . 8%。41个行业大类中，33个行业实现
增长，增长面为80 . 5%。装备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9 . 7%，其中通用设备制造
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
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增速较快，分
别增长14 . 4%、20 . 5%、11 . 7%。

“山东出台关于加快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坚持扩量与升级并重、传统与新
兴协同，激活现代服务业发展动力，服务业
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和拉动作用显著增强。”
据孙起生介绍，2023年1月—11月，山东规
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1%。32
个行业大类中，26个行业实现增长，增长面
为81.3%。接触型服务业复苏态势明显，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教育、居民服务和修理及
其他服务业等行业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速，
分别增长21.2%、16.1%、12.6%。

在孙起生看来，优化营商环境是培育
和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的关
键之举，山东经济回升向好得益于营商环
境不断优化。2023年，山东聚焦企业民众所
需所盼，深化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全面
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开展政府机关运
转、政企沟通交流、数字政府建设提速提效

“三大行动”，大力提升行政效能和服务水
平，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全省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葛专家解读

记者 都亚男

山东财经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陈华认为，山东GDP能
取得6%的增速着实难得，“特
别是三年疫情过后，叠加世界
经济的不确定性，山东取得这
样的成绩是非常不容易的。”

陈华说，山东这几年的
重头戏就是深化新旧动能转
换，“老旧产能转型升级，新
动能培育迭代。在优化结构、
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绿色
低碳经济方面，山东应该说

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数据显示，2023年，山东

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6141 . 8亿元，同比增长8 . 7%。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也指
出，过去一年山东通过一系
列措施提振消费，持续释放
消费需求，超大规模市场释
放出澎湃的消费活力。

“2023年淄博烧烤在全国
大火，应该说淄博是山东省
的一个亮点，山东文旅产业
的资源禀赋、环境在全国是
比较好的。在大消费、特别是

乡村振兴方面，山东有很多
文章能做。”陈华指出。

“山东经济未来可期。”
展望2024年，陈华表示，山东
的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都
有比较好的基础，农业数字
化在国内起步较早，工业上，
要着力在做大蛋糕的同时，
通过高端化提高产品附加
值，“山东下一步如何围绕创
新链、产业链完善资金链、人
才链，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
这是山东要做的文章，也是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记者 杨璐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
副院长、研究员高福一表示，
2023年主要经济指标较上年
明显改善，全省经济总体呈
现平稳恢复、回升向好的态
势，在稳大盘运行中做出了
经济大省应有的贡献，扛牢
了经济大省责任。

高福一举例说，从投资数
据看，山东高技术产业投资增
长35 .3%，“比国家高了25个百

分点”，这说明山东新兴产业
投资发展较快，科技创新引擎
作用正在显现。再比如，去年
以来，面对外需减弱、全球地
缘政治风险上升等诸多不确
定性、不稳定因素挑战，山东
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全省进出
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 .7%、
1.1%、2.7%，均好于全国平均水
平。“1 .7%，这是在前几年增速
较快的基础上取得的，非常不
易。”高福一说。

“工业经济也是持续稳进

向好。”高福一说。从数据看，
2023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7.1%，高于全国
2 .5个百分点。自下半年以来，
全省41个行业大类增长面一
直稳定在80%以上，高出全国
十多个百分点。

“总的来说，投资、外贸、产
业结构等全方位积极向好，新
动能加速成长，2024年应巩固和
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高福一说。

记者 王赟

“产业是中观的，上接
宏观经济，下连具体企业，
尤其是领军企业。现在各地
很多产业投资都扎堆新能
源等上面去了，应该关注我
们的消费产业。”1月19日，
谈到山东产业发展，清华大
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
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教授何志毅表示，“山东应
该发展消费产业，山东有这
种基础条件，市场非常大，
这个市场不仅是中国市场，
更是全球市场。”

何志毅强调，现在都流
行讲做百年老店，在他看来
更关键的是要培育出更多的
百年领军企业。他分析，从产
业分布来看，全球工业企业
集团产业的前4名，平均历史

有139年。何志毅说，山东也应
该多打造百年领军企业，“比
如青岛啤酒。”在他看来，山
东发展历史悠久、大规模、高
效益的产业领军企业是完全
可能的。“如果短时间无法成
为百年领军企业，中小民营
企业可以先把隐形冠军当成
目标。中国市场这么大，中国
的隐形冠军很可能就是世界
的隐形冠军。”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何志毅：

大力发展消费产业，山东正当其时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福一：

高技术产业加速发展，科技创新引擎显现

山东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华：

6%增速着实难得，山东经济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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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会会运运行行情情况况

农农业业

2 0 2 3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2531.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5.1%

工工业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 . 1%

服服务务业业

1—11月，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5 . 1%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141 . 8
亿元，同比增长8 . 7%

消消费费市市场场

固固定定资资产产投投资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 . 2%

货货物物进进出出口口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值3 . 3万亿元，
同比增长1 . 7%

居居民民消消费费价价格格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 . 1%

就就业业形形势势

全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24 . 5万
人，保持平稳增长

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890
元，同比名义增长6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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