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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间间投投资资发发力力，，稳稳住住经经济济增增势势
上半年我省GDP同比增8 . 8%，高出全国1 . 3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GDP)
28080 . 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8 . 8%。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增长3 . 8%

增加值2251 . 1亿元

增长9 . 4%

增加值14088 . 2亿元

增长8 . 9%

增加值11740 . 95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17591 . 6亿元
增长17 . 2%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投资325 . 7亿元
增长2 . 3%

投资8878 . 7亿元
增长20 . 9%

投资8387 . 2亿元
增长14 . 2%

民间投资完成14333 . 4亿元，增长19 . 1%，

投资额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81 . 5%

上半年，全省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0684
元，增长10 . 5%

城镇化加快

农民增收提速

在经济增速企稳的同时，
居民就业和收入也得到了带
动。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7 4 . 5万人，完成年度计划的
74 . 5%；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9 0 . 1万人，完成年度计划的
75 . 1%。城镇登记失业率3 . 26%，
同比下降0 . 04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0684元，增长10 . 5%；
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8 . 4%。

“现在农村居民收入确实
比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快，这主
要是城镇化进程加快，给农村
居民提供的就业机会增多。”山
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院
长张志元认为，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增幅，在扣除物价因素后，
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高出了将
近3个百分点。从这一点也可以
看出，城镇化在经济发展中所
提供的动力将逐渐加大。

本报记者 张頔

10省份进入

“万亿俱乐部”

本报讯 截至7月23日，全
国东部8省、中部5省、西部7省
共计20个省市已公布上半年经
济数据。其中广东、江苏经济总
量名列前茅。

除了我省的情况，这些已
公布上半年GDP增速的省份包
括：天津(10 . 3%)、江苏(8 . 9%)、广
东 ( 7 . 5% )、北京 ( 7 . 2% )、浙江
( 7 . 2 % ) 、上 海 ( 7 . 1 % ) 、河 北
( 5 . 8 % ) ，江 西 ( 9 . 5 % ) 、湖 北
( 9 . 5 % ) 、湖 南 ( 9 . 3 % ) 、安 徽
( 9 . 3 % ) 、河 南 ( 8 . 8 % ) ，重 庆
( 1 0 . 9% )、青海 ( 1 0 . 2% )、新疆
(10%)、四川(8 . 5%)、广西(8 . 5%)、
云南(8 . 4%)、甘肃(8 . 4%)。

记者梳理发现，20个省份
中，经济总量超过1万亿元的省
份有10个。广东、江苏以经济规
模超过3万亿元(30879 . 09亿元、
30115亿元)远超其他省名列全
国前茅；山东以28080 . 3亿元排
在第三位。

浙江、河南紧随三者之后，
G D P 分 别 是 1 7 9 7 8 亿 元 、
15778 . 62亿元。河北、四川、湖
北、湖南、上海等五省也进入了

“万亿俱乐部”。 (宗禾)

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额
1379 . 9亿美元，增长11 . 8%，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 . 0个百
分点。

山东省社科院副院长
郑贵斌认为，上半年山东继
续保持高于全国平均增幅1
个多百分点，一方面是增速
的惯性使然，支持山东经济
增长的条件依然存在，而且
各方面的投资也在持续增
加。此外，在全国进出口形

势并不好的情况下，山东对
外开放度进一步提升，拉动
经济增长的力度越发明显。

省商务厅的统计数字显
示，2014年上半年，山东外贸
逆势再创新高。上半年，全省
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完成
1379 . 9亿、672 . 5亿、707 . 3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 1 . 8 % 、
9 . 8%、13 . 9%，进出口、出口、
进口增速均居全国主要沿海
省(市)首位。

外贸逆势上扬，增速居沿海省份之首

具体分析投资方向可以
发现，我省内涵效益型投资增
长较快，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
4484 . 0亿元，增长23 . 3%；高
新技术产业投资2 8 0 4 . 3亿
元，增长20 . 7%。“高新产业和
技改投资增幅较高，说明山东
经济结构在进一步改善。”张
卫国说，山东由经济大省向经
济强省跨越，需要调整产业结
构，科学规划产业发展空间布
局，“高端、高质、高效的‘三
高’产业是山东经济发展的战
略方向。”

能耗高、污染重、附加值
低、产业链短制约了山东经济

竞争力的提升。一季度，我省
发布了化解过剩产能的实施
意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
主线，要求化解钢铁、水泥、电
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炼油等
行业过剩产能，这在一定程度
上对经济增速产生了影响。

从上半年的数据可以看
出，在加强化解过剩产能的同
时，技术改造与高新产业上的
大幅投资，已经带来了工业生
产的回升。上半年，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 . 8%，
增速比一季度回升0 . 3个百
分 点 。其 中 ，重 工 业 增 长
10 . 2%，轻工业增长9 . 0%。

技术改造投资，拉动工业回升

“上半年的增速虽然只
比 一 季 度 高 出 0 . 1 个 百 分
点，但我省的经济增速已经
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出
现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
不大。”省社科院经济研究
所所长张卫国说，我省上半
年GDP增速变化情况和全
国数据有相似的地方，都是
半年增速比一季度增速高
出0 . 1个百分点，这也体现
出微刺激政策所发挥的稳
增长作用。

经济增速首先与投资相
关，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
资17591 . 6亿元，增长17 . 2%。
其中民间投资主体地位增强，
完成投资14333 . 4亿元，增长
19 . 1%，投资额占全部投资的

比重达81 . 5%。
“民营经济在山东的比重

会越来越大，对整个经济的拉
动作用日益明显，可以说山东
的‘草根’逐渐挑起了大梁。”
张卫国认为，山东在保证重
点行业投资布局的同时，也
为民间投资留出了空间。港
口、铁路、高速公路，这些领
域过去一直是国有资本主导
的，最近山东接连出台政策，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能源、交通
等垄断领域。

张卫国认为，从民间投资
的增长上，能看出这些鼓励民
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已逐步产
生了效果。而民营经济在政府
的鼓励扶持下，也将成为山东
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微刺激带来稳增长，民资逐渐挑大梁

7月23日，山东省统计局发布上半年我省经济运行数
据，上半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GDP)28080 . 3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 . 8%，相比一季度GDP增幅提高了
0 . 1个，经济增速企稳。这一增速比全国7 . 5%的增速高出
1 . 3个百分点，加大调结构促转型力度，培育经济增长新
动力，成为山东经济半年报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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