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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挂失。

济南恒美景润广告有限公司的
社会保险登记证不慎丢失，声明作
废。

在现代农业发展上，淄博年内
新增市级重点龙头企业15家，总数
达157家；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497

家，总数达2911家；新增市级循环农
业示范园区14家，总数达45家；新增
国家级蔬菜标准园3家，总数达13

家；新增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1

处。
年内成功创建为全省出口农产

品质量安全示范市。全市“三品一
标”品牌达64个，无公害认证农产品
33个、绿色认证农产品80个、有机认
证农产品12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
品8个，市级都市农业园区达110个，
开发面积达22万亩。

国家地理标志

农产品达8个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张曙光) 28日，记
者从2014年淄博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经市统计局初步核算，并经省统
计局审定反馈，全年淄博实现生
产总值超过4000亿元，达到4029 . 8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
增长7 .4%。

其中，一季度增长7 .1%，上半
年、前三季度均增长7 .4%。适度合
理的经济增长给转调升级、质量
提升持续深化奠定了基础。分产
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43 . 8亿
元，增长4 . 0%；第二产业增加值
2251 . 5亿元，增长8 . 4%；第三产业

增加值1634 . 5亿元，增长5 . 8%。三
次产业构成比由上年的3 . 6:57 . 1:
39 . 3调整为3 . 5：55 . 9：40 . 6，服务业
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突破
40%，比上年提高1 . 3个百分点。三
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
别为1 . 7%、71 . 5%和26 . 8%，分别拉
动GDP增长0 . 1个、5 . 3个和2 . 0个
百分点。

据市统计局副局长张成旭
介绍，全市经济在新常态下保持
平稳运行，呈现出增速平稳、结
构优化、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
在农业生产方面，全年粮食总产
量达到173 . 6万吨，比上年增加
14 . 9万吨，增长9 . 4%。工业生产保

持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各
月累计增速在“7 . 7%—9 . 3%”的区
间内小幅波动，全年增长8 .6%。项
目建设成效明显，全年累计在建
项目2952个，同比增加308个。出
口持续回暖，利用外资较快增
长，占全市出口比重最大的石化
类产品(占比约24%)自年内4月份
起扭转了2012年以来出口持续下
滑的趋势，全年增长5 .9%。主要传
统出口市场继续保持良好增长
态势。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
口8 . 4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7 . 4万人，均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城镇登记失业率2 .7%。

张成旭表示，2014年全市经

济在新常态下运行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当前国内外环境仍然错综复杂，
全市经济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
和挑战，突出表现为：投资增长
动力减弱，用电量指标仍然下
降，市场景气度偏低，工业品价
格持续低迷，部分企业生产经营
困难、效益下滑，财政持续增收
难度加大，转方式调结构任务艰
巨，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增强等。
下一阶段要立足淄博实际，着力
改革创新，着力转型升级，着力
培养新的动力，着力改善民生，
努力化解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去去年年GGDDPP增增长长77 .. 44%%，，达达44002299 .. 88亿亿
经济在新常态下运行稳中有进，服务业占比首次突破40%

连连续续44年年回回落落，，GGDDPP增增速速为为何何放放缓缓
市统计局：在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幅符合调控方向和目标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樊
伟宏 ) 去年淄博GDP增速为
7 . 4%，与全国GDP增速正好持
平，这个数字与前几年相比降
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
况？市统计局副局长张成旭对
此作出解答。

张成旭表示，与全国、全
省一样，全市经济增速已经步
入换挡期，自2011年以来，已经
连续4年增速呈现回落，今年增
幅比上年回落2 . 1个百分点，幅
度还是比较大的。增速回落原
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经济增
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
前期经济刺激政策消化期三
期叠加因素的影响。

淄博作为老的重工业城
市，基础原材料工业所占比重
高，产能过剩问题相对较为突
出，因此结构调整的阵痛会表
现更突出一些。

同时，张成旭告诉记者，
虽然全市GDP增速放缓，但按
照新常态的标准评价，7 . 4%的
增长是在经济结构调整加速、
转型升级全面深化、物价和就
业形势稳定的总体情况下取
得，是一个比较均衡和注重内
涵的增长，符合国家在新的发
展形势下对经济发展的调控
目标和方向，全市经济发展在
保持了适度增长的同时，更加
注重质量、结构和效益。

房房地地产产拖拖了了服服务务业业的的后后腿腿？？
同比仅增0 . 5%；但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成新亮点

2014年，全市服务业增速
相对来说较低。同时，房地产投
资增速回落。房地产市场调整，
是否拖了服务业发展的后腿？

对此，市统计局副局长张
成旭表示，全市服务业增速在
2014年确实有所放缓，全年服
务业增加值仅增长5 . 8%，既低
于同期GDP和工业增加值增
速，也低于全国、全省水平。对
此，首先应该说房地产业增速
放缓是造成服务业发展减缓的

重要原因之一。淄博房地产业
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9%

左右，去年全市房地产业同比
仅增长0 . 5%，增速低于同期服
务业增速5 . 3个百分点，因此影
响还是比较大的。

其次，传统服务业增幅放
缓是影响服务业增速的重要因
素。2014年，占服务业比重较大
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
业(二者合计占比达37 . 5%)增加
值分别增长5 . 6%、4 . 5%，分别低

于同期三产增速0 . 2个和1 . 3个
百分点；另外，占服务业比重较
大的交通运输、仓储业也呈现
低速增长。

张成旭还表示，在看到困难
的同时，淄博服务业发展也有不
少亮点。以金融业、信息传输、计
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为代表的
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全年分别
增长10 . 3%和11 . 6%，分别高于
GDP增幅2 .9个和4 .2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樊伟宏

淄博近10年来G D P增速

CCPPII涨涨11 .. 66%%，，低低于于全全省省平平均均水水平平
总体增长态势温和，食品价格涨幅最大

2014年，全市经济在新常态下保持平稳运行，其中，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33534元，全年居民消费价格(CPI)
比上年上涨1 . 6%，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呈现温和上涨。

2014年，淄博居民收入分配
结构更趋合理。全年城市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33534元，增长
8 . 6%；农民人均纯收入15531元，
增长11 . 5%。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连续3年超过
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
年的2 . 3:1调整为2 . 2:1，表明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在缩小。
另外，2014年全市城乡居民

收入增幅分别高于同期地方财
政收入增幅1 . 5个和4 . 4个百分
点，分别高于现价生产总值增速
2 . 6个和5 . 5个百分点，表明居民
收入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
在提高。

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连续3年超城镇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CPI)比
上年涨1 . 6%，低于全国、全省平
均水平。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
涨2 .8%，烟酒及日用品上涨0 .2%，
衣着上涨1 . 1%，家庭设备用品及
维修服务上涨0 . 6%，医疗保健和
个人用品上涨0 . 3%，交通和通信
上涨0 . 1%，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
服务上涨1 .4%，居住上涨2 .0%。

在食品价格中，粮食价格上
涨3 . 5%，鲜蛋价格上涨11 . 1%，液
体乳及乳制品价格上涨17 . 7%，
油脂价格下降2 . 4%，猪肉价格下
降4 . 9%，鲜菜价格下降13 . 1%。工
业品价格持续低迷。全年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PPI)下降1 . 8%，工
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 IP I )下降
3 .6%，已连续27个月同比双下降。

鲜蛋价格上涨，猪肉、鲜菜下降

本报记者 樊伟宏

2014年，淄博财税收入保持
增长，金融运行总体平稳，全市
财税收入增长基本实现与经济
发展同步。

全年实现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292 . 6亿元，增长7 . 1%，增幅与
上年持平；实现国地税收入452 . 4

亿元，增长5 . 3%，增幅较上年提
高4 . 7个百分点。其中，国税完成

收入256 . 5亿元，增长2 . 0%；地税
完成收入195 . 9亿元，增长10 . 0%。
全年完成财政支出342 . 5亿元，增
长5 . 7%。重点领域支出保障有
力。全年医疗卫生支出增长
12 . 9%，住房保障支出增长16 . 7%，
节能环保支出增长38 . 9%，城乡
社区事务支出增长22 . 1%，公共
安全支出增长16 .4%。

重点领域支出中节能环保占近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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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效益方面，受产业结
构、市场需求和主动转调等因素
影响，工业效益整体水平有所下
滑。

全年淄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264 . 9亿元，
增长4 . 3%；实现利税1183 . 4亿元，
下降7 . 3%；实现利润6 8 7 . 4亿元，
下降9 . 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
损面为7 . 2%，比上年扩大0 . 9个百
分点。

受多重因素影响

企业效益有所下滑

淄博固定资产投资中高速增
长，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04 . 6

亿元，比上年增长15 . 7%，增速同比
回落4 . 3个百分点。

其中，民间投资2127 . 2亿元，增
长 1 4 . 3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8 8 . 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33 . 3亿元，增长33 . 9%；第二产业投
资1413 . 0亿元，增长24 . 5%；第三产业
投资958 . 3亿元，增长4 . 3%。房地产
开发投资增速放缓，全年完成投资
236 . 2亿元，增长17 . 9%，增幅比年初
回落31 . 7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

投资增速放缓

相关链接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12 . 4%

淄博限额以上企业实现零售额
775 . 9亿元，增长9 . 3%。按经营单位
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733 . 3

亿元，增长9 . 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2 . 7亿元，增长8 . 5%。

从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看，
21个大类消费品中有20个大类零售
额同比增长。其中，生活必需品供需
稳定。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增长
7 . 3%，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7 . 7%，日用品类增长2 . 3%。升级类商
品 增 势 较 好 。其 中 汽 车 类 增 长
10 . 9%，家具类增长13 . 4%，石油及制
品类增长21 . 9%。

本报记者 樊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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