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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9 年，山东省深入贯彻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各项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保增长、

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的调控要求，积极作为、科学务实，全省经济实现“V”型反转，向好势头

不断巩固，三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节能降耗成效显著，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明显增强。全省金融业继续

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规模、效益同步提升。货币信贷运行良好，存贷款等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资本市

场融资加速，保险保障功能增强。金融市场交投活跃，资源配置效率提高。银行业改革步伐加快，金融

体系日趋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稳步推进。 

2010 年，山东省金融机构将按照“总量适度、优化结构、把握节奏、防范风险”的总体要求，继续

认真贯彻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扎实推进金融改革，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着力优化信贷结构，

不断加大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努

力促进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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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9 年，山东省金融业运行平稳，金融创新

步伐加快，市场资金配置功能进一步增强，金融

生态环境持续优化，为全省经济企稳回升和持续

向好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银行业快速健康发展，适度宽

松货币政策成效明显 
2009 年，山东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贯彻落

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深化体制改革，优

化信贷结构，提高服务水平，有力支持了全省经

济健康发展。 

1.规模、效益、质量同步提升，结构体系进

一步完善。全省银行业资产规模持续扩大，经营

效益稳步提高，资产质量不断改善，不良贷款继

续“双降”。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城市商

业银行实现跨省经营，外资银行在省内拓展，银

行体系更加健全。 

图 1  2009 年山东省金融机构人民币 

存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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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9 年山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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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商业银行 4294 90393 20161 0

二、政策性银行 128 3609 3003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324 11368 5936 1

四、城市商业银行 567 12444 3606 14

五、城市信用社 0 0 0

六、农村合作机构 5311 57232 7271 140

七、财务公司 8 384 440 7

八、邮政储蓄 2847 5568 1931 0

九、外资银行 25 658 186 0

十、农村新型机构 53 483 48 53

合             计 13557 182139 42580 215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
法人机构
（个）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图 2  2009 年山东省金融机构人民币 
注：营业网点不包括总部。 

贷款增长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3.贷款增势迅猛，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受适

度宽松货币政策和保增长投资拉动影响，2009 年

全省本外币贷款增量同比翻番，新增、多增均创

历史最高水平。全省贷款投放节奏与全国基本同

步，上半年增速较快，下半年增势趋稳。短期贷

款增量占比微降，中长期贷款增长迅速，新增占

比达六成以上。票据融资冲高回落，月度间波动

加大。由于国际市场 LIBOR 利率较低，外币贸易

融资需求增加，外币贷款同比大幅多增。 

2.存款快速增长，活期化特征明显。2009 年，

全省本外币存款增量创历史新高，同比多增超

3000 亿元。储蓄存款受房市、股市交易活跃影响

有所分流，同比少增 224.5 亿元；企业存款在经

济回暖及贷款多增的带动下，新增额达上年 3.4

倍，月度增量连续八个月创历史同期新高。活期

存款增量占比提高 33.1 个百分点。受人民币汇率

相对稳定影响，企业和个人结汇意愿、速度有所

下降，外汇存款同比小幅多增。 
信贷支持经济转型力度明显加大。新增涉农

贷款居全国首位，中小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全部贷



款 3.7 个百分点。新增企业贷款八成投向制造业、

公共服务业、租赁业和批零业。全年消费贷款增

速高于全部贷款 18.4 个百分点。在房价上涨预期

增强和刚性需求释放带动下，新增住房消费贷款

达上年 3.6 倍；受购置税减免等优惠政策刺激，

汽车消费贷款新增同比接近翻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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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9 年山东省金融机构本外币 

存、贷款增速变化 

4.现金收支规模同比扩大，近八年首次净回

笼。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总量稳步增加，增速同比

加快。下半年市场交易逐渐活跃，现金投放明显

增加。经济复苏及全运会召开增加了现金回笼总

量，全年现金收支活跃度提高。 

表 2  2009 年山东省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年累计额（亿元）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65307.6 8.5

    现金支出 65302.2 8.5

    现金净支出 -5.4 —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5.利率低位运行，市场化水平稳步提升。受

降息累积效应等叠加影响，全年人民币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同比下降 2.2 个百分点，下浮利率贷款

占比显著提高，企业利息负担下降。金融机构利

率定价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浮动利率贷款大幅

增加，Shibor 定价基准作用进一步增强。受美联

储降息及外需减弱影响，美元存贷款利率同比均

现回落态势。 

专栏 1  山东首创“钢结构资产抵押贷款” 挖掘释放中小企业抵押担保潜能 

 

2009 年初，人民银行枣庄中支推动市政府出台《枣庄市钢结构资产抵押授信管理暂行办法》，在全

国首创钢结构资产抵押贷款业务, 允许中小企业以自身或第三方合法拥有的钢结构厂房资产为抵押，向

银行机构申请授信融资。2009 年 7 月，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会同金融办、工商局、银监局对此项业务在全

省进行了推广。到年末，全省钢结构资产抵押贷款已累计发放 42 亿元，意向贷款金额 80 多亿元。 

一、主要做法 

一是突破钢结构厂房资产抵押法律瓶颈。人行枣庄中支为活化企业钢结构资产，与法院进行充分论

证，认定钢结构厂房“不是地上定着物，拆移方便，移动不会损害其价值”，属于企业生产设备，可视

为动产办理抵押登记。二是明确抵押登记部门和登记程序。枣庄中支协调工商部门规定，中小企业钢结

构厂房经资产评估后，持相关资料可到企业注册地工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工商部门出具相应的抵

押证明，企业以此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三是制定抵押贷款操作规程。《暂行办法》规定，银行受理企

业贷款申请后，对申请企业进行调查核实；资产评定后，借款人在约定时限内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钢结

构资产抵押登记手续；银行机构根据钢结构资产评估价值不超过 50%的比例进行贷款授信；贷款发生损

失的，可要求借款人提供相应的担保或依法拍卖或变卖钢结构资产。 

二、主要成效 

一是缓解了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问题。钢结构厂房抵押贷款业务对盘活中小企业现有资产，提高资

产使用价值，解决其无“资”可抵问题作用明显。据不完全统计，全省仅园区内中小企业拥有的钢结构

资产价值达 1050 亿元，按 50%的抵押率计算，可为中小企业增加信贷资金供给 500 亿元。二是增强了金

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能力。钢结构厂房抵押贷款业务突破了房产抵押、担保公司担保等传统抵押担保

方式，易操作、见效快、风险低、空间大，消除了银行放贷后顾之忧。三是促进了政银企合作共赢。钢

结构资产抵押贷款业务突破抵押登记难题，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瓶颈，防止了企业资金链断裂，促进了社

会就业和稳定，形成了“央行参谋、政府推动、银行协作、企业受益”的中小企业信贷创新良性发展格



局，优化了区域金融生态环境。 

表 3  2009 年山东省金融机构 

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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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0.9-1.0) 19.5 26.6 32.5 8.0 1.0

1.0 32.0 40.5 46.6 21.7 4.8

小计 48.5 32.9 20.9 70.3 94.2

(1.0-1.1] 11.7 17.4 15.9 10.5 1.9

(1.1-1.3] 10.5 12.5 4.8 21.9 9.1

(1.3-1.5] 7.6 2.5 0.2 12.7 21.4

(1.5-2.0] 14.7 0.5 0.0 21.5 50.1

2.0以上 4.0 0.0 0.0 3.7 11.7  

注：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为[0.9，2.3]。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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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图 4  2009 年山东省金融机构外币 

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6. 银行业改革扎实推进，农村金融体系更趋

完善。2009 年，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改革继续深化，

农业银行已初步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3 家城

市商业银行实现省外布局。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

革深入推进，资本充足率继续提高，全年新组建

3 家农商行、1 家农合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组建

加快，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覆盖全省，村镇银行、

农村资金互助社业务规模迅速扩大；农村金融产

品和服务创新试点逐步推广，全年推出创新产品

8 大类 49 种。 

（二）证券业稳步发展，资本市场融

资速度加快 
2009 年，山东省证券期货业务不断扩展，风

险能力增强，证券市场融资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

明显提升。 

1.市场主体快速健康发展。证券机构经纪和

承销业务同比分别增长 86.8%和 124.3%，净利润

同比增长 88.7%。2 家法人券商盈利能力和净资本

实力显著提高。期货经营机构代理交易量和交易

额双创新高，净利润同比增长 1.8 倍。上市公司

整体经营业绩稳步回升，5 家上市公司完成并购

重组，注入优质资产 62.4 亿元。 

2.资本市场融资取得新突破。全年 16 家企业

通过首发、增发、认股权证行权实现境内外股权

融资 234.9 亿元，青岛特锐德成为首批创业板上

市企业。11 家企业通过中小板发行审核，过会数

量创历史新高。8 家企业发行企业债 107 亿元，

规模居全国前列。 

表 4  2009 年山东省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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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99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194.2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30.3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461.8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123  

数据来源：山东证监局，省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

行。 

（三）保险业较快增长，经济补偿功

能强化 
2009 年，山东省保险业稳中求进，业务增长

较快，效益稳步提高，结构持续优化。 

1.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内部建设不断加强。

全省行业总资产首超千亿，全年新增各级保险及

中介机构过六百家。省内首家保险法人机构－泰

山财险获准成立，德国安顾保险集团成为首家在

山东设立代表处的外资保险机构。各保险公司积

极推进财务、业务省级集中管理，加大违规行为

内部处罚力度，保险业服务质量显著改善。 

2.保险业务持续增长，保障服务向纵深延伸。

保费收入居全国第 3 位，保险密度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 9.3 元。人身险保费收入仍占主导地位，但

增速较财产险低 12 个百分点；农保费收入同比增

长 23.1%，22 个县市启动了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

点。旱灾、雪灾等自然灾害以及 11.12 旅游客车

坠海等重大事故的善后工作获得圆满处理。  



表 5  2009 年山东省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0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0

           寿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5690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456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3234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793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08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585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228

    保险密度（元/人） 844

    保险深度（%） 2  

数据来源：山东保监局。 

（四）金融市场稳健运行，资源配置

效率提高 
2009 年，山东省金融市场融资总量大幅增

长，货币市场交易同比翻番，银行间外汇市场成

交量回落，黄金市场交投活跃，民间借贷量价微

降。 

1.融资总量大幅增长，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实

现突破。2009 年全省融资总量创历史新高，同比

翻番，银行贷款仍占主导地位。受股票市场波动

加剧、新上市公司数量减少等因素影响，股票融

资比重同比降低 3.1 个百分点。全年债券融资额

成倍增长，在全国率先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

占全国发行量的八成。短期融资券等三类融资工

具累计发行总量稳居全国各省首位。 

表 6  2009 年山东省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1 901.1 90.0 0.0 10.0

2002 1571.9 96.6 0.0 3.4

2003 2051.8 97.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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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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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金融办，山东

证券局。 

2.银行间市场交投活跃，成交利率明显下降。

由于市场资金宽裕及投融资需求推动，全年银行

间市场交易总量、同业信用拆借总量翻番，净融

入资金同比增长 57.2%。现券买卖大幅增长，成

交量为同期 3 倍，债券回购增长 60%，但占比下

降。机构持债规模上升，金融债和信用债增加较

多。全年拆借交易加权平均成交利率 1.1%，同比

下降 145 个基点，后 4个月略有上升。 

3.票据市场先扬后抑，利率水平触底回升。

一季度票据业务迅速放大，当季票据融资增长

55.4%。随着金融机构信贷节奏放缓及调控力度的

加大，4、5 月份票据业务增幅趋缓，三季度后持

续下降，年末票据融资余额较年内最高点下降

32.6%。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走势与票据融

资趋同。随着市场交易的变动和市场预期的变化，

票据市场利率在二季度探底后振荡上行，年末达

到最高点。 

表 7 2009 年山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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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0 3615 2674 4196 92 120

2 5996 2467 2632 2948 96 126

3 4610 2322 2069 2923 83 134

4 4245 2323 1834 2512 6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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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2009 年山东省金融机构票据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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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28 4.9966 2.101 1.5178

2 1.8108 3.9803 1.5419 1.3159

3 2.3230 4.4998 1.7588 1.6822

4 2.6716 4.5081 1.9399 2.0208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4.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回落，黄金买卖活跃。

受出口低迷等因素影响，全省银行间外汇市场成

交量同比下降 10.5%。在国家经济刺激政策的推

动下，外汇收支、银行结汇及顺差额逐季回升。

全省 11 家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场内交易成交

358.3 吨，同比下降 4.6%。受通货膨胀预期增强、

美元指数不断走低及各国央行增购黄金等因素影

响，个人黄金买卖增长迅速，2009 年省内商业银

行纸黄金成交超过 100 吨，同比增长 52%。 

5.民间借贷需求趋弱，资金价格略有下降。

受银行贷款大幅增长、企业资金供求状况改善等

因素影响，民间借贷规模、利率水平同比小幅下

降。全省 3117 个样本监测点民间借贷金额同比减

少 5.3 亿元，加权平均利率同比下降 0.4 个百分



点。 

（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金融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2009 年，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按照“政府主导、

央行参谋、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

推动建立山东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

度，由省政府常务副省长任总召集人，成员单位

涵盖 28 个省级职能部门。积极开展中小企业信用

评级一体化服务，与省中小企业办联合下发《关

于进一步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加强和改

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意见》，为 11.7 万户中小

企业建立信用档案，帮助 1.1 万户企业取得了银

行授信意向。加快农村信用工程建设，全省共建

设 54 个信用示范县、274 个信用示范乡镇，建立

农户信用档案 848 万户，评定信用农户 776 万户。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9 年，山东省认真执行中央应对金融危机

的政策措施和一揽子计划，全省经济实现“V”型

反转，企稳向好势头不断巩固。三次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节能降耗成效显著，经济内生动力明显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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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78～2009 年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 

及其增长率 

（一）投资消费共促经济回升，对外

贸易出现积极变化 
2009 年，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城

乡消费市场均衡发展，外经外贸降幅逐季收窄。

投资与消费相互促进、协同拉动格局逐步形成。 

1.投资成为保增长的主要动力。2009 年，全

省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6.5 个百分点。基

础设施和重点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能力进一步

增强，农业、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高新技术、

节能环保等八大领域投资占比达 88％，中央投资

项目开工率、资金配套率和问题整改率实现“三

个百分之百”。投资结构更趋优化，三次产业投资

比 例 由 上 年 的 3.7:53:43.3 调 整 为

3.2:51.1:45.7。民间投资逐步跟进，增速比全社

会投资快 0.6 个百分点，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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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980～2009 年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 

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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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78～2009 年山东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2.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受金融危

机冲击、经济增速下滑因素影响，城乡居民收入

增速在连续多年两位数增长后略有回落，但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仍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7

个百分点。城乡消费市场协调发展，增速差收窄

3 个百分点。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重



提升，农村住房建设和危房改造、家电汽车下乡

和以旧换新等扶持政策效果明显，农村消费热点

培育初见成效。 

3.出口结构优化推动经济良性增长。进出口

总额降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5 个百分点。出口

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比重分别比上年提高1.8个和2.5个百分点，

“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大幅下降。主要市场出口

份额上升，日美韩和欧盟市场占比较上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利用外资质量提高，引进过亿美

元项目8个, 新批世界500强投资项目33个。“走

出去”再上新台阶，大项目增多，新签千万美元

以上项目 5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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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985～2009 年山东省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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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986～2009 年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增长方式

加快转型 
2009 年，山东省将保增长与调结构有机结

合，第一产业稳定优化、第二产业调整振兴、第

三产业提升扩展，三次产业比重调整为 9.5：

56.3：34.2。 

1.农业发展基础夯实，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

山东省粮食连续 7 年增产，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

突破 6000 元。强农惠农政策全面落实，“三农”

财政投入增长 31.1%。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

强，“路水电气医学房”等农村民生显著改善。城

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稳步推进，集体林权改革

试点基本完成，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全面

推开。 

2.工业速度和质效同步提升，结构调整持续

深入。受政策利好和市场回升因素影响，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生产经历了触底、回升、企稳的发展

过程，全年增加值增幅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3.8 个

百分点。全省工业经济效益由年初的下降转为增

长，综合效益指数同比提高 26.4 个百分点。装备

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先增长，科技成果转化

和自主创新平台建设加速，落后产能淘汰和重点

行业兼并重组力度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加

快。首批认定 20 个省级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中小

企业发展模式和政策环境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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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1999～2009 年山东省工业增加值 

及其增长率 

3.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产业升级步伐加快。

2009 年，山东省以举办“十一运”为契机，加大

服务业资金投入和资源整合力度，服务业对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提高 9.1 个百分点。依托“好

客山东”品牌效应，旅游业整体实力明显提升。

现代物流、金融、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提速。服务外包增长 1.3 倍，以济南、青岛为中

心的服务外包省会城市聚集区和沿海城市聚集带

初具雏形。 



（三）物价走势基本平稳，价格下降

压力缓解 
受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和负翘尾因素影响，

2009 年山东省居民消费价格低位运行。各月同比

价格变动呈“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2 月份

起连续 6 个月下跌，11 月份在粮菜价格大幅上涨

推动下由负转正。2009 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

与上年持平，八大类消费品五升三降，其中食品

类价格稳中趋涨，继续主导总体价格走势。 

受国内外经济企稳回升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上涨因素影响，全省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

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月环比连续 9 个月保持上涨，

同比价格先抑后扬，全年生产类价格涨幅呈现“V”

型变动走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在连续两年大幅

增长后逐月回落，同比下降 3.7 个百分点。 

在政府工资指导政策以及改善民生相关举措

的推动下，城镇新增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连续

6 年“双过百万”，全省职工平均工资增长 12.4%，

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幅 0.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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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01～2009 年山东省居民消费价格和 

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四）财政收入日趋好转，保障调节

作用凸显 
2009 年，随着经济加快回升和企业效益持续

向好，财政收入增势逐步转好。政策性减税因素

导致税收占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财政重点支出

保障有力，医疗、环保、三农等民生领域投入强

化，汽车、家电消费补贴措施拉动内需、带动生

产作用显著。项目建设和民生投入加大了财政收

支平衡压力，收支差额增长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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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1978～2009 年山东省财政收支状况 

（五）节能减排力度加大，环境质量

不断改善 
2009 年，山东省小火电、水泥等落后产能淘

汰速度加快，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5.5%、

SO2和 COD 排放量消减 4%以上。加快发展节约型

产业，出台了加快新能源、节能环保和太阳能光

热产业发展的意见，省内首个“碳经营交易所”

挂牌成立。扎实推进循环经济试点省和生态省建

设，积极推动企业实行清洁生产。结合全运会空

气质量保障工作，全省城市空气质量连续保持良

好，淮河、海河流域环境综合治理考核名列第一，

区域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六）房地产市场逐步回暖，汽车行

业快速复苏 
1.房地产市场稳中有升，房地产金融发展加

快 

2009 年，山东省房地产市场供需逐步趋旺，

发展呈先抑后扬的态势，房地产贷款尤其是个人

住房消费贷款增速加快，对自住型和改善型住房

消费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大。 

（1）房地产投资增速提高。2009 年，山东

省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上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3 个百分点。开发资金来源充裕，增速较上年加

快 9 个百分点。其中，贷款占全部到位资金的比

重提高 0.5 个百分点，对房地产投资贡献度加大。 

（2）房地产市场供需趋旺。全年购置土地面

积增幅同比上升 11 个百分点，商品房新开工面

积、竣工面积增速加快，其中 90 平方米以下住宅

竣工面积增幅高于高档公寓 47 个百分点。商品房

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增幅同比分别上涨 44.2 和

26.9 个百分点，房屋空置面积快速减少，同比下

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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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02～2009 年山东省商品房施工和 

销售变动趋势 

（3）房地产价格增速呈“V”型走势。随着旧

城改造及山东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房地产市

场刚性需求增加，济南、青岛等中心城市土地溢

价成交。商品房销售价格二季度探底后迅速拉升，

全年增幅与上年基本持平。房屋租赁价格同比下

降 26.3%，租售比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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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02～2009 年山东省主要城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4）房地产信贷投放加快。2009 年，山东

省房地产贷款增速提高 22.1 个百分点，其中个人

住房贷款增速远高于开发贷款。房地产贷款投放

集中于 1 月和各季末月，占全年增量的 49.5%；

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增量占全部增量的 78%。个人

住房贷款优惠利率政策得到有效贯彻，年末执行

0.7 倍至 0.85 倍利率的贷款额占 77%，平均抵贷

比较上年下降 2.8 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普通住

房消费。 

2.汽车行业迅速扭转低迷格局，整合升级取

得实质进展 

2009 年，在国家一系列振兴汽车业政策作用

下，山东省汽车行业快速复苏且呈现加快发展势

头。全年汽车产销首次双过百万辆，产销增速分

别高于全国同行业 15.2 和 15.9 个百分点。商用

车产销量分别占全国的 23.7％和 24.3％，成为国

内重要的商用车生产基地，重汽集团进入全球重

卡产销前三位。受国际汽车市场需求低迷影响，

整车和零部件全年出口降幅明显，但下半年以来

趋于好转，降幅逐渐收窄，行业效益快速回升。

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优化升级步伐加快，山东重

工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成立，年营业收入将达千亿

元。吉利、青年轿车开始批量生产，乘用车份额

偏小的市场结构趋于改善。 

2009 年，全省金融机构配合汽车行业调整振

兴，围绕促进产业整合、提升产品技术水平、培

育汽车消费市场等，不断加大信贷投入力度，强

化风险防控，贷款质量保持较好水平。全省汽车

制造业新增中长期贷款 21.7 亿元，增速是全部中

长期贷款的2.5倍；汽车消费贷款增幅达40.6％，

高于个人消费贷款 7.5 个百分点。汽车行业和个

人汽车消费贷款不良率分别低于全部贷款和个人

消费贷款 3.3 和 2.9 个百分点。 

（七）“蓝黄战略”
1
统筹布局，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 

山东省把区域资源、基础优势与产业发展紧

密结合起来，大力实施重点区域带动战略。黄河

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已获国务院批复，是山东

省首个纳入国家战略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基础

设施和重点项目建设已全面展开；半岛蓝色经济

区进入全面规划建设阶段，力争纳入国家发展战

略和“十二五”规划；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

鲁南临港产业带规划建设起步良好。围绕全省区

域发展战略，金融强力驱动。2009 年，“黄三角”

地区贷款增幅同比提高 11.9 个百分点，支持“海

洋经济”发展的新增贷款同比增长 30.8%。

                                                        
1指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

经济区建设。 



专栏 2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启动 海洋经济引领发展新格局

 

山东半岛是我国最大的半岛，海岸线长，区位优势明显，资源优势突出，海域面积广大，海洋科技

力量雄厚。胡锦涛总书记 2009 年两次视察山东时指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培育海洋优势产业，使

海洋经济真正成为山东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2009 年 6 月，山东省委、省政府

出台了《关于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指导意见》。蓝色经济区建设以沿海七市为前沿，以全省资源

要素为依托，以海带陆，以陆促海，建成我国海洋科技教育中心、海洋优势产业聚集区、海滨国际旅游

目的地、宜居城市群和海洋生态示范区。区内将着力形成“一区三带”的发展新格局：“一区”即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三带”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产业带、胶东半岛沿海高端产业带和鲁南临港产业带。

蓝色经济区总体规划定位是连接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沟通黄河流域广大腹地、面向东北亚全方位参与

国际竞争的重要增长极，为山东省区域经济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参与合作与竞争拓展新的空间。 

加快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是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选择，也为山东金

融发展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研究规划了支持蓝色经济区的金融“图谱”， 初步拟

定了完善物权抵押创新方式、创新投融资方式、构建环保金融补偿机制等金融扶持政策初步框架。驻鲁

各金融机构主动营销、积极介入，紧密配合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规划，多渠道增加信贷投放，助推全省

区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2009 年，全省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增贷款同比增长 30.8%。2010 年，

金融机构将以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生物技术产业等重点行业为切入点，强化对港口、交通运输等

基础设施的信贷投入，培育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较强竞争力的海洋优势产业集群，积极促进海洋经济可

持续发展。 

三、预测与展望 

2010 年是山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年。从国际看，世界

经济正在缓慢复苏，外部环境有望持续好转；但

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依

然较多。从国内看，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

将进一步巩固；但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仍很突出，

经济结构优化任务仍较艰巨。从省内看，全省确

定的社会民生、农林水利、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八

大重点领域的投资，将增强经济发展后劲；黄三

角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

划及一系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

的出台，将打造新兴经济增长极；但民间投资跟

进不快，可能影响投资的持续性。政府改善收入

分配制度、汽车家电下乡等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

策继续推进，新的消费热点正在形成；但城乡居

民收入增长趋缓，制约消费的长期因素持续存在，

短期内快速扩大消费的难度较大。预计 2010 年山

东省将继续保持“基础稳固、特色突出、结构改

善、方式转变”的良好发展态势，投资、消费将

保持平稳增长势头，进出口将好于上年，全省地

区生产总值增速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3 个百分

点。 

从物价走势看，总需求持续回升、市场信心

逐步增强将导致价格走势趋升，资产价格上涨与

通胀预期相互强化将加剧物价上行压力。另一方

面，由于粮食连年丰产，农产品供应充足，食品

类价格大幅上涨可能性较小；资源品价格改革有

序推进，对物价变动的影响可控；国际大宗商品

价格难以持续大幅上涨，输入型通胀压力不大。

总体判断，价格波动的潜在风险有所加大，全年

CPI 水平可能高于上年，但仍将保持低位运行。 

从金融形势看，2010 年山东省金融系统资金

供应充足、实体经济信贷需求旺盛，信贷实现适

度增长的有利因素仍然较多。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将引导全省金融机构按照“总量适度、优化结构、

把握节奏、防范风险”的总体要求，认真把握好

信贷投放的总量和节奏，注重满足经济发展的合

理资金需求，积极优化信贷投向，加大对“黄、

蓝、绿”（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

蓝色经济区、低碳经济）和民生领域、经济发展

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在切实防范风险的前

提下，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预计山东省新增

贷款全国占比不低于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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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山东省 2009 年经济金融大事记 
3 月 20 日 制定实施《山东省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试点方案》，截至年末，试点地区已覆盖全

省，共创新推出 49 个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4 月和 9 月 胡锦涛总书记两次到山东视察，提出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山东省制定出台《打

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总体规划和 24 个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全面展开 

4 月 27 日、28 日和 5月 7日 山东省分三次公布了十个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包括 10 大重点产业

调整振兴规划、40 个特色产业调整振兴指导意见、13 个新兴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山东是首个出齐十大

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省份。 

6 月  山东省首家法人保险公司—泰山财险公司获准成立。 

7 月 山东省省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设立，总规模 10 亿元，主要投资于山东省行政区域内重点高新

技术领域的未上市中小企业。 

9 月 3 日 山东省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进一步健全了担保体系，完善担保功能。 

10 月  成功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运动会。 

11 月  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这是山东省第一个进入国家

层面的发展战略。 

11 月 20 日 召开山东省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推进会，明确 2010 年全省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重点，

筛选了 230 个投资项目，总投资金额达 3583 亿元。 

11 月 23 日 山东省在全国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诸城市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和“寿光市‘三农’

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发行额共 10 亿元，两只产品占全国三只产品融资额的 80%，为中小企业增加一条

新的融资渠道。 

 

 

 

 

 

 

 

 

 

 

 

 

 

 

 

 

 



 

（二）山东省 2009 年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山东省 2009 年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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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51.7 29941.3 31909.1 32504 33023.2 34262.2 34169.1 34110.4 34238.3 34377.8 34541.2 35170.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5453.1 15764.1 16236.6 16315.4 16463.2 16787.6 16765.2 16739.8 17016.8 16940.8 16888.5 17223.7

                    企业存款 7052.96 7303.03 8187.42 8284.74 8478.67 9118.3 9172.7 9475.3 9582.28 9826.46 9934.08 10313.2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459.3 1189.6 1967.8 594.9 519.2 1239.0 -93.1 -58.7 128.0 139.5 163.4 629.5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6.4 28.3 33.2 33.3 32.7 34.7 33.2 30.9 30.4 30.1 29.7 28.9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2261.1 22765 23976 24526.4 24863.4 25983.5 26443.2 26741.7 26798.8 26934 27088.8 27385.9

        其中：短期 10888.6 10996.4 11421.2 11354.6 11448.5 11977.4 12028 12268.7 12325.6 12394.5 12444.1 12556.3

                    中长期 8621.11 8831.77 9455.44 10045.7 10225 10812.9 11198.8 11523.4 11780.9 11945 12046 12350.7

                    票据融资 2407.12 2601.08 2766.97 2811.51 2815.93 2728.87 2717.14 2438.69 2155.77 2043.51 2041.76 1900.0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338.6 503.9 1211.0 550.4 337.0 1120.1 459.7 298.5 57.1 135.3 154.8 297.2

        其中：短期 280.8 107.7 424.8 -68.5 93.9 528.9 50.6 240.7 57.0 68.8 49.6 112.27

                    中长期 437.5 210.7 623.7 592.2 179.3 588.0 385.8 324.7 257.5 164.1 101.0 304.74

                    票据融资 629.4 194.0 165.9 44.6 4.4 -87.1 -11.7 -278.5 -282.9 -112.3 -1.8 -141.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7.7 18.0 24.0 24.6 24.8 29.4 30.2 30.5 29.6 29.2 32.2 30.9

        其中：短期 7.1 7.8 11.1 9.5 10.2 14.2 13.9 15.5 15.2 14.6 19.6 18.68

                    中长期 20.7 16.9 23.8 29.7 30.0 35.9 39.8 42.9 44.4 45.9 48.2 50.36

                    票据融资 83.0 108.9 141.8 123.8 111.3 112.8 99.1 71.9 49.8 39.7 27.1 6.7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512.6 503.7 526.4 529.6 539.2 531.9 542.3 544.8 536.6 532.6 543.6 528.3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1029.7 1049.2 1090.1 1094.4 1104.6 1131.7 1141.8 1138.3 1169.4 1173.7 1172.7 1190.58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17.2 15.2 20.3 21.1 23.3 21.6 24.0 24.5 22.7 21.8 24.3 20.7749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7.1 9.1 13.4 13.8 14.9 17.7 18.7 18.4 21.6 22.1 22.0 23.8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28395.2 29569.1 31525.5 32079.2 32589.1 33793 33693 33638.4 33768.3 33920.1 34098 34697.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5326.6 15635.1 16101.2 16177.1 16325.9 16645.3 16623.4 16597.6 16877.9 16800.5 16752.3 17082.8

                    企业存款 6861.86 7098.69 7981.5 8043.17 8233.07 8840.84 8889.99 9196.55 9294.07 9555.29 9671.8 10020.9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468.1 1173.9 1956.4 553.7 509.9 1203.9 -100.0 -54.6 129.9 151.8 177.9 599.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945.0 308.5 466.1 75.9 148.8 319.4 -21.9 -25.8 280.3 -77.4 -48.1 330.4

                    企业存款 1.4 236.8 882.8 61.7 189.9 607.8 49.2 306.6 97.5 261.2 116.5 349.14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6.7 28.2 33.1 33.3 32.7 34.5 33.1 30.8 30.3 30.1 29.6 28.84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32.0 28.5 29.6 29.7 29.0 29.3 26.8 24.9 24.2 21.9 19.6 18.8

                    企业存款 17.0 20.0 31.4 29.6 29.4 36.8 39.0 40.4 42.1 47.2 49.0 4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1408.9 21948.7 23145.8 23446.9 23726.8 24698.4 25086.8 25400.6 25448.7 25542.8 25689.1 25961.3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043.56 2047.42 2132.32 2167.63 2229.79 2348.47 2433.76 2532.08 2657.85 2739.82 2865.42 2977.44

                    票据融资 2406.01 2600.05 2765.7 2809.94 2814.43 2727.97 2714.94 2435.33 2152.22 2040.52 2039.66 1898.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360.4 539.8 1197.1 301.1 280.0 971.5 388.5 313.8 48.1 94.1 146.3 272.2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9.9 3.9 84.9 35.3 62.2 118.7 85.3 98.3 125.8 82.0 125.6 112.02

                    票据融资 629.2 194.0 165.7 44.2 4.5 -86.5 -13.0 -279.6 -283.1 -111.7 -0.9 -141.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8.1 20.3 26.5 26.0 26.0 29.9 30.3 30.5 29.3 28.5 31.2 29.46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6.1 16.0 18.1 19.0 20.1 23.8 27.0 30.4 34.7 38.4 44.0 47.7

                    票据融资 83.2 109.1 141.9 123.8 111.3 112.9 99.0 71.8 49.6 39.6 27.1 6.7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52.1 54.4 56.1 62.2 63.5 68.7 69.7 69.1 68.8 67.0 64.9 69.3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15.3 37.8 42.7 41.2 36.0 46.3 39.9 36.8 36.1 32.5 34.3 29.6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124.6 119.4 121.5 158.2 166.4 188.1 198.5 196.3 197.7 203.8 205.0 208.6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14.7 -18.4 -18.2 3.1 6.0 20.6 28.3 30.8 36.6 41.8 53.6 63.2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7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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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1 6.3 6.3 12.4 12.4 11.9 11.9 7.7 7.7 - - - - - -

2 7.1 6.7 14.0 13.2 12.5 12.2 8.9 8.3 - - - - - -

3 7.3 6.9 16.6 14.4 13.7 12.7 9.5 8.7 7.4 0.3 2.8 6.6 6.0 1.9

4 7.5 7.0 19.5 15.7 14.5 13.1 9.8 9.0 - - - - - -

5 6.7 7.0 20.9 116.7 15.5 13.6 10.2 9.2 - - - - - -

6 6.2 6.8 23.9 17.9 16.8 14.1 11.3 9.6 8.3 0.8 2.8 6.3 5.9 1.9

7 5.6 6.7 25.0 19.0 18.3 14.7 11.9 9.9 - - - - - -

8 4.5 6.4 25.2 19.8 17.2 15.0 12.1 10.2 - - - - - -

9 4.6 6.2 24.4 20.3 15.9 15.1 11.8 10.4 8.2 1.1 2.6 5.1 6.5 2.1

10 3.9 6.0 22.1 20.5 12.7 14.9 9.1 10.2 - - - - - -

11 2.5 5.6 16.4 20.1 7.0 14.2 3.1 9.6 - - - - - -

12 1.6 5.3 11.1 19.3 1.5 13.1 -1.9 8.6 5.0 1.2 2.6 2.4 7.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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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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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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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469.3 - - 15688.5 - - 23959.7 - - 33805.3

    第一产业 - - 391.4 - - 1393.5 - - 2182.8 - - 3226.6

    第二产业 - - 3548.2 - - 8956.8 - - 13557.3 - - 19035.0

    第三产业 - - 2529.7 - - 5338.3 - - 8219.6 - - 11543.7

工业增加值（亿元） - 2268.3 3755.6 5319.9 6956.0 8803.5 10497.0 12188.4 13928.0 15569.3 17220.8 18847.8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812.8 2246.4 3264.3 5736.4 7079.2 9065.9 10557.4 11771.4 12354.6 13575.6 15439.1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39.2 344.6 509.9 731.8 1041.9 1273.3 1507.0 1769.0 1974.4 2186.3 2428.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2029.9 2921.6 3840.3 4830.3 5827.2 6815.4 7808.4 8885.1 10032.7 11134.3 12363.0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890900 1681000 2715900 3819900 4887500 6069100 7351500 8542000 9944900 11186000 12436500 13860400

    进口 285000 648100 1088400 1583400 2056800 2580800 3157900 3660900 4303000 4791400 5288700 5903900

    出口 605900 1032900 1627500 2236500 2830700 3488300 4193600 4881100 5641900 6394600 7147800 7956500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320900 384800 539100 653100 773900 907500 1035700 1220200 1338900 1603200 1859100 205260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43800 84100 128700 195700 247700 343800 390300 441600 498700 567000 658100 80100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11.8 2.9 -63.7 -100.5 -114.0 -137.6 -168.0 -234.2 -334.2 -332.5 -445.6 -1068.2

    地方财政收入 191.04 326.2 531.3 717.9 900.4 1150.86 1332.47 1471.91 1638.07 1833.5 1986.8 2198.5

    地方财政支出 179.3 323.3 594.9 818.3 1014.4 1288.4 1500.4 1706.1 1972.3 2166.0 2432.4 3266.8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3.45 - - 3.41 - - 3.38 - - 3.4

地区生产总值 - - 7 - - 9.9 - - 10.5 - - 11.9

    第一产业 - - 3.5 - - 3.6 - - 4 - - 4.2

    第二产业 - - 7 - - 11.9 - - 12.1 - - 13.7

    第三产业 - - 7.4 - - 7.9 - - 9 - - 10.7

工业增加值 - 5.8 6.5 9.5 10.8 12 12.3 12.6 12.9 13.5 14.4 14.9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17.5 18.5 20.4 22.1 22.5 22.6 22.7 22.7 22.9 23 23.2

    房地产开发投资 - 9.9 12.6 12.2 20 23.3 23.2 22.5 26.4 28.1 29.4 19.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9 17.6 17.7 17.8 17.9 18 18.1 18.2 18.6 18.9 19.1

外贸进出口总额 -25.3 -22.8 -20.2 -20.2 -19.7 -18.4 -18.2 -18.5 -17.6 -16.8 -15.4 -12.4

    进口 -44.7 -30.2 -25.2 -23.7 -22.1 -19.2 -17.4 -17.3 -15.9 -15 -13.2 -9.1

    出口 -10.4 -17.2 -16.4 -17.5 -17.9 -17.7 -18.7 -19.3 -18.8 -18 -17 -14.6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21.4 -16.9 -23.2 -20 -19.2 -14.7 -15.1 -14.1 -15.7 -10.1 -9.1 -2.3

地方财政收入 4.9 6.3 5.1 4.7 5.9 7.8 7.4 7.9 8.8 9.1 9.8 12.3

地方财政支出 24.9 25.2 23.7 24 19.7 18.3 15.6 15.2 16.7 15.9 17.9 20.8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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