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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首个交易日，Ａ股延续升势。尽管盘中受“证监会正在研究
维稳资金退出方案”报道的影响一度下跌，但在证监会及时澄清之
后，两市午盘重拾升势。

当日，上证综指以３９４８．４２点小幅低开，早盘震荡上行冲破４０００
点并上摸４０２１．３２点的全天高点。此后，受到“证监会正在研究维稳
资金退出方案”报道的影响，上证综指一度快速回落。

对此，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澄清，《财经》杂志关于证监会
正在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的报道不实。下一阶段，证监会将继续把
稳定市场、稳定人心、防范系统性风险作为工作目标，全力做好相关
工作。

《财经》杂志稍早报道称，监管机构已经开始考虑上万亿元救市
资金的退出方案问题。方案包括三种：券商出资买入的股票，按出资
比例分给各家券商；将券商出资买入的股票留在证金公司，以留作以
后融券业务的券池；将券商出资买入的股票，换成ETF基金并按比例
分配给券商。

证监会澄清之后，沪深两市重拾升势。截至收盘，上证综指和深
证成指分别上涨０．８８％和１．５２％。创业板指数表现继续强于两市大
盘，涨２．３３％，以２８４８．３０点报收。

沪深两市维持涨多跌少格局，上涨品种总数超过１７００只。不计算
ＳＴ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３００多只个股涨停。

大多数行业板块随股指收涨。农业板块出现在涨幅榜首位，且整
体涨幅高达逾５％。旅游餐饮、ＩＴ、建筑工程、贸易服务、石油燃
气板块涨幅也超过了３％。券商保险板块表现不佳，逆势跌逾１％。银
行、酿酒造酒、钢铁、家电板块也出现了不等的跌幅。

在前一交易日基础上，沪深两市继续放量，分别成交６８８３亿元和
６３１８亿元，总量超过１．３万亿元。

经过６月中旬以来的持续深幅调整之后，估值风险获得有效释放
的Ａ股在多项护市举措推动下震荡反弹。而伴随管理层加大场外配资
整顿力度，近期市场反弹节奏现放缓迹象。

从当前市场的基本面来看，尽管我国经济承压依旧，但在一系列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政策措施的推动下，主要
指标逐月企稳、回升势头好。

从杠杆方面的数据来看，截至7月16日，沪市两融余额９２０２亿
元，深市５０１２亿元，两市合计１．４２万亿元。比一周前的１．４４万亿元仅
减少０．０２万亿元。在进一步规范两融的同时，证监会对场外配资的监
管更加严格。

（综合新华社等报道）

承压见稳：经济运行主基调
山东经济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变，但稳增长压力依然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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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影响一度下跌

上半年山东GDP增长7 . 8%
增幅高于全国0 . 8个百分点，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

□记者 袁涛 王亚楠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0日讯 上半年，山

东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主
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保持在合理区
间。省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初
步核算并经国家统计局核定，上半年
全省实现生产总值（GDP）29731 . 7亿
元 ， 按 可 比 价 格 计 算 ， 同 比 增 长
7 . 8%，增幅高于全国0 . 8个百分点，较
上年同期回落1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全省把稳增长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
作，经济运行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
好的发展态势，各种积极因素不断积
累，同时也存在较大下行压力。

统计显示，上半年，全省第一产
业增加值 2 2 7 1 . 2 亿元，同比增长
3 . 9%；第二产业增加值13901 . 5亿
元，同比增长7 . 3%；第三产业增加
值13559 . 0亿元，同比增长9 . 2%。上
半 年 ， 三 次 产 业 构 成 调 整 为 7 . 6 :
46 . 8:45 . 6，服务业比重同比提高1 . 7
个百分点。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内
涵效益型投资、民间投资是亮点。上
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20164 . 9亿

元，同比增长14 . 6%。其中，第一产业
投资405 . 6亿元，同比增长24 . 5%；第
二产业投资10364 . 7亿元，同比增长
16 . 7%；第三产业投资9394 . 6亿元，
同比增长12 . 0%。内涵效益型投资增
势 良 好 。 工 业 企 业 技 术 改 造 投 资
5322 . 1亿元，同比增长15 . 9%；装备
制造业投资2882 . 7亿元，同比增长
15 . 4%；高新技术产业投资3176 . 6亿
元，同比增长1 3 . 3%。民间投资活
跃，共完成投资16548 . 1亿元，同比
增长15 . 5%；投资额占全部投资的比
重达 8 2 . 1 %，同比提高 0 . 6个百分
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一系列政
策刺激下，全省房地产业的日子有所
好转。统计显示，上半年，全省房地
产开发投资2654 . 1亿元，增长1 . 6%，
比一季度回升0 . 8个百分点。商品房销
售面积3665 . 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5 . 5%，扭转了一季度的下降局面。其

中，住宅销售面积3207 . 8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4 . 6%。

市场消费总体平稳。上半年，全
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 2 9 9 9 . 2亿
元，同比增长10 . 6%。从经营地看，
城镇市场零售额10380 . 5亿元，增长
10 . 4%；乡村市场零售额2618 . 8亿
元，同比增长1 1 . 5%。从消费形态
看，商品零售11729 . 4亿元，同比增
长10 . 4%；餐饮收入1269 . 9亿元，同
比增长12 . 7%。

对外贸易降幅收窄，形势仍不容
乐 观 。 上 半 年 ， 全 省 进 出 口 总 额
1144 . 7亿美元，同比下降16 . 9%，降
幅比一季度缩小 1 . 2个百分点。其
中，进口 4 7 7 . 9亿美元，同比下降
32 . 2%；出口666 . 8亿美元，同比下
降0 . 9%。上半年，全省新批外商投
资企业707家，同比增长9 . 4%；合同
外 资 1 0 3 . 6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12 . 1%；实际到账外资86 . 8亿美元，

同比增长6 . 2%。
全省财政金融平稳运行。上半

年，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040 . 1亿
元，同比增长9 . 1%，增速比一季度提
高 0 . 1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
2190 . 2亿元，同比增长4 . 0%，占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为72 . 0%。6月
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75957 . 5亿元，比年初增加6097 . 6亿
元，存款余额同比增长6 . 8%。金融机
构本外币贷款余额56825 . 4亿元，比年
初增加3144 . 6亿元。

上半年，全省就业形势基本稳定，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前6个月，全省新增
城镇就业72 . 7万人，完成年度计划的
72 . 7%；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6 . 3万人，
完成年度计划的71 . 9%。城镇登记失业
率为3 . 31%，比一季度降低0 . 03个百分
点。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669元，同比名义增长9 . 2%，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同比增长8 . 0%。其中，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00元，同比名义
增长7 . 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 . 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232
元，同比名义增长9 . 7%，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同比增长8 . 7%。

全省物价水平低位运行。上半
年 ， 全 省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1 . 1%，涨幅比一季度回落0 . 1个百分
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4 . 2%，购进价格同比下降4 . 3%，降幅
均与一季度持平。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

实现生产总值（GDP）29731 . 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7 . 8%，较上年同期回落1个百分点；

就业形势基本稳定，新增城镇就业72 . 7万人，完成年度计划的

72 . 7%；

物价水平低位运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 . 1%，涨幅比一

季度回落0 . 1个百分点。

□CFP供图
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额1144 . 7亿美元，同比下降16 . 9%。对外贸易降幅收窄，但形势仍不容乐观。

□ 本报记者 袁涛 王亚楠

7月20日，山东上半年经济数据正
式“出炉”。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
值同比增长7 . 8%，高于全国0 . 8个百分
点。分析认为，山东经济平稳增长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经济仍运行在合理区
间，但稳增长的压力依然较大。

增速回落，基本面没变

一季度、上半年，山东主要经济数
据变化与全国高度一致。一季度，山东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 . 8%，全国是
7%；上半年，山东是7 . 8%，全国依然
是7%。这种一致也好巧合也好，再一
次为山东经济是全国的“缩影”写下一
笔。

“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上处
于合理区间。特别是5月份以来，主要
经济指标逐步回暖，发展的活力动力在
增强、质量效益在提升。”省发改委主
任张务锋表示。

省统计局的分析也认为，上半年山
东经济延续了去年以来稳中放缓的运行
态势，但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转型升级符合预
期方向，经济仍运行在合理区间。

虽然经济指标增速同比有不同程度
回落，但上半年山东主要经济指标基本
都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地区生产
总值增速高0 . 8个百分点，投资增速高
2个多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速高0 . 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速高0 . 4个百分点等。“特别是我
省第二产业比重较高，传统产业规模较
大，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能够高于全国
0 . 8个百分点，实属不易。”省宏观经

济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高福一认
为。

“7 . 8%的增速虽然低于预期，但
也完成得还不错。”山东社科院经济研
究所所长张卫国表示，尤其是山东节能
减排任务较重，重化工产能较多，要实
现以前的那种高速增长确实很难。造成
上半年增速低于预期，主要是工业转型
升级任务繁重，新增长点、新业态还没
能“接上劲儿”。

经济增速虽有回落，但山东在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等方面依然有诸多亮点。上半年，山东
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农业连续8年实现
丰收，实施了22个重点工业行业转型升
级方案，服务业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同
比提高1 . 7个百分点。从全国来看，山
东在金融改革等方面的成效尤其值得称
道。上半年，全省上市公司、“新三
板”挂牌企业分别新增10家和98家。

“经济下行是‘成长中的烦恼’，
山东发展仍有巨大的潜力、韧性和回旋
余地。”高福一表示。

困难不小，积极因素累积

在发展新常态下，当前全省经济下
行压力在加大，同时经济平稳增长的积
极因素也在不断积累，为后期全省经济
的稳定健康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

市场需求总体不旺，工业企业生产
经营压力较大，投资到位资金低速增
长，全省经济面临的这些突出困难不容
小觑。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同
比下降16 . 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4 . 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 . 6%，均为近年来同期的新低。同
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已

分别连续41个和38个月同比下降，降幅
较上年同期明显扩大。上半年，全省亿
元以上新开工项目2244个，计划总投资
8275 . 8亿元，同比分别下降31 . 7%和
33 . 5%。威海市由于大项目拉动迟缓，
今 年 工 业 办 理 电 力 增 容 同 比 下 降
47 . 9%。

一个新情况是，全省地区分化发展
日益明显。省统计局的调研显示，受经
济发展阶段、资源要素禀赋等因素影
响，17市的工业分化发展明显。聊城、
菏泽、德州等市工业起步较晚，新上项
目多，发展后劲充裕；青岛、烟台、潍
坊等市先进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但受
基数影响，增速回落的压力逐步显现；
临沂、东营、淄博等市受节能环保约束
增强，生产增速下滑明显。

积极因素的积累正在为山东经济的
良性发展创造条件。省统计局的分析认
为，当前经济运行存在五个方面的积极
因素。一是工业、投资、消费等主要指
标呈现企稳迹象，市场预期较为稳定。
二是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有所缓解。前
5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费
用同比增长3 . 2%，其中利息支出同比
增长6 . 8%，增幅同比分别回落14 . 2和
1 . 9个百分点。三是市场活力持续增
强，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创业创新氛围
日渐浓厚。四是结构调整稳步推进，转
型升级势头良好。五是国际合作开辟新
空间。前5个月，我省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区实际投资同比增长50%，
占全省境外投资的19 . 4%。

“面对突出矛盾和问题，应当把困
难考虑得更充分一些，把应对举措谋划
得更周全一些，坚决防止经济出现惯性
下滑。”张务锋表示。

下半年经济走势

有望小幅抬升

□ 本报记者 袁涛 王亚楠

“经济转型升级不可能一蹴而就，
下半年稳增长压力依然较大。但总的来
看，下半年会小幅上扬，全年可能呈现
‘低开、平走、企稳、回升’的态
势。”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
所所长高福一这样判断今年的山东经济
走势。

省统计局的分析也同样认为，全
省经济增速回落的压力依然存在，但
阶段性底部有望形成，下半年可能会
小幅抬升，全年将呈现“平走企稳”
的态势。

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
点是当前全省经济运行的一大难点。
在采访中，相关方面认为，当前既不
能因调整转型而使经济失速，也不能
一味保增长而耽搁调整进程，应更多
采取“以调促进、以进保调”的政策取
向。

稳增长关键是要稳投资、稳消费、
稳出口，但这三方面山东都有较大压
力。高福一认为，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
长主动力的作用短期内仍难以替代。
我省投资总量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在
现在的情况下，这么大的规模要达到
较高的增速有一定难度。消费是个慢
变量，短期内不会有较大回升。进出口
总额降幅虽比一季度有所缩小，但稳
外需压力依然较大。

当前，全省经济增长动能正在加
速转换。从5、6月份的情况看，全省
工业、投资、消费、出口等主要经济
指标企稳回升，市场信心增强，新产
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大量涌现。
同时，城镇化意味着巨量的居民消费
和庞大的城镇软硬件设施建设，由此
带动的各类消费、投资需求也会成倍
增长。

政策效应也将在下半年集中释
放。今年以来，国家果断密集出台
了数十个促发展的政策文件，包括
降准降息、减税降费、降低电价、
增发债券、加快重大工程建设、中
国制造 2 0 2 5、“互联网 +”等。目
前，我省正在陆续出台落实意见和
实施方案，随着政策的不断落实，
将对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经济
活力增强、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形成
有 力 支 撑 ， 不 断 巩 固 经 济 向 好 基
础。

“下一步，建议重点抓好加快重大
项目建设、进一步激活消费、落实好财
政金融政策等工作，促进增长、物价、
就业、收入、环保多重目标协调发展，
推动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和全省
经济行稳致远。”省发改委主任张务锋
表示。

□大众报业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谢誉元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0日讯 今天，记者从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全体成员

会议上获悉，截至今天上午，我省已经录取了69125人。从录取情况
来看，一本录取率达到了18%。今年有望增加8000个本科计划。

省招考院负责人介绍，根据今年的整体招生安排，各高校在
我省共投放了4 4 5 3 8 2个招生计划。我省普通高考网上报名共计
696198人，春季高考116740人，夏季高考579458人。去掉单考单
招等因素，春季高考参加编排考场的人数 9 8 4 4 2人，夏季高考
545993人。

该负责人表示，夏季本科一批招生计划 9 9 1 2 4人，大概占
18%，比之前预计的15%有所提高。他还介绍，今年自主招生是首
次在高考之后统测，在本科一批前进行录取。目前，自主招生计
划共录取了考生1703人，其中文科260人，理科1443人；部属高校
招收农村专项计划面向62个县市区，符合条件公示的人数为2165
人，目前录取了457人。

另外，省属重点高校招收农村专项今年投放了1100个计划，面向
全省52个县市区招生。经过报名审核，符合条件的有9176人，目前已
经录取801人。

由于我省生源质量较好，各高校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又向我省
投放了部分计划，给更多的考生带来了进入本科的机会，目前增加的
计划数为3500人。

另外，今年985、211高校也对我省进行重点倾斜。截至今天，985
高校招生11563人，比去年增加了280人。211高校（包含985高校）在
我省招生25065人，比去年增829人。

分学校来看，北京大学比去年增加了14人，今年北大在我省招生
计划为43人，增加近三分之一。复旦大学增30人，上海交通大学增70
人，天津大学增近80人。

省招考院负责人介绍，根据目前的总体情况，今年我省有望增
加8000个本科计划，让更多的考生顺利进入心仪的大学。

从我省的情况看，山东大学（济南）今年在山东共公布招生计划
2060人，占全国计划的37 . 9%，但实际录取2305人，占全国计划的
37 . 2%。山东大学（威海）在山东公布计划1351人，占全国计划的
35 . 9%；实际录取1368人，占36%，共在山东增加招生名额26人。

考生档案是如何投出的，整个录取过程如何？今天上午，记
者在省招考院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经过武警把守的录检大厅，进
入了招生录取现场。录检大厅内一共有文理录检组、艺体录检组
等，每个录检组配一名录检员，负责与高校沟通。考生的档案从
投档室投到高校后，高校先行阅档，然后将录取信息和退档信息
回传给录检大厅。录检员再对学校提交的名单逐一审核，看是否
符合录取要求。

据介绍，考生录检状态一共有自由可投、已投档、院校在阅、预
录取、预退档、已录取六种。电脑上显示的三种颜色有不同的含义，
黑色表示投档正常，棕红色为专业调剂，而亮红色说明已退档。学校
界面则有正在阅答和还未下载两种状态。随着录检工作的进行，学校
界面还会有提交录检选项，学校录检后，录检员再审批完成，该校在
本批次的录检工作就结束了。

一本录取率约18%
今年我省本科计划有望增加8000个

□CFP供图
沪深股市“三连阳”，股民心情轻松不少。

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

衡点是全省经济运行的一大难

点。当前，既不能因调整转型而使

经济失速，也不能一味保增长而

耽搁调整进程，应更多采取“以调

促进、以进保调”的政策取向


	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