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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全面看待前三季度经济发展
专家认为我省新动能加快集聚，经济内在活力将进一步激发

□ 本报记者 代玲玲 周艳

国家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公布后，
作为沿海经济大省，山东经济社会运行情
况备受瞩目。在10月31日省政府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新闻
发言人魏华祥宣布：前三季度山东GDP
近6万亿，同比增长6 . 5%。

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
势面临众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我省也面
临“变”的压力和“忧”的困扰，如何看
待当前我省经济形势？前三季度山东经济
成绩单含金量如何？又有哪些亮点？四季
度经济走势如何发展？多位专家就焦点问
题一一回应解答。

增速：

虽小幅回落

但稳中向好趋势未变

初步核算并经国家统计局核定，前三
季度山东生产总值59607 . 5亿元，按可比
价计算，同比增长6 . 5%。分季度看，今
年前三个季度山东GDP的增长率分别是
6 . 7%、6 . 6%和6 . 5%。三季度的增速为什
么小幅回落？

“在外部不确定因素以及我省经济自
身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的共同制约、影响
下，山东经济运行面临一定的下行压
力。”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
关兆泉分析认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
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明显变化，深层
次矛盾更加凸显，新老矛盾交织，对下步
走势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对于稳中有变，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区
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莉解读，变化主要
来自于三个方面：

外部环境在变。目前外部环境发生了
明显变化，国际挑战变数明显增多，单边
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比较盛行，国际贸易
出现了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
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这是目前经济运行中
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国内发展在变。目前结构调整、转型
升级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仍然是主要矛盾，可以说转
型升级仍然处于爬坡过坎的攻坚期。

山东进程在变。山东的经济结构与全
国相似度高，正处于结构调整期和空档
期，新旧动能尚未形成有效接续。这是新
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阵痛”，
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周期性。

“尽管全省经济有所放缓，但可以
说，当前山东经济运行稳的格局没有变，
平稳且向好，保持在合理区间。”对内外
部矛盾交织叠加的不利影响，山东社会科

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广杰分析认
为，从宏观经济指标来看，当前全省经济
运行的基本面依然向好，保持了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结构趋优的态势。

“从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和收入等
指标看，经济发展在保持6 . 5%的增速同
时，实现了结构优化、动力改善、质效提
升；就业形势稳定；物价涨势平稳，居民
消费价格上涨2 . 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7 . 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7 . 9%，与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同
步。”李广杰表示，综合上述指标，可以
判断当前经济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

动力：

支撑我省经济发展的

新动能加快集聚

观察经济运行情况，不仅要看总量和
速度，还要看经济结构和质量效益，关注
经济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福祉，体会到
“进”的力量、“优”的态势，这些方面
的数据成为前三季度山东经济发展的亮
点。（见图示）

“这说明‘四新’经济成长持续提
速，新动能快速崛起，高质量发展态势更
加明显。”恒丰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
中心负责人蔡浩认为，前三季度的投资情
况也将有力支撑这一态势的延续，“四
新”经济投资增速高于全部投资0 . 5个百
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5 . 1%，高
于全部制造业投资12 . 3个百分点。

山东省委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丁兆庆
还注意到，在全省经济继续保持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结构趋优的态势下，我省
三个“钱袋子”也实现平稳增长。丁兆庆
表示：“这些方面的数据成为前三季度经
济发展的亮点，也说明面对严峻复杂的国
内外形势，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功应对一
系列风险挑战，稳住主要经济指标，稳住
发展预期，取得高质量发展积极成效。”

活力：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

制度创新力度加大

对于山东经济的后期走势，魏华祥研
判，“总的看，三季度以来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总体符合预期，新旧动能力量的‘博
弈’已经由以往的旧强新弱，转变为目前
的新旧趋于平衡，并逐步向新强旧弱加速
发展，全年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在合理区
间。”

支撑力来自于何处？关兆泉分析，首
先是来自于我省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扩大高水平对外
开放和“双招双引”等各项政策举措的效
应正在逐渐释放。

比如，烟台万华等三个重大石化项目
列入国家规划布局，标志着我省高端化工
产业发展取得了良好开局，向着建设世界
一流的高端石化基地迈出了坚实一步。比
如，随着先进钢铁制造基地规划的深入实

施，全省钢铁产业将加快实现沿海集中布
局、集约集聚发展，推动由钢铁大省向钢
铁强省根本性转变。比如，我省加快港口
整合、实施城际铁路网规划调整等，将进
一步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对经济平稳增长
形成强力拉动。

第二个支撑力来自于各项改革加速落
地。深入推进“一次办好”改革，基本实现

“一次办好”事项全覆盖，省级政务服务中
心正式启用，向济、青、烟三市下放省级权
力事项70项，组织开展了优化营商环境“10
个专项行动”。深化“多证合一”改革，截至9
月底，新登记市场主体116 . 4万户，全省市
场主体874 . 4万户，增长12 . 9%。稳妥推进
混合所有制改革，省属首批58户试点企业
已完成46户。出台实施支持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第三个支撑力来自于开放水平不断提
高。加紧谋划和推动对外开放新高地建
设，支持青岛创建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
贸合作示范区。成功举办外交部山东全球
推介、第五届尼山论坛、首届儒商大会等
重大活动，对外开放程度和领域不断拓
展。据国家发改委大数据测算并权威发
布，我省2018年“一带一路”参与度指数
位居全国第二。就在本次省政府新闻发布
会举行当天，“齐鲁号”欧亚班列在济南、青
岛、淄博、临沂四地同步首发。

专家们表示，随着乡村振兴、经略海
洋、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一系列重大任
务的不断推进，都将进一步激发山东的内
在活力，释放发展潜能。

□ 本报记者 周艳 代玲玲

工业是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的主战场，
工业经济的发展对全省经济增长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在10月31日举行的省政府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省统计局二级巡视员陆
万明表示，今年以来，山东工业生产持续向
好，企业质效逐渐提高，动能转换步伐加
快，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不断巩固，对
于山东经济“稳”的格局具有重要支撑。

从生产看，我省前三季度重点指标持
续向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 . 5%，比上半年提高0 . 2个百分点，比一
季度提高0 . 3个百分点，连续8个月保持
稳中有升态势。从三季度情况看，7月份
增长5 . 0%，8月份增长6 . 0%，9月份增长
6 . 4%，回升幅度明显。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产值同比增长
的企业家数为26263家，占68 . 6%；41个
行业大类中，34个行业增加值增长，占

82 . 9%。全省工业用电量增长4 . 7%，比
上半年提高4 . 1个百分点，比一季度提高
4 . 5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4 . 2%，比上半年提高0 . 1个百分点，比一
季度提高0 . 3个百分点。

效益方面，企业质效有所提高。受工
业品价格上涨带动，企业效益保持较高水
平。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
15 . 5%，利润增速连续9个月保持两位
数。企业盈利能力明显提升，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利润率为5 . 59%，同比提高0 . 35个
百分点。去杠杆效果显现，多数企业杠杆
率下降，重点领域去杠杆效果显著。规模
以上工业资产负债率为57 . 7%，比去年同
期下降0 . 2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
业资产负债率为62 . 7%，比去年同期下降
2 . 4个百分点。生产效率明显提高，1－8
月，规模以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
30 . 7万元/人，比去年同期提高14 . 1%。

从供需看，结构持续改善，高品质、

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新兴工业产品快速增
长。前三季度，生产营养保健食品9 . 6万
吨，增长26 . 3%；太阳能电池13 . 5万千
瓦，增长45 . 2%；工业机器人1120 . 0套，
增长1 . 6倍。据对全省7138家规模以上工
业生产经营及景气状况调查显示，三季度
重点去产能行业产能利用率有所回升。其
中，煤炭、钢铁产能利用率分别为81%和
73%，均比二季度提高1个百分点。前三
季 度 ，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销售产 值 增 长
9 . 3%，比上半年提高0 . 4个百分点。规模
以上工业产销率达到98 . 7%，高于全国
0 . 4个百分点。

山东是制造业大省，围绕制造强省建
设，持续推动工业领域新旧动能转换，工
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装备制造业特别是
高端装备制造业增长强劲，前三季度高端
装备产业增加值增长7 . 5%，快于装备制
造行业0 . 3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智能制造保持高

速增长，前三季度，机器人制造、智能消
费设备制造、智能照明器具制造等智能装
备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8 . 4%、14 . 0%和
16 . 3%，依次高于规模以上工业22 . 9、
8 . 5和10 . 8个百分点。

山东以动能转换统领全省经济发展大
局，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坚持增量崛起与
存量变革并举，做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两篇大文章，推动装备
制造业的快速增长的同时抑制了高耗能行
业的增长。

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
所长李莉分析认为，今年以来六大高耗能
行业增速一直低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且
同比保持回落，得益于我省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持续推进。随着“去降补”工作的深
入推进，环保约束“倒逼”力度、“两高”行业
淘汰力度不断加大，过剩产能得到化解、落
后产能得以淘汰，为先进产能腾出广阔空
间，企业产能利用水平连续好转。

□记者 姜宏建 通讯员 王法坤 郭勇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31日讯 “以前去税务局缴税，总担心忘

了带银行卡。那时候就想，如果能使用微信、支付宝缴税该
多好！没想到，我的愿望这么快就实现了，现在使用微信、
支付宝缴税更加轻松便捷了，也符合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山东达驰文亭湖大酒店财务总监申燕表示。据了解，在先期
试点的基础上，从今年11月起，山东将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多
元化缴税模式，全面推行办税服务厅、银行柜面、自助办税
设备、网站、手机APP客户端等多元化缴纳税费便捷服务，
纳税人可自主选择银联卡、现金、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
方式，大大满足了纳税人税款支付方式多样化的需求。

2018年4月，山东省税务局在原济南市国税局组织了先
期试点，成功实现了扫码缴税、微信平台缴税，微信支付信
息可作为支付凭证。之后，又成功在菏泽市税务局进行了网
上和办税服务厅微信、支付宝缴税功能试点。据统计，截至
10月18日，菏泽市共有5948户纳税人通过微信、支付宝和网
银办理了缴税业务，共缴税9107笔1680 . 32万元。

“现在微信、支付宝都方便得很，平日拿上手机就敢出
门。只是没想到缴税也能扫一扫了，又快又简单，真不
错。”在菏泽市定陶区办税服务大厅里，正在代开发票的赵
海婷女士，看着手机上缴款成功的提示，不禁跷起了大拇
指。

山东省税务局总会计师高萍认为：“银税多元化缴税业
务既为纳税人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支付方式，也降低了纳税成
本，提高了办税效率，同时还减轻了办税服务大厅的工作压
力。”

山东省税务局深入推进省委省政府“一次办好”改革决
策部署，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税务总局“放管服”改革要求，
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持续深化便民办税措施，打出
“银税互动”组合拳，建立健全银税合作长效机制，不断优
化税收营商环境，助推新旧动能转换和实体经济发展，展现
了税务机构改革以来的新税风新税貌。10月份，国家税务总
局山东省税务局继与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签订全面战略合作
暨党建共建协议之后，又与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中信
银行济南分行在济南联合举办多元化缴税业务签约仪式。这
是山东省税务局持续贯彻落实山东省《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政策》和“一次办好”决策部署，推进“银税互
动”深入发展，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协议
约定，银税双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创造条件支持实际
经济发展，开展全方位、多层次业务合作，促进税务、银行
与纳税人多方共赢，进一步提升纳税人获得感、幸福感。

重点指标持续向好 高端装备制造业增长强劲

山东工业稳中向好态势不断巩固

四季度我省CPI仍将温和上涨

银联卡、现金、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方式

11月起缴税

有更多选择

□记者 孙亚飞 王兆锋 通讯员 曹原 报道
本报临清讯 日前，临清至青岛的马士基集装箱专列

驶出临清内陆港。这标志着由青岛港、马士基集团和青港
国际物流三方合作建设的马士基全程提单专列正式开通。

作为当前全球规模最大集装箱运输企业的马士基集
团，此次与临清内陆港合作的全程提单业务，是该集团在
江北的第一个重点合作项目。马士基全程提单专列的开
通，将为临清市及周边地区提供全方位的物流和港口运营
服务，提高出口通关效率，降低运输成本，带动对外贸易
快速发展，成为冀鲁豫交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青岛港是我国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和海上运输枢纽，马
士基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公司，实力都非常雄
厚。而我市的青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也快速发展，开通了
直达青岛港、乌鲁木齐、广东大朗、四川成都和重庆的集
装箱班列，班列运输量稳居山东省首位。”临清市市长祁
学兰表示，临清市在发展多式联运上实现了新发展、新突
破，打造了辐射范围广、带动能力强的内陆港。

目前，临清内陆港项目已经列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
项目库、2018年山东省“一带一路”重点工作方案。随着
专列的开通，货物将就地实现进出港，直接运送到青岛
港，加快物流速度，提高通关效率，降低企业成本。

□新华社发
近日，烟台市民在商城选购商品。

□记者 代玲玲 周艳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31日讯 在今天举行的

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省统计局二级巡视
员、新闻发言人陆万明介绍：前三季度山
东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比去年同期
上涨2 . 5%，涨幅同比扩大1 . 1个百分点。

“在前三季度2 . 5%的居民消费价格涨
幅中，新涨价因素为1 . 1个百分点，翘尾
因素为1 . 4个百分点。”陆万明分析，
“从月度同比价格变动趋势来看，三季度
确实有加速上涨趋势，特别是7－9月份分
别上涨2 . 5%、2 . 9%和3 . 2%。对此，省统计
局也作了认真分析，这主要是受两方面因
素影响。”

一方面是食品价格上涨影响。统计显

示，前三季度，食品价格上涨1 . 9%，涨幅
较上年同期扩大3 . 9个百分点，拉动CPI上
升0 . 38个百分点，影响程度为15 . 3%。而食
品价格上涨又受恶劣天气、换季以及生猪
市场供应趋紧等三方面因素影响。

以台风、强暴雨等极端天气因素影响
为例，7－9月份，鲜菜累计涨幅达35 . 2%。此
外，受部分水果夏秋换茬上市量减少影响，
加之双节拉动，需求加大，鲜瓜果价格迅速
攀升。前三季度，鲜瓜果价格累计上涨
4 . 5%。

另一方面是非食品价格上涨的拉升。
前三季度，非食品价格上涨2 . 6%，涨幅较
上年同期扩大0 . 3个百分点，拉动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上升2 . 08个百分点，影响程

度为84 . 7%。特别是5月份以来，非食品价
格对CPI拉升作用一直保持在2 . 0个百分点
以上。

“比如，今年以来，国内成品油价格
明显上涨。”陆万明介绍，成品油价格上
涨除直接拉动交通工具用燃料价格上涨
外，也会抬升运输、化工等下游产业成
本，进而推动相关商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省统计局判断，前三季度CPI的上涨
主要受供给端波动影响，具有季节性和短
期性。陆万明表示，从后期走势来看，目
前肉、蛋、菜市场供求稳定，价格趋稳。
预计四季度我省CPI仍将保持温和上涨态
势，尚不足以形成明显的通胀压力。

身处内陆可就地获得港口运营服务

马士基全程提单专列

在临清内陆港开通

（上接第一版）高端新兴产业增幅高的特点更加显现。
从新产业看，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9 . 6%和6%，高于规模以上工业4 . 1和0 . 5个百分
点。从新技术看，发明专利授权量、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分
别增长17 . 7%和19 . 9%。从新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服务
器、太阳能电池等产量均保持两位数以上的高速增长。从新
业态看，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4 . 5%，跨境电子商务进
出口增长63 . 6%。

低端传统产业增幅低的特点更加明显。前三季度，六大
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增长5 . 3%，低于规模以上工业0 . 2个百分
点。高耗能行业、产能过剩行业投资继续得到抑制，分别下
降7 . 3%和10 . 6%。

魏华祥认为，结构效益同步提升成为山东经济运行的显
著特征。与此同时，三个“钱袋子”更加充实。前三季度，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64 . 5亿元，同口径增长7 . 8%，其中税
收收入增长13 . 3%，占比达到75 . 7%，同比提高3 . 7个百分
点。企业盈利水平提升，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利
润率为5 . 59%，同比提高0 . 3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继续高于生产总值增幅，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29765元，增长7 . 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03
元，增长7 . 9%。农民增收持续加快，城乡收入倍差由上年
同期2 . 43缩小到2 . 24。

□新华社发
11月起，山东将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多元化缴税模式。

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

产业结构“三高一低”

三个“钱袋子”平稳增长

噪企业有利润：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 . 59%，同比提高

0 . 35个百分点

噪居民有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765元，增长7 . 6%；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3303元，增长7 . 9%

噪政府有税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7 . 8%，其中税收收入增长13 . 3%

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增加值、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均快

于规模以上工业1 . 7个和0 . 7个百分点，高端装备产业增加值增

长快于装备制造业0 . 3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增长低于规

模以上工业0 . 2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 . 5%，高于二产20个百

分点，服务业投资占比为58 . 1个百分点，服务业主导型经济已

经稳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逐季回升，一季度、上半年、前

三季度增速分别为5 . 2%、5 . 3%和5 . 5%

资料：代玲玲 周艳 制图：巩晓蕾

“进”的力量 “优”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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