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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7 年，山东省积极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全省经济呈现出增速较快、结构优化、

质效提高、收入增加、民生改善的良好局面。投资平稳增长，消费明显加速，进出口趋向均衡，三大需

求日益协调，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强劲。三次产业持续发展，结构调整渐趋优化。物价上涨较快，财

政保障重点突出，节能减排效果明显，经济增长质量进一步提高。全省金融业稳中求进，存贷款增速放

缓，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金融改革进展顺利，改革成效逐步显现；

证券融资步伐加快，保险补偿力度不断加大；金融市场功能强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金融生态环境建

设成效明显，信用环境进一步改善。2008 年，山东省将深入贯彻“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努力实现富民强省新跨越，坚持“稳中求好，好字优先”，切实推进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严格控制货

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实现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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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7 年，山东省金融业稳中求进，货币信贷

运行良好，金融改革进展顺利，金融市场交易活

跃，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显现。 

（一）银行业健康发展，金融调控效

果明显 

2007 年，山东省银行业质量效益明显提高，

存贷款增速趋缓，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现金净

投量下降明显，利率全面上升，金融改革持续深

化。 

1.资产规模继续壮大，质量效益显著提高。

2007年全省银行业机构体系进一步完善，总资产

和账面利润明显增长，增幅分别为13.8%和50.6%，

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实现双下降，金融支

持经济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见表1）。 

表 1  2007 年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国有商业银行 4448 85719 12141 —

二、政策性银行 145 3488 1682 —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272 8012 4111 1

四、城市商业银行 526 11642 2474 —

五、城市信用社 —

六、农村信用社 5606 56646 4530 136

七、财务公司 4 91 176 2

八、邮政储蓄 2945 15048 1282 —

九、外资银行 15 460 201 —

合             计 13961 181106 26597 139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
法人机构

（个）

注：营业网点不包括总部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2.存款在波动中增长，增速逐步趋缓。2007

年，山东省各项存款稳定增长，新增存款主要集

中在一季度，下半年随着贷款的减少、部分企业

资金占用的增加，存款增长逐步趋缓。企业存款

持续较快增长, 在各项存款中的占比大幅提升。

受资本市场分流等因素影响，居民储蓄意愿弱化。

企业和个人持有外汇存款意愿下降，结汇速度加

快，外汇存款余额下降（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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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3.贷款同比少增明显，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

2007 年，各项人民币贷款新增额为近三年来历史

同期最低增量（见图 2），新增额退居各省市区第

六位，贷款占全国的份额下降明显。全年贷款投

放总体上继续呈现高开低走态势，自 6 月份以来

连续同比少增，宏观调控效应显现。短期贷款占

比提高，中长期贷款增速逐月减缓，票据贴现大

幅萎缩，全年有 6 个月份净下降，8 个月份同比

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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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贷款投向更趋优化。工业、农业、服务业以

及县域经济贷款占比明显提高，农业贷款继续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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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全国首位，新增个人消费贷款创历史最高水平，

基本建设贷款增速持续下降。为规避人民币持续

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以及赚取本外币贷款利差收

益，企业倾向于通过外汇贷款对外付汇，外汇贷

款增势强劲（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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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4.现金收支增幅减缓，净投放量下降明显。

受现代支付工具发展迅速、农副产品采购支出增

速下降等因素影响，2007 年全省金融机构现金收

支增幅较上年下降 3 个百分点，现金净投放量同

比减少，投放回笼区域、行际格局未发生改变，

季节性特征明显。小面额票币投放量增加显著，

但仍存在城市与县域、需求大户供不应求与回笼

大户交款难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见表 2）。 

表 2  200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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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98.9 8.6

现金支出 58375.8 8.5

现金净支出 76.9 -25.8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5.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流动性保持较好水平。

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地方法人金

融机构灵动性比率总体良好。四季度末，全部地

方金融机构流动性比率为 53.5%（见表 3）。 

 

 

表 3  2007 年各类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分季度的

流动性比率 

单位：% 

城市商业银行 48.2 48.4 50.4 49.0

农村金融机构 60.0 57.7 58.0 57.1

城市信用社 — — — —

其他 21.5 37.8 21.4 37.2

全部法人金融机构 55.4 54.3 54.1 53.5

4季度末
　　　　时间

机构
1季度末 2季度末 3季度末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6.金融机构贷款定价理念有所转变。受年内

6 次提高法定贷款利率的影响，金融机构各期限

人民币贷款利率全面上升，其中一年期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比上年提高 0.88 个百分点。出于同业竞

争和留住优质客户的考虑，金融机构普遍了采取

减少上浮利率的方法，2007 年执行上浮利率的贷

款比重比上年减少 4.4 个百分点。小额美元存款

利率平稳，大额美元存款利率震荡走低。美元贷

款需求增加推动美元贷款利率略有升高（见图

4）。随着货币市场基准利率 Shibor 的建立和发

展，金融机构贷款定价理念开始发生转变，定价

的市场化程度和灵活性均有所增强（见表 4）。 

表 4  2007 年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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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17.8 25.8 7.7 0.6

1.0 23.9 32.4 46.5 15.7 3.9

小计 63.5 49.8 27.7 76.6 95.4

(1.0-1.3] 26.7 41.6 26.8 30.3 9.0

(1.3-1.5] 10.5 6.1 0.7 14.7 19.8

(1.5-2.0] 22.7 2.1 0.2 26.7 57.3

2.0以上 3.6 0.0 0.0 5.0 9.3

上

浮

水

平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5



0

20

40

60

80

100

120
2
00

6
.0

1

2
00

6
.0

3

2
00

6
.0

5

2
00

6
.0

7

2
00

6
.0

9

2
00

6
.1

1

2
00

7
.0

1

2
00

7
.0

3

2
00

7
.0

5

2
00

7
.0

7

2
00

7
.0

9

2
00

7
.1

1

-2

-1

0

1

2

3

4

5

%

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余额(左坐标）

一年期小额美元存款加权平均利率（右坐标）

3个月以内大额美元存款加权平均利率（右坐标）

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图 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7.金融改革持续深化，改革成效逐步显现。

2007 年，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进展顺利，业

务流程改造基本完成，主营业务结构日趋优化，

中间业务占比快速增长，风险防控能力显著提高。

法人金融机构资本更加充实，部分城市商业银行

实现跨市设置分支机构。农村信用社改革稳步推

进，专项票据兑付家数及金额连续两年居全国第

一，率先建立后续考核机制，进一步巩固改革成

果，经营绩效持续提高，全省首次全面消灭亏损

社；小额贷款组织和村镇银行开始试点，农村金

融服务日臻完善。 

（二）证券业经营实力显著增强，直

接融资步伐加快 

2007 年，山东省证券机构公司治理日益规

范，期货经纪公司业务不断壮大，上市公司融资

势头良好，市值增长较快。 

1.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取得突破。齐鲁证券对

天同证券重组工作进展顺利，资产规模倍增。期

货经纪公司业务不断壮大，全年实现代理交易量

和交易额双增长，市场份额日渐提高。 

2.上市公司直接融资高速增长。全省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治理结构不断完善，

信息披露规范及时。资本市场融资增势迅猛，年

内共有 18 家企业 IPO，13 家企业再融资，总融资

额同比增长一倍以上。年末，全省上市公司累计

募资额居全国第四位，87 家境内上市公司市值增

幅高达 204.7%（见表 5）。 

表 5  2007 年证券业基本情况 

项        目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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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103.1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172.4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247.5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217.7

量

 

数据来源：山东省证监局 

（三）保险市场体系逐步健全，社会

保障力度不断加大 

2007 年，山东省保险业发展加快，经营效益

逐步改善，业务结构不断优化，经济社会补偿能

力进一步增强。 

年内全省保险公司家数新增三成以上，资产

及从业人员规模持续扩大，参与主体多元化、业

务竞争深层化的市场格局日渐完善，保险网络覆

盖广度不断提高。全年保费总收入实现稳定增长，

财险、寿险市场比例日趋合理；政策性农业保险

试点稳步推进，农险承保主体逐步增加，保险服

务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的能力明显提升。各保险公

司注重业务标准化建设，强化产品开发及内控管

理，经营绩效显著提高，寿险退保率下降 11.5

个百分点，财险承保利润率提高 4.3 个百分点。

年内各类赔款给付大幅增长，但保险深度仍低于

全国 0.9 个百分点，市场有待向纵深发展（见表

6）。 

表 6  2007 年保险业基本情况 

项        目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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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9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148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421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501.7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44.7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357.0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171.7
保险密度（元/人） 535.6
保险深度（%） 1.9

量

 

数据来源：山东省保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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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市场功能强化，资源配置

效率提高 

2007 年，山东省金融市场运行平稳，活力增

强，融资结构优化，各子市场交投活跃。 

1.直接融资增势迅猛，多元融资体系进一步

完善。随着山东省经济的加速发展和资本市场的

繁荣，年内全省企业通过 IPO、定向增发、配股、

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等形式实现直接融资 517

亿元，创历史新高。全年短期融资券发行量居全

国第二位（见表 7）。 

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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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5.1 79.9 9.4 10.7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山东省发展与改革委

员会，山东证监局。 

2.银行间市场交投活跃，以资金融入为主。

2007 年，全省银行间市场总交易量 2.6 万亿元，

再创历史新高。全年净融入资金 1.5 万亿元，为

全国第二大资金流入区。债券回购占比下降但主

导地位不变。受利率上升影响，逆回购量实现翻

番。在股市持续升温的影响下，证券公司和股份

制银行等拉动拆借交易增长 198%。现券买卖获利

难度加大，全年仅增长 19%。机构持债突破 700

亿元。 

3.票据市场量跌价升，再贴现大幅增加。票

据市场延续了 2006 年下半年以来的收缩态势，业

务量徘徊下行，价格持续上升。票据贴现、银行

承兑年末余额均同比下降，票据贴现、转贴现利

率则同比上升 80%左右。此外，再贴现利率优势

重显，年末余额同比增长 14.8 倍（见表 8、表 9）。 

 

 

 

 

 

 

 

表 8  200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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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2 1485 1371 2783 131 265

2 2908 1537 1513 1553 135 208

3 2783 1295 1389 1787 129 192

4 2470 1372 1106 1777 110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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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007 年金融机构票据贴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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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43 5.0281 3.0038 2.8357

2 3.7535 5.0605 3.593 3.2694

3 4.692 5.0109 3.9517 3.8361

4 7.6369 7.7002 5.5995 6.585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4.银行间外汇市场实现新突破，黄金市场交

易更趋活跃。2007 年，省内机构银行间外汇市场

业务增长 63.2%，结售汇交易占绝对比重。询价

交易主导地位日趋明显，远期交易实现零突破。

主力交易币种中，美元占比下降，欧元、港币等

交易增多。山东省会员企业场内黄金交易量增长

迅速，占交易所总量的比重提高 2.2 个百分点。

纸黄金业务发展迅速，全年成交量、金额分别增

长 68.7%和 83.2%。 

5.民间借贷规模大幅萎缩，利率水平继续走

高。山东省 3114 个样本监测点全年累计借入资金

比上年减少 33.2 亿元。主要原因一是部分优质企

业逐步利用增量信贷资金或自身积累消化历史遗

留的内部职工集资问题，二是证券市场火爆分流

出部分资金融出者。受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升和

民间资金供给相对减少的双重影响，主要期限品

种的民间借贷利率继续走高。 

6.金融产品日趋多元化，创新向纵深发展。

在市场需求多样化的推动下，第三方存管、银汇

通、债市通、投连险等银证保交叉性产品不断涌

现。山东省集中代收代付系统在淄博试点上线运

行，金融系统公众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省工行

11.7 亿元信贷资产进入“工元一期”资产证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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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资产池，多渠道管理银行资产迈出关键一步。 

专栏 1：金融机构产品创新及其外部环境调查 

近年来，在体制变革和市场竞争的双重激励下，我国金融创新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逐步进入了

由制度创新和市场创新共同推动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时期，信贷产品、理财产品、金融衍生品和证

券化产品等成为重要的创新品种。据对山东省 68 家金融机构的调查显示，金融产品创新具有以下特点： 

信贷类产品仍是基础产品创新的主体。信贷产品的组织模式、业务受理渠道、交易控制模式不断创

新，产品的期限、定价、担保和还款方式等要素搭配更加灵活，出现了许多融贸易、结算、融资、理财

一体化的产品，信贷产品与租赁、保险、信托、基金等产品的组合和交叉销售日趋活跃，调查显示，信

贷产品在全部创新产品中的占比接近 40%。 

理财类产品创新十分活跃。除存款、国债、股票、保险等传统投资方式外，各类理财产品得到快速

发展，已确立起在中间业务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信托

投资公司等都推出了各自的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在基层金融机构创新产品中的占比已达 28%。 

电子化、网络化产品创新进程加快。非现金支付工具得到较快发展，网上电子服务手段不断推出，

基金网上直销、网上保险等新型金融产品营销渠道进一步发展。目前山东省主要商业银行均创办了网上

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新型服务方式，多渠道、多元化的服务网络体系正在形成。 

金融创新的品牌效应逐渐显现。许多盈利性强、知名度高的金融服务品牌，如招商银行“一卡通”、

交通银行“展业通”、建设银行 “速贷通”、“成长之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联保贷款”都获得了

良好的市场反响。 

金融创新的持续发展有赖于良好的外部环境，目前抑制金融创新的诸多因素集中体现为基础环境的

缺失或不健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和司法环境下，金融机构的担保债权、物权难以得到全面、有效保护，抵押

权的实效性较差；部分政策、法规区域差异明显，一些创新产品的推广受到限制。 

二是分业经营和管理的局限使大型商业银行整合不同金融平台的能力受到约束；现行的合规性监管

体制下，许多产品的准入政策模糊，部分创新需求受到抑制。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机构将“管制过严、

政策不够清晰”、“审批环节过多、效率低下”作为当前制约金融创新的首要因素。 

三是基础市场准则及其服务水准不高，会计准则、信息披露准则和公司治理准则在执行中仍然存在

较多问题，相应的司法支持有待加强。金融机构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处于较低水平。  

四是投资者的观念和成熟度制约创新。对基层机构的调查显示，许多投资者对新产品的了解不深，

对投资风险和责任承担的概念较为模糊，投资理念和投资行为存在错位现象。 

（五）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明显，

信用环境进一步改善 

2007 年，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与 9 个市政府联

合举办了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为主题的银企合作

会；完善了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引导金

融机构增加对金融生态优良地区授权授信。加快

信用社区建设步伐，推动金融机构发放小额担保

贷款；在全国率先开发非银行信息采集通用平台，

实现对企业公积金、环保、拖欠工资、司法等非

银行信息的采集，稳步推进中小企业信息采集；

推动农村信用工程建设，促成评级机构与农信社

系统全面业务合作，开展了全省范围内的担保机

构信用评级。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7 年，山东省积极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

展、率先发展，全省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质效

提高、收入增加、民生改善的良好局面。全省生

产总值连续 17 年实现两位数增长（见图 5），三

次产业结构正向着一产稳定、二产优化、三产加

快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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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5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一）三大需求日趋协调，消费对经

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 

2007 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消

费增长明显加速，进出口贸易均衡发展。 

1.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结构不断优化。

2007 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在同比微幅多增的基

础上（见图 6），着力优化投资结构，“两高一资”

及产能过剩行业的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得到坚决

控制，各类资金重点投向新农村建设、高技术产

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节能减排和环保

产业以及社会民生事业。电力、冶金、煤炭等行

业投资均下降 2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卫生社

保和社会福利业、环境管理业投资均增长 30%以

上。从投资主体及资金来源情况看，非公有制经

济投资及自筹资金占比进一步提高，自主性投资

发展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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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6  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专栏 2： 山东省企业设备投资情况分析 

设备投资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房地产等基建投资不同，它的增长变化不但关系

到微观经济主体的未来生产能力以及盈利状况，还影响到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尤其在当前大力

加强自主创新、着重推广节能减排措施的大形势下，设备投资的稳定增长，事关全省经济又好又快的发

展大局。据对山东省 15 个重点行业、150 户样本企业进行的专项调查显示，2007 年山东省企业设备投

资回落趋势明显，投资的结构性问题不可忽视。主要表现为： 

（一）设备投资增幅、占计划总规模比重和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回落。150 户样本企业中有设备投

资的占 76.7%，同比回落 6 个百分点；设备投资同比增长 8.5%，同比回落 16.2 个百分点；设备投资额

占在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 50.5%，分别较 2005 和 2006 年回落 2.1 和 8.6 个百分点。 

（二）企业未来设备投资意愿小幅回落。由于企业前期投资已基本满足需要，并且企业投资未来盈

利不确定性增加，致使未来设备投资意愿小幅回落。样本企业中，有 71.3%的企业计划在未来 1-2 年进

行设备投资，比上年同期下降 6个百分点。 

（三）技术装备水平微幅走低，自主创新主体地位有待加强。115 户有设备投资的样本企业中，仅

有 8.7%的企业设备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比上年下降 0.8 个百分点。在“投资目的”问项中，81.7%

的企业选择“增加产品产量”，选择“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增加产品品种”的分别占 70.4%、

59.6%和 47%。由于能源、资源价格改革不到位，企业不大力进行技术创新也能获得较高利润，因此多数

企业陶醉于目前的盈利模式和水平，缺乏远程规划和发展目标，自主创新的动力不足。 

（四）企业节能减排自觉性有待提高。设备是企业实现节能减排的关键环节，如果节能减排的设备

投资不到位，节能减排任务很可能落空。尽管企业的环保意识开始增强，但从调查情况看，以节能减排

为投资目的的企业占比仍然偏低。设备投资目的选择“节约能源或三废治理”的仅占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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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要综合运用有差别性的财政、税收、信贷等政策，降基建、促技改，从正面激励企业加大技

术创新力度，真正实现贯彻执行调控政策与发展地方经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和谐统一。 

2.消费需求拉动作用增强，城乡消费结构不

尽合理。2007 年是山东城镇居民收入十年来增长

最快的一年，全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连续六年和四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收入持续较快

增加为居民扩大消费提供了支撑，2007 年，全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高位攀升，为近 10 年来

最高水平（见图 7）。受食品价格上涨影响，粮油

类、肉禽蛋类商品零售增长较快，比上年分别提

高 26.1 和 17.3 个百分点。但从城乡比较看，农

村收入和消费发展仍较缓慢，农民人均纯收入增

幅低于城镇可支配收入2.9个百分点，占全省60%

的农村人口消费品零售额仅占全省的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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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3. 对外贸易规模继续扩大，进出口均衡发

展。2007 年，受年中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人民币

预期升值速度加快等因素影响，全省进出口增势

强劲，进、出口总额增速均高于上年（见图 8）。

出口结构逐步优化，农副产品、纺织服装出口比

重下降，机电产品上升 5.3 个百分点。进口增速

逐步加快，贸易顺差扩大势头趋缓。受企业所得

税统一因素影响，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量上升，

增速下降（见图 9），结构趋优。实施“走出去”

战略迈出新步伐，但总量少、项目小、行业单一

的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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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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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二）三次产业持续发展，结构调整渐趋优

化 

2007 年，全省积极转变发展方式，第一产业

保持稳定增速，第二产业结构优化，服务业发展

加快。三次产业比重调整为 9.7：57.1：33.2。 

1、农村经济平稳发展，新农村建设全面推进。

2007 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粮食总

产量在播种面积略减的情况下连续五年增产。主

要经济作物面积、总产量双增，林牧渔业生产稳

步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得到推广，

农产品技术含量及附加值不断提高，农村经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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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强。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村“路水电医

学”建设取得新进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农村

信用体系建设、个性化金融产品在支持“三农”

经济发展上的作用愈加明显。 

2.工业保持较快增长，产能效益同步提高。

2007 年，在山东省打造“制造业强省”战略带动

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产销率分别高于

全国 2.3 和 0.2 个百分点（见图 10），制造业贡

献率达 93.9%。企业盈利能力增强，减亏幅度较

大，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比上年大幅提高 23

个百分点。工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高新技

术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十大高耗能行业增长得到

有效控制，增加值占比、增速均低于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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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10  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3.服务业发展加速，结构布局更加合理。2007

年，全省在规范提高传统服务业的基础上，重点

发展了金融保险、现代物流、科技信息、文化旅

游、房地产和商务服务等六大产业。全省服务业

发展加快，占 GDP 比重较上年提高 0.6 个百分点。 

（三）市场价格高位运行，结构性上涨特征

明显 

2007 年，山东省物价上涨较快，各类价格指

数涨幅明显高于上年（见图 11）。 

1.居民消费价格在食品价格上涨的拉动下，

呈现不断攀升态势。价格总水平逐季上行，CPI

全年涨幅创 11 年来新高。食品类价格涨幅同比扩

大 11.5 个百分点，是物价上涨的主导因素和推动

力。受饲料价格上涨、养殖成本增加以及生猪价

格周期性波动等因素影响，肉禽蛋等主要农副食

品价格普遍上涨，其中猪肉价格上涨 53.9%。 

2. 受石油、钢材等价格上涨影响，生产类价

格涨幅提高。原材料燃料购进价格和工业品出厂

价格涨幅比上年分别提高 0.5 和 1 个百分点。农

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全年涨幅为近 3 年来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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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11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3、就业形势良好，劳动力价格进一步提高。

2007 年，全省就业局势基本稳定，城镇单位从业

人员增速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稳定增

长，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下降。2007 年，城镇单

位在岗职工人均工资增速较上年提高 4.6 个百分

点，农民工月平均劳务收入增长 10.6%。12 月 25

日，省政府第 7 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全省平均

提高 23.4%。 

（四）财政税收与经济协调增长，保障重点

突出 

2007 年，在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全

省地方财政收支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地方财政一

般预算收入超额完成，连续五年保持 20%以上的

增速；国税地税收入占 GDP 的比重继续提升，地

税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大关。地方财政支出重点明

确，增量为近年来最多的一年，农业、教育、科

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关系民生的重点支出

得到较好保障（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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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12  财政收支状况 

（五）节能减排效果明显，金融引导作用增

强 

2007 年，山东省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控制

增量调存量，依靠技术提质量，完善机制促落实，

节能减排攻坚年活动取得实效，扶优汰劣的产业

结构调整实现新突破。全省万元 GDP 能耗等指标

稳步下降，空气质量大幅提升，化学需氧量和二

氧化硫排放量同比下降 5.0%和 7.1%。全省循环经

济和清洁生产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全年完成清洁

生产投资 2.1 亿元。但由于投资结构偏重、历史

欠账过多，节能减排形势依然严峻。金融机构坚

持“绿色信贷”理念，强化环保责任意识，充分

发挥市场配置信贷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切实提高

了金融对节能环保领域的支持力度。 

（六）主要行业运营健康平稳，信贷资产质

量稳步提高 

1.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房地产金融结构

调整加快。市场供给和需求结构逐渐优化。 

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投资增速重拾升势。

全省房地产市场供给放缓，新开工面积和竣工面

积增速双下滑，开发购置土地面积延续了负增长

趋势。消费结构升级推动住房需求高涨，全省商

品房销售额大幅增长，市场对空置面积消化能力

明显提升（见图 12）。在住房供应紧张、房价不

断上涨的情况下，流向房地产市场的资金不断增

加。2007 年，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增速同比上

升 7.6 个百分点。 

商品房销售价格小幅上涨，中心城市价格继

续冲高。在各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作用下，全省

土地交易价格企稳，房屋租赁价格略涨，商品房

销售价格涨幅低于全国，但济南、青岛等中心城

市价格继续高位运行（见图 13）。 

房地产贷款增长较快，结构调整加快。2007

年，全省房地产贷款增速同比提高 8.5 个百分点，

新增占比提高 10.3 个百分点。在资本市场非常活

跃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对银行的依赖性依然较

高，信贷与市场互动推高形成的潜在风险值得关

注。小户型、低价位的个人住房贷款开始增多，

商用房贷款增速下降，再交易房贷款增长较快（见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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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13  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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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14  主要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2. 造纸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信贷资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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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改善。 

山东省作为全国三大造纸板块之一，以生产

新闻纸和中、高档文化纸为主，产业集聚度较高。

“十五”以来，山东加快造纸业结构调整，强化

环境保护，加大对优势企业集团的扶持，企业竞

争力明显提升。截至 2007 年末，全省规模以上造

纸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7%。受全球木浆

在建产能释放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造纸业生

产成本大幅下降，盈利状况转好。全省亏损企业

数量同比下降 23.9%，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30.9%。 

2007 年，山东省各金融机构把造纸企业的环

保情况作为信贷决策的重要依据，通过信贷结构

调整，有效促进了全省造纸业优化重组，“做大做

强、循环增值”的行业发展新模式已初步形成。

2007 年，造纸行业贷款增长 90.1 亿元，其中，

优质大型企业新增贷款占比 79.6%。年末不良贷

款率下降 1.8 个百分点。 

三、预测与展望 

按照中央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结合山

东省经济发展实际，预计 2008 年山东省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 10%。 

从投资需求看，山东省“一体两翼”发展战

略的实施、企业利润持续较快增长、地方投资意

愿加强、奥帆赛和全运会的筹办以及各级财政在

民生和环保等相关领域投入加大，都将促进投资

增长。但对新开工项目的严格控制、资源价格改

革的推进和节能减排力度加大等因素又将强化资

金和成本约束，抑制投资过快增长。预计 2008

年全省投资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全年增幅 18%。 

从消费需求看，改善民生的各项举措和居民

收入持续提高将有力支撑消费；政府积极采取有

力措施改善供给，也将稳定消费预期。但通胀预

期及资本市场价格波动会增加消费的不确定性。

预计 2008 年全省消费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增幅

不低于 14%。 

从进出口情况看，全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将

进一步加大对国际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临海、

临港优势将继续推动日韩加工制造业的产业转

移，汇率升值和“促平衡”对进口的促进效应逐

步显现。而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出口退税和加

工贸易政策调整对出口有一定抑制作用。预计

2008 年外贸进出口增长 15%，实际利用外商直接

投资增长 10%。 

2008 年，济南分行将按照总行统一部署，深

入贯彻“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切实推进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严格控制货币信

贷总量和投放节奏，着力优化信贷结构，推动全

省经济以“稳中求好，好字优先”为导向，实现

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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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山东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3 月 12 日，山东省深化农信社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全省专项票据兑付家数和金额保持全国首位。 

4 月 16 日，山东省大企业直接融资政策宣讲会召开。全省短期融资券发行企业总数和发行金额均居

全国各省之首。 

5 月 11 日，全省金融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 

6 月 15 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金融知识展览济南巡展”开幕，近 50 家中

外金融机构参展，创下了巡展以来展厅面积最大、参展单位最多、参观团体最多、开幕式方阵最大“四

个之最”。 

8 月初，山东省委提出构建“一体两翼”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一体”，指以胶济铁路为轴线形成的

横贯东西的中脊隆起带；“两翼”是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鲁南经济带。 

9 月 5 日，山东省对济宁、枣庄、淄博、东营、滨州等市的 121 台总装机容量 75.49 万千瓦的小火

电机组实施爆破拆除，是全国一次性爆破拆除小火电机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 

10 月 13 日，第五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在济南开幕。本届农交会以“绿色农业、和谐农村”为

主题，集中展示了十六大以来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历届规模最大的一次。 

11 月 5 日，山东省集中代收代付系统在淄博试点上线运行。 

11 月 28 日，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正式上市，成为中国制造业首只在香港上市

的红筹股。 

12 月 28 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山东省分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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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东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山东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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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83.9 20632.3 21169 21412.3 21553.5 21993.7 22030.6 22317.8 22439.7 22091.6 22117.6 22414.4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0592.8 11141.2 11291.7 11201.2 11149.3 11282.8 11304.5 11319.1 11359.9 11130.6 11265.5 11566.1

                    企业存款 4890.68 4838.39 5015.94 5133.81 5332.92 5506.92 5520.06 5724.18 5862.66 5799.64 5901.65 6092.47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79.04 348.33 536.7 243.31 141.19 440.28 36.81 287.2 121.97 -348.11 25.94 296.88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3.9387 13.7215 13.0265 12.7614 12.8725 12.6567 13.1466 13.8132 14.4166 12.6973 11.6805 12.03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6588.5 16817.9 17088.2 17388.3 17578.6 17930.7 18037.6 18192.4 18385.8 18319.5 18241.6 18279.9

        其中：短期 8664.46 8805.22 8953.12 9098.74 9152.08 9319.46 9419.67 9492.66 9648.62 9758.17 9874.77 9933.71

                    中长期 5795.7 5902.8 5981.42 6079.99 6133.25 6335.47 6414.69 6524.1 6653.87 6705.55 6767.49 6832.2

                    票据融资 1508.36 1491.77 1534.28 1609.03 1687.47 1691.47 1640.87 1643.33 1553.88 1410.01 1339.48 1247.32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66.66 229.38 270.33 300.11 190.31 352.13 106.85 154.79 193.41 -66.31 -77.87 38.32

        其中：短期 149.23 140.76 147.9 145.62 53.34 167.38 100.21 72.99 155.96 109.55 116.6 58.94

                    中长期 137.96 107.1 78.62 98.57 53.26 202.22 79.22 109.41 129.77 51.68 61.94 64.71

                    票据融资 71.97 -16.59 42.51 74.75 78.44 4 -50.6 2.46 -89.45 -143.87 -70.53 -92.1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5.9117 17.0336 16.22 16.7046 16.928 16.4681 15.9302 15.6334 15.4545 14.8823 13.1884 12.6874

        其中：短期 12.6362 13.4911 12.9968 13.0902 12.3238 11.9563 12.0903 11.8614 11.9439 13.3424 14.0312 14.2707

                    中长期 16.6227 17.9254 16.6786 17.3403 17.4875 17.5531 17.3101 17.3909 17.669 16.9136 16.8909 17.2032

                    票据融资 2.7089 2.12968 4.03968 8.5536 15.6844 15.2276 13.0705 13.085 9.41385 5.72407 -2.919 -15.157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380.96 415.66 403.48 408.43 405.93 400.63 412.87 412.57 421.43 423.63 424.55 405.77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657.88 678.73 696.5 703.61 720.79 753.69 757.86 781.04 809.87 826.69 828.03 842.47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2.09026 11.3892 8.1252 9.45171 8.78176 7.36145 10.6415 10.5612 12.9355 13.525 13.7716 8.73888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4.43534 7.74518 10.5661 11.6948 14.422 19.6447 20.3067 23.9864 28.563 31.2331 31.4459 33.7381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9907.4 20256.5 20806.8 21066.4 21194.6 21631 21680.8 21957.9 22099.4 21747 21769.5 22072.3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0429.7 10980.5 11132.4 11045.7 10998.4 11130 11157.8 11175.7 11219.2 10989.3 11134.2 11438.1

                    企业存款 4720.01 4663.62 4852.34 4979.53 5167 5335.62 5360.21 5554.25 143.27 5633.17 5719.74 5910.2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75.1 349.17 550.26 259.56 128.25 436.41 49.77 277.15 141.44 -352.37 22.54 302.71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71.57 550.8 151.94 -86.66 -47.34 131.6 27.77 17.92 43.52 -229.92 144.89 303.92

                    企业存款 -15.34 -56.39 188.72 127.19 187.48 168.61 24.59 194.04 143.27 -64.35 86.57 190.46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4.2211 14.0089 13.3947 13.1419 13.2583 13.1045 13.6369 14.2268 14.9082 13.1754 12.087 12.4186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9.438 13.404 13.4223 12.4477 11.643 11.2188 11.3483 10.8952 10.4927 8.01198 8.67651 10.4275

                    企业存款 18.1302 15.5019 13.1108 15.5236 18.5908 17.6594 19.0153 21.3566 -96.886 23.4218 23.991 23.785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6079 16317 16572.9 16854.1 17010.8 17315 17387.1 17495.2 17650.7 17580.3 17498.2 17545.1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363.04 1387.6 1415.43 1436.42 1456.81 1505.87 1539.93 1576.77 1633.06 1658.89 1692.38 1709.15

                    票据融资 1501.71 1485.05 1526.01 1599.8 1678.22 1681.49 1631.66 1635.61 1546.77 1404.17 1333.11 1244.39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69.38 238 255.91 281.19 156.7 302.43 72.02 108.11 155.54 -70.43 -82.06 46.93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9.02 24.56 27.83 20.99 20.39 49.05 34.06 36.84 56.29 25.83 33.49 16.77

                    票据融资 71.42 -16.66 40.96 73.79 78.42 3.27 -49.83 3.95 -88.84 -142.6 -71.06 -88.7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6.3634 17.6287 16.7771 17.2042 17.3497 16.5258 15.7177 15.0626 14.6477 13.9939 12.226 11.6842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9.72437 12.1928 11.1379 11.3072 11.6843 11.5476 12.7625 13.3723 14.6441 15.8055 16.0038 16.336

                    票据融资 2.58983 1.98118 4.02959 9.17901 18.6021 18.0159 15.0271 15.2244 10.5784 6.23889 -2.8197 -12.997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48.43 48.53 46.82 44.88 46.91 47.63 46.18 47.61 45.28 46.13 47.03 46.8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4.46506 4.00772 -1.2653 -2.6464 -1.5117 -4.319 -6.0236 -1.8351 -5.7844 -6.1254 -3.4886 -1.8441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65.51 64.7 66.63 69.36 74.23 80.82 85.89 92.19 97.86 98.95 100.48 100.59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7.025 4.37167 4.46849 7.16934 10.6589 20.5729 28.3281 38.9869 46.278 48.7299 50.3516 53.3618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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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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 0.2 - -1.3 - 4.7 - 5.9 2.8 1.6 2.3 2.3 -4.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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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1 1.8 1.8 2.6 2.6 4.3 4.3 2.5 2.5 - - - - - -

2 0.7 1.2 2.5 2.6 4.7 4.5 2.2 2.4 - - - - - -

3 0.7 1.1 2.1 2.4 3.5 4.2 1.6 2.1 5.2 0.1 5.0 7.9 5.0 4.9

4 1.1 1.1 1.4 2.2 3.4 4.0 1.3 1.9 - - - - - -

5 1.0 1.1 1.4 2.0 4.6 4.1 2.4 2.0 - - - - - -

6 0.9 1.0 2.7 2.1 4.8 4.2 2.8 2.2 3.8 1.6 5.6 6.7 9.1 4.3

7 0.0 0.9 2.2 2.1 4.6 4.3 2.9 2.3 - - - - - -

8 0.3 0.8 2.8 2.2 4.9 4.3 2.9 2.4 - - - - - -

9 0.8 0.8 3.4 2.3 4.7 4.4 2.5 2.4 4.0 1.9 4.2 6.9 12.9 1.7

10 0.8 0.8 3.9 2.5 3.7 4.3 2.5 2.4 - - - - - -

11 1.5 0.9 4.9 2.7 3.9 4.3 2.1 2.3 - - - - - -

12 2.5 1.0 6.2 3.0 4.1 4.3 2.3 2.3 4.1 1.3 4.8 5.9 13.3 1.7

2007 1 1.8 1.8 5.9 5.9 3.5 3.5 2.9 2.9 - - - - - -

2 2.7 2.3 5.4 5.7 3.2 3.4 2.2 2.6 - - - - - -

3 3.0 2.5 6.0 5.8 2.8 3.2 2.2 2.5 3.8 1.9 5.0 5.2 6.6 1.7

4 2.7 2.6 6.6 6.0 2.7 3.1 2.5 2.5 - - - - - -

5 3.3 2.7 7.2 6.2 3.3 3.1 2.4 2.4 - - - - - -

6 4.3 3.0 5.8 6.2 3.3 3.1 2.3 2.4 4.8 1.0 4.4 5.9 8.7 1.7

7 5.3 3.3 6.3 6.2 3.7 3.2 2.3 2.4 - - - - - -

8 6.2 3.6 6.8 6.3 4.8 3.4 3.2 2.5 - - - - - -

9 5.6 3.9 6.8 6.3 5.7 3.7 3.3 2.6 5.4 1.0 4.9 7.0 9.0 1.7

10 6.2 4.1 6.9 6.4 6.5 4.0 3.6 2.7 - - - - - -

11 6.5 4.3 9.6 6.7 7.8 4.3 5.9 3.0 - - - - - -

12 5.7 4.4 11.4 7.1 10.2 4.8 7.3 3.3 6.6 1.0 5.6 8.3 8.9 2.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指数
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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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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122.08 - - 12072.4 - - 18562.8 - - 25887.7

    第一产业 - - 306.6 - - 1087.2 - - 1676.75 - - 2509.1

    第二产业 - - 2945.1 - - 6981.65 - - 10738.9 - - 14773.4

    第三产业 - - 1870.4 - - 4003.58 - - 6147.16 - - 8605.2

工业增加值（亿元） - 1639.89 2633.74 3703.28 4863.97 6196.55 7388.53 8548.34 9782.12 10912.45 12041.56 13212.2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584.08 1589.31 2244.12 3141.08 4944.04 6116.07 7075.87 7844.49 8160.3 8908.45 10153.4

    房地产开发投资 - 91.87 212.81 320.37 444.14 648.84 791.31 932.85 1080.61 1190.6 1296.53 1519.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1399.91 2023.86 2647.13 3324.11 4004.29 4674.35 5350.91 6080.93 6846.34 7601.1 8438.8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85400 162600 251810 350050 443990 547160 651950 764540 879440 984330 1105150 12261800

    进口 33190 58610 96510 138130 173520 212600 253560 298070 345170 382630 426780 4737400

    出口 52210 103990 155310 211920 270470 334560 398390 466460 534270 601700 678370 7524400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19020 45380 58800 73790 96950 121960 144830 168390 189100 219070 251590 278700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86000 179375 306168 352464 421460 - - - - - - 110120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42.05 31.9 58.4 58.45 27.07 8.23 0.3 -52.99 -94.82 -91.75 -165.02 -588

    地方财政收入 136.21 234.05 406.36 554.56 686.13 861.83 1001.24 1103.29 1236.87 1388.74 1512.61 1674.5

    地方财政支出 94.16 202.15 347.96 496.11 659.06 853.6 1000.94 1156.28 1331.69 1480.49 1677.63 2262.5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3.22 - - 3.2 - - 3.21 - - 3.21

地区生产总值 - - 14.9 - - 14.7 - - 14.6 - - 14.3

    第一产业 - - 4 - - 3.4 - - 3.5 - - 4.0

    第二产业 - - 16.1 - - 16.5 - - 16.4 - - 15.8

    第三产业 - - 14.8 - - 14.6 - - 14.5 - - 14.5

工业增加值 - 21.3 21.4 21.5 21.5 21.4 21.3 21.3 21.2 21.1 20.8 20.8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19.4 22.1 23.1 23.9 24.1 24.1 24 24.2 24.2 24.1 23.9

    房地产开发投资 - 34.6 24.9 18.4 19.5 20.9 22.6 22.8 23.5 26.6 26.5 28.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6.9 16.8 16.8 16.9 17 17.1 17.3 17.4 17.6 18 18.5

外贸进出口总额 18 30.4 24.4 23.8 25 25.8 26.3 26.3 26.3 26.8 28.1 28.7

    进口 17.5 13.3 15.9 19 20.3 20.9 23.2 23.4 25.1 26.5 28.1 29.3

    出口 18.4 42.5 30.4 27.1 28.2 29.1 28.4 28.3 27.1 27.1 28.1 28.3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4.9 9.7 10.2 12.7 11.0 - - - - - - 10.1

地方财政收入 30.4 26.9 26.3 24 23.2 23.8 24.2 24 24.3 24.9 25 23.5

地方财政支出 -1.8 20.5 19.3 21.1 24.2 22 22.9 24.6 26.1 26.9 27.7 23.4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注：外商实际直接投资绝对数及同比累计增速值 6-11 月山东省未公布。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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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金融运行情况 
	（一）银行业健康发展，金融调控效果明显 
	（二）证券业经营实力显著增强，直接融资步伐加快 
	（三）保险市场体系逐步健全，社会保障力度不断加大 
	（四）金融市场功能强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 
	 
	（五）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明显，信用环境进一步改善 
	二、经济运行情况 
	（一）三大需求日趋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 
	（二）三次产业持续发展，结构调整渐趋优化 
	（三）市场价格高位运行，结构性上涨特征明显 
	（四）财政税收与经济协调增长，保障重点突出 
	（五）节能减排效果明显，金融引导作用增强 
	（六）主要行业运营健康平稳，信贷资产质量稳步提高 

	三、预测与展望 
	（一）山东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