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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金融运行报告（2021）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内容摘要]

2020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

击，山东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实施八大发展战略，强力推进九大改革攻坚，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经济运行全面恢复、回升向好，经济质量稳步提升。全年全省生产总值 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6%。

山东省经济运行主要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内外需求稳步向好，经济质量稳步提升。投资平稳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 3.6%，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四新”经济投资

增长 18.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基本恢复至上年水平，网络零售额增长 13.8%，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

保持快速增长；外贸好于预期，进出口总额增长 7.5%，利用外资增长迅速。二是三次产业全面恢复，经

济动力日益增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7%、3.3%和 3.9%，三次产业结构

比例调整为 7.3：39.1：53.6。农林牧渔业总产值首次突破 1万亿元，粮食总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工业

生产稳中有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0%，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2.6%。三是物价保持温和上涨，

工业生产者价格降幅扩大。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 2.8%，较上年回落 0.4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和购进价格分别下降 1.9%和 2.5%，降幅分别较上年扩大 1.6 个和 1.7 个百分点。四是财政收支增

速下降，民生支出保障有力。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0.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 4.6%，

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教育等支出分别增长 14.6%、14.3%、6%、5.7%。

2020 年，山东省金融部门认真贯彻执行稳健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围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重点，着力优化服务、防控风险、深化改革，金融运行保持良好态势，社会融资规模和贷款增量均创历

史新高，融资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整体下降，金融让利实体经济力度明显加大。社会融资规模余额

15.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5%，较上年提高 3.1 个百分点，为全省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

币金融环境。具体来看，金融运行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贷款保持较快增长，融资成本明显下降。本

外币贷款余额 97880.6 亿元，同比增长 13.4%，全年增加 11555 亿元，是上年增量的 1.4 倍，为全省经

济快速恢复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LPR 改革顺利完成，企业融资成本持续下降，12 月份全省新发放企业

贷款利率为 4.67%，同比下降 0.49 个百分点。其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利率降幅最明显，12 月份利率

为 5.50%，同比下降 0.93 个百分点。二是融资结构不断优化，稳企业保就业工作质效持续提升。开展

“金融诊疗助企行动”，帮扶各类市场主体 7.3 万家，给予资金支持 3412 亿元。“两项直达工具”精

准滴灌普惠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应延尽延”，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0.1%，较各项贷

款余额增速高 26.7 个百分点。规范资产管理业务成效显现，表外业务规范发展。三是金融改革创新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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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深化，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有 1家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开业运营，山东省首家法人公募基金获

批开业。临沂市成为全国首个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试验区，日韩短期入境游客境内移动支付便利化试点工

作顺利开展。四是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继续增强，债务融资工具规模不断扩大。新增境内首发上市公司

17 家，融资 154 亿元；全年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458 单、3995.9 亿元；10 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行永续

债 11 单、355 亿元，二级资本债 3单、58 亿元。五是保险业发展稳健，民生稳定器、经济助推器功能

持续发挥。保费收入稳步增长，全年实现保费收入 3482.5 亿元，居全国第 3位，同比增长 7.5%，高于

全国 1.4 个百分点。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落地实施，济南、淄博先后开展城市定制型惠民保险业务，

大病保险实现全省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全覆盖。六是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不良贷款实现连

续两年“双降”。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山东省），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处置风险议题，在推

动辖区风险处置及经济金融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年金融机构处置不良贷款 2566.8 亿元，

年末不良贷款余额 1986.2 亿元，较年初减少 511.8 亿元，不良率 2.03%，较年初下降 0.86 个百分点。

展望 2021 年，山东省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向“取得突破”迈进，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投资将保持较

快增长，消费增长将延续恢复态势，对外贸易将小幅增长，物价将保持总体稳定。山东金融业将深入贯

彻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要求，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深化金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有效的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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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20 年，山东省金融业运行稳健，金融总量

持续增长，融资结构不断优化，融资成本整体下

行，风险防控工作扎实推进，金融支持疫情防控

和稳企业保就业取得积极成效，为全省经济增长

提供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一）银行业运行稳中有进，为实体

经济恢复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资产负债规模较快增长。2020 年末，全省

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 14.9 万亿，同比增长

13.4%；负债总额 14.4 万亿，同比增长 13%。

表 1 2020 年山东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
法人机构

（个）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大型商业银行

二、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

性银行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四、城市商业银行

五、城市信用社

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七、财务公司

八、信托公司

九、邮政储蓄

十、外资银行

十一、新型农村机构

十二、其他

合 计

4221 95288 49404 0 

128 3640 11393 0 

1092 25961 18490 1 
1423 31397 26076 14 

0 0 0 0 
5028 64581 27591 112 
22 935 4110 20 
2 598 208 2 

2943 11817 8489 0 
39 946 525 0 
610 8374 1615 127 
11 1337 1178 6 

             15519 244874 149079 282

注：营业网点不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

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等金融机构总部数据；大型商业银行

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和交通银行；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新型农村机构包括村镇银

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其他”包含金融租赁

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

数据来源：山东银保监局。

2.存款增速大幅提升，住户部门存款增加较

多。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18349.4 亿元，

同比增长 13.0%，较上年末增速提高 3.4 个百分

点。其中，居民储蓄增加较多，住户存款增加 9039

亿元，同比多增 2312.3 亿元。企业存款同比多增，

全年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 4190.3 亿元，同比多增

1894.4 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图 1 2019～2020 年山东省金融机构

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3.贷款合理增长，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贷款

大幅增加。全省本外币贷款余额 97880.6 亿元，

同比增长 13.4%。全年增加 11555 亿元，是上年

增量的 1.4 倍。普惠小微贷款持续增量扩面，普

惠小微贷款余额 8176.8 亿元，同比增长 40.1%；

贷款户数全年增加 42.2 万户，是上年的 1.7 倍。

信用贷款增速明显加快，2020 年末企业信用贷款

余额 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9%。制造业中长

期贷款快速增长，余额同比增长 23.3%，较 2019

年增速提高28.6个百分点。涉农贷款增加2768.3

亿元，是上年增量的 2.8 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图 2 2019～2020 年山东省金融机构

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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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图 3 2019～2020 年山东省金融机构

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

现精准滴灌作用，运用全国三批次共 1.8 万亿元

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发放优惠利率贷

款 1930 亿元，支持各类市场主体 16.2 万户。创

新开展“金融诊疗助企行动”，帮扶各类市场主

体 7.3 万家，给予资金支持 3412 亿元。深化“首

贷培植行动”，支持 7.4 万户小微企业获得首贷

804 亿元。两项直达实体工具落地见效，全省普

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率、信用贷款发放占比位居

全国前列。实行金融辅导员制度，帮助企业融资

3700 多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图 4 2019～2020 年山东省金融机构

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专栏 1 全面推行金融辅导员制度 助力民营和小微企业破解融资难

为深化政银企合作，优化企业融资环境，切实提高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2020 年山东在

全省推行企业金融辅导员制度，在疫情防控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较好作用，为实体经济发展注

入了“金融辅导”新动能。

一是坚持服务民营小微和新动能培育的工作重点。辅导企业的筛选，一方面，突出纾困解难，聚焦

金融服务需求最为迫切的民营、小微企业，并围绕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将受疫情影响大的外资外

贸、文旅等企业纳入辅导范围。在近 3万家辅导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 90%以上，小微企业占比近 80%。

另一方面，注重培育新动能，入选企业基本囊括了具有辅导意愿的拟上市公司、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

省级重大项目承担企业等。

二是实现金融服务的精准对接。全省 8600 余名金融辅导员和服务专员、1968 支辅导队，逐户指导

帮助近 3万家企业制定融资方案，推动复工复产，全力协调解决企业续贷、增贷、降低利率等合理需求。

截至 2020 年末，有融资需求的 16026 户辅导企业，已解决 14383 户，涉及融资 3738.64 亿元，有效融

资需求满足率达 89.75%。

三是推动融资难企业的攻坚破冰行动初见成效。聚焦有融资需求，但由于涉担保圈、存在信用瑕疵

等原因，银行暂时无法放贷的企业，实施辅导攻坚行动，逐户分析症结、制定解决方案，实施台账管理，

最大限度满足企业合理化融资需求。2020 年末，山东省纳入攻坚行动的企业 1876 家，已解决融资需求

804 家，涉及金额 153.47 亿元。

四是协同提供多元化的辅导服务。根据企业不同需求，银行辅导员在入企服务时，与证券、保险、

会计、法律等服务专员一同入企，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事务咨询、规范改制、上市挂牌等全方位定制

服务。2020 年，已开展政策传导落实、金融策划协调、信用培育提升等入企服务 7万多家次,在打通金

融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方面发挥了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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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表外业务增长趋缓，委托类业务净减少。

2020 年末，全省表外业务余额 43726.0 亿元，较

年初增加 4068.8 亿元，同比少增 1754.6 亿元。

委托类业务持续压缩，委托贷款、委托投资同比

分别减少 109.3 亿元、17.4 亿元。代理代销业务

增长较快，累计办理84120亿元，同比增加14982.0

亿元，增幅达 21.7%。

5.企业融资成本持续下降，普惠小微贷款利

率降幅较大。2020 年 12 月份，全省新发放企业贷

款利率为 4.67%，同比下降 0.49 个百分点。其中，

普惠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最明显，12 月份贷款

利率为 5.5%，同比下降 0.93 个百分点。LPR 改革

任务顺利完成，利率传导效率进一步提升。自律

管理机制不断完善，有效维护公平有序的存款定

价秩序，89 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成为全国性市场

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基础成员，17 家地方法人金融

机构成为全国自律机制观察成员。

表 2 2020 年山东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各利率

区间占比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6.银行经营整体稳健，信用风险防控取得积极

成效。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 1986.2 亿元，较年

初减少 511.8 亿元，不良率 2.03%，较年初下降

0.86 个百分点，连续两年实现“双降”。建立金

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山东省），多次召开

会议研究处置风险议题，风险化解处置取得积极

成效，全年处置不良贷款 2566.8 亿元。资产分类

真实性整体改善，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

比例 83.7%，较年初下降 5.0 个百分点。全省中小

法人银行机构不良率 2.89%，同比下降 1.38 个百

分点。

7.跨境人民币业务稳中有升，便利化水平逐

步提高。全省创新推出跨境人民币可信企业便利

化试点，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限时容缺办理，提

升了银企跨境人民币业务办理效率。2020 年，全

省跨境人民币收付 4395.7 亿元，同比增长 12.9%。

跨境人民币收付额在同期本外币收支占比 16.8%，

同比提高 1.5 个百分点。分项目看，货物贸易跨

境人民币收付 1993.1 亿元，同比增长 9.5%；直接

投资跨境人民币收付 1372.2 亿元，同比增长

32.4%。

（二）证券交易量显著上升，资本市场

融资功能持续增强

1.证券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证券交易量显著

上升。2020 年末，全省证券分公司和营业部数量

合计达到 696 家，较年初增加 16 家。受股票市场

活跃度回升带动，全年实现交易金额10.8万亿元，

同比增长 14.6%。

2.首次公开募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市场融

资功能持续增强。2020 年，全省 17 家企业境内首

发上市，首发融资 154 亿元，其中新增科创板上

市企业 5家。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数量达到 229 家，

总市值 3.5 万亿元。21 家次上市公司通过增发融

资 181 亿元。

表 3 2020 年山东省证券业基本情况

注：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额指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

融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山东证监局。

3.各类交易市场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

稳步提升。2020 年末，全省各类市场达到 21 家，

其中 13 家权益类交易场所（含 2家区域性股权市

场），8家金融属性的大宗商品类交易场所。齐鲁

股权中心全年新增挂牌企业 814 家，实现各类融

资 641 亿元；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新增挂牌企

业 249 家，实现各类融资 41.2 亿元。

（三）保险业运行总体稳健，业务结构

持续优化

1.保险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保障程度较高

险种增长较快。2020 年末，山东省保险业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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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2.1 亿元，同比增长 18.0%。保费收入规模稳

步增长，全年实现保费收入 3482.5 亿元，同比增

长 7.5%，高于全国 1.4 个百分点。疫情明显提升

社会公众的保险意识，保障程度较高的健康险、

普通寿险保费收入增速分别为 14.9%、20.5%。

表 4 2020 年山东省保险业基本情况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 家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寿险经营主体（家）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 ) 5 

    3 
               2 

96 
    43 
               53 

3482.5 
    929.2 
               2553.3 

1036.5 

数据来源：山东银保监局。

2.保险业创新不断丰富，经济助推器功能持

续发挥。“以奖代补”特色农产品保险补贴由 35

个县、17 个品种增加至 83 个县、46 个品种。农

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的风险保障作用显著提升，农

业保险保费收入 44.1 亿元，增长 22.4%，为 1582.2

万户（次）农户提供 1119.7 亿元的风险保障。科

技保险等新保险助推新旧动能转换加速，2020 年

科技保费收入 2.6 亿元，提供风险保障 87 亿元。

山东首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落地实施，济南、

淄博先后落地城市定制型惠民保业务，大病保险

实现全省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全覆盖，长期护理

险有效覆盖全省 3000 万人。

（四）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较快，金融市

场效率持续提升

1.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较快，融资结构持续优

化。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加 19998.0 亿元，较上

年多增 6167.3 亿元，是上年增量的 1.4 倍。2020

年末银行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 64.3%，

基本与上年持平；受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

利率持续下行、债券等标准化债权资产需求旺盛

等因素带动，直接融资余额占比升至 13.1%，同比

提高 1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图 5 2020 年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分布图

2.债券发行利率整体下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规模不断扩大。2020 年，全省发行信用债 730

单、6858.1 亿元，同比增加 179 单、1598.5 亿元；

平均发行利率 3.67%，同比下降 0.78 个百分点。

全年 5 家民营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9 单、融资

38.5 亿元。多单创新型债务融资工具顺利落地，7

家企业发行 9 单疫情防控债，合计 64.5 亿元；1

家企业发行2单疫情防控专项资产支持票据（ABN）

15.5 亿元。4家城商行发行标准化票据 4单、4.55

亿元；10 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行永续债 11 单、

355 亿元。

3.黄金市场交易规模稳步提升。2020 年，山

东省 12 家黄金交易所会员总成交量 2082.5 吨，

其中买入量 899.6 吨，卖出量 1182.9 吨，卖出量

占比 56.8%。受金价坚挺影响，企业开采量及成品

金加工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五）金融改革创新不断深化，地方金

融体系日趋完善

2020 年，青岛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山东省首家法人公募基金获

批开业，创投风投机构加速向青岛聚集。临沂市

金融服乡村振兴改革创新试验区成为全国首个金

融支持乡村振兴试验区，济南市科创金融改革试

验区申建进展顺利。民间融资机构规范发展，获

得业务许可的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达 324 家。

（六）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深入推进，金

融服务水平优化提升

2020 年，全省共设立征信查询网点 385 个、

自助查询设备 550 台，其中，设立 22 个乡镇自助

查询点，有效解决偏远地区服务“真空”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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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累计向社会公众提供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服务

560.9 万次。应收账款融资业务进一步扩大，20

家核心企业系统对接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

台，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增量扩面，新增应收账款

融资业务 3.0 万笔、金额 2046.6 亿元。打造“移

动支付齐鲁样板”和“一地市一产品”特色支付

项目，日韩短期入境游客境内移动支付便利化试

点顺利开展，279家银行接入山东省农民工工资支
付监管平台，保障农民工工资及时支付。省、市、

县三级金融消费纠纷化解多元化解决机制逐步优

化完善，全年组织调解金融消费纠纷 433 笔、成

功 313 笔。

表 5 2019～2020 年山东省支付体系建设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20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山东省深入实施八大发

展战略，强力推进九大改革攻坚，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经济运行呈现全面恢复、

回升向好态势。全年全省生产总值 73129.0 亿元，

增长 3.6%，高于全国 1.3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6 1978～2020 年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

及其增长率

（一）内外需求同步向好，经济质量稳

步提升

1.投资稳步回升，新兴产业投资加速。2020

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 3.6%，以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四

新”经济投资增长 18.7%，占全部投资比重达

51.3%，比上年提高 6.5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成

为投资“新引擎”，全年投资增长 21.6%，占全部

投资的比重为 8.3%，比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投资平稳增长，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

投资 9450.5 亿元，增长 9.7%。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7 1980～2020 年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增长率

2.消费市场加快复苏，新兴消费高速增长。

2020 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9248.0 亿元，

基本恢复至上年水平。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线

上消费呈现加速发展势头，网上零售额增长

13.8%。新兴消费高速增长，智能家电和音像器材、

新能源汽车比上年分别增长 1.6 倍和 49.1%，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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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为 1、2 级商品零售额增长 80.8%。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8 1978～2020 年山东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率

3.对外贸易较快增长，利用外资增长迅速。

2020年全省进出口总额 22009.4亿元，增长 7.5%。

其中，出口额增长 17.3%，进口额下降 4.1%。受

海外疫情持续发酵影响，防疫物资和居家用品出

口明显增长。出口口罩191.1亿元，同比增长104.7

倍；出口塑料和橡胶手套 112.1 亿元，同比增长

188.3%；出口家具、家用电器、音视频设备、玩

具等分别增长 58.3%、72.7%、35.5%和 121.6%。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060 家，增长 21.6%；实际使

用外资 176.5 亿美元，增长 20.1%。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9 1978～2020 年山东省外贸进出口

变动情况

（二）三次产业全面恢复，经济动力日

益增强

2020 年，山东省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7.3：

39.9：52.8 调整为 7.3：39.1：53.6，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7%、3.3%

和 3.9%。

1.农业发展稳固增效，粮食产量再创新高。

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 10190.6 亿元，增长

3.0%。粮食总产量 1089.4 亿斤，增加 18 亿斤，

连续 7年过千亿斤。农业科技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 98%，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达到 89%。

2.工业发展稳中向好，新兴产业快速增长。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0%，比上年提高

3.8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2.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8%。规模以上

工业营业收入增长 2.4%，利润总额增长 19.6%；

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销率为 98.2%，提高 1.3 个百

分点。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10 2000～2020 年山东省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3.服务业加快恢复，内部结构优化升级。2020

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 39153.0 亿元，增长 3.9%，

高于全国 1.8 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

重达到 53.6%，比上年提高 0.8 个百分点，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5.1%。其中，以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28.1%，比上年提高 3.4 个百

分点，带动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行业增长

面持续扩大，除受疫情影响较深的住宿和餐饮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尚未转正外，其余行业已实现

对经济的正拉动。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全省压减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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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能 729 万吨，退出地炼产能 1176 万吨。裕龙

岛炼化一体化、世界高端铝业基地、山东重工绿

色制造产业城等重大制造业项目落地实施；完成

技改投资 4000 亿元以上。以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四新”经济增加值占比

突破 3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 44.5%。

（三）物价保持温和上涨，重点领域价

格改革全面深化

1.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食品价格上涨较

快。2020 年，山东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

2.8%，涨幅较上年回落 0.4 个百分点。食品价格

是影响 CPI 走势的主要因素，全年食品价格上涨

12.1%，拉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约 2.5 个百分点。

疫情对出行类服务需求产生一定影响，旅游住宿、

交通费和文化娱乐服务价格分别下降 6.4%、4.3%

和 3.5%。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11 2003～2020 年山东省居民消费价格和

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2.工业生产者价格呈“V”型走势，全年总体

回落。从月度同比增速看，山东工业生产者价格

1-5 月份同比降幅逐月扩大，5月份出厂和购进价

格分别下降3.6%和5.0%。6-11月份降幅整体收窄。

12 月份出厂价格持平，购进价格止降反升，上涨

0.2%。2020 年，山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

价格分别下降 1.9%、2.5%，降幅分别较上年扩大

1.6 和 1.7 个百分点。

3.重点领域价格改革全面深化。山东省深化

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改革，煤电发电标杆上网

电价实行“基准价+上下浮动”市场价格机制。电

力现货市场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煤炭、钢铁、有

色、建材等四个行业以及 10 千伏电压等级以上、

年用电量 400 万以上用户进入电力交易市场。率

先在钢铁行业建立基于污染物排放的差别电价政

策，引导钢铁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

（四）减税降费成效显现，市场主体规

模不断扩大

1.财政收支稳定运行，民生领域支出增加。

2020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559.9 亿元，增长

0.5%，其中，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 72.5%，较上

年下降 1.8 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231

亿元，增长 4.6%，增速同比回落 1.7 个百分点，

其中，民生支出占 79.4%，特别是卫生健康、社会

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教育等支出，分别增长

14.6%、14.3%、6%和 5.7%，明显高于全省平均增

幅；预算收支差额 4671 亿元，同比增长 10.9%。

全省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4500.2 亿元，增长

68.3%，其中，新增一般债券 276.1 亿元，新增专

项债券 3134 亿元，专项债券占比较高。

2.市场主体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形势稳定。

2020 年新登记市场主体 221.4 万户，其中新登记

企业 79.5 万户，增长 11.7%，2020 年末实有市场

主体 1185.8 万户，增长 14.2%。全年城镇新增就

业 122.7 万人，超额完成全年 110 万人的目标任

务。2020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1%，比上年下

降 0.2 个百分点。全年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18716

元，增长 3.3%。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图 12 1986～2020 年山东省财政收支状况变动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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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房地产行业稳定运行，海洋经济

快速发展

1.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房地产贷款稳中趋

缓。2020 年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 13271.7 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 4.3%；销售额 11065.6 亿元，同比

增长7.7%。全省商品房待售面积2533.4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4.1%，继续保持较低水平。

数据来源： 山东省统计局。

图 13 2002～2020 年全省商品房施工和销售

变动趋势

重点城市房价走势出现分化。2020 年 12 月，

济南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1.0%，已连

续 3 个月下降，青岛、烟台和济宁新建商品住宅

分别同比上涨 2.8%、5.5%和 8.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14 2020 年济南市和青岛市

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变化趋势

房地产贷款增速放缓，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020 年末全省房地产贷款余额 31990.0 亿元，同

比增长 12.4%，增速较上年回落 5.7 个百分点。房

地产贷款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较上年下降

23.2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7186.6亿元，

同比增长 6.2%，增速较上年回落 10.5 个百分点。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2559.8亿元，同比增长15.4%，

增速较上年回落 3.1 个百分点。

2.海洋强省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海洋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新增国家级

海洋牧场示范区 10 处，累计达到 54 处。“胶东

海上调水”工程继续推进，海水淡化规模约占全

国五分之一。港口资源深化整合，沿海港口集装

箱吞吐量 3191 万标箱，比上年增长 6%。

（六）自贸区建设取得良好开局，区域

协同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

2020 年，《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条

例》正式发布，自贸试验区试点任务实施 104 项，

上合示范区“四个中心”建设初见成效。济南片

区出台了“数字保险箱”智慧政务、优化特殊物

品检疫查验流程、“一区一照一证”连锁经营等

350 多项制度创新措施，新注册企业超过 1万户。

青岛片区 106 项试点任务已实施 96 项，实施率超

过 9成，总结形成 68 项改革创新成果，新增纳税

企业 5149 家，实际利用外资 2.67 亿美元。烟台

片区加快全球保税维修中心建设，推动企业从“全

球制造”向“全球服务”延伸，并持续推进政务

服务流程再造。

山东省加快构建“一群两心三圈”的区域发

展总体格局。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加速落地见

效，7市实现企业开办全域通办，组建省会经济圈

科创联盟，实现创新券互通互兑。胶东经济圈一

体化发展步入快车道，5市已成立养老服务、医疗

保障、创新创业、教育协同等 17 个联盟，签署行

政审批服务、金融、应急、法治一体化等 20 个合

作协议，统一人社网办业务平台，创新推出 24 项

人社一体化合作事项。鲁南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开

局良好，加速推动鲁南（枣庄）、鲁西南（菏泽）

大数据中心和济宁、临沂华为云大数据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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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精准金融诊疗 全力支持保市场主体稳就业

2020 年，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六稳”“六保”工作部署，不折不扣落实总

行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要求，将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作为“一把手”工程，构建纵

向省市县金融系统三级联动工作机制，创新开展“金融诊疗”助企行动，聚焦重点领域群体，做好宣传

引导，强化政策协同配合，抓好专项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和两项直达工具落实落地，打出金融支持“组合

拳”，持续提升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质效。

一、健全机制、分类施策，精准对接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牵头 12 个省级部门制定印发《山东

省“金融诊疗”助企行动方案》，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金融诊疗”助企行动，形成全方位、立体化

工作格局。组建涵盖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业务专家的“诊疗”团队，精确“问诊”、辨证“施治”，帮

助市场主体尽快摆脱困境、重回正轨。线上依托山东省融资服务平台，开发专题模块，向金融机构精准

推送融资需求，推动线上对接，全方位提升银企对接覆盖面和融资需求满足率。线下开展“银企面对面

行长解难题”等系列对接帮扶活动，实现对接零距离、服务精准化。2020 年，全省金融机构帮扶各类市

场主体 7.3 万家，给予资金支持 3412 亿元。

二、抓好两项工具落实落地，精准直达缓解实体经济资金压力。坚持“快、准、实、优”原则，第

一时间开展政策宣传引导，制定两项工具实施细则与政策“明白纸”，建立月度通报和后进约谈两项机

制，引导扩大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和延期还本付息“应延尽延”。延期还本付息方面，全省法人

银行累计为 35772 户普惠小微市场主体办理延期业务，金额 343.2 亿元。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方面，2020

年末全省符合政策激励条件的法人银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余额 516.3 亿元，占全部普惠小微贷款余额的

17.5%，预计获得激励资金 168.6 亿元。

三、强化财政金融政策协调配合，促进稳企业保就业政策落实。推动财政部门整合设立 20 亿元省

级中小微企业贷款增信分险专项基金，涵盖风险补偿、贷款贴息、保费补贴、应急转贷四大领域。完善

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推动有关部门印发《山东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业

务尽职免责工作指引》。聚焦民营小微、外贸、文旅等重点领域，创新推出“人才贷”“科贷保”“文

旅春天贷”等信贷产品。深化“首贷培植行动”，支持 7.4 万户小微企业获得首贷 804 亿元，普惠小微

贷款实现“增量扩面、提质降价”。针对涉农经营主体，支持地方法人银行发放“央行资金产业振兴贷”

257 亿元，惠及涉农主体 39315 户，平均利率 5.13%。

三、预测与展望

2021 年，山东省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

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念，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保持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聚焦“七个走在前列”“九

个强省突破”，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向“取得突破”

迈进，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投资将保持较快增长。2021 年山东省将聚焦

“十强”产业、“两新一重”、社会民生等领域，

谋划推出 1600 个以上省级重点项目，基建项目储

备较为充足，基建投资将保持较快增长。受工业

品价格上涨以及经营环境改善等利好因素影响，

制造业利润有望继续回升，从而支撑制造业投资

增长延续向好态势。

消费增长将延续恢复态势。随着疫苗大规模

投放进度加快，有利于餐饮、旅游等传统消费需

求释放，从而对消费需求恢复提供支持。在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

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将通过释放线上经济潜力、

开辟服务消费新模式等方式，进一步加快释放消

费需求。

对外贸易有望实现小幅增长。山东出口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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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强劲，出口企业订单延续回暖上升趋势，非

美市场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将不断提升。但是，外

贸增长不确定性依然较大，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

球蔓延，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综

合判断，2021 年外贸将实现小幅增长。

物价将保持总体稳定。未来国际原油价格或

呈现震荡态势，考虑到原油价格中枢有所上移，

将拉动工业品价格回升。受猪肉产能增加及高基

期因素影响，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或出现回落；受

消费逐步复苏、国际原油价格略有回升等因素影

响，非食品价格或略有回升。总体来看，物价涨

幅将保持基本稳定。

山东金融业将深入贯彻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要求，加大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力度，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有效的金融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总 纂：周逢民 董龙训

统 稿：霍成义 杨金栋 刘旭强 耿 欣

执 笔：孙 健 高进群 郑 昱 梁孝东 史运昌 张 聪 杨德彬 胡艳妹

提供材料的还有：王 斌 楚晓光 牛玉莲 尹 楠 程晋鲁 娄 振 王富刚 王 璞 祁文婷

秦海涛 魏金明 康华一 张 芳 韩庆潇 陈宝贵 孔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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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山东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1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金融服务保障工作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通知》。

2月18日，山东省商业集团发行全省首单疫情防控债务融资工具3.5亿元，保障民生物资和消毒用品

的供应。

2月21日，齐鲁银行发行全省首单疫情防控专项同业存单1亿元，专项用于支持疫情防控有关企业的

贷款投放。

3月10日，召开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山东省）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金融委办公室地

方协调机制（山东省）工作规则》。

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山东银保监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山东省“金融诊疗”助企行动工

作方案》。

7月17日，出台《山东省跨境人民币可信企业便利化试点实施方案》,对可信企业实行审慎包容监管，

深化全省跨境人民币业务放管服改革。

8月5日，制定印发《关于发展绿色金融 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在省

级层面规划设计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强化全省绿色金融发展的制度保障。

9月7日，临沂市获批成为全国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

10月31日，山东省作为全国7个获批试点省市之一开展日韩短期入境游客境内移动支付便利化试点。

11月3日，“中国存款保险业务中心山东省分中心”揭牌，顺利完成存款保险标识临沂市试点及全

省正式启用系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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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东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2020 年山东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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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2020 年山东省各类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中国景气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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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0 年山东省主要经济指标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中国景气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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