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发电
发电单位 山东省商务厅 签批盖章 张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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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1-6 月全省商务运行情况的通报

各市商务主管部门：

1-6 月份，全省商务系统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统筹疫情防控和商务发展，坚决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激

发居民消费潜力，商务发展总体稳定、好于预期。

一、外贸进出口降幅收窄。全省进出口 9461.4 亿元，同比

下降 3.2%，降幅与全国持平，较一季度收窄 0.5 个百分点。其

中，出口增长0.6%，增幅高于全国3.6个百分点；进口下降7.6%。

从市场看，东盟成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东盟进出口占全

省的 13.1%，增长 16%。对欧盟、日本进出口分别增长 2.2%、1.5%。

从商品看，农产品出口增长 5.5%；防疫物资出口增长 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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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全省出口增长 3.1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

11.5%。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增价跌，原油、大豆进口数量分别

增长 23.4%、17.7%，进口价格分别下降 33.9%、5.9%。从新业

态看，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增长 135.9%，其中出口增长 82%，

进口增长 607%。市场采购贸易出口增长 26.6%。从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看，济南、临沂、日照、东营、威海、潍坊综合保税区

进出口分别增长 880.5%、357.6%、248.1%、126.5%、27%、10.1%，

青岛胶州湾综合保税区、青岛前湾保税港区、烟台综合保税区、

青岛西海岸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分别下降 26.1%、20.8%、20.6%

和 12.5%。从各市看，济南、枣庄、临沂、济宁、青岛、潍坊 6

市进出口增长，菏泽、东营、威海、烟台等 10 市进出口下降。

二、实际使用外资稳中有进。全省实际使用外资 64.1 亿美

元，增长 7.2%，增幅高于全国 11.2 个百分点，比一季度提高

6.3 个百分点。从行业看，医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2.5 亿美元，

增长 78.4%。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分别增长 235.7%、134%、124%。从来源地看，吸收香港地区投

资 49 亿美元，占全省的 76.3%，增长 16.6%。吸收新加坡、美

国、荷兰投资分别增长 108.4%、30.2%和 82.1%。吸收日本和韩

国投资 1.9 亿美元，下降 49.1%。从投资方式看，以并购方式新

设外资企业 88 家，合同外资 13.1 亿美元，增长 58.2%。新设总

投资过亿美元项目 66 个，较去年同期增加 4 个。从各市看，青

岛等 11 市实际使用外资增长，泰安、菏泽、济南、聊城、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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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下降。

三、城乡居民消费逐步复苏。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463.5 亿元，下降 9.5%，降幅好于全国 1.9 个百分点，比一

季度收窄 5.7 个百分点。从商品销售看，全省商品零售额

11256.7 亿元，下降 7.8%。刚性需求保持稳定增长，粮油食品、

中西药品类零售额分别增长 14.5%和 13.3%。超市、便利店零售

额分别增长 8.4%和 1.2%，分别高于限额以上零售额 19.9 个和

12.7 个百分点。百货零售额下降 15.7%。从服务消费看，外卖

送餐服务收入增长 76.6%。餐饮收入下降 23.2%，家政服务收入

下降 10%以上，展会数量减少 82%。从网上消费看，据第三方统

计，全省网络零售额 2005.4 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实物

商品网络零售额 1687.6 亿元，增长 6.2%。电商直播发展较快，

全省直播场次 58.8 万场，参与直播商品 1464.1 万次，吸引消

费者观看11.8亿次，参与直播商品实现网络零售额231.8亿元，

占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的 13.7%。

当前，全球疫情还在蔓延，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不稳定不

确定性因素增多。全省商务系统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

一次全会和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精神，聚焦开放倒逼改革攻

坚行动，全力冲刺三季度，全面决战四季度，抓好稳外贸外资

和扩消费工作，确保实现全年任务目标。一是着力纾困解难稳

企业。全面落实各项稳外贸稳外资政策，用好“山东省稳外贸

稳外资服务平台”，及时解决企业困难诉求，提振发展信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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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力发展贸易新业态。加快推进国家级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

提前做好“9710”“9810”跨境电商 B2B 出口工作。加快推进临

沂市场采购贸易全国一体化通关，推动中韩客商市场采购商品

一站式签发原产地证书。“一区一策”推动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

业务落地。三是主动扩大进口。扩大“十强”产业关键设备和

零部件进口，增加促进消费和改善民生的日用品进口。大力发

展保税混油、保税混矿业务，稳定大宗商品进口。四是积极有

效利用外资。全面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组织开

展“世界 500 强连线山东”“日韩产业链招商视频对接会”等活

动。按照“三个一批”的要求，对在谈、签约、落地的外资项

目月调度、月通报，推动项目早日见效。更好发挥开发区、自

贸试验区、上合示范区、综保区平台作用，更好发挥“四区”

稳外资示范带动作用。五是多措并举扩消费。加快推动省级步

行街改造提升，开展省级高效配送试点，推动零售企业电商直

播常态化、规模化，促进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销售，组织

好“新消费﹒爱生活—山东消费年”活动，提振消费信心，促

进消费回补。

附件：2020 年 1-6 月国民经济及全省商务运行主要指标

山东省商务厅

2020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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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 1-6月国民经济及全省商务运行主要指标

一、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全国)

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出口情况……………………………………………… 7

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8

景气指数……………………………………………………………………… 9

制造业 PMI指数、其构成指数和其他相关指标………………………………… 10

金融…….…………………………………………………………………… 11

全国商务运行主要指标………………………………………………………… 12

全国前六位省市货物进出口、利用外资情况…………………………………... 13

二、全省商务运行主要指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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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 金额单位：亿元

指 标

2020年一季度 2020年二季度

绝对数 同比% 绝对数 同比%

国内生产总值 206504.3 -6.8 250110.1 3.1

第一产业 10186.2 -3.2 15867.8 9.9

第二产业 73638.0 -9.6 99121.9 1.9

第三产业 122680.1 -5.2 135122.3 3.3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下同。此表数字为初步核算数，绝对数按现价计算，

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消费、投资、出口情况 金额单位：亿元

指 标

6月 1-6月

绝对数 同比% 绝对数 同比%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526.9 -1.8 172256.2 -11.4

二、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 —— —— -3.1

第一产业 —— —— —— 3.8

第二产业 —— —— —— -8.3

第三产业 —— —— —— -1.0

三、规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 10650.3 2.6 54250.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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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指数

指 标 6月同比% 1-6月同比

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2 1.6

其中：城市 -0.5 1.4

农村 0.5 2.4

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0.7 0.9

三、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3.0 -2.2

其中：生产资料 -3.9 -3.2

生活资料 -0.3 0.3

四、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4.1 -2.7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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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气指数 单位：%

指 标
6月

绝对数 同比变动点数 环比变动点数

一、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50.9 1.5 0.3

其中：生产指数 53.9 2.6 0.7

新订单指数 51.4 1.8 0.5

新出口订单指数 42.6 -3.7 7.3

在手订单指数 44.8 0.3 0.7

产成品库存指数 46.8 -1.3 -0.5

采购量指数 51.8 2.1 1.0

进口指数 47.0 0.2 1.7

出厂价格指数 52.4 7.0 3.7

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 56.8 7.8 5.2

原材料库存指数 47.6 -0.6 0.3

从业人员指数 49.1 2.2 -0.3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 50.5 0.3 0.0

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 57.5 4.1 -0.4

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54.4 0.2 0.8

非制造业新订单指数 52.7 1.2 0.1

注：制造及非制造业指数以 50为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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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PMI指数（经季节调整） 单位：%

制造业 PMI及构成指数（经季节调整） 单位：%
生产 新订单 原材料库存 从业人员

供应商

配送时间

2019年 6月 51.3 49.6 48.2 46.9 50.2
2019年 7月 52.1 49.8 48.0 47.1 50.1
2019年 8月 51.9 49.7 47.5 46.9 50.3
2019年 9月 52.3 50.5 47.6 47.0 50.5
2019年 10月 50.8 49.6 47.4 47.3 50.1
2019年 11月 52.6 51.3 47.8 47.3 50.5
2019年 12月 53.2 51.2 47.2 47.3 51.1
2020年 1月 51.3 51.4 47.1 47.5 49.9
2020年 2月 27.8 29.3 33.9 31.8 32.1
2020年 3月 54.1 52.0 49.0 50.9 48.2
2020年 4月 53.7 50.2 48.2 50.2 50.1
2020年 5月 53.2 50.9 47.3 49.4 50.5
2020年 6月 53.9 51.4 47.6 49.1 50.5

制造业 PMI其他相关指标情况（经季节调整） 单位：%
新出口

订单
进口 采购量

主要原材料

购进价格

出厂

价格

产成品

库存

在手

订单

生产经营

活动预期

2019年 6月 46.3 46.8 49.7 49.0 45.4 48.1 44.5 53.4
2019年 7月 46.9 47.4 50.4 50.7 46.9 47.0 44.7 53.6
2019年 8月 47.2 46.7 49.3 48.6 46.7 47.8 44.8 53.3
2019年 9月 48.2 47.1 50.4 52.2 49.9 47.1 44.7 54.4
2019年 10月 47.0 46.9 49.8 50.4 48.0 46.7 44.9 54.2
2019年 11月 48.8 49.8 51.0 49.0 47.3 46.4 44.9 54.9
2019年 12月 50.3 49.9 51.3 51.8 49.2 45.6 45.0 54.4
2020年 1月 48.7 49.0 51.6 53.8 49.0 46.0 46.3 57.9
2020年 2月 28.7 31.9 29.3 51.4 44.3 46.1 35.6 41.8

2020年 3月 46.4 48.4 52.7 45.5 43.8 49.1 46.3 54.4
2020年 4月 33.5 43.9 52.0 42.5 42.2 49.3 43.6 54.0
2020年 5月 35.3 45.3 50.8 51.6 48.7 47.3 44.1 57.9
2020年 6月 42.6 47.0 51.8 56.8 52.4 46.8 44.8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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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指 标

6月

绝对数 同比%

一、货币信贷
（月末余额）

广义货币（M2） 213.49万亿元 11.1

狭义货币（M1） 60.43万亿元 6.5

流通中货币（M0） 7.95万亿元 9.5

人民币贷款 163.90万亿元 13.3

二、股票市场
月末收盘
点数

比上月末
增减

本月最高点
▲

本月最低点
▲

上证综合指数 2984.67 69.24 2979.55 2890.03

深证成份指数 11992.35 890.20 11992.35 11102.15

三、外汇市场 月初值 月末值 月升降值 升降比(%)

1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 7.1315 7.0795 0.052 0.7

1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 7.9299 7.961 0.0311 0.4

四、国家外汇储备（亿美元） 31123.28

▲ 本月交易时间内的最高（低）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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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商务运行主要指标 金额单位：亿元、亿美元

指 标
6月 1-6月

绝对数 同比% 绝对数 同比%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525.9 -1.8 172256.2 -11.4

城镇 29051.6 -2.0 149345.3 -11.5

乡村 4474.3 -1.2 22910.9 -10.9

电子商务网络零售额 11567.6 16.7 51100.6 1.4

二、对外贸易

进出口额 26973.3 5.1 142379.1 -3.2

出口额 15131.4 4.3 77134.1 -3.0

进口额 11841.9 6.2 65245.0 -3.3

三、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 167.2 3.7 679.3 -4.0

四、对外投资合作

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 653.9 2.6 3621.0 4.4

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772.8 -23.0 4262.7 -10.5

派出各类劳务人员（万人） 2.2 -47.6 13.3 -43.2

注：电子商务网络零售额来源于第三方机构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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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前六位省市货物进出口情况（1-6月） 金额单位:亿元

地 区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金额 同比% 比重% 金额 同比% 比重% 金额 同比% 比重%

全 国 142379.1 -3.2 100.0 77134.1 -3.0 100.0 65245.0 -3.3 100.0

广东省 30580.3 -7.1 21.5 18145.6 -8.5 23.5 12434.7 -5.0 19.1

江苏省 20061.7 -2.8 14.1 12170.8 -5.6 15.8 7890.8 1.9 12.1

上海市 15813.9 -0.7 11.1 6422.7 0.7 8.3 9391.2 -1.7 14.4

浙江省 14724.2 4.2 10.3 10858.1 3.3 14.1 3866.1 6.8 5.9

北京市 11287.0 -18.7 7.9 2481.5 2.9 3.2 8805.5 -23.3 13.5

山东省 9461.4 -3.2 6.6 5302.2 0.6 6.9 4159.2 -7.6 6.4

注:1.按进出口规模排序。2.海关统计数据。

全国前六位省市利用外资情况（1-6月） 金额单位：亿美元

地 区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 实际使用外资

绝对数 同比% 金额 同比% 比重%

全 国 15742 -21.8 679.3 -4.0 100.0

江苏省 1429 -8.7 124.6 0.2 18.4

广东省 5584 -28.6 119.1 -3.4 17.5

上海市 2331 -28.3 81.1 5.8 11.9

浙江省 1133 -32.4 75.0 7.9 11.1

北京市 590 -25.1 71.1 -19.9 10.5

山东省 1156 6.5 64.1 7.2 9.4

注:按实际使用外资规模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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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商务运行主要指标 金额单位：亿元、亿美元

指 标
6月 1-6月

绝对数 同比% 绝对数 同比%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17.4 -4.2 12463.5 -9.5

电子商务网络零售额 430.8 13.4 2005.4 -0.9

实物型网络零售额 358.4 20.2 1687.6 6.2

农村网络零售额 92.6 2.1 483.1 -6.4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31.2 30.2 187.4 21.8

二、对外贸易

进出口额 1713.9 -2.7 9461.4 -3.2

出口额 964.6 -5.0 5302.2 0.6

进口额 749.4 0.4 4159.2 -7.6

三、服务贸易

进出口额 —— —— 1028.9 -11.1

出口额 —— —— 432.1 -10.0

进口额 —— —— 596.8 -11.8

四、外商投资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家） 339 57.7 1156 6.5

实际使用外资（单位：亿美元） 15.4 33.3 64.1 7.2

五、国际经济合作

实际对外投资 39.0 -84.8 280.7 26.2

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43.6 -32.5 278.8 -27.8

派出各类劳务人员（人次） 2237 -56.1 10025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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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任爱荣副省长，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六处。

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商务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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