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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握“走在

前列、全面开创”的目标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新发展理念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

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聚焦推进“1+474”工作体

系，奋力拼搏，顶住下行压力，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量质齐

升、再上新台阶的良好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人民生

活福祉进一步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大强美富通”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2]
9443.37 亿元，比上年

增长 7.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43.06 亿元，增长 1.3%；第

二产业增加值 3265.22 亿元，增长 7.8%；第三产业增加值

5835.09 亿元，增长 7.0%。三次产业构成为 3.6：34.6：61.8。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
106416 元，增长 5.7%，按年均汇率折算为

15430 美元。 



年末常住人口 890.87 万人，比上年末增长 0.78%。户籍人

口 796.74 万人，增长 1.46%。申报出生率 12.86‰，申报死亡率

6.62‰，人口自然增长率 6.24‰。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71.21%，

比上年末提高 0.42 个百分点。 

全年新增城镇就业 19.39 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2.01%。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3.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

0.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回落 1.4%。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指数环比涨幅基本保持稳定。 

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指    标 全市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3.3 

食品烟酒 9.1 

衣着 1.3 

居住 1.3 

生活用品及服务 0.3 

交通和通信 -2.7 

教育文化和娱乐 2.7 

医疗保健 1.7 

其他用品和服务 4.5 

  



 

  

二、重点工作 

四个中心建设全面提升。经济中心建设实现新突破。全年全

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达到 13.3%，居全省第 2 位；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占全省比重达到 13.4%，居第 2 位；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居第 2 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第 2 位；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 GDP 比重 61.8%，居第 1 位。加快央企总部城、省企总部城建

设，26 个世界 500 强、47 个内资总部项目成功落地。金融中心

服务功能明显提升。金融业增加值增长 7.4%。年末金融机构本

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均居全省第 1 位。新增新三板挂牌公司 11

家，总数达到 184 家，占全省比重 23.8%。物流中心承载能力拓

展增强。开行欧亚班列 158 列，新开通国际（地区）航线 10 条。



国家 5A 级物流企业达到 14 家，居副省级城市第 1 位。重点物

流园区 16 个，重点物流企业 325 家，营业收入 369.6 亿元，增

长 10.8%。科创中心集聚效应显著提高。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231

家，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企业 955 家，实现产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比重为 51.2%。R&D 经费投入
[4]
235.58 亿元，占 GDP 比

重为 2.66%，比上年提高 0.07 个百分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28 家，省级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140 家。 

重点改革成效显著。重点领域有序推进。持续深化国资国企

改革，市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突破万亿元。创新实施“五位一体”

融资服务体系。深入推进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机制创新，组织 3.8

万名干部开展“遍访民企”服务活动，民营企业实现税收 812.4

亿元。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大力深化“一次办成”改革，“在泉

城·全办成”服务品牌全国打响，市场主体总量突破 115 万户，

我市营商环境指数位列全国第 7 位。“双招双引”推深走实。签

约项目 892 个，计划总投资 1.06 万亿元，20 个境外世界 500 强

项目入驻济南。新增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27 人，引进院士及诺奖

团队 30 余个、高层次外国专家团队 50 余个。建成全国首家人

力资本产业园，发布全国首个“人才有价”评估平台。对外开放

打造新高地。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建设高点起

步，162 项试点任务进展顺利，推出一批制度创新措施，诞生全

省首张区块链存储和传递的数字营业执照。济南综合保税区提

前半年封关验收，济南章锦综合保税区启动申建，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获批设立。全国首个泛北方区域性签证中心正式启

用，实现 32 个国家就地签证。 

动能转换提质增速。工业新动能加速发展。规模以上工业高

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1.9%，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比重达到 21.6%。大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产业营业

收入分别增长 12.1%、9.1%。新兴消费潜力释放。限额以上可穿

戴智能设备、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分别增长 117.3%和 199.3%，限

额以上餐饮配送和外卖送餐服务营业额增长 28.7%，限额以上企

业网上零售额增长 15.6%。现代服务业
[5]
增势强劲。现代服务业

实现增加值 3508.04亿元，增长 10.5%,占服务业比重为 60.1%。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营业收

入分别增长 77.3%、22.5%和 22.9%。平台建设支撑有力。新旧动

能转换先行区建设全面铺开，跨黄河“三桥一隧”建设加快，绿

地国际博览城、中科新经济科创园等项目顺利推进。国际医学科

学中心加快建设，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北方中心、质子临床治疗

中心主体封顶，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首批师生入驻。国家超算中心

科技园建成启用，我市成为全国第二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

区，入选全国首批 5G商用城市。省会高质量发展动能更加强劲。 

乡村振兴扎实推进。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入实施

十大特色产业振兴工程，北方国际种业之都建设坚实起步，大力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成功创建 3 个省级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示范区。脱贫攻坚取得丰硕成果，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

10.5 万户、21.6 万人全部脱贫，1006 个贫困村全部摘帽退出，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增加

到 10826 元，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

及饮水安全突出问题总体上得到解决。  

三、农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637.3 亿元,比上年增长 0.9%;农林

牧渔业增加值 360.5 亿元，增长 1.7%。全市现代高效农业增加

值 47.87 亿元，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 13.3%，提高 0.8 个百分

点；现代高效农业增加值增长率 9.6%，提高 3.8个百分点。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 719.0 万亩，减少 1.0%；蔬菜种植面积

150.5 万亩，减少 2.2%。粮食总产量 285.5 万吨，增产 3.1%；

蔬菜产量 671.2万吨，增产 1.9%。 

2019年主要农产品种植面积和产量 

指    标 单位 面积/产量 比上年增长(%) 

粮食种植面积 万亩 719.0 -1.0 

棉花种植面积 万亩 5.8 -6.8 

油料种植面积 万亩 28.8 -9.5 

蔬菜种植面积 万亩 150.5 -2.2 

实有果园面积 万亩 58.4 -1.9 



粮食总产量 万吨 285.5 3.1 

棉花产量 万吨 0.5 23.4 

油料产量 万吨 6.6 -6.0 

蔬菜产量 万吨 671.2 1.9 

水果产量 万吨 62.9 -0.5 

  

全年完成造林面积 10758 公顷，增长 38.7%；经济林种植面

积 89959 公顷，增长 6.2%；植树造林 1576 万株，增长 8.1%。 

全年肉类总产量 35.9 万吨，下降 5.0%；禽蛋产量 36.6 万

吨，下降 3.8%；奶类产量 32.1 万吨，下降 3.2%。水产品产量

1.6 万吨，下降 54.4%。 

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 470 家，农民合作社、家庭农

场注册数量达到 9002 家、4965 家。全年新增有效灌溉面积和节

水灌溉面积分别为 15.7 万亩和 13.1 万亩。农业机械总动力达

543.5 万千瓦，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 87.9%。 

四、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4.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4.2%，分经济类型看，公有制经济增长 6.8%，非公有制

经济增长 2.1%；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增长 2.7%，重工业增长

4.5%。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增长 3.1%。41 个大类行业中，

营业收入超百亿的行业达到 13 个，总量占比 86.0%。其中，黑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汽车制造业超过千亿规模。 

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重点行业营业收入增长速度 

行业名称 比上年增长（%）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3 

汽车制造业 3.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9.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1.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7.2 

通用设备制造业 2.1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2.1 

金属制品业  -6.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2.0 

医药制造业  13.1 

专用设备制造业  9.7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6.1 

食品制造业 2.8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销率为 96.8%。所生产的 160 种大

类产品中，有 83 种产品产量实现增长，增长面为 51.9%。其中，



增幅超过 30%的产品有 22 种，占比为 13.8%，比上年提高 0.2 个

百分点。 

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鲜、冷藏肉 万吨 14.9  -0.3  

乳制品 万吨 47.7  -7.3  

饮料酒 万千升 31.0  12.7  

合成氨（无水氨） 万吨 69.3  14.5  

聚丙烯树脂 万吨 11.5  20.7  

初级形态塑料 万吨 29.3  7.8  

中成药 吨 3263.1  9.0  

水泥 万吨 1232.8  32.0  

石墨及碳素制品 万吨 181.0  -6.8  

钢材 万吨 2255.5  -0.2  

锻件 万吨 93.6  0.9  

粉末冶金零件 万吨 2.9  33.0  

发动机 万千瓦 3583.6  25.6  

数控金属切削机床 台 1027  -1.2  

气动元件 万件 1675.6  473.7  

矿山专用设备 万吨 6.2  -7.2  

工业机器人 套 1074  7.0  

载货汽车 万辆 17.4  -1.1  



铁路货车 辆 5311  6.3  

变压器 万千伏安 15448.4  -5.3  

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 万千瓦 55.7  37.7  

电子计算机整机 万台 118.4  16.4  

服务器 万台 116.5  16.6  

集成电路 万块 1561.1  9.4  

原油加工量 万吨 521.1  17.9  

发电量 亿千瓦时 295.1  -5.8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 1107.98 亿元，增长 18.7%，占 GDP 比重

11.7%。在建工程总施工面积达到 14955.4 万平方米。具有资质

等级的建筑业企业 895 家，增加 243 家。实现建筑业总产值

3514.0亿元，增长 20.3%。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 2577.5

亿元，增长 16.2%。签订合同额 8403.3 亿元，增长 21.0%。其

中，本年新签合同额 4543.8 亿元，增长 21.6%。 

  

五、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12.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

投资下降 49.6%，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23.5%，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22.6%。年末亿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1108 个，增加 9 个。其

中，五十亿元以上项目 32 个，增加 13 个,完成投资增长 70.3%。



济南轨道交通 R1、R2、R3 线项目投资进度 77.2%，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项目投资进度 65.8%，济南市东客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投资

进度 75%，济南市济泺路穿黄隧道工程项目投资进度 30.7%，济

南超算中心科技园项目一期完工。 

全年民间投资下降 10.9%，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3.3%。服务

业投资增长 22.6%，其中，物流业投资增长 28.4%。 

全年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1576.9 亿元，增长 9.7%。其中，

住宅完成投资 1135.7 亿元，增长 15.8%。房屋施工面积 9980.0

万平方米，增长 3.2%。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6524.8 万平方米，

增长 2.7%。房屋竣工面积 1070.0万平方米，下降 17.9%。其中，

住宅竣工面积 770.7 万平方米，下降 20.9%。商品房销售面积

1246.5 万平方米，下降 7.5%。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1020.7 万平

方米，下降 4.5%。商品房销售额 1380.8 亿元，下降 10.7%。其

中，住宅销售额 1173.9 亿元，下降 5.3%。 

  

六、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16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8.1%。

其中，商品零售 4393.0 亿元，增长 8.0%；餐饮收入 769.2 亿元，

增长 8.5%。分城乡看，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4656.0 亿元，增

长 8.1%；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506.2 亿元，增长 7.7%。限额

以上单位
[7]
实现零售额 1349.1 亿元，增长 1.1%。 



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 128.7 亿元，增

长 11.4%；金银珠宝类 35.9 亿元，增长 18.1%；家用电器和音像

器材类 77.4 亿元，增长 5.3%；汽车类 373.2 亿元，增长 2.6%。 

2019年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商品零售额及增长速度 

商品类别 零售额（亿

元） 

比上年增长(%) 

粮油、食品类 128.7 11.4 

饮料类 11.1 3.4 

烟酒类 20.9 13.4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103.0 -0.3 

化妆品类 15.9 -4.4 

金银珠宝类 35.9 18.1 

日用品类 35.6 0.8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77.4 5.3 

中西药品类 44.6 -12.9 

文化办公用品类 30.8 0.9 

通讯器材类 54.7 -16.5 

石油及制品类 222.3 -3.1 

汽车类 373.2 2.6 

  

七、开放型经济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1103.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9%。其

中，出口 622.5 亿元，增长 5.2%；进口 480.8 亿元，增长 39.6%。

出口市场中，对欧洲国家和地区出口增长 7.5%，对韩国、日本

出口分别增长 9.3%和 3.0%，对美国出口下降 28.3%。主要出口

商品中，机电产品出口 387.3 亿元，其中，运输工具出口 133.9

亿元，增长 19.3%；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91.2 亿元，下降 7.8%；

农产品出口 52.6 亿元，增长 46.0%。 

全年实际使用外资 22.4 亿美元，增长 23.8%。其中，制造

业使用外资 2.9 亿美元，服务业使用外资 14.5 亿美元。新批外

商投资项目 228 个。总投资过亿美元的项目 26 个，合同外资

53.1 亿美元，增长 5.0%。 

全年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 40.9 亿美元，备案设立境外企业

（机构）79 家，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8047 人。 

全年经济外向度 11.7%，比上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 

  

八、交通、邮电和旅游 

年末公路通车里程 17770.9 公里，比上年增长 2.3%。其中，

境内高速公路 653.6 公里，增长 3.9%。公路客运量 3244.0 万

人，下降 1.6%；旅客周转量 54.1 亿人公里，下降 1.4%。公路货

运量 3.4 亿吨，增长 2.8%；货运周转量 585.5 亿吨公里，增长



1.8%。年末拥有民用机动车 285.5 万辆，其中，民用汽车 258.4

万辆。年末公交线路 596 条，增加 60 条；线路总长度 10807.2

公里，增加 1188.1 公里；旅客运输量 8.5 亿人次, 增加 2304.6

万人次。济南机场累计保障起降 13.0 万架次，增长 2.5%；旅客

吞吐量 1756.0 万人次，增长 5.7%；货邮吞吐量 13.5 万吨，增

长 19.1%。  

全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

入）69.5 亿元，增长 12.9%；业务总量 114.0 亿元，增长 27.0%。

快递服务企业业务收入 56.0 亿元，增长 15.7%；业务量 51605.9

万件，增长 19.5%。年末移动电话用户 1122.9 万户，其中，4G

电话用户 888.8万户、增长 10.1%。 

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10026.0 万人次，增长 8.5%。其中，

接待国内游客 9980.3 万人次，增长 8.5%；接待入境游客 45.7

万人次，增长 12.2%。实现旅游总收入 1285.9亿元，增长 12.7%。

其中，国内旅游收入 1266.9 亿元，增长 12.6%；入境旅游收入

27493.5 万美元，增长 19.8%。A 级旅游景区 80 家。其中，5A 级

景区 1 家，4A 级景区 17 家。省级以上旅游度假区 2 家。 

  

九、财政和金融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74.2 亿元，比上年增长 7.2%。其

中，税收收入 700.1 亿元，增长 4.5%，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



重为 80.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97.3 亿元，增长 7.0%。其中，

教育支出 185.8 亿元，增长 5.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3.9

亿元，增长 13.3%；城乡社区支出 253.2 亿元，增长 0.5%。 

年末金融机构单位数 800 家。其中，银行 52 家，保险公司

93 家，证券公司及营业部 147 家，期货公司及营业部 64 家，财

务公司 11 家，其他各类机构 433 家。 

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8646.1亿元，增长 3.1%。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18768.7 亿元，增长 11.2%。 

全年完成证券交易额 3.6 万亿元，增长 24.8%；期货营业部

交易额 7.9 万亿元，增长 0.1%；新增直接融资 2023.1 亿元。年

末全市区域内上市公司 37 家，股票 39 只；在证券投资基金协

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总数达到 180家，管理基金 352只，

管理规模 797.9亿元。 

全年保费收入 532.3 亿元，增长 19.3%。其中，财产险公司

保费收入 131.5亿元，增长 34.2%；人身险公司保费收入 400.8

亿元，增长 15.1%。各项赔款与给付 121.9 亿元，增长 7.5%。 

  

十、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和体育事业 

全年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29.25件，比上年增长 13.4%。

技术合同实现交易额 278.4 亿元，增长 113.0%。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研发人员数量 6.3 万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办研发机构 333

个。全市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9 项，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 9 项、二等奖 34 项。专利申请量 46563 件，其中，发明

专利申请量 16117 件。专利授权量 25158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

权量 4843 件。 

加快中心城基础教育设施三年建设规划任务落实，全市开

工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幼儿园）140 所。创新幼儿园网格化

触点式管理，推行“互联网+”家园共育。巩固“双零择”成果，

全市义务教育阶段集团化建设率达到 70%，484 所被帮扶学校实

现特色发展。坚持职业教育现代融合发展，11 所院校 44 个项目

进入教育部首批 1+X 证书制度试点项目，新设 24 个专业服务新

旧动能转换工程。 

2019年教育事业基本情况 

学校类别 学校所数

（所） 

在校生（万

人） 

专任教师

（人） 

 驻济高等学校 52 76.2 40627 

  中等职业学校 40 5.7 4058 

 普通中学 312 39.4 34177 

 小学 683 54.1 36067 

 特殊教育学校 13 0.1 536 

  



年末（国有）艺术表演团体 15 个，文化馆（站）及群众艺

术馆 169 个，博物馆 13 个，档案馆 17 个，公共图书馆 14 个。

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435 处，其中，国家级 30 处。城市可统

计票房数字影院 65 家，放映 81.7万场次，观众 1306.7 万人次，

票房收入 4.9 亿元。年末广播人口混合覆盖率 99.7%，电视人口

混合覆盖率 99.3%。建成“泉城书房”12 个，基层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覆盖率 100%。 

年末拥有卫生机构 7487 个，增加 144 家，增长 2.0%，其中，

医院、卫生院 351 家（三甲医院 24 家、民营医院 180 家）。卫

生机构床位 6.7 万张，增长 2.8%。各类卫生技术人员 9.8 万人，

增长 6.4%；执业（助理）医师 3.8 万人，增长 7.4%。按常住人

口计算，每千人拥有病床 7.5 张，增长 2.1%；每千人拥有执业

（助理）医师 4.3 人，增长 6.7%。 

全年新成立体育社会组织 8 个，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 2187

人。组织各类全民健身活动（赛事）220 次，参与人数 200 万人

次。获省级及以上金牌 565 枚，银牌 357 枚，铜牌 431 枚。成功

举办了济南市冬季畅游泉水国际邀请赛、马拉松游泳冠军赛暨

世界杯选拔赛、国际泳联游泳世界杯、泉城（济南）马拉松等多

项高端国际赛事。 

  

十一、城市建设
[8]
、环境和安全生产 



年末城市建成区面积 760.6 平方公里，比上年增加 79.6 平

方公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1.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3.3 平

方米。全年天然气供气量 14.36亿立方米，增长 10.4%；液化石

油气供气量 4.55 万吨，减少 10.4%。集中供热面积 26073 万平

方米，增长 15.8%。自来水供水量 4.45 亿吨，增长 4.4%。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 100%。 

全年城区环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 103 微

克/立方米，细颗粒物（PM2.5）53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 15 微

克/立方米，二氧化氮 41 微克/立方米。小清河出境断面辛丰庄

化学需氧量浓度 18 毫克/升，小清河出境断面辛丰庄氨氮浓度

1.46 毫克/升。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54.9 分贝，市

区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69.6 分贝。初步核算，万元 GDP

能耗下降 8.87%，完成当年节能降耗目标任务。 

全年新能源装机容量 130.4 万千瓦，占全市装机容量的

15.4%。其中，太阳能装机容量 65.2 万千瓦，风电装机容量

49.1 万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 15.9 万千瓦。 

全年刑事案件立案 25382 件。破获当年刑事案件 10345 件。

受理社会治安案件 79355 件。 

全年发生各类生产安全死亡事故 240 起，下降 14.9%；死亡

262 人，下降 14.7%。 

  



十二、居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1913元，比上年增长 7.3%；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33439 元，增长 6.7%。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19454 元，增长 9.1%；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 12300 元，增长 8.0%。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 2.71：1 缩

小为 2.67:1。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9]
23.8%，农村居民恩格尔系

数 30.1%。 

 



       

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408.33万，增加 30.82

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288.04 万，增加 18.57 万；失业保

险参保人数 189.70 万，增加 9.55 万；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262.56

万，增加 15.18 万；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201.24 万，增加 17.98

万。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293.91 万和

502.38 万。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上年人均每月 616 元提高到 685

元，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镇居民 1.01 万户、1.55 万人，

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及各类补贴 1.14 亿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由年人均不低于 4928 元提高到 5480 元，享受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的农村居民 5.23 万户、7.33 万人，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

及各类补贴 3.13 亿元。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每人每年



7124 元；照料护理标准按照自理、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人员

分三种档次，每人每年分别为 2292 元、3820 元、7640 元。 

全市共有救助管理站 3 处，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1 处。培

训残疾人 6922 人次，安置残疾人员就业 2563 人，帮扶救助残疾

人投入资金 1.4 亿元。 

  

注释： 

[1]2019年统计数据为统计快报数或初步核算数，正式数据以出版的《济南统计

年鉴－2020》为准。 

[2]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

计算。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对国内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等相关指标的

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 

[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年均常住人口计算。 

[4] R&D经费投入相关指标错年使用 2018年数据。 

[5]现代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7]限额以上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单位、500万元

及以上的零售业单位、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单位。单位包括法人企业、产

业活动单位和个体户。 

[8]城市建设指标口径为包含两县的整个济南地区。 

[9]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 

[10]数据来自于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 

  

资料来源：本公报中全面深化改革数据来自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展改革委；扶贫数据来自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数据、

省级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数据来自发展改革部门；教育数据来自教育部门；科

技数据来自科技部门；电信相关数据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户籍、社会治安数据来

自公安部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相关数据来自民政部门；财

政数据来自财政部门；城镇新增就业、登记失业率、城镇职工保险参保数据、人才数

据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环境保护相关数据来自生态环境部门；城市建设相关

数据来自城乡建设部门；公路里程、公交数据、公路运输、航空运输数据来自交通运

输部门；邮政、快递数据来自邮政管理部门；水产品产量、农业数据来自农业农村部

门；林业数据来自园林和林业部门；进出口、新设境外企业、外派劳务人员数据来自

商务部门；旅游、文化数据来自文化和旅游部门；卫生数据来自卫生健康部门；安全



生产数据来自应急管理部门；外事数据来自外事部门；市场主体、知识产权数据来自

市场监管部门；体育数据来自体育部门；医疗保险类数据来自医疗保障部门；金融数

据来自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招商引资、外资数据来自投资促进部门；物流数据来自口

岸物流部门；民营经济数据来自民营经济部门；档案馆数据来自档案部门；残疾人保

障数据来自残联；装机容量数据来自供电部门；居民收入与支出数据、恩格尔系数、

价格指数、粮食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济南调查队；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建设数据来自

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国际医学科学中心建设情况来自国际医学科学中心管委

会；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建设数据来自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管

委会；其他数据均来自市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