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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
举行“数说山东看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
绍2025年上半年山东外贸进出口情况。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山东
外贸保持较强韧性，规模大、增速快、质量高，为
全国外贸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了“走在前、
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据海关统计，上半年，山东
省货物贸易进出口1.73万亿元，列全国第5位，同
比增长6.8%，高于全国3.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1.05万亿元，同比增长6%；进口6764.1亿元，同比
增长8.1%。

进出口规模逐季扩大

进出口规模再创新高。上半年，山东省进出
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
速在前6大外贸省市中居第一位，贡献了全国近
20%的增量。从季度看，进出口规模逐季扩大，一
季度突破80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二季度突
破9000亿元，创季度历史新高，增长7.6%，较一季
度加快1.7个百分点。

区域发展协同并进。省会、胶东、鲁南三大
经济圈紧密协作、错位发展，外贸齐头并进、亮点
纷呈。省会经济圈发挥济南的辐射带动作用，打
造产业集群，上半年，7市实现进出口4622.3亿
元，同比增长7%，连续12个月保持增长，为全省
外贸发展持续提供动能。胶东经济圈依托港口
优势，打造世界级港口群和高端产业带，是全省
外贸发展的主力军，5市实现进出口1.05万亿元，
同比增长5.8%，占全省进出口值的六成以上。鲁
南经济圈着力打造乡村振兴先行区，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4市实现进出口
2183.2亿元，同比增长11.7%，增速领跑全省，占
全省比重不断提升。

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山东出口稳、
结构优，呈现出产品升级、“品牌”圈粉、市场多元
等亮点。产品“含新量”高，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
关的高技术产品出口 900.8亿元，同比增长
28.1%，其中机床、船舶等高端装备出口451.8亿
元，同比增长36.3%；文化产品出口594.1亿元，同
比增长18.2%，齐鲁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绿
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出口60.6亿元，同比增长
12.2%，新能源客车畅销南美、东盟等市场。产品
竞争力与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山东境内自主品
牌产品出口2706.5亿元，同比增长11.6%，已经占
到全省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山东好品”越来越
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

进口需求保持旺盛。今年以来，山东省原
材料、消费品需求持续扩张，进口量连续5个月
保持增加。从拉动作用看，上半年大宗商品进
口3705.4亿元，同比增长16.7%，占全省进口值
的54.8%，拉动进口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
原油进口2075.2亿元，同比增长16.3%；铝矿砂
进口377.8亿元，同比增长80.6%；铜矿砂进口
320.1亿元，同比增长26.4%。提振消费政策红

利持续释放，消费品进口快速增长，上半年进口
482.6亿元，同比增长12.7%，其中水产品进口
143.2亿元，同比增长17.3%；食用油进口28.5亿
元，增长40.4%；干鲜瓜果进口18.1亿元，同比增
长58.7%。

85.1%的外贸增量由民营企业贡献

作为外贸大省的山东，已经形成了以民营企
业为主的进出口发展格局，每年有数万家民营企
业活跃在外贸发展一线，它们是山东外贸发展最
主要的参与者和贡献者。海关数据显示，上半
年，山东省民营企业进出口值为1.31万亿元，同
比增长7.7%，高于全省总体增速0.9个百分点。
其中，民营企业出口8216.4亿元，同比增长6.6%；
进口4933.2亿元，同比增长9.6%。

从市场主体看，上半年山东省有进出口实
绩的民营企业突破 6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4617家。从外贸规模看，上半年民营企业占山
东外贸进出口的比重达到76.1%，提高0.6个百
分点；其中，出口比重达 78.1%，进口比重达
72.9%。从增量贡献看，民营企业出口、进口增
速均高于整体，上半年山东省85.1%的外贸增
量由民营企业贡献。

民营企业是打通国际国内“双循环”的主要
力量，对国际产业合作发挥着关键作用，众多民
营企业通过中间品贸易将我国产业链优势辐射
到海外。上半年，山东省民营企业出口中间品
3943.3亿元，同比增长8.7%，钢铁、塑料、铝、玻
璃、五金、纺织等行业中间品出口均保持快速增
长。进口方面，民营企业也为更加充分利用海外
资源作出重要贡献。上半年，民营企业16类大宗

商品进口值达到3371.7亿元，同比增长13%，占全
省大宗商品进口总值的78.4%。

民营企业已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出口商品加快高端化转型。上半年，民营企业高
端装备出口349.3亿元，同比增长58.9%；电子技术
产品出口231.8亿元，同比增长26.5%。民营企业
外贸品牌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上半年自主品牌出
口1922亿元，同比增长15.1%。高科技行业需求
扩大推动民营企业进口向高端化迈进，以歌尔集
团为代表的科技企业积极扩大进口，民营企业集
成电路进口值增幅高达39.2%。

“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12.2%

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是我国
在绿色低碳、高端制造领域产业升级的重要成
果，尽管受到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等挑战，但总
体来看，出口势头仍然强劲。上半年，山东省“新
三样”产品出口60.6亿元，同比增长12.2%。

从出口市场看，山东省对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出口“新三样”产品49.8亿元，占全省出口
总值的82.1%。智利、东盟、阿联酋为前三出口
市场，出口值分别达到12.9亿元、8亿元、6.6亿
元，分别增长280.4%、152.5%、165.9%。此外，对
以色列、卡塔尔、日本、墨西哥“新三样”产品出口
也都实现三位数以上的增长，有效对冲了欧美市
场萎缩带来的影响。

从出口城市分布看，聊城、青岛“新三样”产
品出口值居全省前两位，分别占全省“新三样”产
品出口总值的29.4%、28%，聊城、淄博、日照出口
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675.1%、164%、103.9%。

（编辑：李旭超）

上半年山东进出口同比增6.8%
增速在前6大外贸省市中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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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读
●由我国提出的《电力储能用超级

电容器》国际标准提案近日在国际电工
委员会成功立项，得到了德国、日本、芬
兰等国的大力支持。该国际标准基于
超级电容器在电力储能领域的技术路
线、应用现状，分析现有超级电容器国
际标准在电力储能领域的差距和不足，
提出未来标准规划建议，将对全球储能
用超级电容器标准化发展起到积极促
进作用。

●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
会发布的全球供应链指数矩阵显示，全
球供应链整体发展仍较稳定，2018年至
2024年，构成全球供应链指数矩阵的促
进、连接、创新和韧性四个指数值均有所
提升。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日发布的
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自5月底到
7月初，所有联邦储备区均经历物价上
涨，大多数地区物价上涨情况与此前一
个报告期类似。所有联邦储备区的企业
均报告经历关税带来的温和或显著的投
入成本上涨压力，尤其是制造业和建筑
业所使用的原材料方面。

本报整理

今年夏粮产量
为历史第二高

本报综合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年上半年农
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夏粮产量
2994.8亿斤，是仅次于去年的历史第二高产
年。早稻目前收获六成左右，丰收在望。
秋粮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长势正常偏好。
夏油面积、单产、总产实现“三增”。

截至6月底，全国已累计帮扶超过680
万监测对象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守住
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分类推进
帮扶产业提质增效，深入开展防止返贫就
业攻坚行动，全国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规
模达3283.3万人。

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上半年全国规模
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品乡村美食、逛山乡美景等成为城乡
居民度假热选。上半年乡村建设项目库新
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已落实项目资金超
1000亿元，有力推动了村庄小型公益性基
础设施建设。 （编辑：李旭超）

本报综合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
“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介绍“十四五”时期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新进展
新成效。截至今年6月，我国每万人口高价值发
明专利拥有量已经达到15.3件，提前实现“十四
五”规划预期的12件目标。

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提升至53.3%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迈上新台阶。我
国完成专利法新一轮全面修改，推进商标法新一
轮全面修改，建立地理标志统一认定制度。知识
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从2020年的80.05分提升至
2024年的82.36分，整体步入良好阶段。

知识产权运用取得新成效。深入开展专利
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成功推动一大批专利实现转
化和产业化，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从2020年的
44.9%提升至2024年的53.3%。专利密集型产业
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11.97%提升到
2023年的13.04%。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
额从 2020年的 3194.4亿元提升到 2024年的

3987.1亿元，年均增速5.7%。全球前5000个品牌
中我国品牌价值达1.76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
二。地理标志产品直接年产值从2020年的6398
亿元提升至2024年的9690亿元。

知识产权服务达到新水平。上线运行国家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汇聚400余项知识产权
基础数据，实现知识产权全链条业务“一网通
办”。国家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达到483家，
实现省级层面全覆盖，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服
务机构达到175家，覆盖率达到52.6%。全国专利
代办处数量达到34个，商标业务受理窗口增至
367个。推动设立知识产权研究生专业学位，知
识产权人才超过100万人，执业专利代理师人数
超过4万人。建设脑科学、网络通信等重点产业
专利专题数据库28个，向创新主体免费开放，有
力服务了创新创造。

企业拥有高价值发明专利占比76.6%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是“十四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性指标之一，

截至今年6月已经达到15.3件。
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占

比较高。截至今年6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有
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已经达到147.2万件，是“十三
五”末的2.2倍，占高价值发明专利总量的七成左
右。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绿色环保、生命
健康等重点领域，我国已经储备了一批高价值核
心专利。

高价值发明专利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较
高。我国有近四成的高价值发明专利维持年限
超过10年，总计约79.3万件，是“十三五”末的
3.1倍。

高价值发明专利的创新和运用主体绝大多
数是企业。目前，我国已有26.5万家企业拥有高
价值发明专利165.1万件，企业拥有的高价值发
明专利占比达到76.6%。高价值发明专利使企业
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了技术领先优势，有效提升了
核心竞争力。同时，在我国海外有同族专利的有
效发明专利中，企业拥有12.1万件，占总量的
87%，有力护航了我国产品和技术在国际市场的
推广应用。 （编辑：李旭超）

我国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5.3件
提前实现“十四五”规划预期目标

上半年全国铁路
发送旅客创新高

本报综合消息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昨日表示，
2025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2.4亿人次，同比增长6.7%，创历史同期
新高。

今年以来，全国铁路旅客运输能力不
断增强，新投用复兴号动车组121标准组，
客运能力不断提升，上半年全国铁路日均
开行旅客列车11183列，同比增长7.5%。其
中，5月1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11.9万人
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在跨境客运组织方面，上半年广深港
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503.3万人次，中老铁
路发送跨境旅客13.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
长16.1%、19.1%。同时，国铁集团积极适应
国家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为外籍
旅客出行提供便利，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
外籍旅客914.8万人次、同比增长30.1%。

今年以来，旅游列车开行量质齐升，上
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972列，同
比增长23.2%，有效助力了旅游经济、银发
经济发展。 （编辑：李旭超）

胶东经济圈依托港口优势，打造世界级
港口群和高端产业带，是全省外贸发展的主
力军，5市实现进出口1.05万亿元，同比增
长5.8%，占全省进出口值的六成以上。

上半年，山东省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
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在前6大外
贸省市中居第一位，贡献了全国近20%的
增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