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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0年，面对极为复杂的发展环境和严峻挑战，河南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谋划推进中

原经济区建设，抢抓机遇，开拓进取，经济发展继续保持好的趋势、好的态势、好的气势。粮食产量再

创新高，工业生产回升向好，三大需求协调增长，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高，

全面完成“十一五”各项任务。 

金融业认真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在保持稳健运行的同时，质量、效益同步提升。银行业存款稳

定增加，贷款增长回归常态；证券市场融资功能不断提高，保险业补偿能力继续增强；金融市场交易保

持活跃，金融生态建设取得新进展。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河南省将以科学发展为主线，充分利用中原经济区建设、粮食核心

区建设、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等机遇，扩大内需、调整结构、深化改革、改善民生，努力加快中原崛起和

河南振兴。金融业将认真贯彻稳健货币政策，保持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均衡增长，着力优化融资结构和信

贷结构，为区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价格水平基本稳定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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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0 年，河南省金融业运行平稳，金融创新

步伐加快，市场资金配置功能进一步增强，金融

生态环境持续优化，为全省经济保持回升向好势

头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银行业稳健发展，货币信贷回

归常态 

2010 年，河南省各项存款平稳增长，贷款增

速稳定回落，信贷结构继续优化，利率水平稳中

有升，金融改革纵深推进。 

2010 年，河南省银行业整体运行平稳，信贷

结构不断优化，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1.规模、质量、效益同步提升，组织体系日

趋健全。2010 年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

模同比提高 16.1%，贷款不良率下降 1.75 个百分

点，利润总额同比提高 40.8%，银行业整体实力

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股份制银行、城市

商业银行纷纷跨区域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

公司大量创立，汇丰银行、东亚银行相继进驻，

城乡互动、中外互补的金融竞争格局初步形成（见

表 1）。 

 

表 1  2010 年河南省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个数 从业人数 资产总额

(个) (人) （亿元）

一、大型商业银行② 3112 74435 11982.13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及政策性银行③ 152 3737 2966.47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④ 147 5257 3713.79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536 11557 2233.66 17

五、城市信用社 - - - -

六、农村合作机构⑤ 5341 58507 5069.46 143

七、财务公司 3 110 232.84 2

八、邮政储蓄银行 2317 8997 2033.47 0

九、外资银行 2 63 19.84 0

十、农村新型机构⑥ 19 332 35.2 19

合             计 11629 162995 28286.86 181

营业网点①

机构类别
法人机构

（个）

 
注：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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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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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
行。 
④包括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广东发展银
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
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恒丰银行、浙商银行和渤海银行。
⑤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 
⑥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 
数据来源：河南银监局。 

2.存款整体平稳增长，活期化趋势增强。2010

年末，河南省本外币存款余额增长 20.5%，全年

增长波幅为 2.9 个百分点，较上年缩小 1.9 个百

分点。全年新增人民币存款 3973.8 亿元，再创历

史新高。从期限结构看，受企业生产经营活跃、

负利率等因素影响，存款活期化趋势增强，新增

存款中活期占比较上年提高 6.5 个百分点。新一

轮汇改启动以后，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年末外

汇存款余额同比下降 11.4%（见图 1）。 

 

-400

-20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
0
月

1
1
月

1
2
月

10

15

20

25

30

2009年各月当月新增人民币存款(左坐标）

2010年各月当月新增人民币存款(左坐标）

2009年各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长(右坐标）

2010年各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长(右坐标）

亿元 %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图 1  2010年河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3.贷款增长平稳回落，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2010 年，河南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国家宏观调控

要求，结合辖区实际，加快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

方式创新，全年新增贷款 2433.9 亿元，信贷投放

总量适度，节奏平稳，重点突出，信贷对经济发

展的支持作用明显(见图 2、图 3)。全年全省金融

机构新增涉农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 53.3％，较

好支持了“三农”及国家粮食核心区建设；弱势

群体信贷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全年累计发放小额

担保贷款 64.2 亿元，国家助学贷款 5.6 亿元，同

比分别多增 28.6 亿元和 0.4 亿元；中小企业财务

辅导成效显著，动产、股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等新型信贷产品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不断提高，

小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6.4 个百分

点；积极探索消费贷款新模式，促进消费升级，

年末消费贷款增速达 55.5%。受人民币升值预期

和外汇存款下降影响，外汇贷款同比少增 6.9 亿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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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图 2  2010年河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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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图 3  2009-2010 年河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

贷款增速变化 

 
表 2  2010 年河南省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单位：亿元、% 

年累计额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50367.4 20.0

现金支出 49850.5 19.9

现金净支出 -516.9 33.1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4.表外业务迅速发展。2010 年，随着金融机

构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和创新步伐的加快，以信

托贷款、委托贷款为主的表外业务快速发展，全

年表外贷款新增 472.2 亿元，增长 43.9%，金融

机构盈利模式和业务发展方式逐步转型优化。 

5.现金收支持续增长，回笼大幅增加。2010

年，河南省市场交易活跃，推动现金收支规模快

速扩大，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14 个百分点。物价

持续上涨、住房汽车销售火爆使商品销售净收入

多增，则带动现金回笼大幅增加（见表 2）。 

6.利率水平稳中有升，定价能力普遍提高。

受 2010 年两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影响，河南省

人民币利率总水平稳步上行，第四季度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较一季度和上年同期分别上升了 0.63

个和 1.04 个百分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和贷款定

价能力普遍提高，加之下半年部分金融机构流动

性收紧、贷款条件提高，全年新发放贷款中利率

上浮占比较上年上升 13.3 个百分点（见表 3、图

4）。 

 

表 3  2010 年河南省金融机构各利率浮动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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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41.8 25.7 3.9 1.5

1.0 28.4 32.7 37.1 18.9 1.4

小计 51.8 25.4 37.1 77.2 97.1

(1.0-1.1] 9.4 12.6 24.9 10.5 1

(1.1-1.3] 6.3 6.8 11.9 21.0 2.2

(1.3-1.5] 4.4 5.2 0.3 14.5 5.7

(1.5-2.0] 12.7 0.8 0 26.1 32.7

2.0以上 19.0 0 0 5.1 55.5

上

浮

水

平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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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图 4  2009-2010 年河南省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

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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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机构改革加快推进，新型机构日趋丰富。

政策性银行业务范围不断拓宽，国有商业银行对

基层行的授权稳步扩大。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

银行跨区域经营和向下延伸势头强烈，有 5 家股

份制银行和 5 家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异地支行。农

村信用社改革继续深入，新组建农村商业银行 8

家。新型机构发展迅速，至年末，全省小额贷款

公司开业数量居全国前列，并成立了 20 余家村镇

银行和资金互助社。 

 
 

专栏 1  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方法 推进大学生村干部创业富民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是党中央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

措。河南省在任“村官”总数 46198 人，居全国首位，涵盖全省 92%的行政村。大学生“村官”是农村

新观念的传播者、新技术的推广者、好项目的示范者，但缺少资金一直是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的瓶

颈。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与有关部门配合，通过建立和完善金融支持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的长效

机制，扎实做好金融支持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工作。至 2010 年末，全省大学生“村官”创业贷款

余额 9280 万元，2010 年累计发放贷款 7298 万元，惠及 1235 名创业“村官”。 

河南省的主要做法：一是加强指导，加大对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的政策支持。2010 年，人民银

行郑州中心支行会同河南省委组织部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支持大学生村干部创业富民金融服务

工作的意见》，明确相关适用政策和措施，积极指导金融机构加大金融支持。二是发挥政策性贷款作用，

满足小额贷款需求。协调相关部门，将大学生“村官”纳入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扶持范围，明确了大学生

“村官”作为借款人的身份问题。三是创新信贷产品，积极发放商业性贷款。依托农村信用工程创建，

根据评定信用等级对大学生“村官”发放小额信用贷款；积极引导大学生“村官”组建专业合作社、互

助担保协会、行业协会等信用共同体，通过联合增信提高偿债能力；根据大学生创业项目特点和本人专

长，开办特色产品予以支持。四是改进服务方式，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组织大学生村官金融知识和

创业培训，开辟“绿色通道”，对大学生“村官”创业贷款实施 “四优先”政策，提高贷审批效率。五

是发挥部门合力，多渠道解决资金困难。在省委组织部的统一组织下，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团省委

等有关部门紧密合作，设立“河南省大学生村干部发展基金”，采取社会募集方式筹集资金，为大学生

村干部创业提供借款、贴息、投资、担保等支持；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部分市财政拿出专门资金设

立大学生“村官”创业基金，用于支持大学生“村官”创业项目。 

目前河南省大学生“村官”创业人数占比近 20%，创业积极性高，创业项目资金缺口较大，初步估

算，“十二五”期间河南省大学生“村官”创业潜在静态信贷需求约为 10 亿元，金融支持大学生“村官”

创业富民大有可为。下一步，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支持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二是完善贷款风险分散、补偿和激励机制。三是加强对“村官”创办企业的培育、辅导。四是加

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执行力。五是加大宣传，普及金融知识，推广金融产品。 

 

 
（二）证券业快速发展，市场融资功

能不断提高 

2010 年，河南省证券业保持较好发展势头，

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企业上市和再融资活跃。 

1.经营机构快速增加，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

2010 年，国内众多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争相在豫设

立分支机构，全年全省共新增证券和期货经营机

构 31 家，创历年之最。创新业务加快发展，股指

期货、融资融券、IB 业务等相继推出，运行平稳。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合规水平不断提高，中原证券

和万达期货首次被评为 A 类公司，成功跨进行业

第一方阵。 

2.企业上市成效显著，并购重组持续活跃。

2010 年，河南企业发行上市工作取得突出成效，

全年共有 13 家公司通过发审委审核，10 家公司

挂牌上市，募集资金合计 106.81 亿元，“河南板

块”在全国资本市场的影响逐步凸显，上市公司

数量及募集资金数额均创历史新高。上市公司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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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重组持续活跃，再融资取得历史性突破，4 家

公司实现控股股东变更，2 家公司实现控制权转

移；5 家公司完成再融资，共募集资金 23 亿元（见

表 4）。 

表 4  2010 年河南省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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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年末境内上市公司数(家) 51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142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208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62  
数据来源：河南省发展改革委、河南证监局。 

 

（三）保险市场运行平稳，保障作用

不断增强 

2010 年，河南保险业市场竞争更加充分，经

济补偿功能继续增强。 

1.市场主体日趋完善，人员结构更加优化。

2010 年，河南省保险市场主体不断增加，省级公

司增加 5 家，市及以下分支机构增加 103 家，中

介机构增加 15 家，代理机构增加 68 家，初步形

成了各类机构并存、各种经营互补的多层次市场

体系。全省保险业从业人数减少 0.28 万人，人员

结构更加优化。 

2.保险业务发展较快，补偿功能充分发挥。

2010 年，河南省保费收入增长 40.31%，居全国第

五，中部第一（见表 5）。保险业为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经济补偿153.91亿元，同比增长3.83%，

保险对经济补偿和保障民生的功能日益凸现。 

 

表 5  2010 年河南省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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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3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4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793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35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659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154
保险密度（元/人） 789
保险深度（%） 3  

数据来源：河南保监局。 

（四）金融市场交易活跃，融资结构

有所改善 

2010 年，河南省货币市场业务稳步发展，票

据业务快速增长，外汇收支增势明显，黄金和期

货业务平稳发展。 

1.直接融资渠道拓宽，融资结构有所改善。

2010 年，河南神火集团等 9 家企业获准在银行间

债券市场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共计

15 支，金额 95 亿元，新增股票融资 173.64 亿元，

地方债 93 亿元。直接融资规模创历史最高，占比

跃升至 13.6%，同比提高 6.3 个百分点（见表 6）。 

 

表 6  2001-2010 年河南省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1 505.8 93.1 0 6.9

2002 663.1 97.3 0 2.7

2003 881.6 96.8 0 3.2

2004 767.2 98.0 1.3 0.7

2005 805.3 99.5 0 0.5

2006 1290.6 91.1 3.9 5.0

2007 1170.0 83.7 4.2 12.2

2008 1601.7 93.0 2.8 4.2

2009 3310.2 92.7 6.9 0.4

2010 2815.5 86.4 7.4 6.2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2.货币市场成员规模扩大，交易活跃。2010

年，河南省新增 1 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

员和 16 家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同业拆借累

计成交金额同比增加 303.3 亿元，财务公司和城

市商业银行是拆借交易主体，占全部拆借交易的

92%。债券回购累计交易金额同比增长 85％，现

券累计交易金额同比增长 41％。政策性金融债、

国债、中期票据以其信誉度高、流动性强的特点，

处于交易量前列。 

3.票据市场交易量价齐升。2010 年，河南省

金融机构票据承兑累计发生额 4369 亿元，增长

72.6%（见表 7）。累计办理票据贴现增长 51%。受

市场资金价格上涨影响，票据贴现利率大幅上扬，

12 月加权平均利率达 4.83%，较 1 月份上升 2.4

个百分点（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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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0 年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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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 1198 900.5 11207 6.3 45.5

2 1917 2020 935 25987 6.5 57.7

3 2060 3300 886 47264 5.4 101.6

4 2018 4369 944 64418 11.7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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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表 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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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48 3.9937 2.7308 2.8602

2 3.0762 4.2496 2.9401 2.9715

3 3.3034 4.9083 2.9405 3.3280

4 4.1769 5.8047 3.8494 4.3545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4.期货市场发展迅速，品种之间差异较大。

2010 年，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量大幅攀升，

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 118%,累计交易金额同比增

长 223%。白糖是郑州商品交易所交易规模最大的

品种，占郑州商品交易所全部交易品种总交易量

的 61%、总交易金额的 54%，而优质强筋小麦和菜

籽油的交易量和交易金额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见表 9）。早籼稻取代 PTA，成为 2010 年郑州商

品交易所增长最快的交易品种。 

 

表 9  2010 年郑州商品交易所交易统计表 

累计成交金额 同比增长 累计成交量 同比增长

（亿元） （％） （万张） （％）

一号棉花 205952 1488.0 17391 918.9

菜籽油 8563 5.3 1906 -13.0

早籼稻 12663 1457.7 5371 1277.1

 PTA 51847 35.9 12285 16.4

优质强筋小麦 2995 3.2 1161 -15.1

硬白小麦 15 98.0 7 74.0

白糖 335962 162.2 61061 109.0

合计 617997 223.4 99182 118.4

交易品种

 
数据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 

 

5.外汇交易创出新高，黄金交易持续下降。

2010 年，外部需求的复苏和河南省出口带动型企

业陆续投产，对河南出口产生较大的带动作用，

经常项目收结汇高速增长，资本与金融项目收结

汇增势迅猛，全省跨境外汇收支总额继 2008 年后

再创新高。2010 年，受黄金价格高位波动，上交

所停止综合类会员代理个人黄金业务等因素影

响，黄金业务交易量持续下降。河南省上海黄金

交易所会员（不含中金公司）累计买卖黄金同比

减少 63 吨。 

6.民间借贷规模扩大，利率持续上行。2010

年，按照货币信贷回归常态的要求，各商业银行

总行对贷款投放实行严格控制，银行信贷条件提

高，民间借贷顺势活跃，利率快速攀升。 

7.金融创新产品日渐丰富。2010 年，河南省

政府批转了《关于在全省范围内推动农村金融产

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意见的通知》，将试点工作

扩大至全省。各地涌现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保+信贷”、“农户＋担保公司＋信贷”、“农民专

业合作社＋担保公司+信贷”等多种新的信贷产

品，涉农和中小企业贷款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同

时，全省金融机构坚持市场化导向，在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与企业互动，为企业量身

定做了产业链融资、理财资金池融资等大量个性

化融资新产品，较好满足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对

金融的多元化需求。 

（五）信用体系不断完善，金融环境

日趋优化 

2010 年，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积极加强与

相关单位的沟通、协调，着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全省 13 个城市建立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

作制度和机制；稳步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征集、

农户电子信用档案建设和评价工作，在汤阴县启

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试验区建设；组织全省各级

人民银行因地制宜开展日常性征信及相关金融知

识宣传，推动信用知识的普及。至 2010 年底，企

业征信系统共收录企业和其他组织 61.6 万户，个

人征信系统收录自然人 3996 万人。 

2010 年，河南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

善，顺利完成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推广上线工作，

完成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试点运行；农村地区

支付服务环境不断改善，非现金支付业务量快速

增长，全省农民工银行卡交易笔数和金额居全国

首位。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0 年，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需求结

构持续改善、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节能减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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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发展方式向好转变的良好局面。全年地区

生产总值近 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2%，经济

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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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5  1978-2010年河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一）三大需求协调增长，外部需求

恢复明显 

1.投资结构出现积极变化。2010 年，河南以

产业集聚区发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三项重 

点工作带全局，加快推进城乡建设，着力优化投

资结构，积极实施“转型升级双千工程”，推动全

省投资运行出现积极变化，8 月份以后逐步扭转

了上半年增速持续回落的局面。经济薄弱环节投

资力度加大，第三产业投资增速远高于一、二产

业；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迅猛，高耗能行业投

资得到抑制，六大高耗能行业投资增速低于全部 

工业投资增速 10.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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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6  1981-2010年河南省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2.消费需求稳定增长。2010 年，全省城乡居

民收入较快增长，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高于

城镇居民 3.8 个百分点。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补

贴措施带动作用明显，居民消费增速逐月提高，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9%，高于上年同

期 3 个百分点（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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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7  1978-2010 年河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及其增长率 

 

3.外贸出口恢复增长，利用外资质量提高。

全省进出口总值、出口总值已基本恢复至金融危

机前水平，分别增长 32%和 43.4%（见图 8）。出

口产品结构向好，机电产品出口大幅增长，高新

技术产品出口量远高于进口量。新批外商投资企

业 362 家，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增速远高于合同

利用外资，居中部六省首位；新引进项目中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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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978-2010 年河南省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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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以上项目占比超过九成，世界 500 强、全

球最大的电子企业之一—富士康集团落户郑州

（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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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985-2010 年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二）三大产业稳定发展，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 

2010 年，河南省三大产业比重为 14.2：57.7：

28.1，其中第一产业占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第

二产业上升 1.1 个百分点，河南制造业大省的地

位继续增强（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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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1979-2010 年河南省产业结构变化情况 

 

1.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粮食产量再创新高。

2010 年，河南省认真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启

动实施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和“粮食稳产保收行

动计划”，克服持续低温、暴雨沥涝等不利因素，

全年粮食总产1087.4亿斤，连续7年创历史新高，

连续 5 年超千亿斤，连续 14 年居全国首位。农业

种植结构不断优化，优质粮食种植面积占比超过

七成，茶叶、中药材、优质果品等特色农产品基

地建设加快；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发展，双

汇集团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500 亿元。 

2.工业生产触底回升，调整升级持续推进。

国家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对河南支柱产业形成冲

击，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连续 9 个月回落，至 10

月份低点后开始反弹回升，全年增速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3.3 个百分点（见图 11）。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不断推进，郑州日产等 488 个重大结构升级

项目建成投产。装备制造、有色冶金、化工、食

品、纺织等五大战略支撑产业实现增加值比重较

上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

速远高于全省工业平均水平；六大高耗能行业实

现增加值增速低于全省工业平均水平，占全省工

业的比重较“十五”末期下降 6.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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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1978-2010年河南省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3．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多元化格局初步形

成。2010 年全省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5630 亿元，

连续 6 年保持 10%以上增速，总量居中部六省首

位，对全省经济的贡献率达 28.1%。交通运输、

仓储邮政业等传统服务业规模稳步扩大，形成了

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行业和企业；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现代服务业年均增速高

于整体服务业水平，文化、旅游等新兴服务业初

具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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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构建产业集聚区  加快承接产业转移 

 

近年来，河南省紧抓机遇，通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优化行政服务、举行专题投资洽谈会等举措，

努力为产业转移创造条件。自 2008 年下半年以来，河南省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产业集聚区发展

的政策措施，在用电、行政收费、异地投资分享税收、投融资等方面给予优惠，并安排 5000 万元专项

资金，用于对产业集聚区承接产业转移项目的奖励；对全省原有的 312 个工业园区进行规范整合，确定

了 180 个省级产业集聚区，承接发达地区链式和集群式产业转移，明确安阳汤阴县食品类产业集聚区、

内黄县陶瓷产业园区等 9个产业集聚区作为省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试点，10 个产业集聚区作为创新型

产业集聚区试点。各地政府通过订好规划、建好厂房、搞好基础设施等方式“筑巢引凤”。2010 年，全

省产业集聚区完成投资超过 4000 亿元，占全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 40%。内黄陶瓷、周口鞋业、洛宁玩

具、民权制冷、临颖休闲食品、新野和扶沟服装纺织等一批特色产业集聚区初步形成，成为推动县域经

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2010 年上半年，全省 180 个产业集聚区实际利用省外资金 1373.8 亿元，增长 28.5%。在 2010 年 11

月举办的“中国·郑州 2010 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中，产业集聚区承接产业转移效应明显，重点产

业集聚区承接产业转移项目 322 个，投资总额 1091.6 亿元，占比达 79.6%，抱团转移、整体转移、板块

承接态势明显，带动作用巨大，如安阳滑县服装加工园区 9家企业全部来自中国出口量最大的牛仔服装

集群基地广州增城市新塘镇；万向集团把杭州两条制动器生产线整体转移到原阳县产业集聚区，原阳将

成为全国最大的制动器生产基地；富士康计划在郑州投资 3200 万美元。2010 年，全省产业集聚区规模

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1 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 140 万人，分别占全省的 35%和 30%。产业集聚

区已成为河南省构建现代产业、现代城镇与自主创新“三大体系”的载体，是中原经济区建设和实现“中

原崛起”的重要依托，对优化产业结构、解决资金瓶颈和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物价水平大幅上扬，劳动力成

本明显增加 

1.居民消费价格不断上扬，食品类价格涨幅

较大。受国际粮价大幅上涨以及肉蛋、蔬菜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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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12  2001-2010 年河南省居民消费价格和生

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持续走高拉动，食品类价格不断攀升，上涨 7.9%，

成为推动物价上行的主要因素，带动 CPI 连创新

高，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较上年上升 4.1 个百

分点。 

2.生产价格涨幅较大，价格传导压力增加。

全省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工业品出厂

价格全面上升，同比分别提高 10.2 个和 7.8 个

百分点。下半年以来，生产价格环比涨幅逐月扩

大，上、下游产品价格、生产价格与居民消费价

格月度涨幅差距有所拉大，价格传导压力加大并

有所转化（见图 12）。 

3.劳动力成本上升明显。2010 年，河南省再

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至 600-800 元，涨幅超过

20%。受人口红利因素衰退、物价上涨等影响，城

镇职工、农民工工资预期上调，用工难现象有所

显现。全年全省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新增 105 万

人，受河南大量承接产业转移等吸引，劳动力回

流、省内转移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全年省内转移

占比近半，劳务输出逐步下降。 

4.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稳步推进。实施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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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用水同价和天然气价格调整联动机制，试点

推行阶梯水价和阶梯气价制度。同时，稳妥把握

价格调整时机，稳定公共服务性产品价格，暂缓

出台了水、电、气等价格调整方案。 

（四）财政收支继续扩大，民生保障

重点突出 

受工业生产增速提高影响，各级一般预算收

入大幅回升，增长 22.6%，已恢复至金融危机前

水平（见图 13）。一般预算支出规模继续扩大，

但增速有所放缓。财政支出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大

幅度增加，一般预算支出中用于一般公共服务、

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城乡社区、

农林水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超过八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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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1978-2010 年河南省财政收支状况 

 

（五）节能减排目标超额完成，能耗

水平持续下降 

2010 年，全省万元 GDP 能耗下降 3.5%左右，

在 2009 年提前完成“十一五”减排目标基础上，

COD 和 SO2 排放量分别继续下降 0.8%和 1.2%。规

模以上工业综合能耗总量增幅较上半年回落 8个

百分点，国家下达的 230 家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全

部关停应淘汰设备，并增加关停 37 家落后产能企

业设备。 

（六）房地产市场增势趋缓，新兴产

业发展迅速 

1．房地产市场理性回调，调控效果有所显现。

2010 年，在国家出台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

下，全省房地产市场增势趋缓，投资、供应、销

售增速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 

（1）房地产开发投资高位回落。全年全省房

地产开发累计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36.1%，较上半

年回落 1.3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占比近八

成；90 ㎡以下住宅投资增速下降，占比偏低。房

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到位增速低于完成投资增速，

企业资金趋紧。 

（2）房地产市场供应放缓。全年全省房地产

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小幅增长，较去年同期回

落 23 个百分点，土地开发面积同比下降。房屋施

工面积、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同比增速均较年

初大幅回落；90 ㎡及以下住宅供给占比较低，保

障房责任目标进展顺利。 

（3）商品房销售增速趋缓，空置面积下降。

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住宅销售面积、商品房销

售额、住宅销售额增速均较上年同期回落 10 个百

分点左右。市场观望情绪较浓，新入市楼盘较少，

全省住宅空置面积有所下降（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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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14  2002-2010 年河南省商品房施工和     
销售变动趋势 

 
（4）房地产价格平稳上涨。全省商品房销售

均价同比上涨 14.1%，涨幅较去年同期略有回落。

但受调控政策和市场预期变化以及城市化进程等

因素的影响，房屋租赁市场供求紧张，租赁价格

涨幅呈扩大趋势（见图 15）。 

（5）房地产贷款增速回落。房地产新政影响

逐步显现，5 月份以来河南省房地产贷款和个人

住房贷款增速出现回落，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相

对缓慢。 

2．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兴未艾。经过近年来的

发展，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具备较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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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图 15  2002-2010 年郑州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

变动趋势 

 

基础和明显的比较优势。在生物产业方面，生物

制药、生物育种领域优势明显，抗生素原料药、

血液制品、新型疫苗、中药丸剂等生产规模居全

国前列；新材料、信息产业和新能源在全国都有

优势；在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及动力系统集成技术、

半导体照明、高速轨道交通装备、智能电网装备、

节能环保等方面也取得了新的突破。华兰生物在

国内首家研制生产出甲型 H1N1 流感疫苗，安阳新

能公司突破了薄膜太阳能电池产业化技术，中航

锂电攻克了大容量锂电池关键技术，在国内率先

实现了规模化生产。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推动全省工业经济发展

的重要力量。“十一五”期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

年均增速达到 23%以上，2010 年实现增加值 2007

亿元，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20%以上。 

3．物流业发展驶入快车道。河南省地处中原，

是东部产业转移和西部资源输出的枢纽，发展物

流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河南物流业

呈现良好发展势头，2010 年，全省全社会货运量

完成 20.2 亿，在全国 31 省区中排第三位；全社

会货物周转量完成 7125 亿吨公里，在中部六省排

第一位；物流业实现增加值 934 亿元，同比增长

13.1%。物流交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至 2010 年

底，全省拥有铁路通车里程 4245 公里，居全国第

四位；公路通车里程 24.6 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 5016 公里，连续五年位居第一。随着交

通运输体系日臻完善，河南初步形成了以铁路、

高速公路为骨架，以国省干线公路为依托，公路、

铁路、民航等多种交通方式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框架，为物流的大进大出、快进快出提

供了通达的平台。 

2010 年，河南省政府将物流业定位为河南省

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颁布实施《河南省现

代物流业发展规划》，从注册审批、资金支持、优

化环境等多个方面对物流业发展提出一揽子优惠

措施。围绕提升国际物流、区域分拨、本地配送

三大功能，以国际物流区、航空港物流区、西部

物流区、北部物流服务区、南部物流服务区等五

大物流功能区为重点，加快推进郑州国际物流中

心建设，河南物流业步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七）中原城市群加快发展，带动能

力不断增强 

2010 年，河南省大力发展中原城市群城际快

速交通，进一步促进各市的联系和融合，干线铁

路、干线公路和城际铁路、城际快速客运通道、

城际快速物流通道，郑开、郑焦、郑州至机场城

际铁路和郑汴物流通道等项目建设加快，郑西高

铁建成通车，郑州至洛阳交通缩短至半小时；石

武客专河南段开始全线铺轨，郑州黄河公铁两用

桥公路桥建成通车；洛阳机场航站楼改扩建工程

建成投用；国家高速公路河南段全部建成。郑汴

新区、洛阳新区及许昌、新乡、焦作等新区规划

建设加快推进，跨功能区线性工程和起步区建设

全面展开，预计 6 个城市新区完成城镇投资 720

亿元以上。2010 年，中原城市群 GDP、地方财政

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投资占

比接近全省六成，已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和全省发

展的重要增长极。 

三、预测与展望 

2011 年，河南省经济发展面临着结构调整深

化的压力，同时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全省经济将

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预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2 个百分点。 

受“十二五”规划开局、中原经济区上升至

国家战略并付诸实施、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加快、

城镇化发展提速、大批交通基础建设项目铺开等

带动，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但

受国家投资力度减弱、信贷投放减少等因素影响，

投资增速将有所放缓。 

从消费情况看，国家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社

会保障体系完善、居民收入增加、城乡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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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但同时刺激消费政

策效应衰退、购车优惠政策取消、房地产市场面

临调整等因素将对消费增长产生抑制，预计 2011

年全省消费将保持稳定增长。 

从进出口情况看，全球经济特别是主要发达

体经济逐步复苏，外需增加将促进全省出口进一

步好转，而内需增加以及大宗产品价格上涨将拉

动进口上升，预计 2011 年全省外贸总额将较快增

长，总体形势好于上年。 

物价方面，受农产品价格上升、资源品价格

高位运行和翘尾因素的共同作用，2011 年物价上

涨压力依然较大。但随着国家对物价调控力度的

不断加大，预计全年价格将呈前高后低走势。 

2011 年，河南省金融业将认真贯彻落实稳健

的货币政策，保持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均衡增长，

积极拓宽融资渠道，着力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

构，为区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价格水平基本稳

定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总  纂：计承江  杜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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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2010 年河南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在商丘市联合召开了“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

点工作座谈会”，对河南省相关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5月10日，河南省2010年银企合作会议在郑州举行，共签订协议贷款金额1798亿元，创历次银企对

接活动签约金额新高。 

5月26日，河南省住建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对房地产开发秩序、商品房预售和交易、调整房产供应结构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6月30日，河南省各类投资担保机构突破千家，达到1002家，注册资本总额达316.06亿元。 

8月2日，河南省重点推进的15个重大招商引资项目之一——富士康正式落户郑州。 

8月30日，河南省政府批转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省政府金融办、河南银监局、省财政厅《关于

在全省范围内推动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意见的通知》（豫政办【2010】100号），将农村金

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由18个县试点，扩大至全省范围内实施。 

11月19日，河南省委八届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制定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二十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12月，建设“中原经济区”正式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2010年，河南省成功举办豫浙投资合作项目洽谈会、港澳深地区闽籍企业家访豫、第六届投洽会等

一系列重大招商引资活动，累计签约项目合同金额7000亿元以上，成为历年来招商规模最大、来豫客商

和签约项目最多、合同金额最大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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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0 年河南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2010 年河南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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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5.1 20578.1 21260.4 21506.9 21773.4 22528.3 22592.3 23037.6 23276.9 23311.3 23407.2 23246.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1499.0 12177.7 12437.9 12351.1 12411.8 12722.8 12769.2 12805.1 13014.7 12829.8 12868.3 12935.3

                    企业存款 4943.1 4820.8 5106.0 5221.8 5361.8 5436.4 5391.8 5581.9 5565.4 5617.7 5687.4 5726.1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33.1 533.0 682.3 246.5 266.5 755.0 64.0 445.3 239.3 34.4 95.9 -160.4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3.2 21.0 20.2 20.4 20.4 20.2 21.3 23.1 22.6 22.2 21.0 20.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3740.7 13919.2 14114.3 14209.3 14479.7 15034.9 15125.9 15245.7 15465.6 15587.6 15763.0 16006.5

        其中：短期 6165.6 6122.3 6184.1 6248.0 6274.9 6668.1 6678.2 6720.4 6815.5 6898.0 6954.9 7010.4

                    中长期 6376.4 6663.1 6849.2 6980.1 7143.6 7220.8 7344.3 7452.2 7573.5 7669.9 7737.9 7835.6

                    票据融资 1075.0 1001.9 929.2 826.7 903.4 968.4 909.9 899.8 899.1 831.5 873.3 962.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81.8 178.5 195.1 95.1 270.4 555.2 91.0 119.8 219.9 122.0 175.4 243.6

        其中：短期 129.3 -43.3 61.7 63.9 27.0 393.2 10.1 44.8 95.1 82.5 56.9 55.5

                    中长期 285.2 286.7 186.0 130.9 163.5 77.2 123.5 105.3 121.2 96.5 67.9 97.7

                    票据融资 -234.6 -73.1 -72.7 -102.5 76.7 65.0 -58.5 -10.1 -0.6 -67.6 41.8 89.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7.6 26.1 19.6 20.1 20.2 18.6 18.4 17.9 18.2 18.7 18.8 18.1

        其中：短期 16.8 15.5 12.6 14.8 14.6 15.1 13.2 12.4 13.1 15.2 16.1 16.2

                    中长期 43.4 45.6 41.1 41.0 40.8 34.0 33.5 32.7 30.0 29.3 28.7 28.6

                    票据融资 10.8 -11.9 -32.2 -38.7 -35.7 -30.3 -28.6 -26.9 -19.6 -23.2 -21.2 -26.5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136.3 141.0 149.0 157.8 156.2 161.8 166.6 175.0 185.9 195.2 212.7 216.6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294.1 322.3 345.5 350.0 367.1 379.2 382.7 390.4 411.2 410.7 410.1 412.1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11.7 -10.9 -14.1 -6.6 -9.8 -11.7 -5.7 3.9 12.7 18.4 26.5 31.7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17.8 29.0 39.8 47.4 55.3 45.7 49.9 51.1 48.1 47.9 47.4 45.8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9933.6 20462.1 21138.5 21393.2 21658.3 22416.8 22474.4 22922.5 23150.4 23200.3 23229.9 23148.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1440.6 12118.5 12379.2 12295.2 12354.9 12666.0 12711.9 12750.3 12961.5 12777.5 12780.3 12883.7

                    企业存款 4899.8 4774.0 5052.0 5174.3 5313.4 5391.4 5341.6 5531.6 5505.1 5569.2 5633.4 5688.3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758.6 528.5 676.4 254.8 265.1 758.5 57.6 448.1 227.9 49.9 29.6 -147.6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33.7 677.4 260.8 -84.0 59.7 311.1 46.0 42.1 211.2 -184.0 2.8 66.8

                    企业存款 226.4 -125.2 277.9 118.4 139.1 78.0 -49.8 190.0 -28.7 92.2 64.2 50.1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3.2 20.9 20.2 20.4 20.4 20.3 21.3 23.1 22.6 22.3 21.0 20.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1.6 15.7 15.5 14.6 14.4 15.1 15.3 15.7 15.9 15.1 14.9 15.0

                    企业存款 41.5 29.2 25.3 28.8 30.0 23.5 22.3 23.5 21.6 22.0 20.2 17.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3616.7 13797.8 13977.1 14073.3 14350.8 14907.1 14999.6 15118.9 15339.0 15457.6 15580.0 15871.3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182.2 1239.6 1258.7 1311.4 1359.6 1395.0 1437.1 1471.9 1527.2 1559.5 1599.3 1624.0

                    票据融资 1075.0 1001.9 929.2 826.7 903.3 968.3 909.8 899.7 899.1 831.5 856.5 962.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79.3 181.1 179.3 96.2 277.5 556.3 92.5 119.3 220.1 118.6 122.4 291.3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68.7 57.4 19.1 52.7 48.2 35.4 42.1 34.8 55.3 32.3 39.8 24.7

                    票据融资 -234.6 -73.1 -72.7 -102.5 76.6 65.0 -58.5 -10.1 -0.6 -67.6 25.0 106.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7.3 25.2 19.2 19.7 19.9 18.4 18.2 17.7 18.3 18.8 18.9 18.1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72.7 79.6 73.0 75.7 75.6 69.9 68.5 66.1 63.0 62.0 58.9 55.5

                    票据融资 10.8 -11.9 -32.2 -38.7 -35.7 -30.3 -28.6 -26.9 -19.6 -23.2 -22.7 -26.5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16.3 17.0 17.9 16.6 16.8 16.4 17.4 16.9 18.9 16.6 16.6 14.8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30.4 30.8 28.8 21.2 21.7 11.6 20.0 12.7 27.5 6.4 14.5 -11.4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18.2 17.8 20.1 19.9 18.9 18.8 18.6 18.6 18.9 19.4 20.0 20.4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76.7 74.5 79.5 77.7 57.5 45.7 48.8 44.2 15.1 10.9 13.6 14.6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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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0 年河南省各类价格指数 

郑州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郑州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郑州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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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 0.7 － -0.9 － 1.9 － 0.5 0.6 7.2 1.1

2002 － 0.1 － 0.9 － -2.4 － -1.4 1.9 3.0 1.4

2003 － 1.6 － 1.9 － 7.8 － 5.0 2.0 -0.9 1.0

2004 － 5.4 － 11.4 － 15.7 － 10.2 4.0 -0.3 3.9

2005 － 2.1 － 7.9 － 8.3 － 6.1 5.4 0.2 5.7

2006 － 1.3 － 1.2 － 5.3 － 4.3 5.7 0.5 4.0

2007 － 5.4 － 6.1 － 6.4 － 5.2 6.4 0.8 5.3

2008 － 7.0 － 20.9 － 11.9 － 12.1 3.4 1.4 0.3

2009 － -0.6 － -1.9 － -2.9 － -5.1 2.1 0.5 2.0

2010 － 3.5 － 3.1 － 10.2 － 7.8 7.7 1.5 8.3

2009 1 1.2 1.2 14.2 14.2 0.3 0.3 0.7 0.7 － － －

2 -1.0 0.1 11.2 12.7 -1.0 -0.4 -1.5 -1.1 － － －

3 -0.9 -0.3 5.1 10.0 -2.1 -1.0 -4.3 -2.2 1.3 0.9 0.1

4 -1.1 -0.5 0.7 7.6 -2.5 -1.3 -5.7 -3.0 － － －

5 -0.8 -0.5 -2.4 5.4 -4.4 -2.0 -6.9 -3.8 － － －

6 -1.2 -0.7 -5.9 3.4 -5.1 -2.5 -7.9 -4.5 1.5 0.5 0.1

7 -1.6 -0.8 -8.8 1.5 -6.1 -3.0 -9.8 -5.2 － － －

8 -1.6 -0.9 -9.0 0.1 -6.6 -3.4 -9.6 -5.8 － － －

9 -1.1 -0.9 -8.8 -1.0 -5.6 -3.7 -9.2 -6.2 2.2 0.3 0.0

10 -1.1 -0.9 -7.4 -1.7 -4.9 -3.8 -7.3 -6.3 － － －

11 0.3 -0.8 -4.8 -2.0 -1.3 -3.6 -1.8 -5.9 － － －

12 2.1 -0.6 -1.4 -1.9 4.9 -2.9 3.5 -5.1 3.2 0.4 7.7

2010 1 1.5 1.5 1.7 1.7 8.9 8.9 6.7 6.7 － － －

2 2.6 2.0 1.1 0.5 9.6 9.3 6.9 6.8 － － －

3 2.0 2.0 0.7 0.6 9.3 9.3 8.1 7.2 5.8 0.7 9.6

4 2.7 2.2 1.1 0.7 11.0 9.7 9.1 7.7 － － －

5 2.6 2.3 1.0 0.8 11.4 10.1 9.2 8.0 － － －

6 2.5 2.3 2.1 1.0 10.4 10.1 8.6 8.1 8.6 1.3 5.7

7 3.2 2.4 3.5 1.4 9.2 10.0 7.0 7.9 － － －

8 3.9 2.6 4.5 1.7 8.6 9.8 5.8 7.7 － － －

9 4.2 2.8 5.2 2.1 8.8 9.7 6.3 7.5 7.7 1.5 8.3

10 5.5 3.1 6.4 2.5 11.0 9.8 7.5 7.5 － － －

11 6.5 3.4 7.3 3.0 12.9 10.1 9.7 7.7 － － －

12 5.2 3.5 4.3 3.1 11.4 10.2 8.7 7.8 8.8 1.8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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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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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0 年河南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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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752.0 - - 10461.3 - - 16938.0 - - 22942.7

    第一产业 - - 474.3 - - 1320.2 - - 2828.9 - - 3263.2

    第二产业 - - 2832.4 - - 6147.2 - - 9437.7 - - 13226.8

    第三产业 - - 1445.3 - - 2993.9 - - 4671.4 - - 6452.6

工业增加值（亿元） - - - - - - - - - - - -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612.8 1534.2 2742.8 4035.9 5740.0 6830.3 8048.4 9339.5 10465.2 12131.1 13934.8

    房地产开发投资 - 98.5 246.8 409.7 576.2 807.9 996.8 1180.3 1398.4 1585.5 1826.8 211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1313.1 1876.1 2458.2 3045.0 3637.6 4237.3 4866.1 5541.5 6281.3 7039.2 7893.5

外贸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 21.3 34.9 47.5 61.5 77.1 93.5 108.5 124.0 139.9 159.2 177.9

    进口 - 8.6 14.4 19.4 24.5 30.5 37.6 43.5 49.9 56.5 64.9 72.6

    出口 - 12.7 20.5 28.1 37.0 46.5 56.0 65.0 74.1 83.4 94.3 105.3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 4.1 6.1 8.7 12.5 16.0 18.4 21.5 24.2 26.8 29.4 32.7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 62800.0 130200.0 175000.0 225600.0 296600.0 327300.0 374800.0 435100.0 498300.0 560800.0 624700.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 -213.7 -327.9 -456.2 -519.5 -714.7 -778.4 -942.9 -1215.8 -1312.0 -1615.9 -2032.0

    地方财政收入 125.5 207.0 323.9 441.7 559.0 716.2 830.1 930.2 1048.2 1161.3 1256.2 1381.0

    地方财政支出 121.0 420.7 651.8 897.9 1078.5 1430.9 1608.6 1873.1 2264.0 2473.4 2872.2 3413.0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3.5 - - 3.4 - - 3.4 - - 3.4

地区生产总值 - - 15.7 - - 13.5 - - 12.3 - - 12.2

    第一产业 - - 4.5 - - 3.7 - - 4.2 - - 4.5

    第二产业 - - 21.0 - - 17.9 - - 15.7 - - 14.8

    第三产业 - - 10.5 - - 9.5 - - 9.8 - - 10.5

工业增加值 - 28.0 27.9 27.4 26.3 24.8 22.1 20.8 20.0 19.6 19.3 19.0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28.1 25.7 25.6 24.0 22.3 20.3 20.4 20.6 21.0 21.3 21.6

    房地产开发投资 - 32.6 32.7 34.7 36.0 37.4 37.1 36.2 34.6 35.2 35.8 36.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8.3 18.3 18.4 18.5 18.5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外贸进出口总额 - 10.5 19.8 17.4 22.4 26.2 28.2 27.8 28.0 29.6 33.4 32.0

    进口 - -7.1 5.0 -0.9 1.4 4.8 10.2 9.8 11.0 13.9 19.5 18.4

    出口 - 26.7 33.1 34.5 41.8 45.6 43.9 43.6 42.7 43.1 44.9 43.4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 4.6 40.2 33.3 35.2 29.6 30.9 31.3 28.9 24.9 30.6 30.2

地方财政收入 40.3 33.8 31.9 27.5 26.2 21.4 22.0 23.0 21.8 21.6 21.0 22.6

地方财政支出 -36.9 8.1 13.1 14.0 9.8 11.9 12.0 17.4 24.3 24.1 28.6 17.5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