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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0 年，四川全省上下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全年农业生产稳定，工业增长较快，投资高位趋缓，消费平稳增长，

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增收，灾后恢复重建基本完成。 

金融运行平稳，服务经济能力增强。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大，信贷保持较快增长，增速逐步向常态回

归。证券业稳步发展，融资规模增加。保险业发展较快，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金融改革继续深化，金

融市场平稳发展，融资结构和金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2011 年，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政策深入实施、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成为国家战略、支持藏区跨越

式发展计划以及地震灾区振兴发展计划逐步推进，预计四川经济总体将保持较快增长，但仍面临结构调

整难度较大、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困难和挑战。金融机构将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

规模和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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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0 年，四川金融机构积极适应宏观调控新

形势，加强信贷投放节奏和结构管理，加快业务

创新，改进金融服务，认真落实灾区金融优惠政

策，保持了较快发展势头。全年金融业实现增加

值 574.7 亿元，占 GDP 的 3.4%。 

（一）银行业稳健发展，信贷投放逐

步回归常态 

资产规模继续扩大，财务状况进一步改善。

全年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达到 3.6 万亿元，

同比增长 22.8%。不良贷款率较年初下降 1.87 个

百分点；效益继续大幅提升，全年利润增长超过

40%。成都银行、南充市商业银行跨省开设分支机

构，在省内率先发展为全国性城商行。金融机构

体系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四川锦程消费金融公司

在全国率先开业，四川信托有限公司重组设立，

新希望财务公司获准筹建。金融开放力度继续加

大，三菱东京日联银行成都分行开业，澳新银行

在成都设立了后台服务中心。灾区金融机构网点

重建继续推进，完工项目达到 70%。 

 

表 1  2010 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大型商业银行② 3126 88202 17038.5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及政策性银行③ 113 3652 2935.1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④ 171 7242 4465.2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487 10195 3774.7 13

五、城市信用社 0 0 0.0 0

六、农村合作机构⑤ 5635 59464 5099.8 521

七、财务公司 4 185 235.7 2

八、邮政储蓄 2958 19160 2057.5 0

九、外资银行 20 775 225.6 0

十、农村新型机构⑥ 45 452 97.7 27
合             计 12559 189327 35929.8 563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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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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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银监局。 
 

货币信贷保持较快增长，增速逐步减缓。2010

年年末，四川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30504 亿

元，同比增长 21.4%，增速比上年末低 12.3 个百

分点；贷款余额 19485.7 亿元，同比增长 22.4%，

增速比上年末低 17.6 个百分点。存贷款余额均位

列中西部地区第一，全国第七。 

企业存款增速下降。企业贷款增速放缓引致

派生存款增速降低。全省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

步巩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逐渐好转，大量资金

用于生产投资也使企业银行存款减少。企事业单

位存款余额增速较去年降低了 38.1 个百分点。 
储蓄存款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居民流动性偏

好日益增强，备用资金寻求其他投资渠道保值增

值的意愿强化，存款活期化趋势明显。年末活期

储蓄存款余额占全部储蓄存款余额达 38.5%，同

比提高 2.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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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在灾后重建、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等投资增

长带动下，信贷资源继续向制造业、基础设施行

业等领域倾斜，新增中长期贷款占比大幅提高

15.7 个百分点，但贷款增速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放缓呈逐月下降态势。在新一轮房产调控政策

影响下，4 月份以后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住房

贷款增速明显回落。部分基建类企业出于经营和

控制贷款成本需要，搭配使用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短期贷款比年初小幅增加。基于票据融资期限短、

收益低以及金融机构加强信贷资产结构调整等原

因，票据融资大幅减少，月度走势波动性较强。 

“三农”、中小企业、消费、就业等民生领域

信贷投放比例逐步增加。金融继续加强灾后重建

信贷支持，农房重建已全部完成，城镇住房重建

基本完成，对山洪泥石流灾区落实好灾前住房重



 5

建贷款因灾延期偿还政策。 
6月19日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

革后人民币升值预期有所增强，加之本外币存款

和贷款利差均较大，外币储蓄存款下降，外币贷

款稳步上升。受外币贷款派生存款增加、大额美

元存款利率走高等因素影响，企业外币存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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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图 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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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信贷较快增长、灾后重建投资使现金需求继

续增加，四川延续了 2009 年以来的现金净投放态

势，收支相抵累计净投放现金 64.9 亿元。 

 

 

 

 

表 2  201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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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63.2 17.2

现金支出 40828.1 17.3

现金净支出 64.9 191.6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金融机构提高议价能力、增加资金收益的定

价取向进一步强化。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从

年初的5.98%稳步攀升至11月的年内高点6.74%，

全年提升幅度高于年内两次调息的累加上调幅

度。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也从年初攀升至 7

月份的年内高点 50.17%，之后有所回落。 

 

表 3  201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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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53.2 18.4 6.8 1.5

1.0 28.3 24.9 44.4 19.2 7.5

小计 43.1 21.8 37.2 74.0 91.0

(1.0-1.1] 11.4 12.5 21.6 14.6 4.2

(1.1-1.3] 12.5 9.1 13.6 31.3 14.0

(1.3-1.5] 5.9 0.2 0.9 17.8 19.1

(1.5-2.0] 10.4 0.0 0.7 10.0 45.1

2.0以上 2.8 0.0 0.5 0.3 8.6

上浮

水平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金融机构普遍通过提升外币存款利率，吸引

外币资金支持外币贷款业务发展，3 个月以内大

额美元存款利率从年初一路走高至 8 月份 2.15%

的年内高点，此后随市场资金供需情况振荡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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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利率水平全年稳中趋降，4 季度为

11.90%（年化利率），比 1 季度的 12.39%下降 49

个基点。 

金融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农行四川省分行再

度被农总行确立为深化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

行，事业部制改革取得实效。国开行四川省分行

加快商业化转型，积极建立同国银租赁、国开金

融的协调发展机制。农发行四川省分行初步构建

了适应现代银行要求的体制机制，积极开创独具

特色的信贷支农途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四川省

分公司在原成都营业管理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

农村信用社改制取得实质突破，成都农商行正式

挂牌开业，长宁县农村信用社组建成立全省第一

家县级农商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发展迅速，

村镇银行新增 8 家，小额贷款公司正式开业经营

43 家，运营状况良好，较好发挥了服务农村经济

发展的作用。 

2010 年 6 月 17 日四川正式启动跨境贸易人

民币结算试点，业务呈加速发展态势。参与的银

行和企业逐渐增多，业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全

年累计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15.16 亿元，其

中进口贸易结算占比超七成。 

 

 

专栏 1：金融支持四川经济结构调整 

 

近年来，四川金融机构不断调整优化信贷投向，积极改善金融服务水平，有力支持了重大项目、重

点优势产业、节能减排、中小企业、民生等关系经济结构调整的行业或领域，在支持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重大项目和重点优势产业信贷需求得到有效支持。与灾后恢复重建等重点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相

适应，2010 年中长期贷款较年初增加 2180 亿元，同比多增 129 亿元，其中，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较年

初增加 1255 亿元。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能源电力等优势产业和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等潜力产业的信

贷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其中，制造业（506 亿元）、仓储及邮电通讯（447 亿元）、电力（308 亿元）、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254 亿元）等重点行业或领域 2010 年新增贷款较多。 

——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领域金融支持深入推进。多家金融机构在信贷指引中明确了发展绿色信贷

的方向，例如在授信审批中加强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授信管理，实行“环保”一票否决。省内金

融机构充分利用多业并举平台，建立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探索创新环保金融产品与服务，例如以碳减

排核证收入作为融资主要还款来源。 

——“三农”领域金融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农户种养殖业、特色农业、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

化、农村城镇化、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小企业、农村流通市场、涉农经营个体、特色资源开发等领域

信贷支持得到有力支持，“三农”服务商业运作的新路径、新模式得到发展。2010 年四川省涉农贷款同

比增长 30.52%。 

——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继续加强。全省各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转变“大城市、

大企业、大项目”的经营理念，积极创新符合中小企业特点的金融创新产品和信贷管理体制，不断改进

对中小企业的金融信贷服务，简化中小企业贷款程序，重点满足符合产业和环保政策、有市场、有技术、

有发展前景的企业流动资金需求。2010 年末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8.2%。 

——经济社会薄弱环节信贷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农户小额贷款，农户联保贷款、种养殖大户信用贷

款、青年小额贷款、“好借好还”小额信用贷款等多种方式得到进一步开拓和运用。截至 2010 年末，

四川省金融机构小额担保贷款余额 19.5 亿元，同比增长 155%。大学生村官创业得到有力扶持，截至 2010

年末，全省大学生村官创业累计获得贷款 1548.2 万元，余额达 952.7 万元。通过“金融支持四川藏区

跨越式发展行动”的有力实施，支持牧民定居行动计划的开展，截至 2010 年末，累计向 3.64 万户牧民

发放定居计划贷款 7.54 亿元。民族地区水电开发、优势矿产业、旅游业等支柱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也

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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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券期货业稳步发展，融资规

模扩大 

资本市场平台建设显著，筹资规模扩大。与

深圳证券交易所合作设立的西部路演中心在成都

金融总部商务区挂牌，成为辐射西部地区的上市

路演中心、股权融资路演中心和信息发布中心。

2010 年年末四川省 A 股上市公司 83 家，H 股上市

公司 9 家，股票投资者开户数增至 700.15 万户。

全年 A 股上市公司数增长 16.9%，筹资额同比增

加 15.77 亿元，增长 7.8%，其中首发上市企业数

和融资额均居西部第一。期货业发展较快，3 家

法人期货公司新增 5 家营业部，市场交易量增长

超过一倍。 

受股票市场指数下跌影响，证券交易量下降。

全年四川证券市场交易额为 3.7 万亿元，同比下

降 8.9%。证券机构业绩因此略有回落，四川 4家

法人证券公司资产总额和经营利润均略有下降。 

 

表 4  2010 年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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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216.8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280.0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42.0  
数据来源：四川证监局。 
 

（三）保险业较快发展，市场秩序进

一步规范 

保险机构和业务增长较快，新增 6家保险公

司省级分公司。全年保费收入首次突破 700 亿元

大关，同比增长 32.25%，。公众保险意识持续增

强，保险密度为 938.21 元/人，同比增长 32.24

％，保险深度为 4.53％，比上年增长 0.44 个百

分点。各类赔付支出同比增长 15.6%，为因自然

灾害和意外事故受损的企业和群众及时提供了经

济补偿。农业保险稳步发展，为农业生产提供风

险保障 236.8 亿元，受益农户 337.5 万户次。 

保险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

构不断完善。产险公司应收保费率、保单批退率

等反映产险市场秩序的关键指标明显下降。寿险

公司销售行为逐步规范，行业现金流充足。 

 

表 5  2010 年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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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5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9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765.8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91.6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574.2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150.9

保险密度（元/人） 938.2

保险深度（%） 4.5  
数据来源：四川保监局。 
 

（四）直接融资比例大幅上升，金融

市场交易活跃 

社会融资结构进一步改善，直接融资比重增

至 12.2%，创 2001 年以来历史新高。全年发行债

券 286.5 亿元，大幅增长 45%。银行间市场直接

融资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全年共有 11 家企业发行

债券 177 亿元，增长 65.4%，其中中期票据发行

115 亿元，短期融资券发行 62 亿元。另有 4 家企

业发行企业债 103 亿元，1 家企业发行可转债 6.5

亿元。 

 

表 6  2001-2010 年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1 505.6 88.1 0.0 11.9

2002 652.3 98.6 0.0 1.4

2003 784.1 97.1 2.0 0.9

2004 645.4 98.3 0.0 1.7

2005 580.0 96.5 3.5 0.0

2006 1216.7 91.4 8.3 0.3

2007 1604.7 88.1 2.2 9.7

2008 2559.9 92.5 2.1 5.4

2009 4946.9 92.2 4.0 3.8

2010 4068.3 87.8 7.0 5.2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货币市场运行平稳，全年同业拆借、债券回

购和债券现券累计成交 38918.4 亿元，比上年增

长 26.8%，累计净融出资金 7783.3 亿元，比上年

减少 24.8%。货币市场各项利率均比上年明显上

升。四川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员累计办理资

金拆借比上年增长 18.4%，资金拆出拆入主体和

主要交易品种等市场格局保持不变。债券回购占

四川全部货币市场交易量的比重上升至 69%，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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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债券质押式回购累计成交额比上年增长

29.45%，买断式回购累计成交额比上年增长 8.86

倍。现券累计交易额比上年增长 15.2%，交易品

种集中度明显减小。 

票据业务增长较快。全年累计签发银行承兑

汇票增长 27%，累计签发商业承兑汇票增长

89.7%；累计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增长 54.3%，

累计办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增长 221%。年末票据

签发余额增长 56.7%，票据贴现余额减少 34%。再

贴现增长迅速，累计办理再贴现 58.7 亿元。与市

场资金状况密切相关，票据市场贴现和转贴现利

率均呈稳步走高态势。 

 

表 7  201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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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7.4 773.5 426.3 974.8 20.9 19.4

2 1480.4 1623.3 422.7 2073.2 18.1 64.8

3 1780.1 2822.3 450.3 4017.8 28.7 138.4

4 2027.2 3979.8 401.7 6099.9 23.4 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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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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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3.72 2.71 2.80

2 3.78 4.23 3.21 2.86

3 4.18 4.35 3.35 3.44

4 5.24 4.71 3.86 3.95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外汇市场交易活跃。四川在银行间外汇市场

累计成交额比上年增长 30.8%，增幅较去年增加

4.8 个百分点，交易以美元为主。 

商业银行黄金业务继续较快发展。实物黄金

业务大幅增长 141.4%，占黄金交易总额的比重提

高至 32.8%。黄金交易所会员企业的交易保持增

长，全年交易 230.9 亿元，增长 31.5%。 

（五）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继续全面推

进，经济金融互动加强 

近年来，四川以“金融生态环境示范县（市、

区）”创建和评比工作继续深入推动金融生态建

设。2010 年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联合有关市州政府

授予什邡市等 9 县（区、市）“金融生态环境示范

县（区、市）”称号，目前全省共有 16 个金融生

态环境建设工作推动有力、成效显著的县（区、

市）获得此称号，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金融

生态环境理念逐步得到各方的认可。各地探索建

立有效的工作机制，形成良好工作格局，逐渐形

成了政、银、企良性互动的局面。信用环境和司

法环境明显改善，社会信用意识增强，金融债权

维护得到加强。随着四川各地金融生态环境不断

优化，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增强，

资金“洼地效应”逐步显现。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0 年，全球各经济体复苏不均衡，我国经

济运行态势总体良好。四川克服灾后重建高峰结

束以及节能减排政策等多种约束条件，地区经济

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全年完

成地区生产总值 1.69 万亿元，增长 15.1%，较上

年高 0.6 个百分点，较全国增速高 4.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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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对经

济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 

投资需求高位趋缓。在交通基础设施为主的

重大项目建设带动下，四川投资规模继续保持高

位，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0%。投资对

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 45.5%。随着国家加大

宏观调控力度，陆续出台加强地方融资平台管理、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等诸多政策，加之四川省自身

灾后重建高峰的结束，投资增速较上年大幅回落

43.1 个百分点。投资结构继续得以优化，第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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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占比升至 58.3%，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投

入加大，民营投资增长较快，吸引国内省外投资

步伐加快。 

消费需求稳步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持续稳步

增加，消费能力继续增强。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

完善，减少居民消费后顾之忧，加上进一步大力

落实家电、农机、汽车摩托车下乡和家电以旧换

新等扩大消费政策，积极开展“万村千乡” 市场

工程，有力地促进了城乡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升

级。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8.7%，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逐步增强，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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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局。 

图 6  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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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局。 

图 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外贸进出口加速发展。2010 年全球经济金融

形势复杂多变，四川省外贸进出口仍呈现跨越式

增长态势，进出口增速均超过 30%，高于全国增

速。外贸进出口总额、进口总值、出口总值继续

保持全国第 11 位，居中西部之首。粗放型的外贸

增长方式有所改善，市场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

虽然一般贸易仍占主导地位，但加工贸易明显呈

上升趋势。 

随着西部大开发不断深入，四川外商投资快

速增长，近 3 年来外商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过了

改革开放 30 年的总和，2010 年合同利用外资增

长 1.5 倍，实际利用外资增长 67.8%。房地产继

续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受产业规划布

局影响，电子信息产业、金融服务业吸收外资增

长明显。全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上涨

32.5%，世界500强境外企业已有近1/3落户四川。

企业境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涉及行业广泛，但

大项目主要集中在境外资源勘探开发上。川企积

极到境外勘探资源，不仅有利于缓解国内的资源

紧缺状况，也提高了企业自身国际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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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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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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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系列宏观调控政策背景下四川省投资形势分析 

 

为了解 2010 年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相继出台后四川省投资变化情况，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在四川

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系列宏观调控政策背景下投资形势的专题调研。调查显示，除节能减排、房地产调

控等政策对全省投资的影响正逐步显现外，其他政策对全省投资的影响尚处初现阶段，预计政策效应将

在 2011 年逐步释放，从而可能影响 2011 年投资资金供求平衡。 

——政府投资继续高位运行，但其它投资资金来源的保障难度有所加大。2010 年，四川省累计完成

基础设施投资 3564.1 亿元，增长 18.9%，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同期全社会投资，目前受宏观调控影响较小。

调查中 2/3 的被调查企业以自筹资金（含利润及折旧基金、股东投入等）和直接银行贷款为投资资金主

要来源，这两项资金来源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其中 51.71%的企业银行贷款受影响，26.34%的企业

自筹资金受影响，而招商引资等其他资金来源受影响的企业占比未超过 5%。 

——工业投资增速出现下滑，保持较快增长难度较大。由于 2009 年工业增长基数较高，加之四川

工业正处于“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时期，国家宏观调控各项政策叠加对全省工业增长的影响尤为明

显。2010 年，四川工业投资保持平稳增长，完成投资 5110.8 亿元，同比增长 14.2%，增幅较上年下降

31.4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部分企业多项生产要素出现短缺、资源性产品价格上调加快、企业工资支出

不断上涨、节能降耗任务对工业生产形成较强约束、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出口退税政策给部分四川涉外

企业带来一定压力。 

——房地产投资增速继续高位回落，投资惯性出现弱化趋势。2010 年，四川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

增长 38.2%，从 5月至 12 月已持续回落约 15 个百分点。调查显示，一是土地购买和开发意愿降低，65.3%

的企业在 2010 年四季度至 2011 年没有购买土地的计划，而目前持有未开发土地的企业中，50%的企业

土地开发意愿减弱。二是新上房地产开工项目意愿降低，部分城市新开工面积已出现回落，2010 年四季

度至 2011 年要上新项目、没有新项目和观望的企业占比分别为 32.29%、26.04%和 41.67%。 

——2011 年四川省投资形势展望。从投资运行态势看，2011 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全省投资

规模仍有望保持高位。76.81%的被调查市州政府部门和 65.70%的被调查实体经济部门预计 2011 年投资

将继续快速增长。但是，考虑到部分政策效应尚处初现时期，被调查对象普遍预期 2011 年投资增长情

况将弱于 2010 年。 

 

 

（二）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工

业、服务业继续稳步发展 

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粮食连续四年增产。

全年农业实现增加值增长 4.4%，较上年增加 0.4

个百分点。农田水利基础实施建设进一步加强，

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和现代畜牧业试点提质扩

面步伐加快，全省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达到 3200 余家，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个数逾

2.4 万，有力推动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 

工业继续发展壮大。2010 年四川坚持做大做

强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全

年实现工业增加值增长 22.9%，其中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 23.5%，实现净利润增长 43%。水电、

天然气、钒钛等优势资源开发和稀土深加工等产

业基地建设及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工作加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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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局。 

图 10  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进，全省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大企业大集团增至

32 户。科技创新大力推进，新认定 6 家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在建国家自主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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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达到 90 个。 

服务业稳步发展。全年四川服务业实现增加

值增长 10.0%。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西部金融

中心、物流中心、商贸中心和一批服务业重大项

目建设顺利推进，物流配送、金融保险、信息服

务、会展经济和社区服务等发展迅速。旅游振兴

计划深入实施，旅游业实现总收入增长 28.0%。

金融服务能力增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国家级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增至 12 家。 

（三）物价上涨压力较大，劳动力成

本上升 

物价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下半年价格上涨压

力持续增加。居民消费价格逐步上涨，全省 CPI

累计上涨 3.2%，结构性涨价特征明显，食品类是

拉动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动力，居住类价格快速上

涨。生产价格整体较大幅度上涨，其中工业品出

厂价格累计上涨 5.0%。劳动力特别是低端劳动力

成本显著提升，四川月最低工资标准上涨 30%以

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四季度四川外出务工工

资为 1933 元，单季环比大幅增长 9.8%，外出务

工人员在务工地点选择上出现从省外向省内转移

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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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局。 
图 11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四）财政运行稳定，收入增长较快 

随着工业企业利润、城乡居民收入的大幅上

涨，四川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累计达到 1561.0

亿元，同比增长 32.9%，较上年高出 20.2 个百分

点；全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累计达到 4242.5

亿元，同比增长 18.2%，较上年小幅回落 3 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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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局。 

图 12  财政收支状况 

 

（五）节能降耗取得成效，生态建设

进一步加强 

四川通过各种措施落实节能减排目标责任

制，万元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 20%以上，完成

“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任务。重点加强工业节

能减排，严格控制“两高”及产能过剩行业盲目

发展，大力淘汰落后产能。突出抓好建筑、交通

运输、公共结构等重点领域节能，大力推广合同

能源管理，实施重点节能工程，全省有 18 个市州

空气质量达到二级，达标率为 85.7%。加大污染

防治力度，扎实推进重点企业二氧化硫污染治理，

“十一五”时期二氧化硫排放量累计下降 11.9%，

全省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面达标。 

生态省建设继续推进。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

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湿地保护、自然保护区等

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34.8%。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大力实施“金土地

工程”，兴建城镇垃圾处理设施和县级生活污水处

理厂。 

 

 
专栏 3：四川承接产业转移新特点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推进、我国自身经济发展历程的演变以及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结构的

重组，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出现了新的契机，并带来新一轮的发展周期，四川作为中西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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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国内外资金的领头大省，利用自身的优势，在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方面明显表现出新特点： 

一是承接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引进国外资金方面，2008-2010 年三年时间四川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超过了改革开放 30 年的总和，2010 年四川实际利用外资 70.1 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 69.8%，呈明显加

快态势，截至 2010 年末，在川落户的世界 500 强境外企业已经达到 160 家；吸引国内省外资金方面，

2010 年引进省外资金 5336.4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31.3%，基本实现一年一个台阶。 

二是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产业积聚效应显现。四川在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过程中，充分利用四川

市场、劳动力、装备制造业基地等优势，重点引进包括电子信息、高新技术、现代化服务、新能源等新

兴产业，2010 年，四川成功引进富士康、戴尔、仁宝、纬创、德州仪器、联想等重大产业项目，建立特

色支柱产业区，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改善了全省产业空间布局，带动物流、金融、贸易结算、商贸等服

务业快速发展，有力推动四川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下阶段四川将继续积极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着眼做强做大产业，以各级各类开发区和产业园区

为主要载体，重点围绕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及节能环保、汽车制造、现代生物等产业，着力引进

一批重大产业项目，预计 2011 年将引进国内省外资金 6000 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90 亿美元。 

 

 

（六）主要行业分析 

 1.系列宏观调控下的房地产行业发展趋于

平稳 

（1）房地产投资平稳回落，销售面积同比下

降，房价涨幅趋缓 

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38.2%，增速

比上半年和三季度末分别下降12.6和4.5个百分

点。成都市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较年内最高

点回落 21.5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增速

较年初大幅下降 114.6 个百分点。 

全省施工面积中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

47.4%，比上半年回落 48.8 个百分点。成都市新

开工面积绝对值达到历年最高，有利于缓解未来

住房供给压力。全省房屋竣工面积从 11 月份开始

出现下降，成都市竣工商品房面积较上年小幅减

少 3.6%。 

住宅用地供应量价齐升。全省土地供应总量

同比增长 7.4%，其中住宅用地供应总量同比增长

63.1%。土地出让平均单价同比增长 60.5%，住宅

用地出让平均单价同比增长 56.5%。 
销售面积低速增长，现房销售面积出现绝对

下降。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7.1%，增速

比上半年和三季度末分别下降10.6和0.8个百分

点。其中现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7.1%。在经历调

控带来的观望期后，刚性需求以及通胀预期导致

的投机性需求开始回暖，成都市房地产销售面积

及销售额增速逐步回升，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下

降 5.0%，销售额增长 14.3%。 

房屋销售价格运行较稳定，重点城市价格涨

幅趋缓。成都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由 4

月份的 6.3%，持续回落至 12 月份的 2.3%。受前

期房屋销售价格过快上涨的传导影响，房屋租赁

价格出现较快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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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成都市统计局。 

图 13  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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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图 14  成都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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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地产贷款增长“前高后低”，贷款利

率逐步上升 

全省商业性房地产贷款年末余额突破 4000

亿元，贷款同比增速在 4 月末达到创历史记录的

52.5%之后开始逐月回落。房地产开发贷款全年增

长 16.2%，增速比 4 月末下降 9.4 个百分点。成

都市房地产贷款增长“前高后低”态势明显，一

季度增长 252 亿元，为近年来最高，此后贷款增

加额逐季减少，四季度仅增 90 亿元，为 2009 年

以来季度最低。 

个人住房贷款增速持续回落，中小户型贷款

占比上升。年末全省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39.7%，比 4月末的峰值下降 31.8 个百分点。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稳步上升，12 月全省个人住

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比上年末上升 0.88 个百分

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中执行 7折利率的贷款

占比大幅减少。 

2.装备制造行业景气向好，成本上升压力增

加 

2010 年，四川省装备制造业总体上维持了

2009 年以来的扩张势头，呈较高景气运行态势，

有 11 个月的采购经理综合指数(PMI)处于 50%以

上，全年采购经理综合指数均值达到 56.4%，较

2009 年提高 4.2 个百分点，其中采购和生产指数

均值分别为59.8%和 63.1%，比2009年各提高4.6

和 5.4 个百分点。2010 年全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

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主营业务收入、利税总额

同比增长分别为 25%、36.7%和 39.9%，是推动全

省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 

但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主要金属价格

持续震荡上升影响，装备制造企业的购进价格指

数持续走高，12 月份装备制造业购进价格指数高

达 75.7%，比年初提高了 11.8 个百分点，行业利

润空间受到挤压风险增大，部分企业经营难度加

大。全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企业亏损面达 9%，

同比提高了 0.4 个百分点。此外，当前企业汇率

波动幅度较前期明显增加，而多数出口型装备制

造企业规避汇率波动风险的手段单一，可能会对

出口型装备制造企业风险控制带来较大压力。 

（七）成渝经济区迎来新一轮发展契

机 

随着成渝经济区先后被定位为国家西部大开

发最重要的战略高地、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点开发区，

成渝经济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成渝两地长期以

来联系紧密，合作广泛，尤其是拓展金融领域合

作、推动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更是双方共识。四川省人民政府 2009 年 10 月末

发布《关于加快“一极一轴一区块”建设推进成

渝经济区发展的指导意见》，把金融业发展作为成

渝经济区四川部分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之

一，2010 年 2 月发布《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规划

（2010-2012）》，提出与其他全国性金融中心错位

发展，把成都建设成为西部金融中心和全国性金

融中心辐射西部的重要枢纽。 

三、预测与展望 

2011 年，四川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具

有不少有利条件：一是四川经济面临着新一轮西

部大开发、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成为国家战略、

支持藏区跨越式发展、地震灾区振兴发展等有利

背景。二是当前四川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

展的关键阶段，尤其今年是“十二五”发展的开

局之年，一大批项目将集中开工建设。省政府提

出全省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为 12%，奋斗目标为

13%。为此一方面突出投资拉动，在建项目接转的

投资规模巨大，引进落地的一批重大产业项目也

将进入集中建设期，全社会投资目标将达到 1.45

—1.5 万亿元；另一方面强调产业支撑，继续实

施“7+3”产业发展规划，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更多的经济增长点开始凸显。三是我国面向东南

亚、南亚地区的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金融危机

后国内外产业加快向我国中西部转移,有利于四

川发挥资源、劳动力、市场化等比较优势，优化

产业结构和扩大开放。四是 2010 年下半年以来四

川民营企业完成投资增速连续 5 个月快于国有控

股企业投资，在灾后重建投资带动力明显下降的

情况下，民间投资逐渐成为支持全省经济增长的

主要因素，有利于增强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内在动

力。 

但国内外经济发展面临众多不确定因素，国

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同时，

受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四川产业结

构重型化与资源环境矛盾较大，经济发展仍存在

结构调整难度较大等诸多困难和挑战。 

综合上述因素，预计 2011 年四川经济仍将保

持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同时在稳健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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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四川金融改革力度继续加大，金融产品

创新稳步推进，信贷投放合理适度增长，为四川

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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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四川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2 月 12 日，四川省政府印发《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规划(2010—2012 年)》，提出坚持市场化推进与政

府引导相结合，初步把成都建设成西部金融机构中心、西部金融市场和交易中心、西部金融服务中心。 

3 月 1 日，四川锦程消费金融公司开业，该公司是中西部首家消费金融公司、全国首家合资消费金

融公司。 

3 月 4 日，四川省委、省政府举行四川省重点优势产业银企对接会议，40 余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和 200

户重点工业企业负责人参会，共落实银行贷款金额 664.97 亿元，授信金额 1207.67 亿元。 

4 月 6 日，四川省政府召开全省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与金融创新工作电视会议，12 月份人民银行成都

分行联合有关市州政府授予什邡市等 9 个市“金融生态环境示范县（区、市）”称号。 

4 月 17 日，南充市商业银行在贵阳开设分行，成为全省首家跨省设立分支机构的城市商业银行。 

5 月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在成都召开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金融服务工

作座谈会，进一步推动灾后恢复重建金融支持工作，并于 11 月 30 日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汶川地

震灾后重建金融支持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6 月 17 日，四川成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新增试点地区。6 月 25 日四川省政府召开全省跨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业务试点工作启动电视会议，宣布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7 月 8 日，人民银行成都分行与四川证监局、银监局、保监局联合出台《关于金融支持四川藏区跨

越式发展的指导意见》，决定 2010 年至 2015 年开展金融支持四川藏区跨越式发展行动。 

8 月 13 日，四川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全省有 14 个市(州)、576 万人受灾，因灾直接经济损

失 68.9 亿元人民币，汶川特大地震重灾市(州)受灾严重。8月 15 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

于全力做好甘肃、四川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地区住房重建金融支持和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10 月 22-26 日，第十一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在成都举行，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出席开幕式。本届

西博会突出投资促进和贸易合作平台功能，约有 6 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创历届西博会之最。 

 

 
 



 15

（二）四川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2010 年四川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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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27.8 26635.9 27057.5 27478.6 27923.5 28540.4 28648.4 29095.0 29782.1 29799.3 30111.9 30504.1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1846.3 12721.4 12756.9 12728.3 12798.1 13029.7 13106.2 13235.4 13574.3 13317.9 13365.5 13703.6

                    企业存款 7759.3 7539.9 7874.3 8140.4 8223.8 8383.1 8328.7 8509.5 8811.3 8921.2 9177.7 9489.9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700.0 808.2 421.5 421.2 444.9 616.9 108.0 446.6 687.1 17.2 314.6 392.2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31.9 32.2 29.2 28.1 27.0 23.5 22.6 22.7 23.8 23.4 22.0 21.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6621.5 16983.0 17124.3 17414.9 17723.7 18068.4 18311.8 18528.9 18835.3 19074.4 19271.2 19485.7

        其中：短期 4262.0 4314.4 4370.4 4388.0 4404.7 4437.1 4456.7 4561.7 4679.7 4726.4 4841.2 4948.0

                    中长期 11474.8 11876.3 12160.1 12425.6 12702.9 13032.4 13227.9 13382.3 13597.0 13781.0 13897.5 14040.8

                    票据融资 653.2 564.4 371.4 362.6 372.4 365.2 390.2 354.7 330.0 340.7 307.0 262.2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637.1 361.5 141.3 290.6 308.8 344.7 243.4 217.1 306.3 239.2 267.0 214.5

        其中：短期 80.0 52.4 55.9 17.6 16.7 32.5 19.5 67.9 118.0 46.6 114.8 106.8

                    中长期 625.0 401.5 283.8 265.6 277.2 329.6 195.5 191.5 214.7 184.0 181.6 143.4

                    票据融资 -51.4 -88.7 -193.0 -8.8 9.7 -7.2 25.0 -35.5 -24.6 10.7 -33.8 -44.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39.2 37.1 31.2 29.2 29.0 24.6 24.5 23.6 22.4 22.9 23.3 22.4

        其中：短期 -3.3 -4.0 -6.3 -6.9 -7.5 -9.9 -10.2 -8.9 -6.9 -6.4 -4.6 -2.7

                    中长期 68.0 67.0 62.2 57.9 57.0 51.7 49.7 47.5 44.9 44.7 43.6 41.6

                    票据融资 18.4 -10.2 -49.7 -51.3 -49.2 -56.3 -48.9 -53.5 -59.6 -55.9 -57.0 -62.5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498.1 523.9 535.2 547.0 550.7 559.5 568.6 606.6 633.3 646.5 663.4 670.1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1024.1 1069.3 1088.0 1104.2 1097.6 1107.5 1106.0 1123.3 1131.5 1158.3 1165.1 1179.0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15.8 17.9 16.4 13.6 10.4 10.0 10.6 15.0 24.8 25.8 29.3 31.6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21.4 23.9 22.9 27.7 26.0 21.1 20.2 18.9 15.9 18.0 19.8 18.7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25671.8 26470.9 26887.9 27309.3 27769.3 28382.3 28476.1 28938.6 29598.9 29637.5 29935.9 30299.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1785.5 12660.7 12696.0 12670.1 12739.9 12972.5 13048.9 13180.0 13520.4 13264.8 13313.1 13650.8

                    企业存款 7670.6 7439.3 7770.9 8034.2 8133.5 8286.0 8219.6 8413.7 8688.0 8819.3 9060.6 9346.6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695.4 799.1 416.9 421.5 460.0 613.0 93.8 462.4 660.4 38.6 300.3 363.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10.3 875.2 35.3 -25.9 69.8 232.6 76.4 131.1 340.5 -255.7 48.3 337.7

                    企业存款 32.4 -231.4 331.6 263.3 99.3 152.5 -99.3 186.9 274.3 135.6 243.2 286.0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31.9 32.2 29.2 28.2 27.1 23.6 22.7 22.8 23.8 23.5 22.0 21.3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2.8 19.8 19.1 17.9 17.5 18.3 18.3 19.0 18.8 17.2 17.3 17.9

                    企业存款 47.3 34.2 30.4 29.6 26.3 20.9 17.8 17.6 19.3 18.6 18.3 15.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6314.0 16671.1 16815.4 17096.6 17403.4 17737.0 17981.2 18199.8 18498.9 18735.2 18925.2 19129.8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535.0 2626.8 2703.3 2810.5 2907.9 2985.4 3030.0 3070.8 3145.0 3199.0 3258.6 3315.3

                    票据融资 653.1 564.4 371.4 362.6 372.4 365.2 389.5 353.8 329.1 338.8 305.8 261.0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628.6 357.1 144.3 281.2 306.9 333.5 244.2 218.6 299.1 236.3 255.2 204.6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59.3 91.8 90.1 107.2 97.4 77.5 44.7 40.8 74.1 54.1 59.6 56.6

                    票据融资 -51.4 -88.7 -193.0 -8.8 9.7 -7.2 24.3 -35.7 -24.7 9.7 -33.0 -44.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39.2 37.0 31.0 29.0 28.7 24.3 24.3 23.5 22.3 22.9 23.3 22.4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70.5 74.8 72.5 73.6 72.2 68.2 63.3 59.2 56.2 54.3 49.7 45.9

                    票据融资 18.4 -10.1 -49.7 -51.3 -49.2 -56.3 -49.0 -53.6 -59.7 -56.2 -57.1 -62.7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22.8 24.2 24.9 24.8 22.6 23.3 25.4 23.0 27.3 24.2 26.4 30.9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23.1 25.9 20.1 19.7 16.5 7.3 14.9 8.6 24.8 9.6 15.2 39.2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45.1 45.7 45.3 46.6 46.9 48.8 48.8 48.3 50.2 50.7 51.8 53.8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39.2 43.0 42.4 43.3 48.3 47.4 35.8 28.3 28.6 26.3 26.5 22.7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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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2010 年四川省各类价格指数 

单位：% 

成都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成都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成都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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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 -2.2 － － － -1.5 0.3 -3.4 4.6

2002 － -0.3 － 4.1 － -0.8 － -2.3 1.3 0.9 6.4

2003 － 1.7 － 0.8 － 1.8 － 0.4 2.9 0.3 9.1

2004 － 4.9 － 10.9 － 10.3 － 5.4 7.9 2.4 16.3

2005 － 1.7 － 7.2 － 9.3 － 4.0 9.8 0.4 7.8

2006 － 2.3 － 3.3 － 4.5 － 1.9 7.0 7.7 2.9

2007 － 5.9 － 9.0 － 5.7 － 3.9 9.3 1.3 11.1

2008 － 5.1 － 16.6 － 12.4 － 9.3 9.3 1.3 3.1

2009 － 0.8 － 1.2 － -4.7 － -3.5 3.9 2.6 -0.5

2010 － 3.2 － 3.6 － 6.1 － 5.0 4.5 4.5 1.3

2009 1 2.7 2.7 7.2 7.2 -0.1 -0.1 1.0 1.0 － － －

2 0.6 1.6 6.5 6.9 -2.1 -1.1 -0.1 0.5 － － －

3 0.5 1.3 4.7 6.1 -4.3 -2.2 -2.4 -0.5 -2.5 1.3 -2.1

4 0.2 1.0 1.5 4.9 -5.4 -3.0 -3.1 -1.1 － － －

5 0.4 0.9 1.2 4.2 -6.6 -3.7 -5.0 -1.9 － － －

6 0.3 0.8 -0.1 3.4 -7.9 -4.4 -6.2 -2.6 -0.9 1.3 -3.3

7 0.3 0.7 -0.4 2.9 -8.9 -5.0 -6.8 -3.2 － － －

8 0.7 0.7 -1.0 2.4 -7.8 -5.4 -6.2 -3.6 － － －

9 0.8 0.7 -2.8 1.8 -7.3 -5.6 -6.0 -3.8 1.1 2.5 -1.9

10 0.8 0.7 -2.0 1.4 -6.0 -5.6 -5.0 -4.0 － － －

11 0.9 0.7 -0.7 1.2 -2.6 -5.4 -2.3 -3.8 － － －

12 1.4 0.8 1.1 1.2 2.4 -4.7 -0.5 -3.5 3.9 2.6 -0.5

2010 1 0.8 0.8 1.9 1.9 3.3 3.3 2.7 2.7 － － －

2 1.7 1.3 2.1 2.0 3.5 3.4 2.7 2.7 － － －

3 1.8 1.4 2.4 2.1 4.5 3.8 3.5 3.0 5.7 2.4 0.7

4 2.2 1.6 3.5 2.4 5.9 4.3 4.1 3.3 － － －

5 2.7 1.8 3.6 2.7 7.0 4.8 5.0 3.6 － － －

6 2.8 2.0 3.7 2.8 6.4 5.1 5.5 3.9 5.8 5.2 1.5

7 3.2 2.2 3.1 2.9 6.9 5.3 5.3 4.1 － － －

8 3.7 2.4 3.8 3.0 5.9 5.4 4.2 4.1 － － －

9 4.3 2.6 4.8 3.2 6.0 5.5 5.4 4.3 4.0 5.1 1.5

10 4.9 2.8 5.0 3.4 6.9 5.6 6.5 4.5 － － －

11 5.1 3.0 5.2 3.5 8.4 5.9 7.5 4.8 － － －

12 4.7 3.2 4.8 3.6 9.1 6.1 7.5 5.0 2.4 5.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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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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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0 年四川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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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451.8 - - 7465.9 - - 12327.6 - - 16898.6

    第一产业 - - 355.3 - - 925.3 - - 1946.4 - - 2483.0

    第二产业 - - 1828.0 - - 4065.9 - - 6223.7 - - 8565.2

    第三产业 - - 1268.5 - - 2474.8 - - 4157.5 - - 5850.4

工业增加值（亿元） - - - - - - - - - - - -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931.2 2056.6 3002.8 4022.8 5246.7 6142.0 7033.5 8096.1 9053.8 10042.9 11062.2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93.3 414.4 561.8 754.1 988.7 1161.7 1333.0 1531.5 1727.3 1943.4 2194.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505.4 1011.3 1532.7 2056.7 2613.3 3143.4 3685.8 4223.4 4795.0 5409.9 5982.5 6634.7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28.6 51.7 76.4 102.6 132.5 155.9 184.5 210.7 239.2 265.3 296.6 327.8

    进口 11.1 21.1 32.4 43.9 55.9 67.5 80.4 91.5 103.5 114.0 125.7 139.3

    出口 17.4 30.6 44.1 58.8 76.5 88.4 104.1 119.2 135.6 151.3 170.9 188.5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6.3 9.5 11.7 14.9 20.6 21.0 23.8 27.7 32.1 37.3 45.2 49.1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32868.0 68205.0 128901.0 162196.0 191311.0 252275.0 283885.0 322294.0 382146.0 428690.0 484089.0 602517.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49.3 -20.4 -241.7 -438.8 -495.5 -631.7 -741.8 -905.9 -1382.8 -1653.8 -2150.3 -2681.5

    地方财政收入 159.1 248.2 380.2 506.1 634.2 786.0 900.4 1004.5 1110.3 1231.8 1354.5 1561.0

    地方财政支出 109.7 268.6 621.9 944.9 1129.7 1417.7 1642.1 1910.4 2493.1 2885.6 3504.8 4242.5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度） - - - - - - - - 4.1

地区生产总值 - - 17.7 - - 16.3 - - 15.2 - - 15.1

    第一产业 - - 4.0 - - 3.9 - - 4.2 - - 4.4

    第二产业 - - 26.8 - - 23.5 - - 22.5 - - 22.0

    第三产业 - - 10.3 - - 10.2 - - 10.2 - - 10.0

工业增加值 - 32.1 30.4 28.1 28.0 27.6 26.0 24.8 24.1 24.0 23.7 23.5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32.4 29.6 28.1 27.7 26.7 25.5 25.5 25.0 24.1 23.7 21.7

    房地产开发投资 - 40.8 50.8 47.2 53.5 50.8 49.3 45.3 42.7 41.5 41.6 38.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5 18.3 18.2 18.4 18.5 18.5 18.5 18.4 18.4 18.5 18.5 18.7

外贸进出口总额 109.9 94.5 64.4 54.0 56.7 50.3 48.8 47.8 44.4 44.9 45.1 35.6

    进口 78.0 133.8 83.5 63.5 63.6 57.8 54.1 51.1 44.3 42.7 41.1 39.3

    出口 192.4 74.3 52.7 47.6 52.0 44.9 45.0 45.3 44.5 46.6 48.1 33.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48.5 44.7 34.1 39.4 35.0 35.6 19.9 24.7 38.8 44.8 49.7 67.8

地方财政收入 54.7 42.0 30.5 33.0 33.8 32.0 30.6 31.0 29.8 29.1 29.5 32.9

地方财政支出 -42.1 -24.2 14.9 24.2 15.8 6.9 6.7 11.2 24.3 26.4 34.8 18.2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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