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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0年，湖南省金融业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努力克服金融危机影响，紧紧围绕省委、省

政府 “四化两型
①
”战略，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全年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为地方经济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银行业规模持续扩大，改革有序推进，效益稳步提升，信贷运行回归常态；证券业稳

健发展，直接融资创新高；保险业保费收入稳步增长，保障功能增强。全省经济实力再上台阶，地区生

产总值突破1.5万亿元，增长14.5%；经济增长方式逐步转变，消费拉动作用加大；产业结构明显优化，

先进装备制造、文化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能耗水平稳步下降，民生逐步改善。2011年湖南

省将继续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推动自主创新，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步伐，深化长株潭实验区建设，

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稳定物价水平，力促全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奋力开创“十二五”发展新局面。 

                             
①
 “四化两型”指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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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0 年，湖南省金融业平稳较快发展，机构

体系不断完善，市场功能有所强化，金融生态继

续优化，发展协调性与可持续性进一步增强。 

（一）银行业经营稳健，信贷运行回归

常态 

1.银行机构实力增强，市场竞争更趋充分。

2010 年，全省银行业机构资产规模同比增长 17%，

实现盈利同比增加 46.8 亿元，不良贷款余额与不

良率分别比年初下降 64.5 亿元和 1.8 个百分点。

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整体

上升，发展后劲增强。银行业竞争度与开放度加

强，年内 4家商业银行在长沙设立分行，两家外

资银行长沙分行获准筹建。村镇银行新增 4 家，

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迅猛，新增 38 家，农村金融竞

争格局有所完善（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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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5 49245 9480.7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及政策性银行③ 116 3279 2469.8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④ 109 4214 2285.2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206 5267 1449.3 2

五、城市信用社 0 0 0.0 0

六、农村合作机构⑤ 4048 36238 3240.4 123

七、财务公司 2 45 32.2 2

八、邮政储蓄银行 2034 6586 1396.2 0

九、外资银行 1 28 16.9 0

十、农村新型机构⑥ 14 258 38.6 9

合             计 8895 105160 20409.2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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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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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湖南银监局。 

 

2.存款增速逐步走低，同比大幅少增。2010

年，全省金融机构存款增速逐季走低，年末本外

币存款增长 18.6%，分别较上年同期和 1 月份的

年内高点下降 9.2 和 7.8 个百分点（见图 1）。全

年存款新增同比减少 436.2 亿元，其中企业存款

同比少增 574 亿元，主要是贷款同比少增以及“实

贷实付”制度导致派生存款减少。受物价持续上

涨，居民储蓄意愿下降等因素影响，储蓄存款增

速有所下降。存款活期化趋势缓和，新增活期存

款占比较上年下降 5.5 个百分点。由于外贸呈恢

复性增长，企业单位外汇存款大幅多增，带动外

币存款同比多增 2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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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图 1  湖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3.信贷增长回归常态，节奏均衡、结构优化。

2010 年，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增长 21%，同

比回落 14.5 个百分点。1-4 季度贷款增量之比为

3.5:2.6:2.1:1.8，节奏趋于平衡（见图 2、图 3）。

分机构看，法人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占比同比上升

4 个百分点，全国性大银行占比下降 4.4 个百分

点。分期限看，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较多，主要

是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两高一剩”行业贷款大幅

少增所致；短期贷款保持多增态势，为企业生产

经营性资金提供了有力支持。由于进出口规模大

幅增长带来贸易融资需求增加，加之人民币升值

预期与外币贷款利率较低等因素，外币贷款增速

继续保持高位，全年增长 31.5%。 

信贷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建设、

支柱产业与薄弱环节贷款得到重点保障，全年重

大基础设施贷款增速高出贷款平均增速 11.1 个

百分点；制造业贷款、小企业贷款分别同比多增

144.6 和 171 亿元；县域新增贷款占全部新增贷

款的 23.5%，同比提高 3.4 个百分点；农、林、

牧、渔业贷款增速达 47.9%。重点调控领域贷款

有效控制，全年“两高一剩”行业贷款同比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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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 亿元，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同比少增 474.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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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图 2  湖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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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图 3 湖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4.现金收支同步快速增长，整体呈净回笼态

势。随着经济继续回升向好，社会经济活动进一

步活跃，商品销售收入、储蓄收入，储蓄支出、

产品采购支出等大幅上升，拉动全省金融机构现

金收支大幅增长。全年金融机构累计现金收入和

支出同比增速分别较上年提高 5 个百分点。除 1、

2、9、12 月受节假日因素影响，现金呈净投放外，

其余各月均为净回笼，全年同比多回笼现金 22

亿元，同比增速提高 1.8 个百分点（见表 2）。 

 

 

 

表 2  2010 年现金收支情况表 

单位：亿元、% 

年累计额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34903.7 15.9

现金支出 34541.8 16.1

现金净支出 -361.9 6.5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5.利率步入上行通道，房贷利率大幅上扬。

2010 年，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全省金融机构贷

款利率呈稳中趋升态势，1-4 月稳步攀升，后窄

幅震荡，年末大幅提升，12 月份贷款加权平均利

率较 1 月份上升 62 个基点。分期限看，由于中长

期贷款大幅压缩，供需矛盾突出，中长期限贷款

利率升幅明显，其中，3-5 年期贷款 12 月份加权

利率较 1 月份上升 114 个基点。从利率浮动情况

看，全年浮动重心呈逐步上移趋势，4 季度执行

下浮和基准利率的贷款占比较 1 季度下降 8.4 个

百分点（见表 3）。分企业类型看，由于议价能力

较强，大、中型企业执行下浮利率贷款占比分别

较上年上升 15.1 和 2.1 个百分点，小型企业付息

成本保持平稳。房地产调控政策连续出台背景下，

省内金融机构对个人住房贷款特别是二套房贷款

利率执行更趋严格，各期限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全

线走高，4 季度加权平均利率较 1 季度上升 80 个

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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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34.7 28.6 16.7 0.6

1.0 38.4 49.6 38.9 25.2 0.8

小计 37.7 15.7 32.5 58.1 98.6

(1.0-1.1] 9.6 10.5 18.4 15.2 0.6

(1.1-1.3] 8.3 4.8 12.4 31.7 4.5

(1.3-1.5] 6.0 0.3 1.2 10.2 23.8

(1.5-2.0] 7.8 0.0 0.5 1.1 40.6

2.0以上 6.0 0.0 0.0 0.0 29.1

上

浮

水

平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6.机构改革纵深推进，中小机构改革取得重

大突破。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企业

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全年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32.3%，不良率较年初下降 0.4 个百分点。农业银

行以“三农事业部”改革为契机，不断完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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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金融服务。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成效显著，

引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为战略投资者，原“四行

一社 ”重组成立华融湘江银行。121 家农村合作

金融机构票据兑付全部完成，4 家改组为农村商

业银行，支农实力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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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图 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与外币存款利率 
 
 

 

专栏 1：宏观调控背景下基层商业银行经营新特点 

 

2010 年，国家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按照“总量适度、节奏均衡、结构优化、风险可控”要

求，陆续出台了信贷规模调控，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落后产能等领域的宏观调控政策，同

时金融监管部门加强了对“三办法一指引” 等信贷新规落实情况的督导。在此背景下，基层商业银行

的经营行为呈现出新的特征。 

资金管理更加精细。银行机构按照贷款规模按季到月调控的要求，主动加强与信贷管理部门和下级

行的沟通协调，在资金规划管理方面尽量做到早规划、早预算，确保了信贷投放均衡适度。1-4 季度贷

款新增比例调整为“3.5：2.6：2.1：1.8”，贷款单月新增基本保持平稳。按照“三办法一指引”的要

求，银行机构积极采取措施加强贷款发放管理，要求借款人严格按项目进度提取贷款，提高了资金使用

效率，确保信贷资金有效进入实体经济。据调查，2010 年全省银行机构企业客户滞留银行的贷款占比由

上年同期的 35%下降到 15%左右。 

信贷结构调整力度加大。2010 年，银行机构按照“有扶有控”的原则，加大了对融资平台贷款、住

房贷款、“两高一剩”行业贷款的管理。对融资平台公司贷款普遍实行名单制管理，根据公司资质等区

别对待，对于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的公益性在建项目，不再发放新的贷款，对确实符合放贷条件的继续

予以支持。房地产开发贷款方面，部分行按其总行支持名单发放，部分行按季开展压力测试，加强房地

产信贷风险管理。在“两高一剩”行业贷款方面，部分行实行限额控制，部分行要求产能过剩行业贷款

余额不得突破上年末该行业贷款余额。 

票据业务出现新变化。一是为充分利用贷款规模，各行加大票据贴现压缩力度。全年票据融资负增

长 195.6 亿元。二是为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各行票据交易趋于短期化。据监测，2010 年银行机构 3个月

以内票据回购式转贴现交易占全部回购式转贴现交易的 64.6%，同比上升 33.8 个百分点。三是承兑保证

金比例要求提高，一方面是为了压缩风险敞口，同时也以此作为增加存款的渠道。四是再贴现需求明显

增强。虽然全省银行机构流动性整体充裕，但机构间和单个机构阶段性的流动性不平衡较为突出，全省

再贴现业务需求猛增。2010 年全省人民银行累计办理再贴现 76.9 亿元，同比增加 76.4 亿元。 

其他融资行为较为活跃。在贷款规模有所缩小的情况下，银行机构通过向省外金融机构转卖贷款（包

括票据）、总行直贷和委托理财、信托产品等银信业务以及其他多种方式，加大对地方经济的支持。据

调查，2010 年全省银行机构通过上述方式融资发生额同比增长了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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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券业持续稳步发展，股权融资

创新高 

1. 证券机构持续稳步发展，期货业发展提

速。2010 年，全省证券机构数量、资产规模及盈

利水平稳步增长。全省证券营业部增加 24 家，其

中 A 类公司营业部占比上升至 60%；3 家法人证券

公司净资产同比增长 12.9%，全年实现利润 17.9

亿元。全省 4 家期货公司净资产、净利润分别同

比增长 25.1%和 59.4%；期货经营机构成交额同比

增长 104%，棉花、菜籽油、早籼稻等农产品期货

交易发展较快，期货市场服务三农成效显著。 

2.股权融资创新高，上市公司质量稳步提升。

2010 年，全省 19 家企业实现股权融资 339.6 亿

元，增长 26.3%，其中 12 家首发上市融资 216.2

亿元（见表 4）。上市公司规模扩大，效益不断提

升，截至 2010 年三季度末，A 股上市公司平均总

资产同比增长 17.5%；平均净利润同比增长 83%。

新兴产业类上市公司表现突出，截至三季度末公

司平均每股收益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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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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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年末境内上市公司数(家) 63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228.1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111.5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308.0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93.0  
数据来源：湖南证监局，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三）保险业发展较快，保障功能增强 

截止 2010 年末，全省共有省级保险分公司

39家，公司资产总额881.4亿元，同比增长26.6%。

全年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 438.5 亿元，同比增长

25.9%，其中财产险增长 33.1%，人身险增长

23.7%。全年各项赔付支出 82.9 亿元，其中农业

保险赔付支出 6.5 亿元，108.3 万农户受益。保

险深度 2.9%，比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保险密

度 626 元，比上年增加 117 元（见表 5）。创新业

务有效拓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由长株潭拓

展到全省各市州，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废弃资源

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等行业今年首次投保；高危

行业安全生产责任险试点稳步推进，目前长沙市

区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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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0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9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438.5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05.8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332.7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82.9

保险密度（元/人） 626

保险深度（%） 2.9  

数据来源：湖南保监局。 
 

（四）融资结构继续改善，货币市场交

易平稳 

1.直接融资比重显著上升，融资方式呈多元

化态势。2010 年，全省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继续

优化，直接融资占比提高 7.3 个百分点，其中债

券和股权融资占比分别上升3.4和3.9个百分点。

债券融资中，11 家企业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和中

期票据 166 亿元，发行企业家数和融资规模创历

年新高；9 家企业发行企业债 142 亿元，同比增

长 21.6%（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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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4 81.9 11.3 6.8

2002 492.0 86.3 7.6 6.1

2003 646.2 91.2 5.8 3.0

2004 636.1 86.9 8.1 5.0

2005 564.5 96.0 3.6 0.4

2006 796.2 81.8 11.9 6.4

2007 1058.7 84.4 6.1 9.5

2008 1461.9 87.9 8.2 3.9

2009 3047.3 82.9 8.2 8.9

2010 2652.2 75.6 11.6 12.8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2.票据承兑较快增长，贴现业务大幅萎缩。

2010 年，全省金融机构票据承兑业务较为活跃，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余额与发生额同比增长 11.6%

和 43%。票据贴现大幅萎缩，余额同比下降 195.6

亿元（见表 7）。票据贴现利率稳步走高，四季度

较一季度上升了 1.7 个百分点，转贴现利率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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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见表 8）。根据形势需要，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适时重启再贴现业务，确保金融机构流动

性需要，引导其加大对中小企业与“三农”的支

持，截止年末全省再贴现余额 36.8 亿元。 

 

表 7 2010 年票据业务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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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68.7 395.8 301.8 519.5 5.4 2.0

2 620.2 1010.9 322.2 1229.5 5.0 3.8

3 694.8 1530.7 265.7 2015.9 4.6 8.1

4 710.9 2244.4 190.5 2860.6 8.1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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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表 8  2010 年票据贴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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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4.41 2.73 2.85

2 3.65 4.10 2.98 3.15

3 4.05 4.68 3.36 3.21

4 4.96 4.85 3.85 3.89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五）征信系统建设与运用深化，金融

生态环境与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 

征信系统建设与运用进一步深化。2010 年，

湖南省继续优化征信系统建设与服务，进一步深

化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截至 2010 年

末，人民银行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信息覆盖量分

别比上年增长 3.9%和 24.4%；累计建立中小企业

信用档案 5.2 万户，帮助 3108 户企业累计融资

580.1 亿元；累计建立农户信用档案 546 万户。 

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扎实推进。人民银行长沙

中心支行牵头组织对全省 88 个县进行了金融生

态整体评估，分市（州）发布评估报告，县域金

融生态评估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安全区创

建工作有序推进，截止年末全省共有省级金融安

全区 11 个，市级金融安全区 34 个。 

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以金融标准 IC

卡为重点，非支付工具使用大力推进，截至年末

全省已发卡 20 万余张，布放非接触式受理终端 1

万台。全省农村地区新增特约商户 1 万户、 ATM 

机 653 台、POS 及电话支付终端 2.8 万台，农民

取款、支付更加便捷。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0 年，湖南省大力推进“四化两型”建设，

经济实力再上台阶，发展方式不断转变，产业结

构持续优化，能耗水平稳步下降，民生进一步改

善。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5 万亿元，增长

14.5%，同比提高 0.8 个百分点（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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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局。 

图 5  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一）三大需求趋于协调，经济增长方

式得到优化 

2010 年，全省投资、消费、净出口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分别由上年的 64%、40.2%和-4.2%调

整为 56.8%、46.3%和-3.1%，消费拉动作用进一

步凸显。 

1.投资增速高位回稳，民间投资增长强劲。 

2010 年，受应对危机超常规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

以及上年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全省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 27.6%，同比回落 8.6 个百分点（见

图 6）。制造业得到重点支持，占城镇固定资产投

资比重达 32.8%，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倍以上，高新技术产业投

资、技术改造投资占比分别较上年提高0.5和1.2

个百分点。从资金来源看，自筹资金大幅增长

34.2%，企业自主投资能力增强。从投资主体看，

非国有投资同比增长 36.2%，快于国有投资增速

22.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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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局。 

图 6  湖南省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2.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升级加快。

在各项“惠民生”政策持续实施作用下，2010 年，

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分别增长 9.8%和 14.5%。农村居民工资性收

入首次高于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第一

来源。随着收入总量的增长与结构的改善，城乡

居民消费支出稳步增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长 19.1%（见图 7）。消费升级加快，城

镇居民人均用于购车、旅游、通信的支出分别较

上年增长 70.8%、42.2%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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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局。 

图 7 湖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3.进出口恢复性增长，结构有所优化。2010

年全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44.7%，增速回升

63.8 个百分点，其中进口增长 44.5%，出口增长

44.8%。全年实现贸易顺差 12.2 亿元，同比增长

43.5%（见图 8）。进出口产品结构、贸易结构逐

步优化，机电产品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大幅

超出平均水平，原材料与资源品出口比重不断降

低；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速超出一般贸易 24.3 个百

分点。全省累计合同利用外资居中部第一，同比

增长 35.8%，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2.8%，其中

长株潭与湘南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占比达 84.3%

（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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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局。 

图 8  湖南省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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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二）三次产业稳步发展，新型工业化

取得积极进展 

2010 年，湖南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

式转变，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14.7︰46.0︰

39.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3.5%、62.3%

和 34.2%，第二产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1.农业生产保持平稳，现代农业发展提速。

2010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受不良气候影响略降，

但仍是历史第二高产年，生猪累计出栏量较上年

增长 3.9%。现代农业发展提速，全省农产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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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现销售收入增长 24.3%，其中休闲农业企业

经营收入同比增长 23.7%；大宗农产品加工转化

率达到 32%，比上年提高 5 个百分点。新农村“千

村示范”工程稳步推进，农村集中供水普及率达

35%，全省解决农村 314.2 万人的饮水不安全问

题，新建乡镇到村水泥路 13546 公里。 

2.工业推动力持续提升，结构稳步改善。2010

年，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和对经济增长贡献

率分别较上年提高 2.9 和 5.8 个百分点；工业企

业利润同比增长 46.1%， 38 个大类行业全部实现

盈利（见图 10）。新型工业化大力推进，重工业

增加值增速高出轻工业 5.1 个百分点；高加工度

工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分别比平均增速高

10.1 和 7.5 个百分点。企业创新及成果产业化加

快，全省规模工业新产品产值增长 41.3%，占规

模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同比提高 2.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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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局。 

图 10 湖南省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3.新兴服务业强势发展，企业效益不断提升。

2010 年，全省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6249.1 亿元，

同比增长 11.5%。全省限额以上服务业收入同比

增长 23.8%，新兴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仓储业、

租赁服务业、与房地产开发有关的经营业、房地

产中介业等行业收入增长幅度均在 50%以上。全

省旅游总收入达到 1425.8 亿元，增长 29.7%。服

务业企业效益不断提高，全年限额以上服务业企

业实现利税 805.1 亿元，同比增长 34.5%。 

（三）主要价格指数上行，下半年呈加

速态势 

1.居民消费价格普遍上涨，食品、居住类价

格领涨。2010 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月同比涨幅逐步走高，全年累计同比上涨 3.1%，

低于全国水平 0.2 个百分点（见图 11）。分类看，

八大类价格全部上涨，其中食品类和居住类分别

上涨 5.4%和 5.1%，两者对 CPI 上涨的贡献率达

84%。全年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上涨

3.9%，超出 CPI 涨幅 0.7 个百分点。 

2. 生产价格波动上行，涨幅超过消费价格。

2010 年，全省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和原

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

6.9%和 10.0%（见图 11）。分阶段看，1-5 月份当

月同比涨幅稳步上升， 6-8 月份有所回落，9 月

份开始加速上行，12 月份达到年内高点。分类别

看，37 个大类行业中有 35 个行业不同程度上涨。

全省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9.9%，其

中棉花价格上涨 55.6%，蔬菜价格上涨 13.8%，生

猪价格下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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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局。 

图 11 湖南省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 

价格变动趋势 

 

3.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农民工收入水平改

善。由于经济强劲发展带动劳动力需求增长，居

民消费价格上涨推高生活成本，加之最低工资标

准提高，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2010 年，全省最

低月工资标准较上年上调 27.8%，在岗职工工资

总额同比增长 15.5%。全省外出务工农民人均月

收入同比增长 21%。 

（四）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结构持

续改善 

由于经济大幅增长、物价上涨提高税基以及

上年基数较低等原因，2010 年，全省地方本级财

政收入增长 25.8%，同比提高 8.9 个百分点（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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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所得税收入

增收较多，带动税收入增长高出非税收入 7.9 个

百分点。长株潭地区继续领跑全省，较其他区域

财力优势进一步拉大。2010 年，地方财政一般预

算支出同比增长 22.3%，重点向农业和民生领域

倾斜，全省农林水事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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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局。 

图 12 湖南省财政收支状况 

 

分别占财政总支出 11.1%、15.8%和 12.3%。地方

财政收支缺口继续扩大，但扩大趋势有所放缓，

增速较上年下降 3.7 个百分点。 

（五）“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全面完成，

环境治理成效显著 

2010 年，湖南省加大工作力度，关停整治一

批落后产能企业，严控“两高一剩”行业新建项

目，确保了“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全面完成。

截止年末，实现化学需氧量比 2005 年底削减

107%、二氧化硫削减 142%，县城以上城镇污水和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 72%和 50.7%。前三

季度，全省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2.4%，其

中，万元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11.8%。湘江

流域综合整治取得明显成效，截止年末，共关闭

落后企业2600多家，淘汰落后产能企业700多家。

生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森林覆盖率达到 57%，

森林蓄积量达到 4 亿立方米。循环经济加快发展，

一批国家和省级循环经济试点取得初步成效，长

沙市、怀化市、津市、石门县、炎陵县获批国家

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城市。 
 

 

 

专栏 2：湖南省粮食价格走势与影响因素——基于环洞庭湖区的监测与分析 

 

2010 年，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备受关注。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立足湖南为产粮大省的特点，着力开

展区域特色监测研究，建立了环洞庭湖区粮价监测制度，初步形成了监测分析数据库与分析框架。 

环洞庭湖地区包括岳阳、益阳、常德三市，是湖南粮食主产区。2010 年三地稻谷播种面积 2136 万

亩，比上年增长 1.89%；全年稻谷总产量达 164.66 亿斤，比上年减少 2.8 亿斤，减幅为 1.7%。稻谷减

产主要是由于雨水灾害天气影响了稻谷生长，导致单产下降。监测表明，2010 年环洞庭湖地区稻谷、大

米价格全面上涨。从稻谷价格看，农户售粮市场价格与粮食收储企业价格持续上涨，尤其是新稻谷上市

后，价格上涨明显，普通晚稻上市价同比上涨 22.6%；稻谷价格上涨约两个月后传导至大米加工厂，大

米加工企业销售价格从下半年开始加速上涨，12 月份大米出厂均价比 6月份上涨 22.9%，大米零售价格

自四季度后快速上行，滞后出厂价约三个月。 

影响粮价上涨的因素，一是市场供需略紧。近年来，环洞庭湖地区籼稻米加工产能迅速上升，原粮

需求量大幅上升，市场供求趋紧。二是农资产品以及劳动力价格上升推涨了生产成本。监测数据显示，

2010 年环洞庭湖地区劳动力价格同比涨幅达 48.4%，同时下半年稻种、柴油、农资品等价格均呈上行态

势。三是流通环节不畅递增了中间成本。粮食收购主体多元化背景下，收购企业为争抢粮源，刻意抬高

粮食收购价格的现象较为突出；超市等大型零售商利用渠道垄断地位收取的各种名目费用不断增长，导

致了销售费用不断上涨。四是心理预期强烈抬升了粮食售价。监测表明 69%的监测农户预期谷价将继续

上涨。由于涨价预期强烈，农民惜售情况突出，加剧了供求矛盾。 

2011 年，国家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从而锁定稻谷底部价格，加之民众对粮价高企存有较强预期

以及国际粮价上涨的输入效应等因素，预计 2011 年稻谷和大米价格总体将维持高位运行。但国家以“物

价稳定”作为宏观调控重点，预计后期对市场的调控力度仍会保持较强态势，且目前政策性籼稻库存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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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对市场的调控能力较强，受此影响，预计稻谷价格难以大幅度走高。 

 

（六）房地产业保持平稳，文化产业蓬

勃发展 

 1.房地产市场平稳较快发展，调控效应逐步

显现。2010 年，全省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较快发

展，开发投资高位运行，市场供销稳步增长，房

价攀升，但涨幅逐季回落。 

房地产企业资金充裕，开发投资较快增长。

2010 年，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35.5%，

较上年上升 22 个百分点，其中，长沙市完成投资

增长 37.5%。房地产企业全年到位资金同比增长

46.6%。 

供给有效增加，结构基本合理。2010 年，全

省商品房施工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分别增长 22.5%

和 21.6%，较上年回落 5.7 和 4 个百分点（见图

13）。住房供给结构基本合理，小套型商品住宅竣

工套数占比 28.1%，同比提高 3.7 个百分点，各

类保障房开工 15.2 万套，竣工 13.4 万套，新增

廉租房 11 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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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局。 

图 13  湖南省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销售稳步增长，但增速有所放缓。2010 年，

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与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27.3%和 49.4%，增速均较上年下降 5个百分点。

长沙市房地产销售面积增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7.8 个百分点。 

房地产价格上涨较快，但涨幅得到抑制。2010

年全省商品房销售均价 3145 元/平方米，上涨

17.3%，同比提高 3.1 个百分点，其中长沙市商品

房销售均价涨幅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3.8 个百分点

（见图 14）。但从趋势上看，房价涨幅逐季趋缓。

全省房地产租赁价格同比上涨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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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 

图 14 长沙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房地产贷款增速有所回落，但仍居高位。2010

年，全省房地产贷款增长 39%，同比下降 0.1 个

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高于上年同

期 13.1 个百分点，土地储备贷款增速同比下降

219.7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增速同比下降 15

个百分点。从趋势看，房地产贷款增速整体呈震

荡下行态势，12 月末较 5月末的高点下降 8.5 个

百分点。  

2.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品牌效应与竞争力不

断提升。 

2010 年，湖南省继续推进文化强省战略，先

后下发了文化强省战略实施纲要和文化产业振兴

实施规划，明确了未来 3-5 年文化产业发展的任

务与保障措施。省财政每年投入 1亿元建立文化

产业引导基金，年底成立了规模达 30 亿元的湖南

省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基金。金融业继续加大支持

力度，年末全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贷款余额

32.9 亿元，两家文化企业首发上市融资 46.6 亿

元。在各项措施推动下，全省文化产业规模不断

壮大，预计 2010 年增加值达 780 亿元，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为 5%，支柱地位有效巩固。 

产业结构趋于优化，竞争力不断提升。一是

产业层次日渐丰富，初步确立了以广播影视、新

闻出版、原创动漫为龙头，以演艺娱乐、报刊发

行等为第二梯次，电视购物等为补充的多层次产

业体系。二是产业区域布局逐步完善，形成了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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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沿线人文文化、大湘西旅游文化和大湘南历史

文化三大产业带。三是产业呈集群发展态势，湖

南文化创意园、金鹰卡通产业技术园等产业园区

与基地建设积极推进。四是品牌效应不断提升。

出版集团与广电集团在中国文化企业 50 强中排

名靠前，动漫三猫、长沙歌厅、快乐购等品牌全

国知名。 

（七）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取得阶

段性成果 

2010 年，长株潭三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5.5%，占全省的 42.2%，同比分别上升 1 和 1.8

个百分点，区域核心增长极作用进一步显现。新

型工业化步伐明显加快，三市规模工业增加值占

全省的 43.9%，同比增长 24.3%。长株潭成为全国

七大综合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之一，先进装备制

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一

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基础设施、重点工

程建设加快推进，长沙地铁、城际铁路长株潭线

和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开工建设，“三网融

合”
②
试点启动，大河西、云龙、昭山、天易、

滨湖五大示范区建设全面启动。排污治理初见成

效，累计关停各类污染企业 1017 家，变性污染土

地 34.4 平方公里，重金属削减率达 50%以上。民

生不断改善，三市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比实

验区获批之初增长 1.2 倍和 1.3 倍。 

金融支持功能不断增强，2010 年长株潭地区

金融机构贷款增长 22%，高出全省贷款增速 1 个

百分点，贷款余额与新增占比分别为 64.8%和

67.1%。区域金融进一步融合，金融机构对个人存

取款业务实现按同城业务处理。资本市场活力增

强，产业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各类

投资基金不断发展壮大，设立了生猪、稻米等大

宗农产品交易市场和期货交割库，定价话语权提

升。积极开展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和长株潭城

市群金融生态模范城市建设，金融生态环境不断

优化。 

三、预测与展望 

综观国际国内形势，2011 年全省经济发展的

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有利条件将进一步扩大。

                             
②
 “三网融合”指电信网、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通信网逐

步融合，成为统一的信息通信网络。 

世界主要经济体有望继续缓慢复苏；国内经济稳

步向好态势更加巩固，“十二五”规划启动实施将

注入新的发展活力；全省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

速期，产业基础、市场潜力、创新能力的综合优

势不断提升，投资建设和消费升级的空间仍然很

大， “四化两型”建设推进、国内外产业加速转

移将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机遇。另一方面，经济

发展中的不确定、不均衡、不可持续的因素仍然

较多。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国内经济结构调

整、分配制度改革和通胀预期管理等任务依然艰

巨；省内仍然面临产业转型压力大、城市与工业

带动力不强，统筹城乡发展难度大等问题。2011

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湖南省将以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为主线，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建设，

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大自主创新 ，努力推动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资金需求仍然旺盛，企

业发展水平上升，融资能力将有所增强，金融生

态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有望继续优化，

都将为金融稳健运行提供良好基础。但在货币政

策回归稳健与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加强背景下，信

贷供求矛盾，房地产与落后产能行业潜在信贷风

险等问题将进一步突出。湖南省金融业将切实贯

彻落实稳健货币政策，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加强

金融资源优化整合，着力改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

节金融服务，提高金融风险防范水平，努力提升

金融服务经济的水平与质量。预计 2011 年全省金

融业将继续稳步发展，信贷增长保持平稳，信贷

结构将更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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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湖南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1 月 1 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全省 79 个县市正式启动，湖南省县(市)级基层财政实现与

省财政直接对接，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月 13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资本市场的若干意见》（湘政发（２０１０）

１号），提出大力推动更多优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多渠道扩大直接融资比重的二十六条重要举措。  

5 月 5 日，湖南省第一家农村商业银行浏阳农村商业银行正式营业，全年先后成立 4 家农村商业银

行。 

6 月 30 日 ，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地区，长株潭城市群正式启动三网融合试点，“数字湖南”增添动力。 

8 月 30 日，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着力

培育发展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文化创意、生物、新能源、信息、节能环保等七大产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 

10 月 12 日， 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为战略投资者，由原株洲、湘潭、岳阳和衡阳 4家城市商业

银行和邵阳市城市信用社(即“四行一社”)组建的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该行总部

设于长沙，注册资本金 40.8 亿元。  

11 -12 月，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先后提请省政府下发了《关于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意见》（湘

政办发[2010]64 号）和《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意见的通知》（湘政办发[2010]70

号，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快创新，改善服务，加大对“三农”、县域经济的金融支持。 

11 月 28 日，以“天河一号”为计算设备的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在湖南大学奠基，湖南信息化建

设取得又一重大进展。 

12 月 6 日，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湖南股权交易所在长沙挂牌成立，标志着全省统一产权交易市

场初步形成。 

12 月 8 日，湖南省政府与富士康集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湖南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步伐进一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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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湖南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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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8.3 14874.2 15358.7 15523.9 15735.6 16124.8 16028.1 16259.8 16486.9 16390.8 16490.5 16643.3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7921.2 8625.9 8721.3 8669.8 8688.9 8830.1 8779.4 8858.3 9068.3 8900.2 8925.7 9060.0

                    企业存款 4073.5 3902.7 4177.5 4314.4 4366.8 4437.6 4464.6 4517.1 4350.7 4329.5 4381.8 4556.4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29.8 415.9 484.5 165.2 211.7 389.2 -96.6 231.7 227.1 -96.2 99.8 152.7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6.4 23.8 22.1 23.1 23.1 21.3 20.6 22.7 22.4 20.6 20.3 18.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9834.4 10052.6 10232.2 10424.4 10624.8 10757.5 10830.3 10975.0 11163.9 11272.4 11464.4 11521.7

        其中：短期 3139.3 3205.3 3219.3 3284.9 3308.2 3336.4 3348.7 3385.8 3462.9 3517.2 3552.8 3540.8

                    中长期 6172.9 6328.2 6512.1 6645.9 6773.1 6909.8 7027.0 7134.5 7239.4 7320.0 7474.8 7585.6

                    票据融资 341.0 330.1 307.3 303.2 356.5 327.2 269.4 268.3 270.3 250.7 244.6 198.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97.3 218.2 179.5 192.2 200.4 132.7 72.8 144.8 209.0 108.5 192.0 57.3

        其中：短期 54.6 66.0 14.0 65.7 23.3 28.2 12.3 40.7 81.8 54.3 39.5 -12.0

                    中长期 292.7 155.4 183.9 133.8 127.2 136.7 117.3 103.9 120.3 80.6 150.9 110.8

                    票据融资 -53.2 -10.9 -22.8 -4.1 53.3 -29.3 -57.8 -1.1 2.0 -19.6 -6.1 -46.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33.2 30.6 24.8 24.4 24.7 21.4 20.2 21.5 21.7 21.4 21.8 21.0

        其中：短期 12.3 12.9 10.0 14.6 14.6 12.8 12.9 13.1 12.1 13.5 14.0 14.3

                    中长期 49.1 46.8 40.7 37.6 37.2 33.1 32.1 32.1 32.2 31.2 31.6 30.1

                    票据融资 4.4 -22.9 -41.6 -45.0 -36.1 -42.9 -52.8 -44.7 -39.1 -38.7 -40.7 -49.6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304.5 319.5 316.2 322.3 323.4 326.5 307.0 310.8 316.2 320.9 332.5 325.2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472.7 486.5 508.8 510.3 528.8 547.1 550.9 556.2 563.6 567.8 576.3 581.2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7.6 15.0 12.9 14.2 14.2 14.5 9.3 9.8 11.6 12.3 15.4 13.5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4.3 6.4 10.6 10.3 14.8 18.4 20.0 21.5 22.9 23.5 25.0 26.6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4374.0 14797.3 15275.0 15435.2 15647.6 16040.1 15940.8 16175.3 16394.4 16303.8 16430.8 16553.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7879.7 8584.0 8679.7 8629.3 8648.2 8789.7 8738.3 8818.4 9029.8 8861.7 8888.1 9022.6

                    企业存款 4033.7 3874.1 4140.4 4272.0 4325.2 4399.6 4425.5 4480.4 4305.3 4289.6 4340.9 4510.1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23.0 423.4 477.7 160.2 212.4 392.5 -99.2 234.5 219.1 -90.6 100.0 150.0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69.3 704.3 95.7 -50.4 19.0 141.4 -51.3 80.1 211.4 -168.1 26.4 134.5

                    企业存款 199.5 -159.7 266.4 131.6 53.2 74.4 25.9 54.9 -175.0 -10.6 51.3 169.2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6.5 24.0 22.2 23.2 23.3 21.4 20.7 22.8 22.4 20.6 20.6 18.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0.9 18.2 17.3 16.9 16.3 16.6 16.3 17.5 17.6 16.2 16.4 15.5

                    企业存款 51.9 31.8 26.3 33.3 31.9 22.8 22.5 25.0 16.4 14.6 14.8 13.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9664.2 9877.4 10049.2 10236.8 10444.4 10582.9 10648.6 10793.3 10967.4 11066.4 11253.0 11303.8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953.3 991.0 1029.9 1087.1 1132.5 1177.5 1204.1 1239.6 1279.7 1304.9 1339.0 1393.0

                    票据融资 341.0 330.1 307.3 303.2 356.5 327.2 269.4 268.3 270.3 250.7 244.6 198.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93.8 213.2 171.8 187.6 207.6 138.6 65.6 144.7 194.3 98.9 186.6 50.8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57.5 37.7 44.4 57.1 45.5 44.9 26.6 35.5 40.1 25.2 34.0 54.1

                    票据融资 -53.2 -10.9 -22.8 -4.1 53.3 -29.3 -57.8 -1.1 2.0 -19.6 -6.1 -46.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31.6 28.9 22.9 23.1 23.6 20.4 20.1 21.5 21.4 21.1 21.5 20.6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66.2 73.9 70.2 77.9 77.7 74.4 71.3 69.1 66.0 64.4 60.4 57.2

                    票据融资 4.4 -22.9 -41.6 -45.0 -36.1 -42.9 -52.8 -44.7 -39.1 -38.7 -40.7 -49.6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12.4 11.3 12.3 13.0 12.9 12.5 12.8 12.4 13.8 13.0 13.0 13.5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10.1 1.4 6.3 2.7 -2.3 3.7 11.9 6.9 18.4 14.0 13.5 18.9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24.9 25.7 26.8 27.5 26.4 25.7 26.8 26.7 29.3 30.8 31.7 32.9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40.5 52.7 74.5 27.3 17.5 7.9 26.9 25.8 26.6 29.0 30.6 34.7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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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湖南省各类价格指数 

单位：% 

长沙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长沙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长沙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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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9 - -1.6 - 1.1 - -0.2 2.1 2.5 3.3

2002 - -0.5 - -2.0 - -0.7 - -0.8 1.1 1.7 1.1

2003 - 2.4 - 2.6 - 6.7 - 2.6 0.5 1.0 0.9

2004 - 5.1 - 12.1 - 14.4 - 8.0 3.3 2.1 3.1

2005 - 2.3 - 11.2 - 9.4 - 6.0 2.9 1.6 6.2

2006 - 1.4 - 0.7 - 6.5 - 4.3 5.8 3.3 1.4

2007 - 5.6 - 13.0 - 6.1 - 6.1 13.2 0.9 15.8

2008 - 6.0 - 26.5 - 12.0 - 9.3 6.7 0.0 3.1

2009 - -0.4 - -5.0 - -7.4 - -5.7 7.2 0.6 4.1

2010 - 3.1 - 1.4 - 10.0 - 6.9 7.6 3.7 9.0

2009 1 2.1 2.1 13.8 13.8 -4.0 -3.6 -3.6 -4.0 -0.8 - -

2 -1.2 0.5 5.4 9.4 -6.7 -4.2 -4.9 -5.4 -0.3 - -

3 -0.9 0.0 -2.6 5.2 -7.8 -5.1 -6.8 -6.2 -0.9 0.5 2.2

4 -1.4 -0.4 -6.3 2.1 -9.0 -5.9 -8.4 -6.9 -1.1 - -

5 -1.4 -0.6 -7.6 0.0 -9.8 -6.4 -8.4 -7.5 -0.9 - -

6 -1.6 -0.7 -10.1 -1.8 -10.4 -6.8 -8.6 -8.0 -0.2 0.8 2.6

7 -1.5 -0.8 -10.6 -3.1 -10.8 -7.1 -9.3 -8.4 0.7 - -

8 -0.8 -0.8 -11.5 -4.2 -10.5 -7.3 -8.4 -8.6 0.3 - -

9 -0.6 -0.8 -10.3 -4.9 -9.6 -7.3 -7.6 -8.7 0.8 0.1 1.4

10 0.1 -0.7 -8.2 -5.3 -7.7 -7.1 -5.3 -8.6 2.3 - -

11 0.3 -0.5 -4.1 -5.2 -3.7 -6.5 -0.1 -8.2 5.6 - -

12 1.7 -0.4 -3.0 -5.0 1.6 -5.7 3.4 -7.4 7.2 0.6 4.1

2010 1 0.6 0.6 -2.6 -2.6 6.2 6.2 4.9 4.9 8.8 - -

2 2.1 1.3 -1.4 -2.0 8.6 7.4 5.3 5.1 10.3 - -

3 2.1 1.6 -0.9 -1.6 10.2 8.3 6.5 5.6 11.4 0.6 4.7

4 2.7 1.9 -0.2 -1.3 11.1 9.0 7.7 6.1 11.9 - -

5 3.1 2.1 0.5 -0.9 11.1 9.4 8.2 6.5 8.0 - -

6 3.3 2.3 1.9 -0.5 11.1 9.7 6.6 6.5 10.4 0.6 4.7

7 3.5 2.5 0.4 -0.3 9.2 9.6 6.2 6.5 9.1 - -

8 3.4 2.6 1.4 -0.1 8.2 9.5 5.8 6.4 8.3 - -

9 3.5 2.7 1.9 0.1 8.7 9.4 6.1 6.4 8.6 2.6 7.4

10 4.0 2.8 4.0 0.5 10.6 9.5 7.7 6.5 7.9 - -

11 4.6 3.0 6.1 1.0 12.4 9.8 8.6 6.7 7.6 - -

12 4.6 3.1 5.9 1.4 12.6 10.0 9.2 6.9 7.6 3.7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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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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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湖南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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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956.2 - - 6805.39 - - 10583.27 - - 15902.12

    第一产业 - - 280.3 - - 687.67 - - 1292.59 - - 2339.44

    第二产业 - - 1371.4 - - 3319.19 - - 5066.68 - - 7313.56

    第三产业 - - 1304.6 - - 2798.53 - - 4224 - - 6249.12

工业增加值（亿元） - 659.4 1067.2 1517.6 2011.0 2556.8 3030.7 3558.5 4108.9 4639.4 5222.4 5890.3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433.0 1004.7 1664.3 2401.0 3527.7 4191.0 5039.8 6120.5 7019.8 7913.6 8775.5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00.3 227.2 341.7 453.3 592.6 718.0 844.7 983.9 1127.7 1284.1 1469.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925.5 1328.3 1727.2 2195.3 2677.4 3149.3 3608.5 4117.7 4660.1 5179.1 5775.3

外贸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8.9 17.4 27.4 39.2 50.4 63.1 76.2 88.0 103.0 116.1 132.0 146.9

    进口 4.0 8.1 12.9 18.6 23.0 28.7 35.2 40.2 47.9 53.3 60.5 67.3

    出口 4.8 9.3 14.5 20.6 27.5 34.4 40.9 47.8 55.1 62.8 71.5 79.5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0.8 1.2 1.5 2.0 4.5 5.8 5.7 7.6 7.2 9.5 11.0 12.2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45028 74996 127676 171153 217134 278174 316033 348812 399619 450269 497415 518441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22.5 -119.8 -193.4 -290.5 -344.5 -457.9 -539.1 -648.3 -792.4 -867.8 -1017.9 -1636.5

    地方财政收入 92.2 148.7 243.6 325.6 410.2 535.8 611.2 687.2 774.9 851.0 928.4 1066.0

    地方财政支出 114.6 268.5 437.0 616.1 754.7 993.6 1150.2 1335.5 1567.2 1718.8 1946.3 2702.5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 - - - - -

地区生产总值 - - 13.6 - - 15.1 - - 14.8 - - 14.5

    第一产业 - - 4.7 - - 4.8 - - 4.2 - - 4.3

    第二产业 - - 24.3 - - 22.0 - - 20.8 - - 20.2

    第三产业 - - 6.5 - - 10.0 - - 11.5 - - 11.5

工业增加值 - 28.8 27.4 27.1 26.5 26.2 24.1 24.0 23.7 23.7 23.6 23.4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31.5 25.3 25.5 28.5 29.8 29.1 29.2 29.8 29.5 29.1 27.5

    房地产开发投资 - 37.9 42.8 35.3 34.6 34.1 35.7 34.2 33.3 33.3 33.9 35.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8.6 18.4 18.5 18.3 18.4 18.5 18.6 18.8 18.9 19.0 19.1

外贸进出口总额 25.1 30.3 30.5 35.3 36.5 39.7 40.3 40.1 38.6 41.3 45.2 44.7

    进口 44.4 43.0 40.3 43.6 37.5 38.4 40.6 38.4 36.9 39.6 44.3 44.5

    出口 12.5 20.8 22.8 28.6 35.6 40.8 40.0 41.5 40.1 42.8 46.0 44.8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38.0 8.4 18.3 25.9 26.4 20.0 22.3 16.1 14.4 12.4 13.1 12.8

地方财政收入 31.0 30.2 30.6 29.2 30.9 26.7 27.7 28.7 27.4 26.8 27.4 25.8

地方财政支出 -24.0 10.0 16.4 14.7 13.3 18.7 19.1 22.2 21.9 23.1 26.4 22.3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