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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0年，福建省坚持“先行先试、加快转变、民生优先、党建科学”，全力推动科学发展、跨越发

展，经济金融发展取得新成效。三大需求增长持续加快，投资增长逐季加速，消费需求保持旺盛势头，

对外贸易增速高位趋稳，闽台经贸快速增长；三次产业增长有所分化，工业主导作用凸显，农业和服务

业持续平稳增长；价格总水平上涨有所加快，通胀压力加大。金融部门认真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积极创造逐步向常态回归的货币信贷条件，银行存贷款保持较快增长，证券市场融资总量扩大，保险市

场较快发展，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稳步推进，闽台金融合作先行先试取得新进展，有力促进了海西经济发

展。 

2011年，福建省将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跨越发展为主线，继续打好“五大战役”，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着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海洋经济。探索新途径新模式，

拓展闽台交流合作，高起点推进平潭开放开发。金融部门将认真贯彻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优化社会融

资结构，鼓励发展直接融资，引导企业融资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举转变”，服务于经济结构调整

大局，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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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0年，福建省金融业运行平稳。银行存贷

款保持较快增长，证券市场融资总量扩大，保险

市场较快发展，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有序推进，有

力促进了海西经济发展。 
（一）银行业快速发展，资产规模和

质量提升 

福建省银行业机构认真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

政策，并合理把握贷款投放的数量、节奏和结构，

资产质量继续提升，经营效益改善。 

1.资产规模持续扩大，存贷比较高。年末全

省法人银行类机构 81 家（见表 1），资产总额增

长 27.1%。全年全部金融机构利润增长 36.9%。年

末本外币余额存贷比达 85%，高于全国 15.6 个百

分点。本外币不良贷款率比上年末下降 0.5 个百

分点。 

 
表 1  2010 年福建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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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3 54107 11164.9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及政策性银行③ 38 1105 1572.6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④ 270 12625 10844.0 1

四、城市商业银行 122 4323 1415.7 3

五、农村合作机构⑤ 1826 17461 2077.4 68

六、财务公司 1 19 33.8 1

七、信托投资公司 2 246 22.6 2

八、邮政储蓄银行 943 4535 826.7 0

九、外资银行 35 1155 667.2 2

十、农村新型机构⑥ 5 126 12.2 4

合             计 5375 95702 28637.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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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恒丰
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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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福建银监局。 
 

2.存款保持较快增长，结构变化突出。全年

本外币各项存款增加 3658.1 亿元，占“十一五”

增量（1.11 万亿）的 33%，比上年多增 733.3 亿

元，年末余额增长 24.2%，其中人民币存款年末

余额增长 24.5%（见图 1），均与上年末基本持平。

存款来源结构大幅调整，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增

量占比分别较上年下降 14.6 和 8.4 个百分点。在

通胀预期下，居民定期储蓄意愿下降，企业偏好

预留短期资金，导致银行负债结构短期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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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图1 2010年福建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3.贷款保持较快增长，结构调整明显。全年

本外币贷款增加 3015 亿元，占“十一五”增量

（1.06 万亿）的 28.3%，比上年多增 1 亿元，月

度贷款投放节奏比上年更加均衡（见图 2）。年末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增长 23.4%，其中人民币贷

款增长 23.2%（见图 2、图 3），比上年回落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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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图2 2010年福建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生产流通领域贷款增量显著扩大。全年公司

类贷款增量中，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贷款占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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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较上年提高 7.7 和 10 个百分点。电力、燃气及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基础设施贷款比

上年少增 337.5 亿元。全年个人生产经营性贷款

增加 502 亿元，比上年多增 267 亿元。 

薄弱环节信贷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全年涉

农贷款增加 1100.6 亿元，比上年多增 223.5 亿元

（见专栏 1）；小企业贷款增加 1154.5 亿元，仅

次于浙江、江苏、广东、山东四省，占全省企业

贷款的比重达 60.4%。“网贷通”小企业网络循环

贷款、“金博士”自助循环贷款、“金芝麻”小企

业系列融资产品等 24 个主要中小企业信贷产品

全年增加贷款 420 亿元。全省各级人民银行有效

发挥再贴现和支农再贷款工具的导向作用，扩大

农村和中小企业信贷投放，全年办理再贴现 79.5

亿元，比上年增加 63.6 亿元；发放支农再贷款

21.4 亿元，比上年增加 9 亿元，优先支持支农比

重较高的县域存款类法人金融机构和农村小额信

贷创新，并向欠发达和受灾地区倾斜。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2
0
0
9
.
0
1

2
0
0
9
.
0
2

2
0
0
9
.
0
3

2
0
0
9
.
0
4

2
0
0
9
.
0
5

2
0
0
9
.
0
6

2
0
0
9
.
0
7

2
0
0
9
.
0
8

2
0
0
9
.
0
9

2
0
0
9
.
1
0

2
0
0
9
.
1
1

2
0
0
9
.
1
2

2
0
1
0
.
0
1

2
0
1
0
.
0
2

2
0
1
0
.
0
3

2
0
1
0
.
0
4

2
0
1
0
.
0
5

2
0
1
0
.
0
6

2
0
1
0
.
0
7

2
0
1
0
.
0
8

2
0
1
0
.
0
9

2
0
1
0
.
1
0

2
0
1
0
.
1
1

2
0
1
0
.
1
2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增速（当月同比）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增速（当月同比）

%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图 3  2010 年福建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

款增速变化 
 

 

 

专栏 1：加强推动，全面提升落后地区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加强落后地区农村金融服务是人民银行信贷政策重要导向，也是事关落后地区农村发展的重大民生

问题。落后地区农村金融服务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贷服务不足，金融机构难贷款和农村经

济主体贷款难问题并存。二是基础金融服务不足，部分银行网点较少甚至“零网点”的贫困乡村农民存、

取、汇等基本金融服务无法有效满足。为全面提升落后地区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福建省各级人民银行积

极运作，上下联动，横向协调，改善贫困地区信贷服务和支付结算服务在点上和面上分别取得较大突破，

相关工作得到国务院扶贫部门和人民银行总行高度肯定。 

“点”上促进贫困地区信贷服务水平提升。落后地区由于农户融资担保难，金融机构贷款调查成本

高，农户与金融机构直接对接存在梗阻因素。2003 年以来，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福建宁德辖区屏南县积

极探索，引入政府信用，搭建银农对接平台，建立了小额信贷促进会，同时在乡、村两级分别组建了乡

镇信用建设促进会和村级担保会，吸纳村主干、经济能人、乡镇干部参与，会内设立风险基金和担保基

金，兼具贷款推介、贷款担保、贷前调查、贷后跟踪和协助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等职能。金融机构与

屏南县、乡、村三级小额信贷促进机构合作，探索实现扶贫小额贷款调查服务“外包”，促进扶贫小额

贷款由“零售业务”向“批发业务”转变，解决了金融机构扶贫面临的贷款风险大和贷款调查成本高等

难题，推动屏南农户贷款大幅增长。截至 2010 年末，屏南小额信贷促进会累计推介担保农户小额贷款

4632 笔，共 9760 万元，无一笔坏账贷款，年末推介担保农户小额贷款余额 5612 万元。 

“面”上全面改进落后地区农村支付结算服务。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大力实施新农村支付结算畅

通工程建设，制定全省畅通工程发展规划，对支付基础设施改进、自助设备覆盖、业务系统延伸、支付

服务效率和质量、支付工具推广和应用等设定目标和时间表，逐项分解，逐层落实，全面推进。截至 2010

年末，农村金融机构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全部加入现代化支付系统，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基本实现跨行直

接通汇，进一步提高落后地区农村支付服务效率。有效争取落后地区各级政府对农村增布自助服务终端

的财政补贴支持，截至 2010 年末全省 ATM 乡镇覆盖率达 46.97%，POS 乡镇覆盖率达 64.72%，全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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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市中的 38 个实现“村村通”（自助设备覆盖行政村），18 个开办 POS 小额取现等支付结算创新业务，

有效改善农村地区银行卡受理环境，有效解决落后地区农民存、取、汇“难”的问题。同时对接农村新

农保项目，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在落后地区大力推广运用各类非现金支付结算工具，支持金融机构依托银

行卡大力创新各类自助可循环授信业务，农业银行截至 2010 年末新增“惠农卡”166 万张，新增农户贷

款 20.3 亿元，新增农户授信 3.28 万户，进一步提高了落后农村有效信贷需求满足率。 

 

 

4.现金净投放大量增加。2010 年银行现金收

支扭转前两年连续下降态势，净投放80.4亿元（见

表 2），主要受 2011 年春节较早和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较快等影响。 

 

表 2  2010 年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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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74.8 8.4

现金支出 26555.2 8.7

现金净支出 80.4 1046.9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5.贷款利率水平持续上升。人民币贷款利率

受市场流动性趋紧及信贷规模调控影响逐季小幅

上行，外币存贷款利率受国际市场资金和国内信

贷调控的双重影响震荡走高（见图 4）。随着货币

政策向常态回归，增量贷款逐步向银行议价能力

高的中小企业集中，带动上浮利率贷款占比提高

（见表 3）。 
 

表 3  2010 年福建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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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25.4 21.3 9.3 1.4

1.0 27.9 34.4 22.4 22.0 2.8

小计 49.7 40.2 56.3 68.7 95.8

(1.0-1.1] 20.3 19.3 29.1 25.3 3.3

(1.1-1.3] 19.2 18.1 26.1 35.2 15.2

(1.3-1.5] 4.0 2.8 1.1 7.5 20.4

(1.5-2.0] 4.6 0.0 0.0 0.7 45.9

2.0以上 1.5 0.0 0.0 0.0 11.0

上

浮

水

平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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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图 4  2009～2010 年福建省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

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6.银行业改革稳步推进。农业银行福建省分

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开展，

基本建立区别和独立于城市业务的运行框架，相

关改革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农业银行福建省县域

贷款增长 24.9％，高于该行全省贷款增速 7.1 个

百分点。地方法人银行机构改革稳步推进，福建

海峡银行首次跨省在温州设立分行。农村商业银

行组建提速，已有福州、莆田、龙岩上杭等地 3
家机构开业。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加快发展，新增 2
家村镇银行、5 家小额贷款公司开业，同时还有

10 家小额贷款公司获批筹建。 
7.人民币跨境业务试点进展迅速。福建省试

点启动至年末，共有 19 家银行为 158 家企业和机

构办理人民币跨境业务 529 笔，累计金额达 136.2

亿元。 

（二）证券业稳步发展，证券融资规模

扩大 

1.证券期货业平稳运行。年末全省共有法人

证券公司 3 家，证券营业部 194 家，法人期货公

司 4 家，期货营业部 63 家。证券营业部实现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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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0 年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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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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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398.7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104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154.5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65.5
               中期票据筹资额（亿元） 30  
注：当年发行 H 股筹资为所有境外上市融资，国内债券筹
资包括次级债、短期融资劵、中期票据和企业债。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福建证监局、福
建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总额比上年下降 37%；期货营业部实现利润总额比

上年增长 37.3%。 

2.企业证券融资活跃。全年福建企业在国内

外股票市场融资 502.7 亿元，其中在 A 股市场融

资 398.7 亿元，在中国香港、德国、韩国、新加

坡等证券交易所融资 104 亿元。同时，债券融资

力度加大，全年发行各类债券154.5亿元（见表4）。 

（三）保险业平稳运行，保障作用不断

增强 

1.保险经营主体不断增加。新增保险专业中

介主体 2 家。保险公司资产规模增长 25.4%。 

2.各项保险业务较快增长。全年福建省保费

收入增长 28.1%；各项赔付增长 8.6%；保险密度

和深度分别比上年提高247元和 0.2个百分点（见

表 5）。政策性农业保险拓展居全国前列，出口信

用保险快速发展。全年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金额增

长 70.5%，支付赔款增长 68.4%；保单融资额增长

79.4%。 

 

表 5  2010 年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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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1
               寿险经营主体（家） 1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44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1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3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423.6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28.1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95.5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102.9
保险密度（元/人） 1159.0
保险深度（%） 3.0  

数据来源：福建保监局。 
 

（四）金融市场交易活跃，直接融资占

比提高 

1.融资结构优化。由于企业发债和股票融资

规模扩大，直接融资占比较上年提高 2.4 个百分

点（见表 6）。全年福建省非金融机构直接融资总

额 419.2 亿元，其中发行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

共 95.5 亿元。 

2.货币市场资金净融入扩大。全年福建省银

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债券交易净融入资金 2.75 万

亿元，增长 45.3%。 

 

表 6  2001～2010 年福建省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

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1 429.2 96.0 0.0 4.0

2002 318.7 95.8 0.0 4.2

2003 858.5 97.5 0.0 2.5

2004 729.9 98.3 0.0 1.7

2005 794.7 94.1 3.8 2.2

2006 1417.5 98.0 0.4 1.6

2007 1954.7 89.0 4.4 6.6

2008 1723.6 86.1 3.3 10.6

2009 3340.5 90.2 3.4 6.3

2010 3434.2 87.8 3.5 8.7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3.票据融资总量增长平稳。 年末全省票据融

资余额比上年末增长 20.1%，其中承兑余额增长

43.9%，贴现余额下降 50.3%（见表 7）。票据贴现

和转贴现利率水平逐季走高，四季度随着存款准

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票据市场利率大

幅上升（见表 8）。 

 

表 7  2010 年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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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9.8 1021.5 234.5 1120.3 27.7 86.8

2 1702.1 1998.7 260.0 2429.1 27.9 148.1

3 1938.6 3256.9 245.2 3943.9 14.2 190.3

4 2189.7 4518.1 239.0 5535.6 11.7 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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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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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10 年福建省金融机构票据贴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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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00 3.8800 2.6379 2.7114

2 3.6900 4.5412 2.9158 2.9706

3 4.0600 5.0612 3.2299 3.0529

4 4.9900 6.1155 3.9980 4.1322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4.黄金和外汇交易活跃。省内金融机构办理

纸黄金和实物黄金交易比上年增长 16.8%。省内上

海黄金交易所会员单位在交易所黄金成交总量比

上年增长 38.4 %。由于国内经济回升和人民币升

值预期等影响，全年外汇净结汇比上年增长

42.6%。 

5.民间借贷量价齐升。抽样调查显示，2010

年福建省民间借贷样本市场发生额扩大，样本平

均利率比上年略有提高。调查反映，2010 年福建

担保机构的民间借贷业务呈扩大态势，民间借贷

担保程度不断提高。 

6.金融衍生品交易活跃。全年人民币利率互

换累计交易额 3036.3 亿元，其中：固定利率本金

交易额 1497.8 亿元，浮动利率本金交易额 1538.5

亿元；人民币远期利率协议累计交易额 23 亿元，

其中：固定利率本金交易额 3 亿元，浮动利率本

金交易额 20 亿元。信托集合理财产品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交易额 246.7 亿元，增长 11.5 倍。 

（五）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不断推进，金

融投资环境优化 

1.金融法律制度彰显海峡西岸特色。2010 年，

福建省出台《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

胞投资保护法>办法》，鼓励台湾同胞投资者依法

在福建省设立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或者

参股福建省金融机构，推动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

中心建设。福建、浙江、广东、江西等省高级人

民法院联合签署《海峡西岸经济区法院涉台司法

事务合作协议》，构筑司法交流合作平台。 

2. 征信系统建设不断推进。至年末，企业征

信系统收集企业 23.2 万户，约占全省企业总数的

71.6%；个人征信系统收集自然人数 2249 万人，

约占全省人口总数的 62.3%。企业和个人信用报告

应用范围不断拓展，在公务员选拔录用、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资格审查、担保机构股东资格审查

股指期货账户开立等方面得到使用。企业征信系

统全年查询量 317 万次，日均查询 1.4 万次；个

人征信系统全年查询量 955.7 万次，日均查询 4.2

万次。 

积极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已为 196.2 万

户农户建立信用档案，并对已建档的 127.6 万户

农户累计发放贷款 1607 亿元。中小企业信用体系

促进企业积累信用并提高融资能力。全省对尚未

贷款的 78582 户中小企业建立信用档案，使 7390

户企业获得银行授信意向，7120 户企业获得银行

融资。 

3.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进展。全国首家

上线运行福建省公民身份信息核实系统，率先解

决联网核查疑义信息再核实问题。银行卡产业健

康快速发展，全年银行卡卡均交易笔数和金额分

别增长 28%和 81%。抓住建设“福建省社会保障卡

项目”契机，推动金融 IC 卡产业跨越发展。至年

末，全省金融 IC 卡发卡量位居全国第一。农村支

付环境建设步入良性循环阶段。年末全省 63%的县

（市）、70%的行政村实现“村村通”。 

4.构建洗钱预防网络，维护海西和谐金融环

境。在全国率先建立“以县为块”反洗钱资金监

测“情报网”和各级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间 “信

息高速路网络”，可疑交易监测能力明显提高。全

省共堵截以“警察查洗钱”名义诈骗案件 19 起，

拒绝匿名、假名、利用他人证件和犯罪嫌疑人开

户申请 2006 户；向侦查机关报案 82 起、立案 49

起、协助破案 41 起；成功推动判决洗钱罪和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共 16 起。 

（六）闽台金融合作先行先试，机构和

业务合作获新进展 

1.多家台资金融机构进驻福建。台资国泰产

险福建分公司在福州正式成立。台湾元富证券子

公司——元富证券（香港）有限公司获批设立厦

门代表处，成为落户厦门的第三家具有台资背景

的证券代表处。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在厦门成

立，注册资本额人民币 4 亿元，是 ECFA 生效后首

家进入大陆的台资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总部设

在福建的财产保险公司。 

2.新台币现钞兑换业务扩大到全省多家银

行。3 月和 11 月，福建省新台币现钞兑换业务由

省内中国银行先后扩大到省内交通银行、兴业银

行和厦门银行在厦门市取得结售业务经营资格的

分支机构。11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进一步批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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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厦门银行签约授

权的外币代兑机构办理新台币兑换业务，使新台

币兑换业务由银行柜面延伸至签约授权代兑机

构。全年福建省新台币兑出、兑入业务量分别达

到 2.2 亿元和 2.3 亿元新台币，比上年分别增长

113%和 39.1%。 

3.两岸合作海峡产业投资基金及其管理公司

获准设立。5 月，我国首个海峡两岸合资产业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海峡汇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获批成立。其所管理的海峡产业投资基金，

注册资本 1 亿元，由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福建省

投资开发集团和台湾富邦金控按 4：3：3 的比例

出资筹建，其目标规模为 200 亿元人民币。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0 年，福建省坚持“先行先试、加快转变、

民生优先、党建科学”，全力推动科学发展、跨越

发展，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14357.1 亿元，实现五年翻番，比上年增长 13.8%

（见图 5），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 39432 元，按年

末汇率折算接近 6000 美元。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
9
7
9

1
9
8
0

1
9
8
1

1
9
8
2

1
9
8
3

1
9
8
4

1
9
8
5

1
9
8
6

1
9
8
7

1
9
8
8

1
9
8
9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1
9
9
4

1
9
9
5

1
9
9
6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0

5

10

15

20

25

地区生产总值(左坐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右坐标)

亿元 %

 
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局。 
图 5  1979～2010 年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

长率 

 
（一）内需增速有所加快，外需持续高

位增长 

2010 年，福建省三大需求持续增长。投资增

长逐季加速，尤其是三季度以来，按照福建省委、

省政府“大干 150 天、打好五大战役”
1
的工作部

署，固定资产投资加快推进；消费需求保持旺盛

势头；对外贸易持续高位增长。 

1.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快，民间投资贡献提

升明显。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0%，比上

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见图 6）。其中城镇投资增长

31.4%，主要受民间投资增长 44.0%带动。此外，

受土地购置费大幅增加等影响，全省房地产开发

投资在上年负增长的基础上增长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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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局。 
图 6  1981～2010 年福建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及其增长率 

 
2. 消费市场保持活跃，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8.5%，比上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见图 7）。其中城镇增长 19.6%，占

全省零售额的比重达 89.0% ；乡村消费仅增长

10.2%。全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1.3%。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11.2%。 

3. 进出口快速增长，利用外资低速徘徊。在

电视机、箱包、钢材、机电产品、烤鳗、工艺品

等大宗传统优势商品出口快速增长带动下，全省

出口增长 34.1%（见图 8）。其中民营企业和国有

企业出口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分别增长 42.3%和

36.1%。进口增长 41.6%，其中民营企业和外资企

业分别增长 49.4%和 42.8%。按历史可比口径，全

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03.2亿美元，增长2.5%

（见图 9）。对外投资较快增长，全省中方对外投

资额 8.1 亿美元，增长 87%。 

                                                        
1 “五大战役”涵盖领域包括重点项目建设、新增长区域

发展、城市建设、小城镇改革发展以及民生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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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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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局。 
图 8  1983～2010 年福建省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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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局。 
图 9  1985～2010 年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4.闽台经贸快速增长。全年闽台贸易额 103.9

亿美元，增长 48.7%；按可比口径合同利用台资

16.6 亿美元，增长 143.8%。闽台海上直航运送旅

客 146.8 万人次，增长 6.2%；对台海运直航集装

箱运输 67 万标箱，增长 18%。 

5.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全面展开。赋予平潭

设区市及部分省级经济管理权限，积极探索两岸

合作新模式。平潭海峡大桥、渔平高速公路等项

目建成通车，福州至平潭快速铁路及跨海公铁大

桥、长平高速公路、平潭海峡大桥复桥、环岛公

路一期等项目开工建设。 

（二）产业增长有所分化，工业主导作

用凸显 

2010 年，一产和三产持续平稳增长，二产增

速较上年显著提升并保持高位运行，对经济增长

贡献凸显。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

2.1%、70.2%和 27.7%，分别拉动经济增长 0.3、

9.7 和 3.8 个百分点。 

1.农业保持增长，增幅回落。一产增加值增

长 3.3%，比上年回落 1.4 个百分点，低温和洪涝

灾害是主要影响因素。全年粮食总产量 661.9 万

吨，略低于上年水平，林业、牧业和渔业保持稳

定增长。 

2.工业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显著，效益持续

改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弱化，国内外需求趋旺，

带动福建工业从年初开始保持快速增长。全部工

业增加值增长18.4%，比上年提高5.4个百分点（见

图 10）。工业对 GDP 的贡献率为 61%，比上年提高

13.4 个百分点。在石油化工及机械装备等主导产

业带动下，重工业发展继续快于轻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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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局。 
图 10  1979～2010 年福建省工业增加值      

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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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 220，

比上年提高 26.3 个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

润增长 55.6%，增幅比上年提高 20 个百分点。 

3.服务业增速回落。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9.7%，

比上年回落 2.6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运输邮电

仓储业增加值增长加快，批发零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以及住宿餐饮业增加值增速回落，其中

房地产业增加值负增长 7%。 

（三）消费价格上涨明显，生产价格波

动上行 

1.居民消费价格持续上涨。全年福建省 CPI

上涨 3.2%，其中新涨价因素从 8 月份开始超过翘

尾因素，全年影响 1.8 个百分点。食品类价格和

居住类价格是CPI上涨的主要因素，分别上涨7.8%

和 5.4%，分别推动 CPI 上涨 2.6 和 0.8 个百分点。 

2.农业生产价格由降转升，工业生产价格“高

进低出”。全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2.4%，饲料、

产品畜类、农业生产服务价格上涨是主要推动因

素。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 7.7%，大

大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 3.2%涨幅，工业生产价格

“高进低出”态势有所加剧。（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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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局。 
图 11  2002～2010 年福建省居民消费价格和生

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3.劳动力价格继续上涨。2010 年，城镇单位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上涨 13.9%，农民工资性收入增

长 15.5%。 

4.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稳步推进。出台各趸

售县电网销售电价疏导方案，实现全省农业用电

同价。积极实施节能减排差别电价政策，对钢铁、

铁合金、水泥、建筑饰面石材等高耗能、高污染

行业的企业实行差别电价，淘汰类企业加价标准

从 0.2 元/千瓦时提高到 0.3 元/千瓦时，限制类

企业加价标准从0.05元/千瓦时提高到0.1元/千

瓦时。全面实施污水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全省 67

个市、县已全部完成污水、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

的审批工作。 

（四）财政收入较快增长，财政支出增

速回落  

2010 年，经济回升向好带动财政收入较快增

长。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23.5%，比上年提高 11.6

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增长 18.9%，比上年回落 4.5

个百分点（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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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局。 
图 12  1979～2010 年福建省财政收支状况 

 
（五）节能减排目标完成，生态环境建

设持续推进 

2010年，福建省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4%、

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 2.5%、化学需氧量排放减少

0.8%，超额完成全年节能减排目标。县县建成污

水处理厂，市县污水、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提

高到77%和 83%。淘汰落后产能年度任务全面完成，

207 家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加强重点流域、重点行

业和工业园区污染治理，对皮革等行业实行最严

格的环保治理措施。实施新一轮造林绿化，实行

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连续 11 年实现耕地占补平

衡。 

全省12条主要河流水域功能达标率和Ⅰ～Ⅲ

类水质比例分别为 97.1%和 95.6%，近岸海域Ⅰ、

Ⅱ类水质比例达 59.1%，饮用水源地保护、重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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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功能区建设得到加强。泰宁丹霞世界自然遗产、

宁德世界地质公园、福州中国温泉之都申报成功。 

（六）房地产市场波动明显，个人住房

贷款增长减缓 

  １．房地产市场波动明显。受两次房地产调

控政策影响，2010 年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呈波动式

下降，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下半年同比出现负增

长，年末降幅有所收窄，全年负增长 5.4%（见图

13）。房价呈波动式上涨，但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涨

幅逐季收窄（见图 14）。 

2．保障房建设进度加快。2010 年全省开工建

设各类保障性住房 76180 套，开工率 119.4%，竣

工 40321 套，竣工率为 62.3%；各类棚户区改造已

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58517 户，签约率 120.8%，

超额完成国家当年确定的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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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局。 
图 13  2002～2010 年福建省商品房施工和销售

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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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局。 
图 14  2002～2010 年福建省主要城市房屋销售

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3．个人住房贷款增长放缓。受商品房交易萎

缩影响，2010 年全省个人住房贷款增长放缓，全

年新增 402.8 亿元，比上年少增 132.9 亿元。但

随着房屋新开工面积扩大，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长

较快，全年新增 152.3 亿元，比上年多增 191.5

亿元。 

 

 

 

 

专栏 2：福建省更高起点推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福建是陆域资源小省，海洋资源大省，管辖海域面积比陆地面积大 12.4%，海岸线长度位居全国第

二。长期以来福建省政府高度重视海洋经济发展，2009 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 2989 亿元，位居全国第 4，

2010 年海洋生产总值达 3680 亿元。海洋是福建发展的优势所在，潜力所在，胡锦涛书记和温家宝总理

都对发展福建海洋经济作出重要指示。为进一步壮大海洋经济规模和提升发展质量，福建省秉承“海陆

统筹、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突出区域海洋资源特色、突出海洋生态保护、

突出金融保障作用，先行先试探索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是突出区域海洋资源特色系统规划海洋经济发展。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曲折率高达 1：6.8 的

漫长海岸线为福建提供丰富的海湾资源，同时全省拥有大小岛屿 1374 个。围绕“海峡、海湾、海岛”

三大海洋资源特色，福建提出“一圈一带一体六湾十岛”的海洋经济发展框架：“一圈”即加强闽台合

作，构建海峡两岸海洋经济合作圈；“一带”指全力打造海峡蓝色产业带；“一体”是通过建立适应海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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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发展的服务保障体系，加速推进海峡西岸海洋经济发展繁荣带区域一体化发展；“六湾”为重点发

展环三都澳、大闽江口、湄洲湾、泉州湾、厦门湾、东山湾等六大主题海湾区域； “十岛”就是突出

重点和特色，着力提升平潭综合实验岛、东山生态旅游岛、湄洲妈祖文化岛、琅岐都市休闲旅游岛、三

都商务旅游岛等十个特色海岛的科学发展水平。海洋经济整体规划结合区域海洋资源禀赋，奠定海洋经

济可持续发展良好基础。 

二是突出海洋生态保护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海洋既有经济开发价值，更重要的还有环保功能，

海洋生态的支撑力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密切相关。福建省近年来在推动海洋经济发展中日益重视

海洋生态保护，实施了一大批近岸海域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同时海洋渔业部门和环保部门在全国

率先建立协作机制，促进海陆环保一体化。有效的环保措施使福建近岸局部海域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得到

遏制，2010 年福建省近岸海域清洁和较清洁水质面积占全省近岸海域面积的 59.5%，比全国水平高 12.5

个百分点。按照规划，2015 年福建省海洋生产总值将达到 7300 亿元，占全省 GDP 的 28%以上，同时近

岸海域清洁率也将进一步提高到 66%以上，“以加强海洋环保换取经济发展空间”的先进理念将为福建海

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生态支撑。 

三是突出金融保障作用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福建规划发展的海洋生物医药业、邮轮游艇服务

业、海水综合利用业、海洋可再生能源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等五大海洋新兴产业以及新型高端临海

产业多属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资金需求量大，同时海洋渔业、船舶工业、交通运输业等传统海洋主导

产业的转型升级也需要资金投入。2010 年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及时会同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出台《关

于金融支持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构建了包括推动涉海金融产品创新、拓宽海洋经济多元

融资渠道、加强部门在海洋融资创新的协作等内容的政策支持框架。在此框架下，引导和推动金融机构

创新推出了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渔船抵押贷款、在建船舶抵押贷款、船舶按揭贷款、专利权质押贷款

以及港口、码头等沿海沿江资产抵押贷款业务。政府部门配套出台了《沿海沿江资产抵押登记办法》、

同时漳州漳浦成立“海域收购储备中心”和“海域使用权交易中心”，对各项创新在抵押物评估、管理、

处置方面予以积极协作，为创新创造良好环境。截至 2010 年末，各项创新累计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

234.49 亿元融资支持，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金融保障。 

 

 

三、预测与展望 

2011 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年，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货币

政策回归稳健，把稳定物价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

位置，综合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

操作等价格和数量工具，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

整，加强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管理。 

在这些宏观环境下，2011 年福建省将坚持以

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跨越发展为主线，

促增长、调结构，统城乡、惠民生，深改革、大

开放，推动科学发展、跨越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继续打好“五大战役”。扎实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着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海洋经济（见专栏 2）。探

索新途径新模式，拓展闽台交流合作，高起点推

进平潭开放开发。2011 年福建省经济增长预期目

标为 12%，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 4%左右。 

2011 年，金融部门将认真贯彻执行稳健的货

币政策，引导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保持合理

的社会融资规模，优化社会融资结构。人民银行

将加强对包括各类贷款、各类证券等在内的社会

融资总量的管理，强调进一步发挥市场的资源配

置功能，在引导信贷按照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正

常需要适度增长的同时，鼓励发展直接融资，引

导企业融资从“间接融资为主” 向“间接融资与

直接融资并重转变”，以服务于经济结构调整大

局，支持经济科学可持续发展。在稳健货币政策

的大背景下，2011 年全省信贷投放将按照“区别

对待、有扶有控”的要求合理适度均衡增长，“三

农”、中小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减排和低

碳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将进一

步加大。境内外股票市场融资规模有望进一步扩

大，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的短期融资券、超

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债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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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集合票据、企业债券、可转换债券等融资

工具的运用将更为广泛。境外关联企业和与福建

有经贸往来的境外企业在香港债券市场发行人民

币债券有望取得突破。闽台金融合作先行先试将

进一步拓展，闽港澳金融交流与合作有望取得新

进展。 
 
 
 
总  纂：吴国培  杨长岩 
统  稿：徐剑波  李春玉 
执  笔：李志林  朱敢  宋科进  宋将  林赞 
提供材料的还有：陈宝泉  薛严清  张瑞荣  叶谢康  李芳  杨敏  赵晓斐  陈仲光  黄月琴   陈雄  
沈理明  方静琴  林敦  荣杰 

 

 

 

附录： 

（一）福建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2010年，胡锦涛、习近平、周永康等国家领导人先后来闽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 

1月30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通过《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纲要（修

编）》。 

3月，省内兴业银行、交通银行获准新台币现钞与人民币双向兑换业务资格，成为继中国银行后，

福建省第二批获准开办新台币兑换业务的大陆金融机构。11月，厦门银行成为福建省第四家获批新台币

兑换业务的金融机构，新台币兑换试点扩大到四家试点银行的签约代兑机构。 

4月至11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陆续发布《2010年金融服务海西建设工作要点》（闽政办〔2010〕

107 号）、《关于金融服务福建跨越发展的指导意见》（闽政办〔2010〕218 号）、《关于金融支持福建省

海洋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闽政办〔2010〕135号）、《关于金融支持福建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

实施意见》（闽政办〔2010〕285号）。 

5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同意福建省筹建海峡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200亿元，首期拟募集50亿元，

由两岸共同发起。 

８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决定抓住牵动全局的重点和关键，集中力量启动重点项目建设、新增长区

域发展、城市建设、小城镇改革发展、民生工程等“五大战役”建设，力求在加快发展上取得突破。 

12月7日，福建省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与中央企业合作洽谈会在北京举行，邀请116家大型央企洽谈

合作，洽谈123项合作项目总投资8464亿元 ，大会签约27个项目总投资3740亿元，各市对口签约29个项

目总投资1256亿元。 

12月13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布《海峡西岸城市群发展规划（2008-2020）》。 

12月14日，福建省高速公路公司与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举行福建高速

公路80亿元融资租赁项目签约仪式,这是目前国内最大一笔固定资产融资租赁业务，也是福建省第一笔

基础设施融资租赁业务。 

12月21日,中国邮政正式开通福州-台北邮货快递往返航线,该航线开通使福州成为大陆首个与台湾

开展快递业务的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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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建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2010 年福建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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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04.6 16028.6 16137.3 16618.0 16726.0 17244.5 17200.0 17480.2 18173.5 18088.5 18351.3 18753.2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7225.1 7878.3 7624.8 7746.2 7684.8 7883.8 7862.2 7903.0 8338.6 8018.9 8015.1 8258.2

                    企业存款 4323.2 4303.5 4526.2 4650.5 4719.9 4855.2 4667.2 4770.1 4885.2 4917.9 5027.2 5335.5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09.5 624.0 108.7 480.7 108.0 518.5 -44.5 280.2 693.4 -85.0 262.8 401.9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3.0 24.1 19.6 21.3 20.2 20.2 19.5 21.8 22.5 22.7 23.9 24.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3353.4 13622.7 13853.0 14148.6 14408.5 14668.4 14866.5 15137.9 15331.4 15601.3 15759.1 15920.8

        其中：短期 5453.7 5598.2 5690.6 5802.6 5917.3 6039.1 6112.7 6270.8 6376.6 6513.4 6612.0 6720.4

                    中长期 7228.9 7405.6 7609.4 7755.6 7904.9 8053.7 8201.4 8280.2 8390.8 8489.8 8564.9 8638.3

                    票据融资 447.5 379.1 295.7 334.9 342.2 332.2 307.3 313.8 275.3 298.9 287.2 256.2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47.5 269.4 230.3 295.6 259.9 260.0 198.1 271.4 193.6 269.9 157.7 161.8

        其中：短期 209.8 144.5 92.4 111.9 114.7 121.8 73.6 158.3 105.8 136.8 98.7 112.1

                    中长期 297.2 176.7 203.8 146.2 149.3 148.8 147.7 78.7 110.6 99.0 75.1 69.7

                    票据融资 -67.8 -68.4 -83.4 39.2 7.3 -10.0 -24.9 6.5 -38.5 23.5 -11.7 -30.9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9.7 29.5 24.7 25.3 24.6 21.9 21.3 21.5 21.9 23.5 23.3 23.4

        其中：短期 34.5 37.1 32.4 34.8 32.4 28.3 26.5 25.9 24.9 26.2 26.4 25.4

                    中长期 31.6 32.2 30.7 30.4 31.5 29.5 28.5 27.5 28.4 27.8 27.6 26.8

                    票据融资 -32.3 -48.8 -66.8 -64.0 -64.1 -64.5 -64.2 -59.8 -62.4 -50.8 -53.3 -50.3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208.8 217.0 221.6 207.5 207.3 202.6 203.8 204.8 208.1 212.0 215.4 213.3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981.2 1012.0 1022.7 1023.2 1027.9 1017.0 1035.8 1044.6 1057.8 1069.7 1069.5 1073.9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21.6 23.8 9.4 1.0 0.4 -2.7 -3.3 -4.6 -4.9 -7.4 -3.0 -9.8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7.4 10.3 24.3 9.5 11.1 14.5 16.5 17.7 17.3 20.5 22.0 18.0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4984.5 15600.9 15706.8 16194.1 16272.0 16765.9 16728.6 17009.0 17697.9 17648.5 17921.8 18309.5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7057.7 7708.0 7458.3 7585.2 7521.4 7718.0 7695.7 7738.9 8179.4 7863.1 7861.7 8101.0

                    企业存款 4128.0 4106.6 4323.5 4455.2 4496.6 4627.5 4446.5 4550.6 4642.8 4707.5 4819.2 5124.4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82.1 616.5 105.9 487.3 77.8 493.9 -37.3 280.4 689.0 -49.5 273.3 387.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0.7 650.4 -249.7 126.9 -63.8 196.6 -22.3 43.2 440.5 -316.3 -1.4 239.4

                    企业存款 123.7 -21.4 216.9 131.8 41.3 130.9 -181.4 102.1 118.5 65.4 112.0 305.2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3.2 24.4 19.7 21.7 20.3 20.2 19.5 22.0 22.7 23.3 24.5 24.5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0.9 19.5 13.4 14.8 11.8 14.0 14.1 15.4 15.4 13.6 14.5 14.4

                    企业存款 － － － － － － － － － － － 28.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2798.5 13046.7 13229.5 13519.6 13796.8 14055.3 14255.4 14495.9 14672.3 14935.3 15081.3 15231.4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785.9 2829.6 2903.7 3013.0 3121.4 3194.3 3235.2 3280.9 3333.8 3376.2 3426.9 3472.5

                    票据融资 447.4 379.0 295.6 334.8 342.2 332.1 307.3 313.8 275.3 298.8 287.2 256.2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38.2 248.2 182.8 290.1 277.2 258.6 200.1 240.5 176.4 263.0 146.0 150.1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18.0 33.7 94.1 109.3 108.4 72.9 40.9 45.7 53.0 42.4 50.7 45.6

                    票据融资 -67.7 -68.4 -83.4 39.2 7.4 -10.0 -24.9 6.5 -38.5 23.5 -11.7 -31.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7.9 27.5 22.4 23.2 23.2 20.9 20.7 21.0 21.4 23.2 23.2 23.2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50.9 53.0 50.9 53.8 53.9 49.8 44.7 40.6 38.0 36.7 34.3 32.2

                    票据融资 -32.3 -48.8 -66.8 -64.0 -64.1 -64.5 -64.1 -59.8 -62.4 -50.8 -53.3 -50.3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61.5 62.6 63.1 62.1 66.5 70.5 69.6 69.2 71.0 65.8 64.3 67.0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16.4 16.8 17.2 9.2 16.4 20.2 20.0 15.6 18.9 4.4 6.0 16.5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81.3 84.4 91.3 92.1 89.6 90.3 90.2 94.3 98.4 99.5 101.5 104.1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92.6 103.7 109.8 96.6 65.7 50.9 37.8 34.2 35.4 32.1 27.1 30.3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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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2010 年福建省各类价格指数 

单位：% 

福州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福州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福州市土地

交易价格指

数

厦门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厦门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厦门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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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2001 － -1.3 － -1.3 － -3.3 － -1.9 1.0 1.7 7.3 2.2 -6.0 1.1

2002 － -0.5 － -0.1 － -2.4 － -2.4 1.1 -1.4 6.0 3.0 -2.0 1.7

2003 － 0.8 － 1.8 － 6.3 － 0.7 1.1 -1.3 7.7 2.8 0.3 2.3

2004 － 4.0 － 12.5 － 13.3 － 2.6 3.6 -0.4 8.8 7.3 2.3 10.2

2005 － 2.2 － 8.1 － 8.1 － 0.2 4.4 1.4 18.6 8.0 4.2 8.5

2006 － 0.8 － 0.9 － 3.9 － -0.8 6.7 1.7 7.9 7.0 2.5 8.3

2007 － 5.2 － 10.3 － 4.3 － 0.8 6.8 2.6 17.1 7.0 3.8 11.3

2008 － 4.6 － 23.6 － 10.2 － 2.7 3.9 1.7 7.8 2.7 2.6 4.3

2009 － -1.8 － -6.7 － -6.8 － -4.5 0.2 1.0 10.4 -0.2 2.3 8.8

2010 － 3.2 － 2.4 － 7.7 － 3.2 3.3 － － 5.7 － －

2009 1 -0.6 -0.6 4.2 4.2 -5.3 -2.1 -3.6 -0.3 － － － － － －

2 -3.8 -2.2 0.1 2.1 -5.6 -5.5 -3.7 -3.6 － － － － － －

3 -2.7 -2.4 -4.5 -0.2 -7.8 -6.3 -5.1 -4.1 -0.4 1.7 -2.8 -4.4 1.7 -4.7

4 -2.6 -2.5 -6.9 -1.9 -8.7 -6.9 -5.7 -4.5 － － － － － －

5 -2.6 -2.5 -9.4 -3.5 -8.6 -7.2 -5.7 -4.8 － － － － － －

6 -2.9 -2.5 -10.6 -4.7 -8.7 -7.6 -5.7 -5.1 -0.2 1.1 11.0 -2.9 2.8 5.1

7 -3.0 -2.6 -12.1 -5.8 -9.8 -8.0 -6.5 -5.3 － － － － － －

8 -2.3 -2.6 -11.5 -6.6 -10.1 -8.2 -5.7 -5.3 － － － － － －

9 -1.7 -2.5 -10.0 -7.0 -8.8 -8.3 -5.4 -5.3 0.4 0.5 13.5 0.7 2.0 13.5

10 -1.0 -2.3 -7.8 -7.0 -8.1 -8.3 -4.3 -5.2 － － － － － －

11 0.0 -2.1 -6.4 -7.0 -2.3 -7.7 -1.8 -4.9 － － － － － －

12 1.6 -1.8 -3.3 -6.7 3.7 -6.8 0.0 -4.5 1.0 0.8 19.8 5.7 2.7 21.3

2010 1 2.3 2.3 -2 -2 4.9 4.9 1.8 1.8 － － － － － －

2 3.4 2.9 -2.1 -2.1 5.3 5.1 2.4 2.1 － － － － － －

3 2.9 2.9 -0.4 -1.5 6.9 5.7 3 2.4 3.4 0.8 17.3 9.1 3.3 32.8

4 2.9 2.9 -0.2 -1.2 8.4 6.4 4.1 2.8 － － － － － －

5 3 2.9 1.5 -0.6 9.1 6.9 3.8 3 － － － － － －

6 3.2 2.9 2 -0.2 8 7.1 3.3 3.1 3.9 7.9 10.1 7.8 5.7 9.1

7 3.4 3 3 0.2 7.5 7.2 2.6 3 － － － － － －

8 2.6 3 2.9 0.6 6.3 7.1 2.4 2.9 － － － － － －

9 2.9 3 3.5 0.9 6.4 7 3 2.9 3 7.6 12.1 3.6 6.8 7.5

10 3.6 3 4.6 1.3 8.3 7.1 3.6 3 － － － － － －

11 4.7 3.2 7.7 1.8 10.8 7.5 4.4 3.1 － － － － － －

12 3.6 3.2 7.9 2.4 10.0 7.7 4.4 3.2 2.9 8.1 8.6 2.4 6.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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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福建调查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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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0 年福建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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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367.7 - - 5761.9 - - 9355.7 - - 14357.1

    第一产业 - - 197.5 - - 443.1 - - 769.2 - - 1363.7

    第二产业 - - 1286.3 - - 3203.9 - - 5029.4 - - 7365.5

    第三产业 - - 883.8 - - 2114.9 - - 3557.2 - - 5628.0

工业增加值（亿元） 418.7 686.7 1147.8 1530.4 1992.5 2668.7 3159.4 3692.7 4263.7 4808.3 5408.3 6053.2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306.9 585.6 1125.8 1607.1 2175.9 3061.2 3604.6 4206.3 4939.4 5656.1 6508.8 7460.1

    房地产开发投资 81.5 139.9 259.1 371.9 500.3 704.9 857.6 1063.2 1273.8 1459.2 1600.1 1818.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468.5 896.6 1290.8 1671.7 2069.0 2480.8 2880.5 3286.1 3743.6 4205.8 4683.5 5310.0

外贸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80.8 148.5 228.6 317.4 405.9 498.5 598.1 691.8 789.3 874.5 973.3 1087.8

    进口 26.2 49.3 80.8 112.4 141.7 171.9 202.2 234.7 270.8 298.0 332.0 372.9

    出口 54.7 99.2 147.8 205.0 264.2 326.5 395.9 457.1 518.5 576.5 641.3 715.0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28.5 49.9 67.0 92.5 122.5 154.6 193.7 222.4 247.8 278.6 309.2 342.1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84183 157625 269120 376247 446116 585196 659553 729234 813116 893262 967444 1031552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33.4 13.8 -23.1 -15.6 -24.3 -72.2 -73.7 -126.3 -204.1 -202.7 -280.6 -527.2

    地方财政收入 119.8 187.8 269.4 383.9 471.8 567.4 674.8 754.9 839.6 956.3 1036.8 1151.5

    地方财政支出 86.4 174.0 292.5 399.5 496.0 639.5 748.5 881.2 1043.7 1159.0 1317.4 1678.7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度） - - 3.9 - - 3.9 - - 3.9 - - 3.8

地区生产总值 - - 15.3 - - 15.5 - - 14.5 - - 13.8

    第一产业 - - 3.5 - - 3.3 - - 3.3 - - 3.3

    第二产业 - - 21.7 - - 21.3 - - 20.4 - - 18.5

    第三产业 - - 9.1 - - 9.3 - - 8.8 - - 9.7

工业增加值 41.1 23.5 23.8 23.6 24.6 23.7 21.7 21.3 21 20.8 20.7 20.5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62.1 25.2 27.5 27.5 27.4 27.4 28.7 29 30.2 32 32.9 31.4

    房地产开发投资 100.8 39.4 45.1 49.7 54.2 60.4 64.4 68.8 72.6 73.4 66.2 60.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 18.6 19 19.1 18.9 18.7 18.7 18.7 19 19 19 18.5

外贸进出口总额 37.8 49.1 45.3 45.6 45.6 42.8 41.6 40.3 37.9 36.6 36.8 36.6

    进口 88.2 63.8 65 62.1 59.4 50.3 46.1 44.2 42.8 40.9 41.1 41.6

    出口 22.1 42.7 36.5 37.9 39.2 39.1 39.4 38.3 35.5 34.5 34.7 34.1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13.7 1.4 1.6 4.2 2.6 5.9 6.3 5.1 6.9 8.3 5.6 2.5

地方财政收入 27.9 24.1 24.5 26.9 28.6 24.1 22.9 23.3 22.1 22.4 22.6 23.5

地方财政支出 -1.9 16.3 18.2 14.4 12.5 15.8 15.7 19.3 21.6 24.4 25.7 18.9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