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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6年，安徽省按照中央关于中部崛起的部署，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抢抓机遇，开拓

进取，经济呈现速度较快、效益较好、物价较低的良好态势。国民生产总值人均突破1万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1万元。金融运行质量提高，银行存贷款增加额创历史新高，

银行赢利能力增强。证券业走出低谷，保险业稳步发展，金融市场活跃，金融生态环境进

一步改善，出现了经济金融良性协调发展局面。2007年安徽经济发展机遇大于挑战，处于

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升期，但又好又快的发展基础不稳固，需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并

保持适度的信贷增长和直接融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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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质量提高 

2006 年，安徽省金融业在深化改革中实现较

好较快发展。货币信贷承接“十五”以来良好的

发展态势，存贷款增量均创历史新高。证券业走

出低谷，保险市场保持较快增长，金融市场比较

活跃，金融环境有所改善，为安徽经济较快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一）银行业稳健运行，质量明

显提高 

1.银行机构金融服务水平明显提高，资产质

量进一步改善。2006 年安徽省银行机构增加 1170

个，资产增加 1247 亿元（见表 1）。银行业不良

贷款减少 24.4 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下降 3.1 个百

分点。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明显提高，累计实现

税前利润 76.3 亿元，同比增盈 41 亿元。 

表 1  2006 年安徽省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 

一、国有商业银行 2278 42957 4313

二、政策性银行 86 2355 924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123 2959 731

四、城市商业银行 168 3694 703

五、农村合作银行 56 480 41

六、农村信用社 3183 25705 1148

七、邮政储蓄 1591 8015 568

合   计 7485 86165 8428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机构类别 机构个数(个)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 

2.金融机构存款保持较快增长，企业存款增

势强劲，储蓄存款增势趋缓 

安徽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突破 7

千亿元，同比增长 18.3%，增量超千亿元，同比

多增 225.1 亿元（见图 1）。 

企业存款一改上年增速低缓状态，增速同比

提高 9.9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增幅同比提高 28.8 个百分点，企业经济

效益综合指数同比提高 12.8 个百分点的影响。 

储蓄存款增势趋缓，储蓄分流现象较为明显。

金融机构本外币储蓄存款增幅下降 1.6 个百分

点，处于近年来的低速增长区，主要原因是 2006

年股市交易活跃，基金发售量大，投资理财分流

储蓄较为明显；汽车和保险市场回暖分流了相当

部分储蓄存款；人民币持续升值和进一步升值预

期的双重影响，外币储蓄存款持续下滑。 

图 1  2006 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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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 

3.贷款较好较快增长，增速继续超过全国平

均水平，居中部六省首位 

本外币贷款突破五千亿元，增速超过全国平

均水平约 5个百分点；全年新增 830.1 亿元，同

比多增 279.8 亿元（见图 2）。人民币贷款余额、

增量、增速分别居中部六省第 4、第 2 和第 1位。

安徽省贷款较好较快增长得益于国家的中部崛起

政策的支持、得益于安徽省经济较快增长而形成

的有效信贷增长以及银行业股份制改造，政策性

银行的业务调整，地方金融机构的改革重组激发

的压力和活力。 

图 2  2006 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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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 

安徽省信贷投放的主要特点：一是贷款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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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度较高，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等五个行业

新增贷款占同期新增贷款总量的 57.7%。二是基

本建设贷款全年新增 216.2 亿元，同比多增 49

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安徽省 1.9 万个施工项目。

三是省内法人金融机构改革重组后，信贷投放占

安徽省信贷市场的四分之一强。四是贷款期限结

构优化，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的占比提升了 4个

百分点。五是中小企业贷款增长 25%，融资状况

改善。六是弱势群体的信贷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和助学贷款增加较

多。七是外币贷款受人民币持续升值、利率水平

倒挂（外币高、本币低）影响，外汇贷款同比下

降 11.4％。八是个人消费贷款保持较快增长。新

增 98.5 亿元，同比多增 39.1 亿元，增长 28.2%，

同比提高 7.7 个百分点。其中，汽车消费贷款增

幅同比提升 44.6 个百分点。 

 图 3  2005 年以来安徽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

贷款增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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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 

4.现金收支保持活跃，现金继续维持净回笼，

比上年多回笼 13.9 亿元（见表 2）。 

表 2  2006 年安徽省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年累计（亿元）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16350.5 16.3

现金支出 16047.9 16.6

现金净回笼 302.6 4.8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 

5.票据市场稳步发展。省内金融机构累计签

发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贴现同比增长 15.8%、

10.9%。其中，票据直贴和转贴的占比分别为

68.5%和 31.5%（见表 3）。 

表 3  2006年安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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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99.1 238.4 296.0 240.5 5.3 4.5

2 429.5 245.3 288.4 279.9 4.2 3.5

3 430.0 253.0 315.2 285.4 2.8 6.7

4 443.8 248.8 307.4 230.7 0.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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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 

金融调控措施密集出台，对金融机构资金流

动性产生影响，商业银行为了调整资产结构，控

制贴现业务量，引发票据市场利率逐步走高。至

年末，贴现加权平均利率达 3.25%，比年初高 0.26

个百分点，超过央行再贴现利率。转贴现市场利

率 2.95%，上升 0.91 个百分点（见表 4）。从而恢

复了再贴现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 

表 4  2006 年安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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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3.32 1.9 1.73

2 2.72 2.98 1.89 1.82

3 3.56 4.56 2.47 3.13

4 3.28 3.57 2.69 2.66

季度
贴  现 转贴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 

6.贷款利率总体水平稳中趋升。2006 年，安

徽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全年加权平均利率 7.02%，

比上年度上升 2 个基点。 

各家金融机构贷款浮动情况差异明显，国有

商业银行下浮占比最大，农村信用社上浮幅度最

高（见表 5）。基层商业银行的定价能力仍然较低，

主要表现在简单执行上级行制定的统一利率，缺

乏自主浮动权限、利率定价相关知识及风险识别

工具；通常以下浮贷款利率作为主要营销手段争

取少数优质客户资源；对风险较大的申贷企业，

即使可以上浮利率，也不轻易放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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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5 年以来安徽省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

额及外币存款利率变化 

表 5  2006 年安徽省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单位：% 

国有独资 股份制 区域性 城乡

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 信用社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0.9-1.0) 42 48 46 10 0

1 33 23 46 41 0

小计 25 30 8 49 100

(1.0-1.3] 22 29 8 43 13

(1.3-1.5] 2 1 0 6 29

(1.5-2.0] 1 0 0 0 34

2.0以上 1 0 0 0 23

合计

上浮

水平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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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存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水平稳中有升。以

美元为例，全年小额和大额存款加权平均利率分

别为 1.32%和 2.9%，比上年提高 0.45 和 1.52 个

百分点；一年期外币贷款固定和浮动加权平均利

率分别为 6.14％和 6.95％，同比提高 1.41 个和

2.18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 

7．银行机构改革进一步深化。中国银行和工

商银行陆续上市，内部治理进一步完善。各股份

制银行减少了管理层次，推行经济资本管理制度、

信贷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推向扁平化、集中化和

按业务线、产品线管理模式转变，进一步深化用

人机制和薪酬分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激励约束

机制。徽商银行成立后，资本充足率达 8.7%。农

村信用社法人治理明显改善。小额贷款组织创新

在安徽有了起步。 

 

 

 

 

 

 

 

专栏 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催生农村小额贷款组织 

安徽省农村经济发展急需小额贷款组织。一是安徽推进跨越式发展、实现中部崛起的重点是解决“三

农”问题。我省 6 千 6 百万人口，其中农民占 80%，实施商业可持续的小额贷款业务，对有效缓解我省

贫困与低收入农民小额贷款难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农村最基本的小额贷款需求满足率低。

近年来安徽支农贷款增速低于全省贷款平均增速，支农贷款余额占比在降低；农业银行的农副产品贷款

和乡镇企业贷款也在减少；农村信用社改革后对贫困和低收入农民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小额资金需求

仍难以满足。三是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2006 年中央 1号文件明确指出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

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将有利于引导社会资金向农村回流。 

安徽省小额贷款组织应运而生。安徽小额贷款组织是向那些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的贫

困农民和低收入人群发展生产、摆脱贫困提供小额信贷不吸收存款的信贷服务组织。采取商业可持续原

则。目前有四种模式：一是“参与式”社区基金（霍山模式）。1998 年由荷兰政府向贫困社区无偿提供

一笔资金，拨入社区基金组织，村民组自筹部分配套资金，一起纳入资本金运营。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相结合的参与式扶贫方式。二是国家财政扶贫村级互助资金（金寨模式）。“互助资金”由财政拨

付一定资金，贫困村村内农户以自有资金入股或者其他方式补充部分，对贫困农户可采取赠股的办法。

互助资金实行“村有、民借、民用、民受益”的管理方法，建立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管理委员会制度，负

责借款的审批、发放、回收等具体事务。三是“合作社”模式（小井庄模式）。2006 年，小井庄 26 户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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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签订协议，接受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捐助，农户自愿入股共同建立，选举成立了由 5人组成的管

理层，具体负责资金运营管理；社员入股资金产生的收益可用于分红，接收捐助资金产生的收益只能用

于村公益事业。不以盈利为目的；不吸收公众存款；服务范围仅限于入股社员，同时接受全体社员监督。

四是农民自发成立的资金合作社（兴旺合作社模式）。2006 年 3 月，经明光市民政局批准成立，其性质

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组织（社团组织），该“合作社”以“信用为本、中介互助”为宗旨，组织社员开展

信用互助，帮助社员解决生产、生活、教育等方面的困难，主要为其社员服务，只以其社员交纳的互助

股金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 

小额贷款组织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一是项目取得的经济效益。霍山县第一个社区基金，通过几年时

间的项目实施运作，建立了 42 个社区基金小组，投入资金达 43.5 万元，产生利息 4万多元，受益贫困

农户 1223 户，受益人数 4673 人，入社农户增加收入 216.6 万元，人均增收 1552 元。二是项目带来良

好的社会效益。提高了农户自我管理能力和民主意识，带动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培养了农户团结互

助精神，增强了村民组的凝聚力。三是经营灵活，方便了农户，风险较低。有效防范了因信用信息不对

称而形成的资金风险；农民资金互助社大大简化了贷款环节，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随到随贷，方便了农

户。四是融资成本低。贷款利率一般低于同档次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 

（二）证券业走出低谷 

1.证券机构经营能力增强，交易量明显增多。

2006 年安徽省证券交易总量 3036.7 亿元，增长

167%，证券业整体扭亏并赢利 10 亿元，证券公司

风险基本化解。期货市场稳步发展，3 家期货公

司资产总额增长 56.1%；全年累计代理交易额

5577.9 亿元，增长 103.9%。 

2.证券市场恢复融资功能，股权分置改革基

本完成。2006 年安徽融资和再融资 17.6 亿元，

创历史新高，中钢天源在 A 股上市，天大管材在

H 股发行，另有安徽合力、长江精工、铜峰电子

定向增发筹资 11.2 亿元。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基本完成，化解有关公司的风险，提高了上市公

司质量。2006 年末，安徽上市公司 A 股总市值 924

亿元，比“十五”初增长了 1 倍。2006 年，安徽

省共发行企业债券 139.4 亿元（含可转债），其中

海螺型材、中铁四局等 8 家企业发行企业短期融

资券 54.4 亿元。 

表 6  2006 年安徽省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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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47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12.6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5.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139.4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54.4

数据来源：安徽省证监局 

（三）保险业稳健运行 

2006 年，安徽省保险业发展速度和质量均有

较大提高，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比上年分别提高

0.2 个百分点和 50 元/人。 

1.保险机构和从业人员数量均有所增加。至

年底，安徽省共有各级保险机构 1915 家，保险中

介机构 74 家，兼业代理机构 3268 家。保险营销

人员 5 万人；持证率 94.1%，提高 23.4 个百分点。 

2.保险业务增长快，服务地方能力增强。安

徽省保费收入增长 23.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点，增幅位于中部第一、全国第六。其中：

财产险业务和人身险业务分别增长 29.4％和

21.8％，同比大幅回升。保险业累计赔款与给付

支出增长 27.8％,增幅高于保费收入 4.2 个百分

点。 

量

 

3.拓宽业务发展领域。一是在农业保险试点

基础上，在全国率先组建国元农业保险公司，农

村人身保险业务收入 18 亿元，124 个龙头企业参

加保险；二是工程保险和火灾责任保险分别达

71.3%和 55.9%。车辆强制保险自 7 月份开办收入

达 6.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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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06 年安徽省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915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197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718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64.6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39.7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24.9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38.9
保险密度（元/人） 268.0
保险深度（%） 2.7

量

 

数据来源：安徽省保监局 

（四）金融市场交易活跃 

1.直接融资比重提高，融资结构进一步改善。

2006 年末，直接融资比重提高 8.1 个百分点，主

要是受短期融资券影响使债券融资比重提高 6.5

个百分点（见表 8）。 

表 8  2006 年安徽省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0 254.3 84.6 0 15.4

2001 237.4 89.6 0 10.4

2002 354.1 91.9 0 8.1

2003 458.5 93.3 3.3 3.4

2004 617.7 94.5 1.4 4.1

2005 616.1 92.1 7.6 0.2

2006 987.1 84.1 14.1 1.8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 

 
2.货币市场交易日趋活跃，净融入资金大量

增加。安徽省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

市场共交易结算 2658.7 亿元，同比增加 1103.7

亿元，增长 71%。净融入资金 1433.2 亿元，同比

增加753.4亿元。其中：质押式回购达成交易1274

笔 2289.3 亿元，增加 1056.8 亿元，增长 85.8%；

同业拆借交易 77 笔 369.5 亿元，增加 46.9 亿元，

增幅为 14.5%。受股市回暖影响，全年证券公司

累计拆入资金 365 亿元，占全部拆借交易的

98.8%。 

3.结售汇增长较快，黄金市场持续升温。银

行结售汇总额突破 1 百亿美元，增长 28.8％，结

售汇顺差 14.7 亿美元，增长 41.6%。远期结售汇

仅占总额的 1.9％。目前远期结售汇市场参与者

数量较小，主要是省粮油等几个大型外贸企业。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价稳步上扬，黄金的避险

保值增值功能日益突出。辖内商业银行个人黄金

累计成交量 3704 千克（上年同期仅 71.5 千克），

累计成交金额 5.8 亿元。 

4.民间借贷活跃，利率水平差异较大。监测

数据显示，2006 年省内所有监测点民间借贷发生

额 11.5 亿元，推算安徽省民间融资约 300 亿元。

监测点加权平均利率为 9.62%，利率在 0－42%之

间。个人间借贷的全年加权平均利率为 10.61%，

高于企业借贷利率水平。信用借贷加权平均利率

为 9.42%，担保借贷加权平均利率为 9.38%。 

（五）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稳步推

进 

全社会信用观念有所增强，金融资产质量持

续提高，金融市场秩序不断改善；基本实现无重

大违法、违规经营，无重大支付风险，无恶性金

融竞争，乱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现象得到

有效遏制。政府机关效能建设加强，发展环境不

断改善。2001 年以来，逃废银行债务下降 97 亿

元，逃废债户数下降了 9 千多户，信用村建设比

例达 22％，金融涉诉案件执行力度加强。金融生

态环境建设深入人心。 

二、经济运行良好 

2006 年安徽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构

建和谐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稳步

推进，保持了在新一轮增长周期中持续稳定较快

增长的良好势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141.9

亿元，同比增长 12.9%，增幅较上年提高 1.1 个

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长 6.3%；第二产业增

长 17.9%；第三产业增长 10.7%。三次产业结构为

16.7∶43.3∶40；常住人口人均 GDP 达 10044 元。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为 16418 元/人，增长 11.1%。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46.7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

制在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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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78 年以来安徽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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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年鉴 

（一）需求旺盛 

1.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结构进一步改善。

2006 年，安徽省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同

比提高 8.9 个百分点，投资总量和增量分别提高

0.38％和 1.47％，逐步呈现出城乡投资协调发展

的良好局面。 

图 6  1980 年以来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

长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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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年鉴 

 

 
专栏 2：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银行贷款压力增大 

安徽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增幅位居全国第二。安徽固定资产投资额 2002 年超过 1 千亿元后，

进入了较快增长期，2005 年超过 2 千亿元，2006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544.7 亿元，增长 40.6%，增

幅提高 8.9 个百分点，投资总量和增量分别占全国的 3.2%和 4.8%，较上年提高 0.38 个和 1.47 个百分

点。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的原因：一是受国家中部崛起政策和安徽跨越式发展的激励；二是安徽区位

优势的吸引，沿海资金转移我省突破千亿元；三是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基数低，在全国所占的份额始终

稳在 3%左右，与 GDP 占全国 5%左右相比，显示长期以来安徽的投资不足。 

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拉动力增强，投资结构有所优化。一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十五”期

间保持较高水平，且有上升态势，2006 年达到最高 19%。2006 年安徽省投资拉动率和投资贡献率同比分

别增加 6.29 和 25.52 个百分点，其中投资拉动率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投资贡献率也接近

90 年代初的峰值。二是 2006 年安徽省固定资产投向有所优化。固定资产投资在一、二、三产业投资同

比分别增长 36.3%、48.46%和 40.4%。同时 2003 年以来我省非公有经济投资占比显著上升，呈现出经济

增长的活力和自主性的明显增强，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城乡投资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加大了银行贷款压力，对银行的信贷需求可能超过银行贷款供应能

力。根据经验数据，固定资产投资有相当大的比率依赖当年的中长期贷款增加，而且按一定的交付使用

率形成生产能力后，会对下一年的流动资金形成相应需求。我们使用 1980－2006 年人民币短期、中长

期贷款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数据，对固定资产投资与人民币短期、中长期贷款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到

回归分析关系式： 

当年人民币中长期贷款增加额＝-20.75＋0.14×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     （R＝0.96） 

当年人民币短期贷款增加额＝49.276＋0.132×上年固定资产投资额      （R＝0.88） 

通过回归分析关系式计算出，2007 年固定资产投资预计 4254 亿元（增长 20%），相应需要人民币中

长期贷款增加额 554 亿元；2006 年固定资产投资 3544.7 亿元，需要 2007 年人民币短期贷款增加 517

亿元。两项合计需要安徽省 2007 年贷款增加额 107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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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间接来自银行的比例高。从统计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源表看自筹资金是主

渠道：自筹资金占比稳定在 55.7%左右，近两年有所上升，均接近 65%的水平；国内贷款占比保持在均

值 20.5%，2006 年为 17.8%；国家预算内资金占比保持在 5%的水平，利用外资占比在 2%以下。但从调查

结果看，自筹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银行借款。我们选取了 5家中长期贷款增长较快且规模较大的

商业银行，20 家有在建投资项目的企业和 20 个在建投资项目法人为样本进行了重点调查。结果表明，

固定资产投资中间接来自银行占比已达到 52.9%，近三年上升了 30.5 个百分点，房地产业来自银行借款

也占 37.8%，如果加上房地产企业的其他资金中银行的按揭贷款，房地产投资中银行贷款高达 70%。 

因此，要防范固定资产过度依赖银行贷款引发的风险。商业银行要根据自身资产负债的具体情况合

理确定中长期贷款规模，根据资金来源的期限结构合理确定资金运用的期限结构，增强资金安全性、流

动性和效益性。要积极创造条件，为营造平等宽松的筹资环境，提供多方位的服务。 

 

2.消费需求增长较快，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

长。安徽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同比提高

1.7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3 个百分点，是 1998

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幅同比提高 2.6 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国第

二，收入水平在全国为第二十位，是 1996 年以来

安徽省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最快的一年；农民人均

纯收入增幅同比提高 6.7 个百分点，增幅位居全

国前列；城乡市场增幅差由上年的 5.7 个百分点

进一步缩小为 3.1 个百分点，城乡市场发展趋于

协调。 

安徽省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 42.4%、

43.2%，比上年下降 1.3 个和 2.3 个百分点；居民

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居住、交通通讯、医疗

费用大幅增长，衣食消费比重下降。 

图 7  1978 年以来安徽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及其增长率走势图 

0

700

1400

2100

1
9
7
8

1
9
8
0

1
9
8
2

1
9
8
4

1
9
8
6

1
9
8
8

1
9
9
0

1
9
9
2

1
9
9
4

1
9
9
6

1
9
9
8

2
0
0
0

2
0
0
2

2
0
0
4

2
0
0
6

0

7

14

21

28

3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左坐标）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率（右坐标）

亿元 %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年鉴 

3.安徽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

利用国内外资金取得重大进展。进出口总额同比

增长 34.3%，进口增幅高于出口增幅。安徽省全

年共新批外商投资企业 592 家，合同利用外资 25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3.94 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 40.6%、60.9%和 102.4%（见图 9）。

利用省外资金实际到位首破千亿大关，达 1265.5

亿元，同比增长 57.9％，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

38%。在省外投资 300 万元以上项目中，浙江、上

海、江苏到位资金分别为 227.1 亿元、172.9 亿

元和 108.8 亿元。产业转移呈现加速趋势。 

图 8  1978 年以来安徽省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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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985 年以来安徽省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增

长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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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政收支快速增长，创历史新高。2006 年，

安徽省全部财政收入突破 800 亿，达 816 亿元，

增长 24.5%，增幅连续 3年保持 20%以上。其中，

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28.1%；企业所得税、营

业税、增值税占财政收入增量的一半以上。一般

预算支出接近 900 亿元，增长 35.2%，增幅为近

十年来最高水平。其中，行政管理费、教育支出、

基本建设支出继续占据前三位，占财政支出总量

的 39.7%。 

图 10  1978 年以来安徽省财政收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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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年鉴 

（二）供给稳步增加 

1．农业和农村经济再上台阶。粮食总产

2860.7 万吨，增产 255.4 万吨，创历史新高；优

质化率达 56%，提高 10 个百分点。规模化养殖比

重达 30%，提高 5 个百分点。主营业务收入超亿

元的龙头企业 120 家，新建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

范区 36 个，合肥国家粮食交易中心挂牌。落实各

项惠农政策，一卡式发放各类补贴 40 亿元，农民

人均受益 77 元。 

2.工业生产增长较好，效益水平显著提高。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利润分别增长 20.3%和

35.1%。增加值增幅同比减少 2.4 个百分点，但利

润增幅提高 28.8 个百分点（见图 11）。工业产品

销售率为 98.4%，同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全员

劳动生产率为 11.8 万元/人，同比提高 22.4%。

产成品存货同比增加 19.8%。37 个大行业全部增

长，其中增加值超百亿元的 7 大行业占全省增加

值的 54.7%，拉动工业增长 57 个百分点。高新技

术企业营业收入突破 1500 亿元，新增中国名牌产

品 10 个、国家免检产品 36 个。 

 图 11  1978 年以来安徽省工业增加值及其增

长率走势图 

0

1000

2000

3000

4000

1
9
7
8

1
9
8
1

1
9
8
4

1
9
8
7

1
9
9
0

1
9
9
3

1
9
9
6

1
9
9
9

2
0
0
2

2
0
0
5

0

25

50

75

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
（左坐标）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长率(右坐标)

亿元 %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年鉴 

3.服务业平稳发展。其中，交通运输、仓储

及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保

险业，房地产业分别增长 10.8%、12.2%、9.5%、

11.7%和 9.9%。 

（三）能耗、环境治理与保护情

况 

2003 年，我省提出了建设“生态安徽”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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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和任务，建立生态省建设组织领导体制，编制

了《安徽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安徽省生态

环境总体良好，达到优或良等级的区域占国土面

积的 66.6%，处于全国中上游水平。重点流域环

境质量有所改善，淮河干流水质、巢湖湖区水质

好于上年，长江干流水质基本稳定。森林覆盖率

稳步提高，生物多样性较好。国家环保局批准安

徽省为全国第七个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也是中西

部地区第一个试点省。 

安徽省启动了第一批 19 个不同类型省级循

环经济试点。2005 年，安徽省万元 GDP（2000 年

价）能耗为1.42吨标准煤（当年价1.2吨标准煤），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9%；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

78.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约 20 个百分点；工业

用水重复利用率 52%。 

（四）价格呈现回落走势 

1.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回落，但四季度上升较

快。2006 年，安徽省 CPI 涨幅较上年回落 0.2 个

百分点。进入四季度后食品类价格开始快速增长，

全年粮食和油脂价格同比增幅分别上升 4.9 和

6.9 个百分点。其中 12 月份，安徽省食品类价格

同比上涨 6.5%，油脂类价格同比上涨 18.1%，肉

禽及制品上涨 21.3%，是自 2005 年 4 月以来的最

高。娱乐服务和居住价格分别上涨 0.8%和 3.8%。 

图 12  2000年以来安徽省CPI和PPI变动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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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价格回落，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工业

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购进价格分别上涨 3.1%和

3.9%，涨幅较上年回落 0.2 和 3.2 个百分点。2006

年最低月工资城市在 520－430 元之间，县域在

390－360 元之间，分别提高了 110－70 元和 50

－70 元。 

（五）主要行业分析 

1.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成效明显 

（1）房地产投资增速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水平 5.1 个百分点。2006 年，安徽省共完成房

地产开发投资 637.4 亿元，增长 38.7%。 

（2）商品房空置面积增速同比下降 25 个百

分点。商品房空置面积 342.5 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 1.8%。其中住宅空置面积 212 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 5.2%，较上年同期下降 51.4 个百分点。 

（3）商品房销售价格增速同比回落 20 个百

分点。2006 年安徽省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 2322

元/平方米，同比增长 4.6%。其中，商品住宅销

售平均价格 2155 元/平方米，同比增长 4.3%，较

上年同期下降 27.1 个百分点。重点城市房价涨势

温和，合肥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0.6%，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4.8 个百分点。 

 图 13  2002 年以来安徽省商品房施工和销售

变动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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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年鉴 

（4）房地产贷款增速同比回落 0.8 个百分

点。2006 年末，安徽省房地产贷款余额 573.6 亿

元，比年初增加 115 亿元，同比增长 20.7%。其

中，房地产开发贷款占总量的 29%，比年初下降

2.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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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安徽省主要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

趋势图 
三、预测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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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经济增长仍处于中长期周期的上升阶

段，工业化加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提速，以汽车、

住房为主要的消费周期已经形成，将推动经济持

续快速增长。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对外开放扩

大，经济增长方式在逐步改善，市场机制在经济

中的作用明显。2007 年安徽省经济有望继续在新

一轮扩张期的上升阶段稳健运行。 

表 9  2007 年安徽省主要经济指标预测 

指标 增长（％） 指标 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10 地方级财政收入 18

全社会固定 城镇居民人均

资产投资 可支配收入

社会消费品 农村居民人均

零售总额 可支配收入

外贸出口总额 15 居民消费价格 3

20 10

12 7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年鉴 

2.煤炭行业保持稳健运行态势 

一是煤炭企业产销两旺。2006 年，煤炭产量

8152.1 万吨，增长 6%。安徽省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的 9%以上，利税总额占

10%左右。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300 亿元，重点煤炭

企业产销率达 100%；淮北矿业集团销售收入 82.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3 亿元。二是重点企业煤

炭价格略有下降。根据监测数据显示，淮南矿业

集团煤炭销售价格平均为 309.2 元/吨，同比下降

8.5 元/吨，淮北原煤售价比上年同期下降约 10

元/吨。三是煤炭业投资增速快。据重点企业监测，

淮南煤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达 67.1 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35.8%，占该市固定资产投资的 41%。四

是煤炭业融资量快速增长。据统计，两淮重点煤

炭企业贷款余额达 200 亿元，增长 30.6%，高于

全省增幅 10 多个百分点。 

但制约安徽经济发展的因素要重视，工业土

地趋紧、节能降耗约束性增强、政策效应递减、

固定资产投资市场准入门槛提高，就业形势严峻、

农民增收难度加大、贸易摩擦和保护增加、人民

币升值压力等不利影响，需要进一步加快改革力

度。 

2007 年安徽金融运行的总体环境是有利的，

经济保持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对金融服务需求

明显增加。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释放了安徽

金融活力；全社会信用观念有所增强，金融资产

质量持续提高；安徽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基

本完成，融资结构将改善。但是中小企业、三农

金融服务有待加强。根据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

建立的预测模型，结合安徽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以

及安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预测 2007 年安徽银行

业各项存款增加 1237 亿元，增长 18.5%左右；各

项贷款增长 15%左右。 

安徽省煤炭行业面临挑战，大秦铁路等西煤

东运，使得区位优势逐渐减弱；安徽老矿井成本

高，行业生产率人均原煤产量 280 吨左右，远低

于全国 420 吨的平均水平，另外“一金两费”可

能于 2007 年推行，这将会使企业成本上升 50－

70 元/吨。阶段性、局部性产能过剩的出现等因

素都将对煤炭企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007 年

将是煤炭行业的整合之年。 

2007 年，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将贯彻执行

国家稳健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调整信贷结构，

创新思路，支持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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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安徽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5月12日，马钢与合钢联合重组在马钢正式挂牌，这是安徽省国企改革的重大举措，对于我省加快

实施工业强省战略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到11月底，马钢股份公司跨入千万吨钢铁企业行列。 
5月中旬，安徽国际徽商大会在香港举办，向海内外发出了现代安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阔步走

向世界。大会获得圆满成功，共签约231个项目，投资总额173亿美元，协议外资128亿美元。 
6月26日，成立全国首家民办省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会员374个，为农村各类合作组织发展

打造了一个新的服务平台。 
8月18日，安徽省信用协会成立，它将在研究安徽省信用行业发展政策，推动企业与个人信用建设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9月28日，世界上首台由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新一代全超导非圆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在合肥建成并正式投入运行，标志着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进入国际先进水平。  
11月23日，由省政府主办，省发改委、合肥中心支行、安徽银监局联合承办的“全省861行动计划

银企对接会”在安徽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召开。共签约项目289个，签约金额1300多亿元。 
12月29日，安徽乃至中西部第一家农村商业银行——芜湖市农村商业银行正式挂牌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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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徽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安徽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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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3.5 6483.7 6602.1 6645.4 6727.6 6856.0 6884.4 6942.8 6993.3 7060.3 7161.8 7177.9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3773.3 3926.9 3957.5 3941.1 3939.5 3989.7 4016.2 4038.5 4054.5 4067.2 4096.1 4117.4

                    企业存款 1647.5 1692.3 1760.4 1794.2 1854.3 1914.3 1898.8 1926.4 1937.0 1941.6 1989.2 2053.0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74.7 240.2 118.5 43.2 82.2 128.4 28.4 58.4 50.5 67.0 101.5 16.1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8.9 18.2 17.6 18.4 18.3 19.1 19.0 18.4 17.4 18.1 18.8 18.3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4504.2 4523.6 4638.9 4649.0 4720.4 4853.1 4945.3 5051.7 5115.3 5126.4 5131.0 5205.2

        其中：短期 2311.2 2321.7 2362.3 2369.4 2386.3 2455.2 2477.6 2514.3 2546.2 2548.2 2561.3 2584.0

                    中长期 1838.5 1857.3 1909.3 1941.1 1978.7 2042.1 2098.3 2142.5 2188.0 2219.1 2216.8 2252.1

                    票据融资 281.3 276.8 301.3 270.8 286.7 292.8 306.8 333.8 318.0 293.5 287.4 308.1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28.9 19.4 115.3 10.2 71.3 132.9 92.2 106.4 63.6 11.0 4.6 74.3

        其中：短期 41.6 10.5 40.6 7.1 16.9 69.0 22.4 36.7 31.9 1.9 13.1 22.8

                    中长期 65.1 18.8 51.9 31.8 37.6 63.5 56.2 44.2 45.4 31.1 -2.3 35.4

                    票据融资 24.4 -4.4 24.4 -30.5 15.9 6.1 14.0 27.1 -15.8 -24.4 -6.1 20.7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4.8 14.5 14.6 13.6 14.1 16.3 19.2 20.2 20.7 20.9 19.2 18.9

        其中：短期 7.4 7.5 7.3 7.3 7.0 8.2 9.8 10.6 12.8 12.0 11.7 13.8

                    中长期 23.2 23.7 25.3 26.6 29.0 31.4 34.6 34.3 31.2 33.4 31.2 27.2

                    票据融资 35.0 35.0 38.1 20.4 14.6 7.1 5.5 25.1 30.2 20.5 25.2 35.2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114.1 112.5 114.6 113.3 113.0 107.3 112.0 115.4 118.7 119.4 126.3 126.4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170.5 174.9 182.9 184.9 190.3 194.1 203.6 205.2 202.5 205.3 202.2 202.1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 -1.4 0.4 -0.7 -1.0 -6.0 -1.8 1.1 4.0 4.6 10.7 10.8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 2.6 7.3 8.4 11.6 13.8 19.4 20.4 18.8 20.4 18.6 18.5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6172.7 6412.0 6534.3 6576.9 6658.2 6783.5 6812.5 6872.8 6921.9 6990.0 7089.4 7100.4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3730.4 3884.0 3914.8 3898.7 3897.4 3947.7 3974.4 3996.6 4013.3 4025.9 4055.6 4077.8

                    企业存款 1622.9 1667.9 1738.8 1771.2 1830.0 1887.2 1871.9 1900.9 1909.8 1918.2 1962.2 2017.3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89.3 239.3 122.3 42.6 81.3 125.3 29.0 60.3 49.2 68.0 99.4 11.0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21.7 153.6 30.8 -16.1 -1.3 50.3 26.7 22.2 16.7 12.6 29.8 22.2

                    企业存款 -41.3 45.0 70.9 32.3 58.8 57.2 -15.3 29.0 8.9 8.4 44.0 55.2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9.5 18.6 18.1 18.8 18.7 19.8 19.5 19.0 17.8 18.5 19.2 18.5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2.1 17.6 16.6 16.6 16.0 16.1 15.7 16.1 15.8 16.4 16.5 16.2

                    企业存款 10.1 16.5 17.4 18.3 18.6 22.9 23.3 23.2 20.9 21.3 21.1 21.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4421.8 4455.1 4573.1 4581.6 4648.7 4783.0 4875.8 4985.5 5047.6 5056.6 5059.2 5132.0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361.2 359.5 371.7 379.5 356.9 364.5 372.0 380.7 390.5 398.8 409.8 414.0

                    票据融资 281.2 276.8 301.2 270.6 286.5 292.6 306.6 333.7 317.9 293.5 287.4 308.0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32.0 33.3 118.0 8.5 67.1 134.4 92.9 109.7 62.1 9.0 2.6 72.8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9.9 -1.7 12.2 7.8 -22.7 7.7 7.5 8.6 9.8 8.3 11.0 4.2

                    票据融资 24.4 -4.4 24.4 -30.5 15.9 6.1 14.0 27.1 -15.8 -24.4 -6.2 20.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6.1 15.9 16.2 15.1 15.4 17.7 20.8 22.0 21.9 22.0 20.1 19.5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0.7 19.1 20.8 22.0 13.3 13.5 15.0 16.6 17.6 19.2 20.2 18.7

                    票据融资 35.0 28.8 23.4 -1.0 -2.2 7.9 23.0 34.1 40.3 34.9 19.3 19.9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8.8 8.9 8.5 8.5 8.6 9.1 9.0 8.8 9.0 8.9 9.2 9.9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15.8 -8.6 -14.8 -7.9 -8.3 -16.2 -14.4 -18.3 -11.7 -8.8 -7.2 6.9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10.2 8.5 8.2 8.4 8.9 8.8 8.7 8.3 8.6 8.9 9.1 9.4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25.8 -33.5 -38.8 -36.9 -32.9 -34.7 -36.3 -42.5 -29.6 -23.0 -20.9 -11.4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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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安徽省各类价格指数 

合肥市房

屋销售价

格指数

合肥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合肥市土地

交易价格指

数

安庆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安庆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安庆市土地

交易价格指

数

蚌埠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蚌埠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蚌埠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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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2000 —— 0.7 —— -1.8 —— 2.6 —— -1.1 0.0 -0.9 0.3 —— —— —— —— —— ——

2001 —— 0.5 —— -2.1 —— 0.2 —— -1.4 0.5 -1.4 0.4 —— —— —— —— —— ——

2002 —— -1.0 —— -0.1 —— -1.8 —— -0.2 4.0 2.0 3.7 —— —— —— —— —— ——

2003 —— 1.7 —— 0.2 —— 6.7 —— 3.5 4.1 2.3 7.1 —— —— —— —— —— ——

2004 —— 4.5 —— 12.0 —— 15.0 —— 8.2 5.6 0.7 5.4 —— —— —— —— —— ——

2005 —— 1.4 —— 8.3 —— 7.1 —— 3.3 3.8 0.1 3.4 5.6 7.5 7.8 3.1 0.0 4.8

2006 —— 1.2 —— 0.0 —— 3.9 —— 3.1 0.4 2.3 0.6 5.4 4.8 4.7 7.4 0.2 8.3

2005 1 1.2 1.2 10.4 10.4 11.6 11.6 5.7 5.7 —— —— —— —— —— —— —— —— ——

2 4.6 2.9 9.2 9.8 11.0 11.3 4.7 5.2 —— —— —— —— —— —— —— —— ——

3 2.3 2.7 8.9 9.5 9.0 10.6 3.2 4.5 9.7 0.8 25.5 —— —— —— —— —— ——

4 0.9 2.2 8.9 9.3 8.1 10.0 3.6 4.3 —— —— —— —— —— —— —— —— ——

5 0.8 1.9 10.5 9.6 7.9 9.5 4.1 4.3 —— —— —— —— —— —— —— —— ——

6 0.4 1.7 11.1 9.8 7.2 9.2 4.2 4.2 4.7 0.0 3.0 —— —— —— —— —— ——

7 1.1 1.6 10.6 9.9 7.3 8.9 3.9 4.2 —— —— —— —— —— —— —— —— ——

8 0.3 1.4 9.1 9.8 6.7 8.6 3.4 4.1 —— —— —— —— —— —— —— —— ——

9 0.9 1.4 7.5 9.6 5.0 8.2 2.9 4.0 6.4 0.1 3.7 7.1 3.7 5.6 6.4 0.1 3.7

10 1.5 1.4 6.1 9.2 4.8 7.9 1.8 3.7 —— —— —— —— —— —— —— —— ——

11 1.0 1.4 4.8 8.8 3.8 7.5 0.9 3.5 —— —— —— —— —— —— —— —— ——

12 1.4 1.4 3.6 8.3 3.1 7.1 0.8 3.3 3.8 0.1 3.4 5.6 7.5 7.8 3.1 0.0 4.8

2006 1 1.6 1.6 3.3 3.3 3.3 3.3 1.5 1.5 —— —— —— —— —— —— —— —— ——

2 0.3 1.0 3.1 3.2 3.7 3.5 0.8 1.2 —— —— —— —— —— —— —— —— ——

3 0.2 0.7 1.6 2.7 3.9 3.6 1.1 1.2 2.3 0.0 0.7 5.2 4.4 7.2 2.7 0.0 1.2

4 1.0 0.8 -0.2 1.7 2.2 3.3 0.9 1.1 —— —— —— —— —— —— —— —— ——

5 1.0 0.8 -2.0 1.0 3.2 3.2 3.5 1.6 —— —— —— —— —— —— —— —— ——

6 0.9 0.8 -1.9 0.5 3.9 3.4 3.6 1.9 1.7 2.2 2.0 6.9 5.7 5.3 4.5 0.0 8.9

7 0.2 0.8 -2.1 0.1 4.5 3.5 5.2 2.4 —— —— —— —— —— —— —— —— ——

8 1.0 0.8 -1.0 0.0 4.8 3.7 4.4 2.6 —— —— —— —— —— —— —— —— ——

9 1.3 0.8 -0.2 -0.1 4.6 3.8 3.4 2.7 0.6 2.1 2.7 5.8 5.3 2.2 4.2 5.2 0.0

10 1.0 0.9 -0.5 -0.1 4.0 3.8 3.8 2.8 —— —— —— —— —— —— —— —— ——

11 2.4 1.0 -0.3 -0.1 4.2 3.9 4.0 2.9 —— —— —— —— —— —— —— —— ——

12 3.7 1.2 0.9 0.0 4.2 3.1 4.6 3.1 0.4 2.3 0.6 5.4 4.8 4.7 7.4 0.2 8.3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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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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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安徽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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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212.9 - - 2886.1 - - 4433 - - 6141.9

    第一产业 - - 161 - - 467.2 - - 719.5 - - 1027.2

    第二产业 - - 521.3 - - 1313.1 - - 2007.8 - - 2656

    第三产业 - - 530.6 - - 1105.8 - - 1705.7 - - 2458.7

工业增加值（亿元） 116.4 226.2 361 509.4 652.9 807.1 950.9 1097.8 1254.8 1421.5 1598.9 1762.7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190.2 418.8 669.8 926.6 1298.9 1555.6 1809.2 2096.5 2406 2759.1 3544.7

    房地产开发投资 - 54.8 96.6 145.4 197.3 259.5 315.7 369.7 430.3 483.7 543.9 637.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80.5 344.6 496.8 646.4 804.1 954.2 1107.8 1263.4 1439.7 1628.1 1813.9 2029.4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83400 146100 240000 335300 429000 546000 664000 798000 905000 997000 1111000 1225000

    进口 36800 69300 110000 155900 199000 256000 306000 366000 408000 437000 494000 541000

    出口 46600 76800 130000 179400 230000 290000 358000 432000 497000 560000 617000 684000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9800 7500 20000 23500 31000 34000 52000 66000 89000 123000 123000 14300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6200 12300 19000 33600 42500 50000 55000 60200 67000 90000 93000 13900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10.7 1.1 -24.7 -20.8 -25.5 -21.7 -27.2 -25.5 -41.4 -14.6 -46.2 -230.9

    地方财政收入 34.9 30.7 33.9 37.2 31.8 42.7 34.4 36.2 32.6 35.3 33.8 44.1

    地方财政支出 45.6 29.6 58.6 58.0 57.3 64.4 61.6 61.8 74.0 49.9 80.0 274.9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4.35 - - 4.34 - - 4.27 - - 4.25

地区生产总值 - - 11.3 - - 11.9 - - 12.5 - - 12.9

    第一产业 - - 3.4 - - 5 - - 6.2 - - 6.3

    第二产业 - - 16.4 - - 16.8 - - 17.3 - - 17.9

    第三产业 - - 9.1 - - 9.3 - - 9.9 - - 10.7

工业增加值 - 17.2 16.3 17.9 17.6 17.7 17.8 18 18.3 18.5 19.5 20.3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39.5 48.9 51.4 50.4 51.9 50 47.7 46.5 45.5 45.3 40.6

    房地产开发投资 - 24 20 24.5 28.9 35 36 36.9 38.2 38.3 37.8 38.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4.6 14.6 14.5 14.8 14.6 14.5 14.4 14.5 14.8 15 15

外贸进出口总额 32.4 25 27.5 22.6 24.8 29.2 21.6 36.4 36.3 35 34.6 34.3

    进口 30.1 32.6 27.9 22.9 28.1 38.5 19.5 47.1 43.7 37.7 38.8 37.7

    出口 34.3 18.9 27.1 22.3 22.1 22 23.4 28.5 30.8 33 31.4 31.7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2.1 7.5 3.4 18.5 34.3 42.8 32.3 26.4 33 65.7 59 102.4

地方财政收入 23.4 26.2 20.4 26.4 25.3 29.5 22.2 46.2 -1.3 27.2 40.0 60.2

地方财政支出 26.3 -8.1 32.0 15.5 42.9 7.8 24.9 21.4 12.5 7.0 30.7 55.8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局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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