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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6年，湖南省抓住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契机，围绕富民强

省目标，着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力促全省经济建设再上新台阶。工、农业生产稳步增长，

效益明显提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结构加快调整；商品需求旺盛，供给充足，物价

平稳；房地产市场供求两旺，房价较为稳定；生态保护卓有成效。金融业运行平稳，金融

机构资产规模增长较快，质量效益明显改善；存贷款增长步伐稳健，结构不断优化；金融

改革向纵深发展，管理水平不断提升；金融市场秩序良好，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得当；

较好地实现了与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2007年，湖南省各项基础工作已经夯实，

省内外环境优越，政策保障、区位优势继续强化，全省经济金融将继续保持又好又快发展

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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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6 年是“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随着国

内金融业经营管理与国际惯例靠拢与磨合，湖南

省金融机构业务管理日趋成熟，资产质量稳步提

升，经营效益迅速好转，对经济的支持不断加强。 

（一）银行业运行健康平稳，质量效

益明显改善 

2006 年，湖南省银行类金融机构认真贯彻执

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按照国家宏观调控意图和“区

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积极改善金融服务，

努力推进业务创新，较好地支持了地方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 
1.机构、人员数量精简，资产规模不断扩大，

质量、效益明显好转。 

2006 年，湖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和从业

人员均较上年有所精简，全省累计精简机构 800

多个，裁减人员 3000 余人（见表 1）。主要因三

类机构所致，一是国有商业银行减员增效，收缩

和撤并基层低效网点；二是农村信用社实行网点

上收，撤销基层代办站点；三是邮政储蓄机构改

革启动，邮政人员代办储蓄业务的现象大为减少。 

在机构、人员精简的同时，银行类金融机构

资产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持续好转。至年末，

湖南省银行类金融机构资产总额 8963.5 亿元，增

长 15.8%；增加较快的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农

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主要银行与农村信用

社不良贷款余额分别较上年减少 43.4 亿元和 12

亿元，不良率分别下降 3.2 和 4.2 个百分点；除

农行减亏外，其他各机构均实现帐面盈利。 

 

 

 

 

 

 

 

 

表 1  2006 年湖南省银行业机构情况表 

机构类别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国有商业银行 2428 47574 4630.8

二、政策性银行 115 2725 1005.7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91 2500 658.4

四、城市商业银行 174 4005 510.7

五、城市信用社 19 295 16.4

六、农村信用社 4320 31501 1336.0

七、财务公司 7 361 103.0

八、邮政储蓄 1922 11088 702.5

九、外资银行 0 0 0.0

合             计 9076 100049 8963.5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 

 

2．存款快速增长，活期化趋势明显。 

2006 年，全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7800
亿元，增长 18.4%。总体看，存款变化呈现三个

特点：一是增速快而平稳。人民币存款除 9 月外，

其他各月增幅基本在 18%左右（见图 1）。二是

活期化趋势明显。全年新增活期存款 660 亿元，

同比多增 356 亿元；新增定期存款 369 亿元，同

比少增 104 亿元。三是企业存款继续多增，储蓄

存款增速趋缓。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效益好转，

资金相对充裕，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本市场持续活

跃，居民投资意愿增强，储蓄意愿降低。 

图 1  湖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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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 

 

3.贷款稳步增长，结构加快调整。 

2006 年末，湖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5234 亿元，增长 14.2%。期间大体经历三次小的

调整：上半年，金融机构贷款投放节奏较快，增

幅同比高 1.7 个百分点；三季度，经央行采取一

系列调控措施，金融机构贷款速度放缓，9 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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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增幅同比低 2.8 个百分点；四季度由于农行

和工行前期投放较少，相对加快了贷款投放进度，

贷款投放呈现恢复性增长（见图 2、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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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 

 

总体看，全省信贷投放结构调整加快，支持

重点突出。从结构看，一是长期贷款增速快于短

期贷款；二是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增速加快，政策

性银行贷款增势趋缓；三是中部城市群建设资金

需求得到较好满足。“长株潭”和“3+5”
①
地区

贷款增长较快，湘西地区和农村贷款投放相对偏

少。从投向看，一是优势产业和重点行业贷款增

加较多，制造业和能源工业贷款增加 191 亿元；

二是弱势领域信贷服务得到明显改善，非公、中

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提高 3 个百分点，助学贷款、

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增长较快；三是重点

调控行业贷款得到较好控制，钢铁、水泥、电解

铝、铜冶炼等行业贷款规模进一步压缩，房地产

贷款增幅回落。 

 

 

 

 

 

 

 

 

 

 

                                                        
① “长株潭”地区指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3+5”指

以“长株潭”为中心，以一个半小时通勤为半径，包括岳

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在内的“3+5”城市群。 

图 3  湖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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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金收支增速平稳，回笼速度趋缓。 

2006 年，全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市场交易

较为活跃，金融机构现金投放、回笼也更为频繁。

全省现金累计收入、累计支出增幅均有所提高；

年底现金净回笼 254 亿元（见表 2）。 

表 2  2006 年湖南省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项目 余额（亿元）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23680.27 16.78

现金支出 23426.01 17.12

现金净支出 -254.26 -8.18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 

 

5.票据市场健康发展，利率平稳上行。 

2006 年，湖南省商业汇票签发额、贴现额继

续平稳增长，余额及累计发生额变动幅度不大，

年末为控制规模，余额略有下降（见表 3）。 

表 3  2006 年湖南省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表 

单位：亿元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1 355.9 334.7 175.8 215.5 3.2 1.5

2 370.7 317.4 169.4 203.4 3.0 2.7

3 366.7 309.7 169.4 155.4 3.6 2.7

4 344.8 339.2 161.2 279.8 2.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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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 

 

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票据市场利率下半年

迅速上行（见表 4）。这一方面是金融机构为应对

央行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压缩票据业务，提高了

转贴现利率，贴现利率随之上扬；另一方面是由

于央行与监管部门加大了对票据市场违规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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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力度，部分金融机构以低利率拉票的恶性竞

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票据市场利率水

平相应抬升。 

表 4  2006 年湖南省金融机构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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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4.05 1.91 1.78

2 3.01 4.01 2.04 2.33

3 3.45 4.36 2.52 3.05

4 3.51 4.42 2.83 3.06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 

 

6.贷款利率水平上升，上浮贷款比重增加。 

受央行调整存贷款利率政策影响，全省金融

机构贷款利率水平逐月上行，执行上浮利率的贷

款比重增加较多。从监测情况看，执行下浮利率

的贷款比重下降了 6.3 个百分点，执行上浮利率

的贷款比重上升了 10.2 个百分点（见表 5）。 

表 5  2006 年湖南省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单位：% 

合计
国有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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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18.3 30.7 0.9 0.1

1.0 25.3 38.7 38.8 22.1 1.3

小计 62.2 43.0 30.5 77.0 98.4

(1.0-1.3] 30.1 39.0 30.0 50.1 1.4

(1.3-1.5] 9.0 3.9 0.5 15.4 16.4

(1.5-2.0] 21.5 0.1 0.0 11.5 74.2

2.0以上 1.6 0.0 0.0 0.0 6.4

上

浮

水

平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 

 

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

全省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全年呈现逐月减少趋势，

年末余额比年初减少近 1 亿美元；外币存款利率

持续上行，其中 3 个月以内大额美元存款加权平

均利率较年初上涨 64 个基点（见图 4）。 

 

 

 

 

 

 

图 4  湖南省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及利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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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银行类金融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市场活力

明显增强。 

一是机构门类逐步齐全，服务功能日趋完善。

年内国家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和华菱钢铁集团

财务公司组建开业，交通银行获准在株洲、湘潭

设立支行。二是银行改革纵深推进，持续发展能

力增强。工商银行股改圆满完成，邮政储蓄机构

改革进展顺利，政策性银行业务领域相继拓宽。

三是城市商业银行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长沙市商

业银行获准定向发行次级债券 5 亿元，资本充足

率大为提高；衡阳、株洲、岳阳 3 市商业银行置

换不良资产 22 亿元，资产质量显明好转。四是农

村信用社改革稳步推进，产权制度日趋明晰。全

省已有长沙浏阳市、长沙岳麓区、邵阳市洞口县

3 家农村合作银行开业。 

（二）资本市场再度繁荣，证券交易

重新焕发生机 

2006 年，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基金价格持

续高涨，指数全线飘红，湖南省内证券公司、上

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迎来了资本市场 5 年以来最

红火的时期。 

1.证券机构综合治理实现预期目标。 

一是证券公司重组顺利。2006 年，湖南 3 家

证券公司原有风险初步化解，违规问题得到清理

整顿，基本完成了证券公司综合治理任务。到目

前为止，除恒信证券已于 2005 年退出市场外，其

余 3 家证券公司，通过政府注资、老股东增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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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模式，进行了市场化重组。证

券经营机构多年亏损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转，交易

量增长近 1.5 倍，实现利润 5.47 亿元。二是期货

公司业务量快速增长。2006 年，湖南 4 家期货公

司代理交易量和代理交易额大幅增长，总成交量

同比增长 40%，总成交额同比增长 80%。 

2.上市公司改革顺利，质量提升。 

一是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全省 45 家上市

公司除 1 家拟安排退市外，其余 44 家全部进入或

完成股改。股改效应正逐步显现，上市公司总市

值比年初增长近 1 倍。其中，三一重工、中联重

科等公司市值超过 100 亿元，华菱管线、湘火炬

等公司市值超过 50 亿元。二是上市公司质量稳

步提高。19 家公司资金占用全部清理完毕，15

家公司实施并购重组。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

比增长 16.6%，主营业务利润同比增长 23%。总体

上看，省内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已度过 2005 年的低

谷，正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 

3.市场融资功能增强。 

2006 年 5 月资本市场融资重新启动后，湖南

先后有 5 家企业在境内外上市、2 家上市公司再

融资，直接融资约 96.3 亿元（见表 6）。 

但在改革和治理显现成效的同时，湖南资本

市场也还存在上市企业储备不足，一些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存在缺陷、盈利能力不强等问题。 

表 6  2006 年湖南省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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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45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7.7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43.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45.6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49.0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金融稳定处 

 

（三）保险业发展势头旺盛，服务保

障体系不断健全 

2006 年，湖南省保险业继续保持旺盛发展势

头，保险机构经营较为规范，业务增长迅速，保

险深度、密度超历史最好水平。 

1.保险机构数量增加，实力增强。 

2006 年是湖南保险市场历年来引入市场主

体最多的一年，先后有 5 家保险公司在湖南设立

分支机构；外资保险分公司实现零的突破，先后

有中英人寿等 2 家外资分公司开业。全省保险公

司总资产365.6亿元，比年初增长22.5%（见表7）。 

表 7  2006 年湖南省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0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0

         寿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245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674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571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47.8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33.5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98.5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38.4

保险密度（元/人） 218.4

保险深度（%） 2.0

数据来源：湖南省保监局 

 
2.业务发展迅速，保险深度、密度较快增长。 

2006年，全省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148亿元，

同比增长 16.2%，比全国平均增速高出 2 个百分

点。各项赔款和给付支出 38.4 亿元，同比增长

27.1%。保险深度接近 2%，保险密度首次超过 200

元/人。保险业务发展的主要特点一是产险业务新

增长点逐步形成，农业保险和责任保险高速增长；

二是个险渠道基本调整到位，银保业务转型取得

成效；三是中介市场持续发展；四是新产品发展

迅速，交强险顺利实施，万能保险增速接近 130%。 

3.加大创新力度，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

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湖南省制定了《湖南省保险业发展中长期规

划》和《关于大力推进保险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

见》，执行情况良好。2006 年，农业保险实现保

费收入 1684.7 万元，同比增长 82.3%，赔款支出

2288.8 万元，同比增长 174.8%，其中特色农业保

险健康快速发展，如永州市烤烟保险，11 万农户

获赔；耒阳水稻制种保险，4600 户农户获赔。特

别是 2006 年 7 月湘南发生特大洪灾后，全省保险

公司各类赔付共计支出 1.6 亿元。 

    但综合看，湖南省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要

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一是整体发展水平较低，

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落后全国平均水平较多；

二是保险有效供给不足，险种单一，保险产品同

质现象严重，部分机构理赔难的问题尚未根本改

变；三是诚信问题较为突出，误导客户、惜赔、

拖赔、无理拒赔等现象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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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市场交易活跃，融资功能

不断增强 

1.融资结构优化，直接融资比例上升。 

2006 年，由于国家控制信贷投放增长过快、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和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取得

成效、企业短期融资券业务发展迅速，湖南省非

金融部门直接融资比例达到 18.3%，比上年提升

14.3 个百分点（见表 8）。特别是企业短期融资

券业务实现零的突破，省内相继有电广传媒、三

一重工等 6家企业获得发行限额 59 亿元，成功发

行 49 亿元。 

表 8  2006 年湖南省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0 383.1 73.6 10.0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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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省发改委、省证监局 

 

2.货币市场交易活跃，资金融入大于融出。 

2006年，全省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市场交易达

4887笔、成交金额10690亿元，在全国排名第9，

较上年前进1位。由于省内资金实力较为雄厚的国

有商业银行不具备市场成员资格或交易权限较

小，而交易较为活跃的中小金融机构资金实力相

对较弱，所以省内银行间市场交易主要以资金融

入为主，全年净融入资金8174.6亿元（见表9）。 

表 9  2006 年湖南省金融机构 

参与银行间市场交易情况表 

单位：亿元 

正回购
卖出现

券
拆入 小计 逆回购

买入现

券
拆出 小计

1 2109.9 227.1 7.1 2344.1 15.2 197.5 0.0 212.7 2131.4

2 1425.5 227.7 6.0 1659.1 99.7 167.8 0.0 267.5 1391.6

3 2573.5 290.7 5.6 2869.9 164.4 266.5 0.0 430.9 2439.0

4 2347.7 208.6 3.0 2559.3 128.5 218.2 0.0 346.7 2212.6

合计 8456.6 954.0 21.7 9432.4 407.8 850.0 0.0 1257.8 8174.6

资金融入 资金融出

净融入季度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 

 

2006年，银行间市场利率呈上升趋势，期间

由于2次调整利率、3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影响

到市场流动性，引起市场利率波动，呈宽幅振荡

上行趋势。湖南省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市场交易价

格与全国基本趋同，以现券交易为例，4月、5月、

7月、9月、11月交易量下降，4月、9月、12月利

率走高，显现了货币政策调整效应（见图5）。 

图 5  湖南省金融机构现券交易量价图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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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 

 

3.黄金与外汇交易起点不高，但发展速度较

快。 

湖南省金矿储量较大，但由于矿藏较深，开

采不易，故产量不高，交易量起点较低。近年来

随着金价上涨及开采技术提高，黄金产量和交易

量增长迅速。2006 年，省内 2 家黄金交易所成员

单位累计交易 3971.3 千克，同比增长 15.5%；2

家商业银行纸黄金业务累计交易 1478 千克，同比

增长 8.5 倍。 

由于外向型经济不发达，湖南省结售汇业务

量和外汇市场交易量偏小。2006 年，省内银行累

计办理结售汇 81.4 亿美元，增长 24.3%；在银行

间外汇市场累计交易 1.1 亿美元，增长 45.8%。 

4. 民间借贷较为有序，利率水平稳定。 

总体看，湖南省民间借贷具有三个特点：一

是发展较为有序。中小民营企业通过民间借贷主

要用于弥补流动资金不足以及购买固定资产，农

户通过民间借贷主要用于子女上学、婚嫁丧礼、

农业生产等。二是利率相对稳定。监测点数据显

示，2006 年，省内民间借贷平均利率 19.48%，其

中企业借贷利率高于农户借贷利率 120 个基点。

三是欠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相对活跃，利率水平相

对较高。湘西、怀化、张家界三市监测点的借贷

发生额占全省监测点总发生额的 34.8%，远高于

其银行信贷在全省的比重，加权平均利率也比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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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平均利率高出 2-3 个百分点。 

5.金融业务品种呈现多元化格局，金融服务

创新综合试点启动。 

一方面，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创新力度加大。

各商业银行（社）积极开展金融衍生交易、个人

理财产品、短期融资券承销等业务创新，中间业

务收入大增，行际业务合作也取得新的成效；证

券机构推动省内企业境外上市融资创历史最好水

平；保险公司推广特色农业保险、交强险、万能

险等业务进展顺利。另一方面，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积极配合总行和省政府开展金融服务创新

综合试点，成效初显。 

 

专栏 1  湖南省金融服务创新综合试点进展顺利，成效初显 

 

2006 年，人民银行决定在湖南开展金融服务创新综合试点，并与湖南省政府联合下达了决定。试

点自 9月 19 日正式启动以来，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积极配合总行、省政府，抓住重点，突破难点，

创造亮点，试点工作进展顺利，成效初显。 

1.以推动小额支付系统业务发展为重点，拓展支付结算功能。一是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从 10

月底开办以来，日均交易笔数 920 笔、金额 25.8 万元，笔数和金额分别居全国第 1和第 2位。二是进

一步拓展小额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范围，通过定期借记业务办理社保基金收取，扣款成功率达 95%

以上。三是大力推广非现金支付工具，在财政厅、科技厅和省委统战部 3家行政事业单位进行公务卡

推广试点，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的现金支出，提高预算支出的效益与透明度。 

2．加快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开展征信查询服务。一是加快非银行信用信息采集，完善信息共

享机制。全省采集非银行信用信息 1905 万条，月均入库数据达 186 万多条。二是中小企业信用档案建

设的信息采集、录入和上报工作全面完成。三是全面完成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错误数据清理工作，

积极开展企业征信系统信息查询，开展个人信用报告查询和异议处理工作。截至年底，全省共受理个

人信用报告查询近 2000 笔、个人信用报告异议处理近 100 笔。 

3.以推广国库横向联网和国库直接支付模式为重点，推动国库服务创新。通过大、小额支付系统

直接办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教师工资发放工作已在益阳等地开展；直接办理无记名国债兑付工作

已在郴州、娄底、永州、岳阳等地开展；直接办理财政直接支付业务在株洲、岳阳、常德等市成功运

行；财税库横向联网系统在全省顺利推广，全省所有 163 家支库以上国库机构、148 家国税机构和长

沙市 12 家地税机构、16 家商业银行已接入财税库横向联网系统。 

4.推行外汇管理和服务新举措，促进湖南外向型经济发展。大力推广出口收汇自动核销和远程核

销管理方式，目前已核准自动核销企业 28 家；率先开展简化银行类金融机构结售汇市场准入专项工

作，被外汇总局纳入“一站式”外汇服务平台建设试点分局。  

5．搞好金融统计、货币发行和反洗钱业务创新。一是推动统计数据集中采集试点。二是钞票处理

中心成功试行“双班制”运转。三是开展了证券业、保险业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送试点。 

2007 年，湖南省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工作力度，积极争取各方支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进金融服

务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并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取得突破：一是确定支票圈存系统运营商，启动支票圈存软

件开发工作。二是将定期借记业务推广到电信、移动、天然气、自来水等单位。三是实施票据黑名单

制度。四是逐步推广人民银行国库直接办理财政直接支付业务。 

（五）信用体系不断健全，金融生态

环境建设深入推进 

2006 年，湖南省在认真总结过去 7 年创建

金融安全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围绕改善金融生

态环境，大胆开拓，积极创新，在政府职能转变、

法律制度、信用环境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一

是政府主导机制全面形成。省政府专门制定了在

全省创建金融安全区的长远规划，要求各市州积

极开展试点。二是加大打击逃废银行债务行为的

力度，开通了法院审理银行收贷案件的绿色通道，

建立了破产企业银行债权保护制度和公务员拖欠

银行贷款惩戒机制。三是社会征信工作深入开展。

省政府成立了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由人民银

 9



行长沙中心支行牵头，开发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实现了全省企业、个人信用信息的联网共享；人

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还牵头成立了湖南省企业信

用评级指导委员会。个人信用信息的归集、管理、

查询以及失信制裁等各项工作也逐步收到实效。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6 年，湖南省经济继续沿着健康、快速、

协调发展的轨道前进。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改进，

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经营环境进一步改善。新

型工业化进程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巨

大成效。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493.2 亿元，同

比增长 12.1%（见图 6）。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

生产总值 11830 元，增长 10.5%。 

图 6  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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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年鉴》 

 

（一）需求依然旺盛，投资、消费结

构优化 

1.固定资产投资回落，结构逐步优化。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242.4亿元，增幅

回落1.7个百分点（见图7）。其中城镇以上固定资

产投资增幅同比回落3.4个百分点。在投资总量增

长的同时，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和基

础产业投资得到加强，重点工程建设实施顺利。

全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6.3%，比上年提高6.8个

百分点，其中交通投资增长63.5%，比上年快41

个百分点。重点调控行业投资得到有效控制，城

镇以上钢铁、汽车、电解铝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分

别下降8.5、7.3、62.7和12个百分点。 

图 7  湖南省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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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年鉴》 

 
2.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消费品结构升级加快。 

2006 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过万

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8.6%，人均消费性

支出 8169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3390 元，扣

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7.6%，人均消费性支出

3013 元。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5.3%，

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13.8%，增幅创多年以

来新高（见图 8）。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6.5%，县及县以下零售额增长 13.6%。大型商品

交易市场快速发展，全省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

194 个，增加 60 个。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排名前三的分别为液晶电视机、汽车、文化办公

用品，增长率分别为 876%、75%、50%。这说明随

着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精神需求旺盛，高档

用品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 

图 8  湖南省年度社会消费品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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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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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湖南消费现象”剖析 

 

近几年，湖南省积极贯彻实施国家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政策，投资增幅下降，消费发展较快，电

视湘军、娱乐湘军、出版湘军相继崛起并在全国走红，以长沙为代表的“湖南消费现象”引起各界广

泛关注。 

湖南消费现状及特点：一是消费水平持续增长，但整体品质需要提升。2005 年全省居民人均消费

4894 元，居中部六省首位，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7.9 个百分点。2006 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2834 亿元，增长 15.3%，增幅创历史新高。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 2000 年的 37.2%下降到 2006

年的 34.9%。但在全部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居住类消费性支出所占比重上升速度较慢，表明

总体消费层次仍然不高，消费品质有待提升。二是中心城市消费较旺，但区域差别明显。省会长沙人

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省会城市居第 7位，但人均消费性支出排名第 4。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达 16%，占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30.3%，高出其 GDP 在全省的占比 6.8 个百分点；相对而言，其他大部分

市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省的占比低于其 GDP 占比。特别是湘西和广大农村地区消费水平不高。

三是农村消费面临转型，但发展潜力有待挖掘。近年来，湖南省农村居民消费趋旺。2006 年，全省农

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3013 元，实际增长 8%，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 48.6%，较上年降低了 3.4

个百分点，说明农村消费正由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但与 61.3%的农村人口占比、59%的县域

GDP 占比相对照，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然偏低，且支出多为子女上学和购买家用电器，

文化娱乐、保健、旅游等方面的消费比例仍然很低。四是消费市场亮点增多，但产业延伸开发不够。

湖南在文化娱乐、旅游业、餐饮、电信、会展等消费市场上亮点较多：“电视湘军”、“出版湘军”享誉

全国，旅游市场持续火爆，2006 年湖南民航到港旅客数已跃居中部六省之首。但部分特色行业的消费

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乘数效应较弱。如旅游景点主要依靠门票收入，景点资源整合不够；文化娱

乐、广播电视业虽然红火，但对相关行业、相关产品的开发不足，带动作用有限。五是湘籍消费品牌

较多，但主要行业欠缺优势。在全省 26 件国家“驰名商标”中，湖南的食品、药品等消费品牌占有一

定市场份额，以芙蓉王、白沙为代表的香烟品牌还在全国市场中占有较大份额，但与此相对照的是，

湖南省在房地产、家电、汽车等主要消费领域欠缺优势。居民所消费的电视机、空调、手机、电脑等

都是省外产品。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收入水平总体偏低、部分消费领域链条较短、市场体系建设滞后、农村消费

发展缓慢、消费金融不够发达以及消费配套环境欠佳等。因此，省政府正在加紧制定消费战略规划，

准备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培育湖南消费品牌、创造消费条件、扩大重点领域消费、健全消费保障体

系、营造诚信消费环境和改善消费金融服务等几个方面加以改进，以求扩大消费助推全省经济快速协

调发展。 

3.外贸进出口迈上新台阶，招商引资取得新

成绩。

外贸进出口走出 2005 年低谷，重新回到高速

发展快车道。2006 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 73.5

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总额 51 亿美元，增

长 36%（见图 9）。一般贸易仍居主要地位，私营

企业成为外贸增长新生力量。 

 

 

 

 

图 9  湖南省年度进出口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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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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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取得较好成绩。实际利用外资 26
亿美元（见图 10）。全年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784 个，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500 万美元以上

项目 141 个。世界 500 强已有 40 家在湘投资设立

企业。 

图 10 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增长率 

-10

0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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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200
-150
-100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外商直接投资额（左坐标） 增长率(右坐标)

亿元 %

 
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年鉴》 

 

4.财政收支增长较快，支出大于收入。 

2006 年，全省财政总收入 891.1 亿元，增长

19.3%，增幅与去年持平。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

入 475.3 亿元，增长 20.3%。全省财政总支出 1050

亿元，比上年增加 176 亿元，增长 20.2%（见图

11）。 

图 11 湖南省年度财政收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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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财政年鉴》 

 

（二）社会总供给较快发展，产业结

构继续改善 

三次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一、二、三产

业增加值和增长率分别为 1331、3123、3038 亿元

和 4.8%、15.5%、12.4%。三次产业结构比由上年

的 19.6：39.9:40.5 调整为 17.8:41.7:40.5。 

1.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结构出现新变化。 

2006 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

入，全省农业生产形势进一步好转，农民种粮积

极性继续提高，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粮食总产量

稳步增长。从结构来看，种植业中，粮食、棉花

产值比重略有下降，油料、蔬菜所占比重小幅上

升；畜牧业中，牲猪产值所占比重下降，家禽所

占比重上升。 

2.工业增加值增长较快，经济效益提升。 

2006 年，全省实现工业增加值 2668 亿元，

增长 16.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003 亿元，增

长 20%（见图 12）。工业增加值占全省 GDP 比重较

上年提高 2 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提高 0.7 个百分点。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

销售率 99.7%，收入、利润均保持较快增长。 

图 12 湖南省年度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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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年鉴》 

 

3.服务业继续健康发展。 

全年第三产业增加值 3038 亿元，同比增长

12.4%，增速提高 0.6 个百分点。邮电交通、银行、

证券、保险、文化教育、旅游服务等各行业均保

持健康快速发展。 

（三）资源保护较好，生态环境进一

步改善 

一是建设占用耕地连续七年实现占补平衡。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生态退耕等各方面

形势良好，基本农田面积较为稳定。二是大型水

库蓄水总量 115 亿立方米，水资源供应基本稳定。

三是环洞庭湖专项治理取得成效，环保力度不断

加大，烟尘、噪声、水污染等各项控制指标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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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转。四是自然环境保护区增加、森林覆盖率提

高，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四）市场供求平衡，物价基本稳定 

因市场供求平衡，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商品零售价格、农产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工

业品出厂价格增幅平缓。CPI 上涨 1.4%，比全国

低 0.1 个百分点，其中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

价格、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幅度稍大（见图

13）。 

图 13 湖南省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 

价格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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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民消费价格小幅爬升。主要是农产品价

格、消费品供求关系、人民币币值等多种因素变

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2．生产类价格指数偏高，但涨幅逐步回落。

受国际能源市场变化影响，国家相应调整了资源

品价格，因此，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在

上半年强势上涨之后，下半年开始回调。 

3.职工工资持续增长。2006 年全省城镇职工

工资总额增长 14.6%，人均工资增长 17%。 

（五）房地产调控政策得到较好落实，

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2006 年，湖南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房地产调

控政策，房屋整体价位较低，市场发展健康有序。 

1.房地产开发投资平稳增长，开发资金来源

发生变化。2006 年，湖南省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556 亿元，同比增长 21.7%，增幅回落 12 个百分

点。2004 年以来湖南省高速增长的房地产开发投

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开发资金来源结构

改变。具体表现为国内贷款、利用外资、定金及

预付款同比迅速增加，自筹资金尤其是单位自有

资金增长缓慢。 

2.商品房供求两旺，空置面积小幅上升。2005

年初至 2006 年末，全省可供销售的商品房面积

3439.3 万平方米，同期商品房销售面积 3386.3 万

平方米,供求比例为 1.01:1，商品房空置面积

218.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4.1%（见图 14）。 

图 14 湖南省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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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品房价格在低价位加速上涨。2006 年全

省商品房销售均价 1928 元/平方米，同比上涨

18.7%，其中商品住宅销售均价 1655 元/平方米，

同比上涨 17.8%。省会长沙市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

2991 元/平方米，同比下跌 1.3%，其中商品住宅

平均售价 2691 元/平方米，同比上涨 6%（见图 15）。 

图 15 长沙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2
0
2
4
6
8

10

2
0
0
3
.
q
1

2
0
0
3
.
q
2

2
0
0
3
.
q
3

2
0
0
3
.
q
4

2
0
0
4
.
q
1

2
0
0
4
.
q
2

2
0
0
4
.
q
3

2
0
0
4
.
q
4

2
0
0
5
.
q
1

2
0
0
5
.
q
2

2
0
0
5
.
q
3

2
0
0
5
.
q
4

2
0
0
6
.
q
1

2
0
0
6
.
q
2

2
0
0
6
.
q
3

2
0
0
6
.
q
4

长沙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涨幅

长沙市房屋租赁价格同比涨幅

长沙市土地交易价格同比涨幅

数据来源：长沙市城调队 

                                                        
② 2006 年 2 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增长率增速

过快异动系由于年初调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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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房地产贷款增速缓慢回落。全年房地产贷

款投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1-7 月为快速增长阶

段，7 月末全省房地产贷款增速同比提高 13 个百

分点；8-12 月为高位缓慢回落阶段，12 月末全省

房地产贷款增速比 7 月末回落 2.5 个百分点。贷

款投向的特点，一是政策性住房贷款保持快速增

长。二是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长过快的势头开始放

缓。三是个人购房贷款稳步增加。 

三、预测与展望 

2006 年，在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和金融系

统的共同努力下，湖南省经济、金融运行健康良

好，经济发展快速稳定，市场供求平衡，结构不

断优化；金融业改革向纵深发展，经营管理水平

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实现突破，对经济支持力度

不断加大。但另一方面，投资高位增长、经济结

构优化步伐偏慢、金融产品创新力度不大、中小

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不强等问题仍然需要改进。 

 

 

 

 

 

 

 

 

 

 

 

 

2007 年是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的第一年，湖

南的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崭新时期。经济金融发

展面临诸多有利条件：一是全球经济将继续较快

增长，国际资本将继续向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转移。

二是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方向明朗，宏观经济金融

政策趋于稳定。三是省内近几年发展基础较好，

步伐稳健。中部崛起战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泛珠三角”经济合作的政策优惠和区位优势进

一步强化，金融外部环境好转，金融机构发展步

入坦途，质量效益迈上台阶。上述种种，可望继

续推动全省经济进入健康协调发展的快车道。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

一是全球资源供应趋紧，原油价格动荡不稳，贸

易保护加剧。二是省内项目储备不足，投资增长

后劲乏力，农民增收压力仍然较大。三是环保问

题突出，节能降耗任务艰巨。同时，湖南省金融

总量偏小，资产结构有待进一步改善，中小金融

机构实力有待进一步增强。 

综合各方面因素，预计 2007 年全省经济金融

将继续健康较快发展。经济增长 10%以上，可望

达到 12%，财政收入增长 12%以上，有望突破 1000

亿元，消费价格将控制在 3%以内。金融机构新增

存款可望达到 1200 亿元，规模超过 9000 亿元，

贷款新增 680-700 亿元，规模接近 6000 亿元。 

 

 

 
总  纂：缪曼聪  张瑞怀 
统  稿：李志军  夏赛群  霍  楠 
执  笔：陆照松  曾宪冬  徐爱华  郭  卉  姜  超 
提供材料的还有：彭育贤 李继军 唐振文 焦湘华 刘彬 唐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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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湖南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1.3月，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制定了《湖南省金融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意见》并印发

全省执行。 

2.5月，省委、省政府召开抓住中部崛起机遇加速推进湖南新型工业化座谈会，研究部署加速推进

新型工业化，以工业的发展带动全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3.6月～7月，国库信息处理系统在全省14个市(州)推广上线工作顺利完成。 

4.湖南着力打造中部崛起城市群，“3＋5”城市群建设战略初步形成。全省核心城市群建设由原来

的长沙、株洲、湘潭扩大到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娄底、衡阳八市。 

5.9月19日，湖南金融服务创新综合试点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人民银行总行和省政府共同下发了

《关于在湖南省开展金融服务创新综合试点的决定》，制定了“打造两个平台，完善七个体系，办好十

件实事”为主要内容的试点方案。 

6. 9月25日～28日，首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在长沙举行，全省共签订合同和协议外资项目299

个，引进外资102.3亿美元；签订内资项目472个，引进省外内资952亿元人民币。 

7. 9月28日，湖南省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截止10月末，全省14个市（州）

全部开通了该项业务。 

8.12月18日，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正式开张营业。 

9.12月20～21日,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主要传达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

落实省第九次党代会关于加快富民强省战略，部署2007年经济工作。 

10.12月26日，长沙市商业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私募发行5亿元次级债

券，资本充足率达到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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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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7.3 6954.2 7068.8 7106.0 7169.6 7352.3 7367.7 7422.8 7522.9 7593.1 7670.5 7799.5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4396.1 4556.1 4604.5 4603.1 4603.0 4650.9 4663.8 4690.0 4712.9 4720.3 4767.5 4817.2

                    企业存款 1482.2 1539.7 1597.3 1606.1 1653.6 1760.9 1755.8 1770.3 1802.7 1835.6 1827.1 1932.3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27.6 236.9 114.6 37.2 63.6 182.7 15.5 55.0 100.1 70.2 77.4 129.0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7.8 17.8 16.5 17.1 17.4 17.7 18.4 17.3 16.3 17.4 18.3 18.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4779.2 4788.5 4851.1 4894.9 4956.4 5021.7 5054.2 5114.5 5151.9 5183.2 5203.7 5233.6

        其中：短期 2330.6 2349.1 2392.2 2398.7 2430.7 2450.1 2469.5 2499.4 2475.1 2494.9 2510.2 2465.9

                    中长期 2197.6 2208.2 2237.1 2258.8 2285.1 2354.7 2379.6 2401.3 2462.1 2475.6 2485.1 2563.3

                    票据融资 204.6 186.0 179.0 193.7 194.8 172.5 159.8 170.1 173.1 172.3 167.2 163.2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97.4 9.3 62.5 43.9 61.5 65.2 32.4 60.2 37.2 31.3 20.3 29.8

        其中：短期 64.1 18.5 43.1 6.5 31.9 19.4 19.4 29.9 -24.4 19.7 15.3 -44.4

                    中长期 76.0 10.6 29.0 21.7 26.3 69.6 24.9 21.7 60.8 13.5 9.5 78.2

                    票据融资 58.2 -18.6 -7.0 14.7 1.1 -22.3 -12.6 10.3 3.0 -0.8 -5.1 -4.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3.9 12.6 12.8 12.9 13.7 13.8 14.0 13.4 11.8 12.8 12.8 14.2

        其中：短期 -0.5 -1.8 -0.5 -0.3 3.1 8.5 9.0 8.6 6.1 7.8 8.7 8.8

                    中长期 12.8 12.6 13.0 12.4 14.4 18.0 18.7 17.8 18.8 19.0 18.4 20.5

                    票据融资 61.6 45.6 46.3 56.0 43.3 34.6 23.3 24.1 9.0 6.3 3.0 11.5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148.1 140.1 145.9 152.3 165.9 164.2 154.2 163.4 165.9 176.8 193.1 187.4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271.1 277.3 283.1 289.3 304.2 319.9 319.4 320.0 314.2 321.0 321.0 324.1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18.3 11.9 16.5 21.6 32.5 31.2 23.2 30.5 32.5 41.2 54.2 49.7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5.3 7.7 9.9 12.4 18.1 24.2 24.1 24.3 22.0 24.7 24.7 25.9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6626.7 6864.6 6979.2 7017.2 7079.6 7265.7 7280.7 7336.4 7437.8 7511.3 7587.9 7719.4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4334.9 4494.5 4543.9 4543.2 4543.8 4592.0 4604.7 4631.2 4655.3 4663.1 4711.2 4762.3

                    企业存款 1461.6 1519.0 1576.0 1588.0 1632.4 1740.4 1736.1 1749.8 1783.8 1817.5 1807.7 1914.5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28.6 237.9 114.6 38.0 62.4 186.1 15.0 55.7 101.5 73.5 76.6 131.5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43.2 159.6 4543.9 -0.7 0.6 48.2 12.7 26.4 24.1 7.9 48.1 51.1

                    企业存款 -86.7 57.4 1576.0 12.0 44.3 108.1 15.0 13.7 34.0 33.8 -9.8 106.7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8.2 18.2 17.0 17.5 17.7 18.0 18.6 17.6 16.5 17.7 18.6 18.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1.1 17.9 17.2 17.3 16.9 16.6 16.2 16.3 15.9 15.8 16.2 16.4

                    企业存款 8.6 15.7 13.6 13.4 15.4 21.3 23.6 19.6 16.8 20.9 20.9 23.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4700.9 4711.9 4778.7 4823.2 4886.5 4953.4 4987.2 5049.8 5090.2 5124.6 5146.0 5173.9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327.6 323.8 328.2 331.3 276.1 281.5 284.4 285.6 293.1 294.2 300.5 310.6

                    票据融资 204.6 186.0 179.0 193.7 194.8 -22.3 159.8 170.1 173.0 172.3 167.2 163.2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00.0 11.0 66.8 44.5 63.3 4953.4 33.8 62.6 40.4 34.4 21.4 27.9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7.8 -3.8 4.4 3.1 -55.2 5.4 2.9 1.2 7.4 1.1 6.3 -9.2

                    票据融资 58.2 -18.6 -7.0 14.7 1.1 -22.3 -12.6 10.2 3.0 -0.8 -5.0 -4.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7.5 6.2 7.1 7.2 9.8 14.0 14.3 13.7 12.4 13.3 13.4 14.7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3.3 11.0 11.8 12.0 -6.9 -7.0 -6.2 -6.5 -5.2 -5.2 -4.0 -2.0

                    票据融资 61.6 45.5 46.3 56.0 43.3 -117.4 23.3 24.1 9.0 6.3 3.1 11.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11.2 11.1 11.2 11.1 11.2 10.8 10.9 10.9 10.8 10.4 10.5 10.3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5.3 -4.8 -8.6 -6.3 -2.7 -3.9 0.2 0.8 4.6 1.2 -0.7 -9.5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9.7 9.5 9.0 9.0 8.7 8.5 8.4 8.1 7.8 7.4 7.4 7.7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16.4 -15.4 -19.0 -18.7 -20.9 -21.7 -23.6 -27.0 -28.9 -27.1 -26.5 -23.7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

人

民

币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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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外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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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湖南省各类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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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 1.4 - -0.7 - 6.7 - 2.9 -0.4 -0.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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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1 3.6 3.6 14.5 14.5 12.4 12.4 7.4 7.4

2 5.4 4.5 13.0 13.7 10.7 11.6 6.3 6.8

3 4.3 4.4 16.6 14.7 10.5 11.2 6.1 6.6 1.0 2.0 0.9

4 2.5 4.0 14.7 14.7 12.1 11.4 5.9 6.4

5 2.4 3.7 14.9 14.7 11.6 11.5 6.5 6.4

6 2.8 3.5 14.6 14.7 9.5 11.1 6.5 6.4 1.7 1.9 3.0

7 2.3 3.3 14.5 14.7 9.7 10.9 6.6 6.5

8 1 3.1 10.1 14.1 8.9 10.7 6.1 6.4

9 0.2 2.8 8.3 13.4 8 10.4 6 6.4 4.2 2.2 7.4

10 0.5 2.6 5.5 12.5 7.4 10.1 5.5 6.3

11 0.8 2.4 4.6 11.8 6.7 9.8 4.5 6.1

12 1.4 2.3 3.1 11.2 4.8 9.4 4.3 6 4.2 0.5 10.2

2006 1 1.1 1.1 1.3 1.3 5.9 5.9 4.3 4.3

2 -0.5 0.3 1.0 1.2 6.3 6.1 3.0 3.6

3 -0.4 0.1 -2.1 0.0 6.2 6.1 3.2 3.5 4.6 1.4 6.8

4 0.5 0.2 -1.9 -0.5 4.9 5.8 2.6 3.3

5 0.8 0.3 -1.7 -0.7 5.7 5.8 4.2 3.5

6 0.8 0.4 -1.1 -0.8 7.5 6.1 5.3 3.8 5.7 2.3 3.0

7 0.9 0.5 -0.4 -0.7 7.9 6.3 4.4 3.9

8 1.4 0.6 0.4 -0.6 7.7 6.5 4.3 3.9

9 2.1 0.8 1.2 -0.4 8.0 6.7 4.9 4.0 5.1 3.3 0.1

10 2.6 0.9 3.3 0.0 6.3 6.6 4.8 4.1

11 3.4 1.2 4.1 0.4 5.0 6.5 4.8 4.2

12 4.6 1.4 4.5 0.7 6.4 6.5 5.8 4.3 5.8 6.1 4.4

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局、长沙市城调队、《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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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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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526.93 - - 3206.2 - - 5150.34 - - 7493.17

    第一产业 - - 167.46 - - 380 - - 849.51 - - 1331.31

    第二产业 - - 643.5 - - 1470.36 - - 2269.84 - - 3123.46

    第三产业 - - 715.97 - - 1355.84 - - 2030.99 - - 3038.4

工业增加值（亿元） 127.22 245.71 403.07 565.22 731.88 925.39 1092.96 1269.41 1449.12 1624.9 1812.22 2003.2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166.35 361.83 543.3 761.71 1082.76 1311.85 1540.26 1824.35 2081.56 2357.87 2785.31

    房地产开发投资 - 39.95 86.53 125.69 169.89 229.02 273.29 315.92 373.41 422.82 474.5 556.0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253.44 480 687.9 889.6 1117.83 1348.21 1573.25 1795.25 2036.26 2300.75 2552.94 2834.22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44629 87208 135773 196557 250350 314972 374602 444255 510802 571668 640199 735259

    进口 16107 30869 44345 66823 82027 101832 118428 139314 160757 176122 196297 225858

    出口 28522 56339 91430 129734 168323 213140 256175 304941 350045 395546 443903 509401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12415 25470 47085 62911 86296 111308 137747 165627 189288 219424 247606 283543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4935.40 6766.04 12047.2215708.7 20719.2226121.6631495.4638872.7044083.5447904.47 53710.8666745.88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28.45 -33.56 -52.13 -89.97 -105.26 -125.54 -153.77 -198.67 -233.13 -252.01 -327.88 -

    地方财政收入 36.79 64 108.42 154.62 191.5 246.03 280.39 310.39 350.15 384.47 417.02 475.3

    地方财政支出 65.24 97.56 160.55 244.59 296.76 371.57 434.16 509.06 583.28 636.48 744.9 -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4.3 - - 4.35 - - 4.3 - - 4.3

地区生产总值 - - 12 - - 12.2 - - 12 - - 12.1

    第一产业 - - 4.4 - - 4.3 - - 4.2 - - 4.8

    第二产业 - - 17.4 - - 16.1 - - 15.9 - - 15.5

    第三产业 - - 9.7 - - 10.7 - - 11.7 - - 12.4

工业增加值 20.95 19.5 19.99 19.92 20.23 20.5 20.3 20.92 20.47 20.25 20.16 20.1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34.4 31.6 31.8 32.7 31.8 31 28.7 27.1 25.9 25.4 26.4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9.5 16.5 17.7 20.9 24 25.4 22.8 24.3 23.2 22.1 21.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8 14.4 14.5 14.6 14.8 14.9 14.9 14.9 14.9 15 15.1 15.3

外贸进出口总额 0.2 9.4 2.7 5.4 7.3 7.5 8.7 11.5 13.7 16 18.2 22.4

    进口 -12.2 -2.6 -17.1 -9.78 -7.9 -9.1 -11.4 -10.8 -7.9 -6.3 -3.3 0.02

    出口 9 17.4 16 15.39 16.7 17.8 21.3 25.9 27.5 29.7 31 36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1.27 1.27 0.51 0.28 0.35 0.42 0.41 0.55 0.05 0.06 0.04 0.12

地方财政收入 19.8 27.5 24.6 32.2 30.2 26.6 27.2 26.5 22.8 22.8 22.7 20.3

地方财政支出 13.3 11.8 18.8 29.4 23.7 18.7 17.7 17.1 15.6 14.4 20.2 -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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