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年海南省金融运行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内容摘要] 

2008 年，海南省积极践行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海南重要讲话精神，把关注民生、

维护生态、完善服务与改革开放、发展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投资、消费高速增长，三次产业协调发展，

经济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效益优化、民生改善态势。金融业改革继续深化，支付网络和信用信

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产品和服务创新深入推进，信贷增速创下 8年来新高，资本市场融资

方式增多，保险产品覆盖范围扩大，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明显，金融业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

增强。2009 年，海南省将继续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落实积极的财

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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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8 年，在宏观调控出现方向性调整的背景

下，海南省金融业运行稳中求进，主要指标创历

史新高，金融改革稳步推进，金融市场稳健有序，

金融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一）银行业稳健发展，货币信贷快

速增长 

2008 年，海南省银行业存贷款增速加快，信

贷结构优化，利率水平总体走低，质量效益明显

提高，金融组织体系继续完善。 

1.资产规模、经营效益显著提高，金融机构

体系进一步健全。2008年，海南省银行业经营管

理进一步改善，总资产和实际利润明显增长，增

幅分别为25%和53%，不良贷款率比年初下降10个

百分点（见表1）。银行业经营质量和效益创下十

年来 好水平。海马财务有限公司的成立，南商

（中国）海口分行获批经营人民币业务，农村信

用社改革快速推进，金融体系日趋完善，增强了

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表 1  2008 年海南省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国有商业银行 453 10883 1759 0

二、政策性银行 18 446 578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30 470 179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0 0 0 0

五、城市信用社 0 0 0 0

六、农村合作机构 385 3110 140 232

七、财务公司 1 17 6.25 1

八、邮政储蓄 337 2569 164 0

九、外资银行 1 31 6 0

合             计 1225 17526 2832 233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
法人机构
（个）

 

注：营业网点不包括总部。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2.存款快速增长，定期化趋势明显。2008 年

末，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2350.9 亿元，同比

增长 25.5%，增幅为 8 年来历史 高(见图 1)。从

内部结构看，储蓄存款回流明显，企业存款增速

放缓。受资本市场整体不景气的影响，居民投资

证券意愿逐季下降，储蓄存款回流明显，其中四

季度受刺激经济方案出台、四次下调存款基准利

率的影响，回流速度减缓。受经济增长放缓的影

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库存销售比增大，资金

周转速度降低，企业存款增速放缓，增幅同比回

落较多。从期限结构看，定期存款增长较多，存

款稳定性增强。原因是资本市场低迷后，居民和

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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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图 1  2008 年海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 

增长变化 

3.贷款同比大幅多增，期限结构显著改善。

2008 年末，全省各项本外币贷款余额为 1383.4

亿元，同比增长 22.7%，增幅创 8 年来历史新高，

新增贷款占全国的份额比上年提高一倍（见图

2）。全年投放呈前低后高的态势，其中四季度新

增贷款量占比为 36.8%，反映出信贷规模的取消、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刺激方出台落

实的效应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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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图 2  2008 年海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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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期限结构显著改善，短期贷款加速增长。

2008年末短期贷款增速同比加快41.3个百分点，

原因主要是海南省的重大建设项目前期对短期贷

款需求较大。全年短期贷款新增额占各项贷款的

比重为 45.3 %，同比提高 32 个百分点，贷款短

期化趋势明显，中长期化同步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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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图 3  2007～2008 年海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

贷款增速变化 

贷款投向集中于三类贷款，房地产业贷款同

比多减。2008 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主要投向基础

设施、制造业、个人客户，三项共新增 214.2 亿

元，占新增人民币贷款的 83.2%。受经济景气下

行，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的影响，房地产业贷款

同比多减 23.6 亿元。 

4.现金收支增速放缓，现金回笼量小幅下降。

2008 年，全省金融机构现金收支增幅较上年下降

8.1 个百分点，现金净回笼量同比减少 1 亿元（见

表 2）。主要原因是商品销售现金收入大幅减少，

同比下降 28%，较上年多降 32 个百分点；储蓄现

金净回笼同比少增 51.6 亿元。 

 

表 2  2008 年海南省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年累计额（亿元）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3373.3 4.4

现金支出 3359.9 4.4

现金净支出 -13.5 -7.0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专栏 1  差异与创新：小额信贷“琼中模式”与“格莱珉模式” 

小额信贷在扶贫效果和可持续性方面取得的成功，为金融支持低收入群体摆脱贫困恶性循环拓展了

思路。琼中县作为海南省小额信贷实践的先行地区，2008 年创新发展出两种小额信贷模式——“琼中模

式”和“格莱珉（GB）模式”，初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总结和优化。 

“琼中模式”--“琼中模式”是由琼中县政府和琼中农村信用联社合作探索出的“特色经济+小额

信贷+政府引导”三位一体的小额信贷创新模式。其制度创新点主要体现为：机构创新，由政府主导构

建县、乡、村三级小额信贷服务网络；操作方式创新，由政府专项基金担保为增信手段，通过农民专业

协会利用本地资源优势，指导农民发展养蜂、养蚕、养山鸡、种植橡胶等特色产业，扩大小额信贷的需

求。贴息方式创新，在直接贴息到户的基础上，设立按还款情况决定贴息比例的动态、正向激励贴息机

制，增强对农户还贷的差别激励；征信机制创新，定期开展“信用村”、“信用户”评定，并根据信用评

定情况实施激励性措施。 

“格莱珉（GB）模式”--海南省 GB 模式试点 2008 年 4 月在琼中县农信社正式启动，由孟加拉格莱

珉银行对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琼中试点项目基本遵照了经典的 GB 模式，以贫困农户中的妇女为

主要承贷对象，发挥借款小组的组织优势，通过小组推荐监督，中心会议制度进行贷款经营管理，小额

短贷、整贷零还，连续贷款等。并根据国内特点，试点项目将 GB 模式的强制储蓄措施改为自愿储蓄方

式。目前，项目组已经在屯昌县扩大推广，并取得成效。 

两种模式的差异与创新比较分析--“琼中模式”与“GB 模式”存在一些共同的经验：贴近农户，加

强激励，注重发挥贫困群体的内部监督约束功能。差异之处在于：“琼中模式”政府在制度设计、培训

引导、贷款审批、贴息支持等方面均发挥着主导作用；而“GB 模式”主要发挥了贷款人低成本、高效率

技术和借款人私人信息优势和内部监督作用，有较强的商业独立性和持续性。综合两种模式的优点，合

理发挥政府影响和市场力量，成为因地制宜完善小额信贷模式的关键点。下一步的试点和推广需要关注

以下几点：一是借鉴 GB 模式小额信贷技术，保持小额信贷业务操作的相对独立性。政府外力过多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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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业务操作，易造成金融机构的依赖性，其制度设计难以转化为市场内生性动力。而且，政策的转变

和领导人的变更可能对业务发展带来不确定性，甚至风险。二是发挥信贷服务网络的信息优势。就琼中

GB 试点情况来看，高信息成本可能成为项目盈利的制约因素，应充分利用“琼中模式”政府建立的小额

贷款服务网络，协助贷户的信息初步采集及信息服务工作。三是借鉴“琼中模式”经验，政府积极引导、

支持农村专业协会的建立和运作，发挥农户、行业性自治组织的生产、技术优势，在生产项目技能培训、

市场信息引导方面需给予农户更多的专业支持，通过农户生产技术、经营效益的提升，降低小额信贷的

风险。 

 

5.人民币贷款利率水平前高后低，降息效应

明显。2008 年前三季度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

水平稳中小幅上升，四季度受五次下调贷款基准

利率的影响，各期限贷款实际利率快速下降，降

息效应明显。为应对同业竞争，金融机构普遍采

取了减少上浮利率的方法，2008 年执行上浮利率

的贷款比重比上年大幅减少 19.3 个百分点（见表

3）。贷款利率水平下行、上浮利率贷款占比下降

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 

表 3  2008 年海南省各利率浮动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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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 58.6 69.2 37.6 - 16.1

1.0 28.0 27.3 34.4 - 22.7

小计 13.4 3.5 28.0 - 61.2

(1.0-1.1] 6.1 1.8 20.8 - 12.9

(1.1-1.3] 4.7 1.7 7.0 - 23.2

(1.3-1.5] 1.0 0.1 0.1 - 9.7

(1.5-2.0] 0.6 0.0 0.0 - 5.8

2.0以上 1.0 0.0 0.0 - 9.5

上
浮

水

平

 
注：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为[0.9，2.3]。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6.银行改革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进度

加快。2008 年，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高标准、高

质量完成审计评估等多项改革基础性工作，顺利

实现不良资产剥离，年末不良贷款率降至 4.2%，

财务状况显著改善。辖内其他已改制国有商业银

行省分行进一步深化改革，管理水平、盈利能力

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升。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

分行继续加强内部管理，提升资产质量，为商业

化改革做好全面准备。农村信用社改革进度加快，

2008 年末专项票据已经发行完毕，各县（市）农

村信用社全面启动统一法人改革。同时，农村信

用社抓清收、夯基础、筑平台、强管理，资产质

量、经济效益有所好转，支农力度不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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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图 4  2007～2008 年海南省金融机构外币存款

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二）证券市场整体低迷，融资渠道

有新突破 

2008 年，受资本市场深度下探的影响，海南

省证券市场整体低迷，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大幅

下降。全省 2家法人证券公司和 22 家证券营业部

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 78.3%和 58.9%。4 家期货公

司资产规模小，盈利模式单一，仅有一家盈利。 

表 4  2008 年海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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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20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2.4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3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39.2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31

量

 

数据来源：海南证监局。 

 

2008 年，全省国内股票市场融资功能弱化，

筹资总额为 2.4 亿元，同比减少 11.6 亿元，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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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行新股。可转换债券和境外融资实现突破，

迈出了拓展融资渠道的可喜一步，其中可转换债

券发行 8.2 个亿元，境外融资实现 0.3 亿元（见

表 4）。 

（三）保险业稳健发展，农业险种保

障功能增强 

2008 年，海南省保险业资产规模继续扩大，

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保险业总资产同比增长

2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3.8%，新设分支机构

数目、保险业从业人员稳步增长。保险业在业务

规模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业务覆盖面进一步扩

大，服务保障功能进一步增强。2008 年，保险业

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36.6%，累计赔付支出同比增

长 29.7%（见表 5）。农业保险保障功能进一步增

强，力度进一步加大，橡胶树风灾保险、香蕉风

灾保险和渔船保险等 10 个险种有力地支持了海

南农业发展，截止 2008 年末，农业保险试点范围

覆盖全省 18 个市县（区），试点保费收入 4403.9

万元，累计赔付 1992.2 万元。 

表 5  2008 年海南省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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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8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7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30.1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0.9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9.2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8.7

保险密度（元/人） 351.9

保险深度（%） 2.1

数量

 
数据来源：海南保监局。 

（四）金融市场稳中发展，间接融资

主导地位增强 

2008 年，海南省金融市场稳健发展，金融机

构和企业市场参与意识增强，黄金市场交易活跃，

民间借贷规模大幅萎缩。 

1.间接融资主导地位增强，融资结构有待优

化。2008 年，在贷款快速增长、资本市场融资能

力弱化的共同作用下，间接融资进一步强化，其

中贷款融资占比较上年提高 23.4 个百分点，债券

和股票融资的占比较上年分别下降15.5个和7.9

个百分点（见表 6）。海南省应积极创造条件，拓

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培育合格的企业上市融资，

发行企业债券、中期票据和公司债，优化融资结

构。 

2.货币市场平稳运行，交易品种单一。2008

年，全省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保持稳步增长，交

易品种主要集中在质押式回购及现券交易两类较

为传统的稳健型业务上。其中，质押式回购累计

完成交易 0.4 亿元，增长 55.1%；现券交易累计

完成 0.6 亿元，增长 45.3%。 

表 6  2001～2008 年海南省非金融机构 

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1 14.2 100 0 0

2002 75.3 90.3 0 9.7

2003 125.6 90.8 0 9.2

2004 124.5 100 0 0

2005 98.0 100 0 0

2006 210.8 60.3 6.2 33.5

2007 158.0 63.6 27.7 8.7

2008 320.9 87.0 12.2 0.8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海南证监局。 

3.票据业务快速发展，利率显著下降。2008

年，全省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 18.3 亿元，同比增

长 34.6%，银行承兑汇票的累计发生额和累计贴

现额同比大幅上升，分别是 2007 年的 2.4 倍和

1.5 倍（见表 7）。票据贴现业务具有不受地域限

制的优势，逐步成为金融机构优化信贷资产结构

的有效工具。在市场流动性充裕的影响下，金融

机构票据贴现利率逐步回调，其中四季度下降明

显（见表 8）。 

表 7  2008 年海南省金融机构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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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10.3 35.7 46.7 0 0

2 13.9 12.0 45.2 89.4 0 0

3 16.1 12.0 33.8 53.7 0 0

4 18.4 15.4 61.6 65.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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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4.外汇市场需求下降，黄金市场交易活跃。

2008 年，全省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继续维持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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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受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主要影响，全年交易

量同比下降 25.4%。黄金市场方面，在国际金价

高企的影响下，全省黄金市场呈现出良好发展势

头，金融机构开展了多种黄金投资产品业务，其

中纪念性金条业务发展迅速。 

表 8  2008 年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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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50 - 5.0930 -

2 6.2160 - 5.7360 -

3 5.9995 - 5.3510 4.2590

4 3.8300 - 3.1290 -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5.民间借贷规模大幅萎缩，利率水平显著下

降。2008 年，海南省 197 个样本监测点全年累计

借入资金同比减少6290万元，其中企业减少5644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部分资质好的企业通过信

贷途径或自身积累替代了民间借贷，二是由于经

济运行中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仍然很多，居民和

企业对未来收入预期不乐观，大幅减少了借贷需

求。受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降和民间资金需求减

少的双重影响，各种期限品种的民间借贷利率显

著下降。

6.涉农信贷产品与服务创新活跃。2008 年，

全省金融机构积极创新信贷模式、信贷产品和服

务。农村信用社逐步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一

抵通”贷款业务、林权证抵押贷款、农户专业合

作社贷款等新产品。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积极探

索服务“三农”信贷模式，尝试以“公司+农户”

形式为“胶农”和“蔗农”发行“金穗惠农卡”

10 万张，提供资金交易便利，同时政府部门也可

利用该卡直接发放各类农业补贴，为加强财政与

金融的配合提供了基础平台。 

（五）金融生态建设取得成效，社会

信用环境明显改善 

2008 年，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建立金融稳

定协调机制，首次召开全省金融风险监测与评估

工作会议；创建了金融突发性事件跨部门应急联

动机制，开展《海南省处置金融突发公共事件应

急预案》演练。加强信用环境建设步伐，推动农

村信用工程建设。深入开展“珍惜信用记录，共

创信用海南”等多项主题活动；加大公职人员拖

欠贷款清收力度，取得了收回总计 5 亿元不良贷

款的优异成绩。部署农村金融机构统一开展农村

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共建立农户信用档案 6884

户，探索建立农户信用评价体系。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8 年，海南省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

急剧变化，切实贯彻中央宏观调控以及胡锦涛总

书记视察海南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有效推进“大

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高科技支撑”的发展战

略，经济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物价回稳、

民生改善态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1459.2 亿

元，增长 9.8%（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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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局。 

图 5  1979～2008 年海南省地区生产总值 

及其增长率 

（一）投资、消费高速增长，助推经

济较快发展 

2008 年，海南省投资、消费两大需求增长加

快，二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共同推动经济

较快增长。 

1.投资增长加快，投向重点突出。2008 年，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增长，总投资额超过 700

亿元，投资同比增长 40.5%，同比加快 22.6 个百

分点（见图 6）。其中，工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

房地产业开发投资在以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重

要载体的思路推进下加速增长，三项共占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超过七成。从投资主体看，国

有投资增长速度显著加快，领先于非国有投资增

长。投资资金快速增长，其中国有预算和国内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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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占比明显提高，反映出宏观调控调整对投资资

金来源产生了重要影响。 

2.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城乡消费需求加速上

升。2008 年全省居民人均收入保持稳步增长态

势，其中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4.6%，

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 15.8%。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稳步提高，增强了居民的购买力，扣除物价上涨

因素，2008 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总额实际增

速创近五年来新高（见图 7）。全省消费品市场呈

现出城乡同步发展的格局，2008 年城、乡消费品

市场零售额增幅分别比上年提高 6.6 个和 5.9 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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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局。 

图 6  1981～2008 年海南省固定资产投资 

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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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局。 

图 7  1980～2008 年海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及其增长率 

 

3.对外贸易规模继续扩大，出口增速明显放

缓。2008 年，在原油、飞机等大宗商品进口增速

快的带动下，全省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百亿美元。

出口增长明显放缓，全年出口增速同比回落 24.9

个百分点（见图 8）。值得关注的是，人民银行海

口中心支行企业承受力调查显示，随着金融危机

的蔓延和扩散，出口订单明显下滑，出口结汇风

险增大，部分中小外贸企业应对危机能力较弱。

利用外资方面，2008 年全省利用外资增速同比回

落 35 个百分点（见图 9）。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

不利影响，全省到位资本金高位下降，外商投资

企业利润汇出多增，少数外商企业撤资、减资或

资金难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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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局。 

图 8  1988～2008 年海南省外贸进出口 

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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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局。 

图 9  1984～2008 年海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服务业贡

献突出 

2008 年，海南省第一产业平稳增长，第二产

业增长放缓，第三产业增长提速，二、三次产业

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继续提高。第三

产业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1.农业经济平稳增长，金融支持农业发展创

新力度加大。2008 年，随着政府各项支农惠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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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强，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更加充分地调动，

全省农村经济克服了年初持续低温自然灾害，呈

现稳步增长态势，全年增加值同比增长 7.7%。农

村经济全面发展。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渔业、畜牧业、瓜菜、水果四大优势行业地位进

一步加强，四部门的增加值占农业增加值的 70%。

区域农业经济亮点纷呈，其中中部市县发展冬季

瓜菜、特色种养业，三亚建立供港澳果蔬基地。

农业产业化、组织化水平明显提高，农产品加工

冷藏业迅速发展，农业专业化合作带动 20 多万农

户增收。2008 年，全省金融机构继续探索和创新

信贷产品和服务工具，加大金融服务“三农”力

度，促进农村经济全面持续发展。其中，商业银

行扩大贷款抵押品范围和增加授信方式，农村信

用社推出了系列涉农小额贷款和社团贷款，国家

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大力推广 “四位一体”信贷

模式。 

2.工业增长放缓，效益下降。2008 年，面对

外部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全省工业产出增长放

缓，增速同比回落较多。以油气化工、汽车、浆

纸为代表的重点行业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

较大、生产成本提高、国内外市场需求下滑以及

政策因素的综合影响，增速同比大幅回落，拉低

工业生产增速（见图 10）。伴随着产出增长放缓，

企业利润下降明显，亏损额和亏损面均比上年扩

大。2008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

指数同比回落 28.5 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尽

管海南省新型工业化进程发展迅速，但在结构上

尤其是制造业内部，技术水平、集约化程度、产

品品牌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提高，需要着力完善

产业结构、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增强核心竞争力，

提高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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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局。 

图 10  1982～2008 年海南省工业增加值 

及其增长率 

3.服务业发展提速，亮点纷呈。2008 年，海

南省以建设“国际旅游岛”为契机，加大资金投

入和资源整合力度，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

服务业，带动房地产业、交通、物流、住宿、餐

饮业等产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创 1994

年以来新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5.2%，成

为支撑整体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服务业亮点纷

呈，后劲增强。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尤其是重点

旅游房地产项目已经成为第三产业加快发展的

大支撑。旅游业克服种种困难，实现平稳较快增

长。大力推进信息产业发展，打造一南一北两大

园业：海南生态软件园和三亚创意产业园，推动

海南现代服务业发展更具特色、更具活力。 

（三）物价水平高位回落，上涨压力

不断降低 

2008 年，海南省价格指数总体呈现前高后低

的走势，物价上涨压力不断降低。 

1.消费价格高位回落。剔除 2 月份春节因素

影响，2008 年消费价格受年初低温自然灾害、上

年翘尾因素等多方面影响，4 月份涨幅为全年

高值。随着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的逐步减弱，

消费价格涨幅逐月走低。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6.9%，涨幅较上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见图 11）。

考虑到海南省具有岛屿经济的特征，价格传导相

对滞后，消费价格指数回落慢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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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局。 

图 11  2003～2008 年海南省居民消费价格 

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2.生产价格快速回落。2008 年，原材料、燃

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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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年上涨势头，在以国际油价为代表的初级产

品价格屡创新高的推动下，9 月份涨幅均达全年

高值，四季度随着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下跌，

二者价格涨幅从高位快速回落，12 月份涨幅跌为

负值。全年两项指数涨幅分别高于上年同期水平

6.6 个和 1.8 个百分点。生产价格指数的快速回

落，有利于消费价格回稳。 

3.劳动力成本平稳上升。伴随着经济较快增

长以及物价总体上涨较多，全省平均劳动报酬平

稳上升，2008 年职工平均工资为 21761 元，同比

增长 12.4%。 

（四）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财政支出

关注民生改善 

2008 年，全省一般预算财政收入在县域经济

增长强劲、服务业对经济贡献显著、居民消费能

力提升、一批大项目竣工投产等有利因素带动下

快速增长，同比增长 33.9%，增幅位居全国第二。

其中，税收收入大幅增长，在一般预算收入中超

过八成。支出方面，2008 年财政支出增速比上年

加快 4.5 个百分点，其中 12 月份增长 79.3%，主

要由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作用所致（见图 12）。

财政支出进一步向农林水事务、医疗卫生、社会

保障、教育、环保等领域倾斜，全年用于改善民

生、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财政支出力度显著增大。 

（五）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节能

减排成效继续显现 

2008 年，海南省围绕建设“生态文明示范省”

的目标，大力推行节能环保，全面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节能减排成效继续显现。全省万元生产总

值（GDP）能耗下降 1%，首次出现化学需氧量、

二氧化硫指标双下降，分别下降 0.2%和 14.8%。

省政府出台《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暂行办法》、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建立了生态效

益补偿和生态保护转移支付制度，从制度层面加

强生态保护、促进节能减排。大力推行节约、环

保、高效的经济发展方式，打造生态循环农业示

范区，建立起一批循环型企业、生态工业园区，

发展生态型工业。推进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发

展核电、风能等清洁能源。金融机构坚持“绿色

信贷”理念，充分发挥金融支持企业发展、引导

资源配置的导向功能，切实提高了金融对节能环

保领域的支持力度。 

-50

-25

0

25

50

75

100

1
9
8
1

1
9
8
3

1
9
8
5

1
9
8
7

1
9
8
9

1
9
9
1

1
9
9
3

1
9
9
5

1
9
9
7

1
9
9
9

2
0
0
1

2
0
0
3

2
0
0
5

2
0
0
7

-250

-200

-150

-100

-50

0

地方本级财政收支差额(右坐标）

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增长率(左坐标）
地方本级财政支出增长率(左坐标）

% 亿元

 
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局。 

图 12  1981～2008 年海南省财政收支状况 

专栏 2  海南省房地产典型调查 

近年来，海南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面向全国的区域开放型房地产市场，具有独特的区

位优势和良好的生态居住环境。2008 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持续深度调整，海南市场由于具有自身的特点

以及存在调整滞后性，市场总体表现平稳。但随着调整效应的累积，市场预期悲观情绪愈来愈浓厚，市

场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海口中心支行 2008 年 10 月份开始对省内典型楼盘进行持续的监测，发现其具

有以下特点：  

性价比相对较高。从整体上看，楼盘的品质与价格基本匹配；楼盘的绿化率高，结构容积率低，配

套设备齐全，居住舒适程度高，外加良好的区域生态环境使得房产物有所值。 

销售总体处于良性状态。主要体现在：岛外客户占比为 94%，一次性付款占比为 85%；90 平方米以

下的小户型占比为 73%。2008 年下半年，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影响，销售量增长有所减缓，但总体上比较

正常，销售价格平稳。 

开发资金的来源差异较大。按开发资金来源占比顺序看，海口地区主要为定金和预付款、国内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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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有资金，占比分别为 52.9%、23.7%、15%；三亚地区主要为定金和预付款、企业自有资金、国内

贷款，占比分别为 36.4%、35.2%和 26.9%；其他县市为企业自有资金和定金及预付款，占比分别为 71.2%

和 28.8%。 

当前，典型楼盘的开发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资产负债率升高，财务风险增大。2008 年末开发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73.8%，同比上升 11.7 个

百分点。销售回笼资金速度减缓，应付账款增加，财务风险增大。 

销售速度减缓，销售收入和净利润下降。随着商品房销售速度的减缓，开发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分别同比下降 10.9%和 64.8%。 

本地居民中低收入者购买能力不足。2008 年，岛内居民购房占比快速下降，除了持币观望因素外，

更为重要的是收入和财富的增长远低于房价的上涨速度，造成岛内居民的购买力不足，  

典型楼盘调查结果基本反映出海南房地产市场现状和未来趋势。目前，海南房地产市场主要面向全

国，属于典型的区域开放型市场，受到岛内和岛外、国家宏观和本地微观、经济和非经济等多重因素影

响。近期海南省房地产市场已出现了一些趋势性变化，只得关注。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尽快建设起房地产

市场信息预警预报系统；充分利用国际旅游岛建设契机，整合资源优势，走内涵式、集约化发展道路；

合理规划，形成多层次房地产供应市场，满足本地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随着全国和海南省促进房

地产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海南省房地产业可能更早企稳回暖，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 

（六）房地产业总体运行平稳，橡胶

业彰显支柱地位 

 1.房地产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局部出现调整

迹象。 

房地产市场呈现区域性调整格局。2008 年，海南

省房地产市场整体趋稳，其中三亚市高端房地产

市场发展势头良好。从市场有效需求主体看，岛

外客户比重扩大，2008 年海口市和三亚市商品住

房岛外销售面积占比分别为 58%和 85%。在全国房

地产市场明显下行的背景下，海南房地产市场基

本平稳运行，但出现调整迹象。自二季度起，以

海口市为代表的区域房地产市场进入“量跌价稳”

淡市调整阶段，逐渐显现出供需双方持续观望僵

持格局（见图 13、图 14）。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高位趋缓，房地产建设市场多项指标增速回落。

值得关注的是，房地产开发商资金状况趋紧，海

口等地房地产销售量持续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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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局。 

图 13  2002～2008 年海南省商品房施工和销售

变动趋势 

房地产价格增速放缓。近 5 年以来，海南省房地

产市场特征和发展节奏明显不同于全国，致使政

策调控效应的发挥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008 年，

海口市和三亚市房屋销售价格逆势上涨，同比增

速连续 5 个月居全国前列，下半年随着调整的累

积影响，增速逐月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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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局。 

图 14  2002～2008 年海口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

变动趋势 

 

房地产开发贷款规模收缩，贷款风险可控。

2008 年，由于市场趋向不明朗，商业银行大多提

高了对房地产开发贷款的门槛，加强对存量贷款

的风险控制和清收力度，房地产开发贷款规模明

显收缩。个人住房贷款方面，全年新增额同比少

增 5.1 亿元，增速呈逐月下降态势。由于海南房

地产市场的开发商与开发资本、主要销售收入来

源的“两头在外”，房地产业对当地信贷资源的依

赖程度较低，金融机构房地产金融业务风险可控。 

为应对房地产市场逐渐显现的调整局面，2008

年 11 月，海南省政府出台《关于促进房地产业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快落实保障住房

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大力扶持、建设限价商品

住房，减免个人购买自住普通住房的相关税费以

及一系列利用住房公积金购房的优惠政策，将对

支持真实住房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起到一定的

积极作用。 

2.橡胶业彰显支柱地位，金融支持力度有待

加强。 

天然橡胶产业已成为海南农业经济的重要支

柱。2008 年全省干胶产值约 58.8 亿元，占农业

总产值的 15.5%。全省橡胶种植面积近 700 万亩，

年产干胶 30 万吨，种植面积和干胶产量分别占全

国的 56.3%和 49.5%，是全国 大和 重要的天然

橡胶生产基地。海南中橡电子交易市场作为全国

唯一的天然橡胶现货电子交易平台，2008 年销售

橡胶 22.4 万吨，成交金额 47.5 亿元。其中，海

南区成交量 12 万吨，成交额 25 亿元，分别占全

国的 54%和 53%。 

体制和机制改革助推橡胶产业更好更快发

展。2008 年，作为中国 大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的

海南农垦，采取多项措施深化改革，由“省部共

管、以省为主”调整为“海南省政府全面管理”。

垦区国有开割胶园的长期家庭承包全面推开，原

来类似工厂计件工资制的劳务承包，变成“完成

上缴、剩余归己、统一收购、市价结算”的经营

承包。 

金融支持橡胶产业发展有待加强。一是橡胶

的政策与商业保险力度须加强。2008 年全省橡胶

风灾险承保面积为 1.5 万亩，与全省种植规模相

比力度须加大。据调查，胶企都有通过保险分散

风险的需求，问题关键在于该险种设计应更加科

学合理，增强吸引力。二是橡胶交易中心亟需资

金支持，引入专业物流仓储机构。中橡电子交易

有限公司年橡胶交易量占全国生产总量的 70%，

但是其产品从海南运往全国各地，为提供异地及

时交收服务，消除货物在途的价格风险，交易中

心亟需与金融机构合作，创建专业物流仓储机构，

降低营销成本。三是利用期货市场定价、套期保

值的能力不足。目前，我省胶企对期货市场的利

用仍处在尝试探索阶段，利用期货市场定价、套

期保值、服务生产和现货销售的能力仍亟需提高。 

三、预测与展望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影响海

南经济发展的因素仍然很多。从国际形势来看，

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不同程

度陷入衰退，各国相继推出一系列救助刺激计划。

从国内形势看，宏观调控的效果初步显现，经济

下行的风险降低，但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仍然很多，经济保持适度增长的压力仍然巨大。

2009 年，海南省经济发展既面临机遇，也面临着

挑战。在机遇方面，一是海南省经济总量不断壮

大、质量显著提高、结构明显改善，新兴工业和

现代服务业逐步配套成型，自主增长机制逐步提

高，经济抗风险能力不断改善，处于快速上升期

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二是在“发展是硬道理，

项目是载体”的思路指导下，关系经济社会发展

的十大工程建设项目，将继续确保海南省固定资

产投资的高速稳定增长。三是海南省旅游业在全

国具有稀缺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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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价比和质量优势明显，即使在经济低迷时期依

然能够拉动经济适度增长。在挑战方面，一是消

费难以维持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放缓，企业效

益的下降，就业形势的严峻，居民收入实际增长

率可能下降，将减缓居民消费的增长。二是出口

形势将更加严峻。全球经济的不景气，贸易保护

主义可能抬头，贸易摩擦增加，都将影响到出口。

总体而言，2009 年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依然将保

持增速、质量和效益同步提高。初步预计，2009

年海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9%。 

在金融方面，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将带

动 2009 年在建和新增项目的贷款需求、保障性住

房建设信贷需求、中小企业、“三农”信贷需求快

速增长，信贷资金需求仍然旺盛。同时，随着金

融改革的深入推进，信贷产品和服务创新深化，

资金实力继续增强。政府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努

力取得成效，省级融资担保平台建设和财政贴息

投入增加，政府、银行、企业之间信息交流的改

善，为金融机构提升服务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

能力创造了基础性条件。预计 2009 年全省金融机

构各项贷款将继续快速增长，增幅仍可能略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2009 年，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将认真贯彻

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总行灵活调控的

政策思路，引导辖内金融机构防范风险，坚持“区

别对待、有保有压”地发放贷款，合理扩大信贷

规模，为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信贷环境。 

 
 
总  纂：刘仁伍  曹协和 
统  稿：吴竞择  陈  波 
执  笔：石海峰  潘  琪  颜  蕾  郑其敏  林明恒  黄  辉 
提供材料的还有：何志强  郭  雁  陈太玉  符瑞武  汪  浩  黄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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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海南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1 月 15 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省分行举行开业揭牌仪式。 

4 月 8 日，海南经济特区成立 20 周年金银纪念币正式发行，该套纪念币共 2枚。 

4 月 12 日～13 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在琼海召开，本届年会是博鳌论坛创办以来“规格最高，规

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一次。  

4 月 25 日，国务院批准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岛，允许海口、三亚、琼海、万宁等四市县各开办一家

免税商场。 

6 月 18 日，国务院决定将海南农垦交由海南省全面管理。 

7 月 14 日，海南省委五届三次会议通过《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进一步完善省直管市县管理体制的意

见》，决定将 177 项行政管理权限直接下放到市县。 

10 月 13 日，洋浦保税港区一期顺利封关运行。 

11 月 11 日，海马财务有限公司正式开业，这是近 10 年来海南省首家获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12 月 1 日，海南省国库会计数据集中系统（TCBS）成功上线，成为全国第一个使用 TCBS 处理国库

业务实现财政拨款电子支付联网的省份。 

12 月 22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海口综合保税区，这是我国设立的第四个综合保税区，也是

第一个省会城市综合保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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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南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海南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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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7.8 2102.2 2141.6 2217.1 2221.0 2229.2 2248.3 2350.9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897.7 1006.1 1012.5 1021.5 1035.4 1045.1 1055.1 1075.2

                    企业存款 687.8 808.5 815.7 869.1 866.1 852.1 856.0 917.8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5.0 28.1 39.4 75.5 3.9 8.2 19.1 102.6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6.6 20.6 23.8 24.1 22.7 27.4 24.3 25.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258.6 1327.0 1351.6 1402.6 1400.4 1435.6 1346.3 1383.4

        其中：短期 280.1 287.2 299.9 342.4 351.0 357.7 318.7 344.6

                    中长期 917.7 981.9 985.2 986.8 997.6 1011.6 962.8 971.6

                    票据融资 46.5 45.2 53.8 60.6 38.8 53.5 57.8 60.3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0.5 22.9 24.6 51.0 -2.2 35.2 -89.3 37.1

        其中：短期 19.9 -0.3 12.7 42.5 8.6 6.6 -39.0 25.9

                    中长期 8.6 16.5 3.3 1.6 10.9 14.0 -48.8 8.8

                    票据融资 2.3 6.8 8.6 6.7 -21.8 14.7 4.3 2.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1.8 14.0 15.3 19.5 15.5 18.3 21.2 22.7

        其中：短期 18.2 12.3 16.9 39.8 31.8 43.4 42.2 48.1

                    中长期 10.7 15.7 14.9 14.6 13.1 13.3 15.6 14.4

                    票据融资 7.5 2.3 25.3 16.6 -20.7 12.5 24.3 36.4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24.2 24.9 25.2 25.0 7.4 8.8 7.0 7.1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80.0 78.9 78.7 79.8 74.4 73.5 62.4 66.0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0.8 2.1 3.1 2.5 -71.7 -65.6 -71.6 -71.0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0.2 -1.2 -1.4 0.0 -6.9 -8.0 -5.7 -1.1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786.9 2053.7 2104.7 2175.6 2183.4 2195.3 2212.7 2305.5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882.5 993.0 999.4 1008.2 1022.0 1031.3 1041.3 1061.1

                    企业存款 659.9 778.6 796.1 845.3 846.1 835.5 836.9 888.7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6.0 21.5 51.1 70.9 7.8 11.9 17.4 92.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9.4 12.1 6.5 8.7 13.9 9.3 10.0 19.8

                    企业存款 -44.3 -5.0 17.5 49.3 0.8 -10.7 1.4 51.8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6.1 20.6 24.1 25.2 23.2 28.2 24.8 25.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0.8 16.5 17.0 18.6 21.1 25.2 24.4 22.9

                    企业存款 23.5 22.2 29.1 28.3 22.9 32.2 24.7 26.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103.3 1177.9 1200.3 1252.2 1249.5 1275.7 1191.8 1219.8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17.5 125.1 126.8 127.9 130.0 130.4 128.9 129.3

                    票据融资 46.5 45.2 53.8 60.5 38.8 53.5 57.7 60.3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6.4 21.9 22.4 51.9 -2.7 26.2 -83.8 27.9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9 1.9 1.7 1.1 2.1 0.5 -1.5 0.4

                    票据融资 2.3 6.8 8.6 6.7 -21.8 14.7 4.3 2.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0.6 15.2 16.5 21.4 17.2 19.5 22.5 23.7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0.3 17.8 16.8 16.1 15.8 18.5 14.3 13.3

                    票据融资 7.5 2.3 25.3 16.7 -20.7 12.5 24.3 36.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7.1 7.1 5.4 6.1 5.5 5.0 5.2 6.6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48.6 34.3 19.8 -6.8 7.7 0.6 4.9 21.8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21.6 21.7 22.1 22.0 22.1 23.4 22.6 24.0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30.7 17.0 17.4 17.2 13.5 19.6 20.6 28.0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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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海南省各类价格指数 

单位：% 

海口市房屋
销售

价格指数

海口市房屋
租赁

价格指数

海口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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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 -0.5 - - - - -0.2 -0.7 1.4

2002 - -0.5 - 1.7 - 5.0 - 0.4 1.8 -5.4 0.5

2003 - 0.1 - 4.8 - 2.2 - -0.5 2.7 -7.4 0.4

2004 - 4.4 - 11.3 - 5.9 - 0.0 5.9 -3.9 2.7

2005 - 1.5 - 8.9 - 4.2 - -0.5 2.5 1.9 10.0

2006 - 1.5 - 0.7 - 1.5 - 0.8 5.5 1.4 5.8

2007 - 5.0 - 7.1 5.0 - 2.7 6.6 0.6 18.5

2008 - 6.9 - 14.8 - 11.6 - 4.5 10.4 1.4 20.9

2007 1 2.4 2.4 1.9 1.9 3.8 3.8 4.4 4.4 - - -

2 2.3 2.4 1.8 1.8 4.5 4.1 2.4 3.4 - - -

3 3.3 2.7 4.7 2.8 4.8 4.4 2.0 2.9 3.3 -0.2 4.1

4 2.7 2.7 5.8 3.5 5.8 4.7 1.7 2.6 - - -

5 2.4 2.6 7.3 4.3 7.0 5.2 1.5 2.5 - - -

6 3.7 2.8 7.6 4.8 4.8 5.2 2.0 2.4 4.1 0.5 14.8

7 5.6 3.2 7.3 5.2 4.2 5.0 2.9 2.5 - - -

8 6.9 3.7 8.4 5.6 3.7 4.9 2.5 2.5 - - -

9 7.1 4.1 8.7 5.9 3.4 4.7 1.9 2.4 8.6 1.9 21.8

10 8.1 4.5 8.3 6.2 5.1 4.8 2.6 2.4 - - -

11 9.0 4.9 10.3 6.6 5.7 4.8 3.9 2.6 - - -

12 6.8 5.0 13.4 7.1 7.0 5.0 4.3 2.7 10.3 0 33.3

2008 1 7.5 7.5 13.4 13.4 8.1 8.1 4.1 4.1 - - -

2 11.0 9.3 16.7 15.0 9.1 8.6 5.3 4.7 - - -

3 9.4 9.3 15.9 15.3 9.4 8.9 6.2 5.2 12.1 1.4 22.3

4 9.9 9.5 15.7 15.4 11.0 9.4 6.2 5.7 - - -

5 9.4 9.4 16.6 15.7 12.1 10.0 6.1 5.8 - - -

6 8.1 9.2 15.7 15.7 15.1 10.8 6.2 5.9 12.4 1.5 26.3

7 6.8 8.9 16.9 15.8 16.9 11.7 9.6 6.4 - - -

8 5.1 8.4 17.6 16.1 17.6 12.4 10.0 6.9 - - -

9 5.4 8.0 18.1 16.3 18.1 13.0 10.3 7.2 10.8 1.3 20.3

10 5.4 7.8 15.8 16.3 17.0 13.4 9.0 7.4 - - -

11 3.4 7.4 11.4 15.8 12.9 13.4 2.2 6.9 - - -

12 -1.3 6.9 4.2 14.8 -7.8 11.6 -4.3 4.5 6.5 1.4 14.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和海南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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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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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08.0 - - 707.7 - - 1062.8 - - 1459.2

    第一产业 - - 91.1 - - 211.6 - - 307.3 - - 437.6

    第二产业 - - 89.8 - - 212.7 - - 323.8 - - 434.4

    第三产业 - - 127.2 - - 283.3 - - 431.7 - - 587.2

工业增加值（亿元） - 44.5 69.7 103.8 130.0 150.5 174.2 199.5 224.4 248.1 269.6 297.6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50.5 91.1 139.1 187.2 272.5 321.8 372.7 466.6 506.0 577.9 668.0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6.8 30.3 44.9 57.5 83.7 99.5 115.6 130.0 146.3 167.8 189.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35.6 73.0 107.1 143.1 179.9 215.1 249.5 284.1 321.5 363.2 405.5 448.4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55160 89254 187482 261194 346796 416390 527982 684835 814307 906186 975775 1052418

    进口 40469 65072 150338 210389 278710 331147 426457 564805 673075 749675 806310 866089

    出口 14691 24182 37144 50805 68086 85243 101525 120030 141232 156511 169465 186329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25778 -40890 -113194 -159584 -210624 -245904 -324932 -444775 -531843 -593164 -636845 -67976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12151 14652 19468 21938 25880 36288 58889 60926 71140 76409 111545 128337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7.0 -4.9 -10.6 -12.5 -18.2 -26.9 -34.1 -48.8 -68.2 -80.2 -99.5 -211.0

    地方财政收入 14.7 25.2 37.9 52.2 64.0 75.9 90.4 101.1 111.8 124.3 132.3 145.0

    地方财政支出 21.7 30.1 48.5 64.7 82.2 102.8 124.5 149.9 180.0 204.5 231.8 356.0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度） - - 3.2 - - 3.4 - - 3.3 - - 3.7

地区生产总值 - - 10.2 - - 10.5 - - 10.3 - - 9.8

    第一产业 - - 6.1 - - 7.3 - - 7.5 - - 7.7

    第二产业 - - 8.4 - - 8.4 - - 8.2 - - 7.0

    第三产业 - - 13.9 - - 14.2 - - 13.6 - - 13.3

工业增加值 - 10.5 8.1 7.3 6.3 7.1 6.5 7.8 7.1 6.7 6.1 6.0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21.0 29.5 32.2 40.0 48.5 48.9 50.6 47.7 47.2 45.1 41.3

    房地产开发投资 - 65.0 55.2 66.6 68.5 70.7 66.5 69.0 60.3 59.2 57.9 48.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5.8 24.3 23.5 23.7 23.8 24.0 24.1 24.1 24.2 24.2 24.3 23.9

外贸进出口总额 14.2 -3.5 30.2 19.4 20.0 52.8 34.7 48.0 52.7 54.0 50.9 39.0

    进口 32.2 6.3 52.6 34.7 33.2 82.5 52.8 68.8 72.2 73.2 68.7 51.1

    出口 -16.9 -22.7 -18.3 -18.7 -14.9 -14.0 -10.0 -5.5 -1.0 0.7 0.5 1.4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670.0 150.0 68.3 12.6 15.6 -16.8 -22.7 -20.3 -15.8 -21.2 3.8 14.6

地方财政收入 59.7 59.5 58.3 53.0 55.3 52.8 52.0 48.5 45.6 42.9 38.5 33.9

地方财政支出 112.5 4.5 13.6 14.5 21.6 23.0 25.8 31.3 34.8 38.2 31.6 45.2

注：进出口数据包括了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代理海南炼化进出口的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海南省统计局。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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