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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刚刚过去的２０１１年，是实施 《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第一年，是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
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之年。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全
省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共河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全力以
赴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惠民生，较好地完成了省十一届
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实现了 “十二五”开门红。其
中，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预计全省生产总值完成２４０００亿
元，增长１１％左右，全部财政收入３０００亿元左右，增长

２４．５％；农业生产再获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６３４．５亿斤，实
现 “八连增”；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工业完成技改投资

４２００亿元；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高速公路新增４４９公里，

农村公路新改建５９００公里，铁路营运里程突破５４００公里；重
点领域改革继续深化，土地承包制度、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取得
积极进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步伐加快，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基本药物制度全面推行；城乡面貌发生可喜变化，全省城
镇化率达到４５．５％；保障改善民生力度加大，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１０％和１６％；各项社
会事业全面进步，政府自身建设不断加强。改革发展稳定的良
好局面，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决心。

２０１２年，是全面落实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的第一年，站
在新起点，踏上新征程，河北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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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 “经济强省、和谐河北”的奋斗目
标，激发了全省人民干事创业的昂扬斗志。我省内环京津，外
沿渤海，区位优势全国独有；国务院批准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
划启动实施，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首都经济圈纳入国家
“十二五”规划，冀中南地区被列为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域，

发展机遇前所未有。新的一年中，我省已踏上建设 “经济强
省、和谐河北”的伟大征程，面对全国独有的区位优势和前所
未有的历史机遇，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我们应抢先
一步，在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顺势而为、真抓实
干，群策群力谋发展，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周密的工作部署，

投身到 “经济强省、和谐河北”的建设中去，把万丈豪情变成
具体行动，争取早日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２０１１年，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办院，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省委省政府重大部署，认真落
实 “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为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基
层服务”的办院方针，构建 “理论武装、服务决策、繁荣发
展”三位一体工作新格局，围绕服务河北经济社会更好更快更
大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举办了 “河北省环首都绿色
经济圈建设研讨会”、 “加快河北省沿海经济隆起带建设研讨
会”、“河北省季度、年度经济形势分析会”等一系列学术研讨
会，开展了多项重大重点课题研究。在省直有关部门的支持
下，经过科研人员的综合调研探讨，形成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
河北发展蓝皮书》五卷本，即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河北省经济形
势分析与预测》、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河北省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
预测》、《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河北省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年河北省文化产业形势分析与预测》、《２０１１年河北人
才发展报告》。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河北省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２０１１
年河北在全国经济恢复进程中的总体表现，一是经济增长完成
预定目标，增长速度略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复苏步伐处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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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集团。二是 “爬陡坡”中的 “溜车”现象已被及时制止，

目前正呈现平稳并较为合理的上升态势。三是工业经济结构转
型的 “苗头”显现，与投资增速配合得较为理想。四是经济增
长的主动力投资增长摆脱了 “冲高回落”的走势，步入了一个
合理增长的区间。五是消费仍然疲软，与全国水平大体相当。

六是 “出口、利用外资”的增长成为２０１１年经济数据的亮点。

七是重点区域发展加快，城市建设继续提速。从总体上看，值
得关注的重大问题有：一是欧债危机、美国货币政策走向与
“中国式”债务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二是 “钱、地、人、

电”等生产要素制约的影响。三是由于我国货币政策被迫放松
导致的物价继续上涨带来的影响。四是节能减排的压力显现。

五是全国各地在优化投资环境中的新动向。从２０１２年看，我
省需要抓好以下几方面：一是抓好以县城建设、城市新区与设
区市 “三年上水平”为主的城镇建设，确保经济增长保持强劲
支撑。二是抓好大的区域增长极的布局和层次提升。三是抓好
一批民生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促进高端产业投资及消费的增
长。四是从优化投资结构入手，确保经济结构转型扩大 “战
果”。五是进一步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探索设立 “省级综合改
革配套示范区”。六是毫不放松抓好节能减排，引导企业走上
生态环保之路。七是破解要素制约，保障经济发展顺利平稳。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河北省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

２０１１年，我省认真贯彻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以改善农民生产
生活条件和增加农民收入为首要任务，全面落实强农惠农政
策，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着力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
新格局，农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全省农业生产保持稳
定、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民生活消费全面增长、农产品市场
更加活跃，农村经济总体运行态势良好，为建设经济强省、和
谐河北奠定了坚实基础。前三季度，全省完成农林牧渔业增加
值２３９１．３亿元，增长４．０％，增速同比提升０．３个百分点；

农民人均现金收入６３８５元，比上年同期增加１１２９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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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增速加快８．１个百分点，其中工资性收入增加５５８
元，对农民现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４９．４％，成为支撑农民
增收的第一因素；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全面增长，同比增长

２８．７％，增速提高１３．８个百分点，达到历史较高水平。但制
约农村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村经济发
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
度依然很大。展望２０１２年，我省农村经济发展将更多地受到
宏观经济形势、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农产品价格走势的综合影
响，预计主要农产品生产总量继续保持平稳、农民收入增幅呈
现回落、农民基本消费增速加快，如果不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和
外部冲击，我省农村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但经
济增速和物价涨幅将呈现 “双降”态势。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河北省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河北
省在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开始将社会建设与创新社
会管理作为提升河北整体发展质量的重心，开始从解决民生突
出问题为中心的社会建设向制度化社会建设的阶段转变。公共
财政对民生投入呈现六年连续增长的态势；社会保障、事业发
展、公共基础服务逐步向城乡均等化方向发展；社会收入分配
在地区、行业之间的差别有所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明显增长；

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城市的繁荣和宜居程度提高；城乡居民生
活质量进一步改善，社会生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居民生活方
式更加多样、社会心态更加稳定。社会管理领域方面，各级政
府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自觉性明显提高，创新社会管理
体制、改变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方式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
动力，社会运行基本有序、社会基本稳定。与此同时，也还存
在着影响河北省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一些关键问题，主要表现
为：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对社会进行全面管理控制的思维
模式还基本没有改变；“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以社会建设为辅
助”的发展模式还基本没有改变；“干部围着考核转、考核围
着经济、政治硬指标转”的工作模式还基本没有改变。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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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未来的发展中，把转变思维模式、发展模式、工作模式
作为重中之重，把满足群众全方位的利益需求作为社会建设的
关键着力点，把行政管理从静态到动态、从管制到服务、从国
家到社会良性的转变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目标。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河北省文化产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

２０１１年我省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一是加快推进
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文化体制改革走在全国前列。二是按照规
划先行的理念厘清文化产业发展思路，确立了我省五大文化品
牌。三是文化产业招商引资工作取得巨大成效，项目建设市场
化机制初具雏型。四是文化对外交流活动空前活跃，为彰显燕
赵文化独特魅力、吸引外部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是丰富多
彩的文化艺术展演和各具特色的节会活动，营造出生机勃勃的
文化产业发展氛围。当前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的形势分析与判断
为：一是文化产业保持了较快增长，对我省经济 “保增长、调
结构、转方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二是 “六中全会”效应开
始体现，新一轮文化产业投资热潮到来，民资和外资进入文化
产业领域的步伐明显加快。三是文化消费支出增长跃居第一，

成为拉动我省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主力。四是依托对外招商引
资和资源特色，文化产业增长点的培育取得实质性进展，形成
了一批新的文化发展亮点。五是 “城市建设三年上水平”强力
推进为我省文化产业发展增添强大的动力。六是我省文化产业
整体上处于价值链末端，“内容”、“创意”与 “品牌”三大法
宝仍然没有掌握在手中。七是产业政策、产业发展保障机制和
发展环境还不完善。新形势下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一是
借助 “六中全会”的 “东风”，加快推进 “发展文化产业”全
社会层面的动员工作。二是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配套和市
场配套。三是借助 “城市新区”建设的机遇集聚文化产业。四
是创新文化产业品牌的培育开发机制，着力打造一批文化精品
和知名品牌。五是培育重点文化产业园区，努力将文化产业园
区建设成文化企业的孵化器和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六是积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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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大型企业向文化产业进军和转型，鼓励其当好文化产业发展
的 “先锋”和 “示范”。七是推动区域间文化产业对接、联动
和转移，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２０１１年河北人才发展总报告》指出：２０１１年河北省大力
推进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的落实，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
略，人才队伍得到更好发展。按照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紧紧
围绕新的重大战略部署，继续解放思想，推动科学发展，促进
和谐稳定，进而为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
撑，是今后时期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人
才工作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为：全省人才总量呈持续增长态
势，增长速度达６．２３％；区域人才格局出现新的变化，各设
区市人才数量、指数排序略有不同；高校人才培养数量不断增
加；人才开发投入不断加大；八大人才工程进展顺利。省第八
次党代会对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部
署对人才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人才工作面临六大主要
任务，即加快推进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的人才发展方式
转变；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人才支撑能力建设；加快推进人
才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推进与文化强省建设相适应的文化人才
队伍建设；加快推进适应社会建设需要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
设；加快推进更好担当经济强省、和谐河北建设重任的党政干
部队伍建设。今后一个时期，人才工作要紧紧围绕建设经济强
省、和谐河北的战略目标，努力开创人才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为此需要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加快推进人才发展转型；

按照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
建设；按照深化改革开放要求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按照推
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推进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按照加快
社会建设要求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开展新型人才公共
服务；按照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要求加强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河北发展蓝皮书》是以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河
北省经济、农村经济、社会、文化产业、人才发展为分析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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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以省委、省政府及社会公共关注的热点问题为研究重
点，以科学、翔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数据为基础，全面系统地分
析了全省２０１１年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及时总结了河北省经
济社会的发展经验，客观预测２０１２年以及 “十二五”时期全
省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势，提出了今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当
前，在建设 “经济强省、和谐河北”的奋斗征途中，我们企盼
《河北发展蓝皮书》能为各级领导提供决策参考，为社会各界
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讯。

２０１２年是实施 “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河
北省社会科学院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和中共河北省委的要求，紧
紧围绕我省八次党代会、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新理念、

新思想、新思路，加强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全局性、

前瞻性问题的研究，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和普及，深入
落实 “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总体要求，力争多出成
果、出好成果，为建设 “经济强省、和谐河北”提供思想保
证、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周文夫

２０１２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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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继民

２０１１年是全国经济发展起伏不定、形势复杂严峻的一年。

面对经济危机的后续影响，我省以 “八次党代会”精神为动
力，紧紧围绕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工作主
线，大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强力推进城镇面貌三年上水平工
作，在经济增长保卫战中取得了优异的战绩。

本年度经济蓝皮书根据经济运行的年度特征，突出了以下
几个特点：一是紧扣经济形势预测、行业预测、现代产业体
系、城镇建设等事关全局的热点难点问题；二是试图用比较通
俗的语言说明问题，尤其是总报告，力图让普通群众能够看得
懂；三是加大了比较分析力度，增加了横向比较内容，深入总
结经验和启示，借鉴性更强。

由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复杂多变，预测分析的挑战性越来越
强，本书仍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以便更好地发挥蓝皮书的决策参考作用。

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２０１２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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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报告

“转方式攻坚期”中河北经济平稳
增长与结构优化的对策思路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河北省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河北省社科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２０１１年是 “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头一年。复杂多变的国
际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内起伏波动的经济复苏进程交织在一起，
使得这一年成为 “回暖”还是 “二次探底”斗争得最为激烈的
一年。实质性经济复苏离我们还有多远，我们怎样才能借助危
机真正走上 “调结构”、“转方式”的道路，回答这些问题需要
我们科学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把握好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并
针对形势及时调整策略。同时，这对于做好２０１２年以及整个
“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２０１１年河北在全国经济恢复进程中的总体表现

　　 （一）经济增长完成预定目标，增长速度略快于全国平均
水平，复苏步伐处于全国第三集团

　　从２０１１年前三季度经济数据看，我省生产总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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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２１．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３％，生产总值增速要快于第
一、二季度，考虑到２０１０年第四季度生产总值下滑较快，

２０１１年第四季度生产总值增长应略高于第三季度，因此预计
全年生产总值增长率将达 到 １１．５％ 左 右，增 速 比 上 年
（１２．２％）放缓了０．７个百分点。第三个 “保九”目标将会超
额完成。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我省经济增长在全国经
济复苏进程中的表现位居中下，虽然我省比全国平均增速
（９．４％）快１．９个百分点，在全国３１个省市区中前三季度的
经济增长排位中处于第１８位，但是有２２个省市经济增长超过
我省。从我省周边省市区前三季度复苏进程看，天津位居全国
第一，北京位居全国最末，我省与周边７个省市区相比，排名
第６，只小幅领先于山东 （１１．１％），比北京快３．３个百分点。

从我省经济复苏在全国及周边省市的比较情况看，我省复苏步
伐略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处于 “复苏”的第三集团。

２０１１年全国各省市前三季度ＧＤＰ增长率排位表

ＧＤＰ
增长排位

省 （市、区）
名　　称

ＧＤＰ
增长率 （％）

ＧＤＰ
增长排位

省 （市、区）
名　　称

ＧＤＰ
增长率 （％）

１
天津 １６．５　 １４ 辽宁 １２．５
重庆 １６．５　 １５ 黑龙江 １２．４

２ 贵州 １５．０
３ 内蒙 １４．８

１６
福建 １２．３
广西 １２．３

４ 四川 １４．７
５ 吉林 １４．４

１７
河南 １１．４
宁夏 １１．４

６ 湖北 １４．０　 １８ 河北 １１．３
７ 安徽 １３．８　 １９ 江苏 １１．２
８ 陕西 １３．７
９ 青海 １３．６

２０
山东 １１．１
新疆 １１．１

１０ 云南 １３．４　 ２１ 海南 １０．６
１１ 山西 １３．２　 ２２ 广东 １０．１
１２ 湖南 １２．９　 ２３ 浙江 ９．５

１３

江西 １２．８　 ２４ 上海 ８．３
西藏 １２．８　 ２５ 北京 ８．０
甘肃 １２．８ 全国 ９．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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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爬陡坡”中的 “溜车”现象已被及时制止，目前
正呈现平稳并较为合理的上升态势

　　从２０１０年第二季度开始至２０１１年第一季度，我省经济增
长连续大幅下滑，累计增长速度从１４．２％下降到１１．２％，经
济增长 “爬陡坡”阶段中 “溜车”现象有所呈现。然而从

２０１１年第二季度开始，我省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止跌企稳，并
缓慢平稳上升。一季度生产总值增速１１．２％，１～２季度达到

１１．１％，１～３季度达到１１．３％，“溜车”现象被及时制止。从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据看，２０１０年６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累计增长速度为２０％，此后一路下滑，至２０１１年５月降到

１４％，从６月开始上扬，至９月份达到１５．９％。在全国经济
增长速度继续放缓下滑的大背景下，我省出现了 “见底、企
稳、回升”的经济走势，是非常难得的。从目前我省经济基本
面上看，到２０１１年底，保持非常稳定的增长速度，不会出现
大起大落，已成为定局。也可以说，我省经济实现了 “软着
陆”，虽然增长速度并不如周边省市高，但对于结构调整任务
很重的河北来说，“平稳”是比高速度增长或大起大落更可贵
的好现象。

　　 （三）工业经济结构转型的 “苗头”显现，与投资增速配
合得较为理想

　　从工业结构看，高成长性产业、高技术产业增速加快，比
重提高；高载能行业增速放慢，比重降低。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２４．６％，比规模以上工业快８．７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的１７．１％，同比提高０．７个百分点。工业主要行
业投资额显示，前三季度，我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１５００亿
元，同比增长２５．４％，其中工业投资５２１３．１亿元，同比增长

２７．４％，这是２０１０年下半年以来工业投资增幅首次超过固定
资产投资增幅。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投资减少９．３％，炼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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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加工业减少２０．７％，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６２．８％，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投资增长４６．９％。

从工业效益看，保持较高水平。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实现

１４５６．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８．８％。前三季度我省技改投资

２７６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４０．２％，占工业投资的５２．９６％，较
一季度增长３１．２个百分点。技改投资增幅较大也是近几年来
少有的。

从工业产品产销看，衔接较好。前９个月，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累计实现销售产值２７９７６．２亿元，同比增长３２．７％，产
销率９７．８％，比同期提高０．４个百分点，其中，单晶硅、太
阳能电池、集成电路产量快速增长，增幅分别为６４．５％、

５３％和３８．６％。

总的看来，一些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正在逐步破解，积
极因素持续积累。工业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是好的，总体积极、

健康。

　　 （四）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投资增长摆脱了 “冲高回落”的
走势，步入了一个合理增长的区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２０１０年一季度开始全年表现出
“冲高回落”的走势，２０１１年开始，投资增速抑制住 “高台跳
水”的冲劲，一季度为２６．７％，前二季度为２６．８％，前三季
度为２５．４％，高于全国２４．９％的增速，基本上保持在２５％～
２７％的区间。从历史的数据看，这一增长速度较为适中，从结
构调整的需要看，这一速度较为理想。随着ＣＰＩ的见顶，国
家抑制投资冲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开始有针对性地放宽流动
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预计我省投资增长全年将会维持在

２５％～３０％这一合理区间内。这将为全年顺利完成预定目标和

２０１２年第一季度开门红打下好的基础。此外，从施工项目和
新开工项目情况看，我省较２０１０年相比有很大的改观，全国
施工项目和新开工项目同比分别锐减２７６４个和６７４５个，我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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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分别增加２０３２个和８０１个。这与全国大多数省份同比减
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明了我省的确已经稳住了 “阵脚”，

开始形成稳扎稳打的发展态势。

（五）消费仍然疲软，与全国水平大体相当

２０１１年前三季度，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为

１７．５％，比全国平均水平 （１７％）高出０．５个百分点，与

２０１０年同期 （１８．２％）相比，减少了０．７个百分点，全国绝
大多数省市增速大体相当，均在１７％～１９％之间，相差不大。

而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５．９％，其中，９月份同
比上涨６．９％。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
比分别上涨９．５％和１２．７％。考虑到物价上涨快的因素，消费
品零售总额这个增速仍然显示出消费不足，消费能力同比略有
下降。我省工资性收入虽然有所上涨，但与兄弟省区上涨水平
相比，仍然十分落后，我省工资性收入在全国各省区中排位最
后的情况没有改观，反而在全国新一轮工资上升的博弈中坐稳
了 “老末”的位置。消费 “不给力”的情况将继续延续。

　　 （六）“出口、利用外资”的增长成为２０１１年经济数据的
亮点

　　２０１１年前三季度，全省进出口总值３９４．４亿美元，增长

２８．８％。其中，出口总值２１０．１亿美元，增长２７．１％，这是
在２０１０年有较大增长的前提下又一次实现较快增速。国民经
济工业行业３８大类中有３１个行业实现出口，其中２５个行业
出口实现增长，机电产品出口７３．２亿美元，增长２１．８％；高
新技术产品出口２８．８亿美元，增长１７．６％。

实际利用内资增长一倍。实际利用外资３６．６亿美元，增
长３３．４％。其中外商直接投资３２．３亿美元，增长３４．８％；新
批合同利用外资２９．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５３．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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