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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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河北省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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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我省农村经济经济形势异常复杂的一年，也是
“三农”工作历尽艰辛、砥砺奋进、再创佳绩的一年。全省上
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成功应对了较为严重的自然
灾害和农产品市场价格异常波动，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
就。全省粮棉油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全面增长，农民人均纯收
入大幅增长，农村经济总体运行态势保持良好，为全省国民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稳定社会发展大局、全面
建设和谐河北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前，农业生产正在进入高成本阶段，实现农业持续稳定
发展、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难度不断增大。为破解农业资源
环境约束和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压力，党中央提出要加快农
业科技创新步伐，大力推进农业科技与农业农村经济的融合，

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因此，２０１２年我省将把推进
农业科技创新作为 “三农”工作的重点，出台一系列含金量
高、打基础、管长远的政策措施，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为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河北省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较为
客观、系统地回顾了２０１１年河北省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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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２０１２年全省农村经济走势进行了分析预测，有针对性地
提出了一些促进我省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本书还就
统筹城乡发展等热点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本书作为每年一卷
的系列丛书，保持了统计数据和经济分析方法的连续性，并力
求体系完整、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实用性强，既能为省委、

省政府高层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又能为普通群众提供信息、答
疑解惑。

由于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复杂多变，预测分析的挑战
性越来越强，特别是书中涉及大量统计调查数据，由于来源不
同、口径不同、调查时点不同，所以部分数据可能不尽一致，

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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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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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形势分析与预测


第一章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河北省
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２０１１年是 “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经济形势异常复杂
的一年，全省上下在河北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各项决策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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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

全省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农产品价格大幅
上扬，农村经济总体呈现平稳较快增长势头。展望２０１２年，

随着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工作的全面推进，全省农村产业
结构将更加优化，农民收入继续保持增长，城乡一体化新格局
不断强化，如不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和意外冲击，我省农村经济
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

一、２０１１年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总体评价

２０１１年，全省主要农产品产量保持增长，农业产业结构

继续优化，农业产业化深入推进，农民收支呈现两旺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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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生产保持平稳

２０１１年前三季度，全省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４００１．３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５４８．６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３．７％，

增速与上年同期持平；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２３９１．３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３２６．２亿元，增长４．０％，增速同比提升０．３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产值结构总体呈现 “双
升”特点：畜牧、蔬菜、果品三大优势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的比重达到６６．１％，比上年同期提高０．７个百分点；

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为３０．２％，比上年同期
提高０．５个百分点。

２０１１年，全省粮棉油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呈现全面增长
格局。其中，全省粮食播种面积９４２９．１７万亩，较上年增加

５．８７万亩，粮食单产小幅增长，预计全年粮食生产再获丰收；

全省皮棉总产量预计可达６６万吨，比上年增长１６％左右；油
料总产量１４０万吨，同比增长１％左右；蔬菜产量再创历史新
高，总产量预计可达７０００万吨以上，同比增长１．５％左右。

畜牧业生产保持增长。２０１１年，我省畜牧业产品价格持
续上涨，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恢复性增长。前三季度，全省猪
肉产量１７２．５万吨，同比增长１％；牛奶产量３３５．１万吨，同
比增长２．２％；畜牧业产值１２０８．４亿元，占农林牧渔总产值
的比重为３０．２％，比上年同期提高０．５个百分点。受生猪价格
加速上涨并屡创新高的影响，２０１１年９月底全省生猪存栏量达

１７１４．４万头，同比增长４．２％，其中能繁母猪存栏１８７．８万头，

同比增长６．７％，今后一段时期内生猪出栏量将持续增加。

农业产业化经营增速加快。上半年，全省农业产业化经营
总量达１７８６．１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４０１．７亿元，增长

２９．０％，增速同比提高１６．３个百分点。其中，全省共形成主
导产业１９８个，比上年同期增加９个；实现销售额１０２６．６亿
元，同比增长２３．４％；主导产业联系农户数４２９．５万户，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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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３．８％；联系农户的户均纯收入４９６０元，同比增长

１４．５％。全省龙头经营组织达到１４６５个，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１２个；从业人员２９．８万人，同比增长１３．２％；实现销售总
额１０３８．５亿元，同比增长３２．３％；实现利润１０６．３亿元，同
比增长４２．１％；龙头经营组织联系农户数为７３０．４万户，同
比增长１１．８％。全省农产品生产 （加工）基地发展到５５６个，

比上年同期增加５６个；实现销售收入７４２．３亿元，同比增长

２５．８％；联系农户７２８．２万户，同比增长６．２％；联系农户的
户均纯收入达５１２２元，同比增长９．６％。

（二）农民现金收入快速增长

前三季度，全省农民人均现金收入６３８５元，比上年同期
增加１１２９元，增长２１．５％，增速加快８．１个百分点，并呈现
各项收入全面增长的特点 （见图１）。其中，农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２５４７元，同比增长２８．０％；家庭经营收入３２９６元，同
比增长１７．０％；财产性收入９９元，同比增长１．３％；转移性
收入４４２元，同比增长２６．０％。支撑农民现金收入较快增长
的主要因素：一是劳务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前三季度，我省非
农务工人数占就业劳动力的３３．４％，同比提高２．７个百分点，

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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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农产品价
格大幅上涨。前三季度，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１４．６４％，

因农产品价格上涨拉动农民人均增收２３２元，对农民现金收入
增长的贡献率达２０．５％。三是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促进了农民
增收，农民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收入增加１５９元，对农民现金收
入增长的贡献率达１４．１％。

（三）农民生活消费全面增长

前三季度，全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３１１７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６９５元，同比增长２８．７％，增速加快１３．８个百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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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前三季度我省农民现金分项收入对比图

　

点。从农民消费结构看，除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下降

５．１％外，其他各项支出均呈增长态势。其中：人均食品消费
支出１０６５元，同比增长３８．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２４２元，

同比增长４２．７％；人均居住消费支出６０５元，同比增长

１８．４％；人均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２３２元，同比增长

４７．６％；人均交通通讯消费支出３６０元，同比增长２６．９％；

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３２９元，同比增长２５．２％；人均其他
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８２元，同比增长５０．７％。农民生活消费
快速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一是农民现金收入快速增长，增强
了农民消费实力，提升了农民消费信心；二是家电下乡政策拉
动了农民消费，前三季度全省农民购买的抽油烟机数量同比增
长１７５．５％、微波炉数量增长９０．７％、电动自行车数量增长

６２．９％、洗衣机数量增长５９．６％、手机数量增长５９．１％、彩
电数量增长５１．１％、热水器数量增长３６．６％、家用计算机数
量增长２８．４％、空调数量增长２７．５％，农民生活现代化程度
明显提升；三是消费品价格涨幅较大，前三季度全省农村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６．８％，比上年同期加快３．５个百分点，由
此造成农民消费支出的被动性增加。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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