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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南宁经济发展报告》主要紧紧围绕南宁市年度经济发展目标，突出对南宁市
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倾向性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和预测的综
合研究成果，是南宁市社会科学院蓝皮书系列中的“拳头”产品。
《南宁经济发展报告（2010~2011）》由南宁市社会科学院和南宁市政府各职能

部门的领导和业务骨干共同研究完成，分为综合篇、产业篇、专题篇和研究篇。综合
篇主要体现三个主题：一是对 2010年 1～3季度南宁市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并
对 2011年经济形势进行预测，二是详细分析南宁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三
是提出新形势性下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产业篇主要是在分析南宁市重点产业（工
业、农业、养殖业、林业、旅游业、房地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及商贸流通业等）2010年
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展望预测。专题篇
主要是对南宁市 2010年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如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经贸、财
政情况、农业产业化、产业园区等进行分析，并着重从发展思路和决策参考方面提
供一定的对策建议。研究篇主要针对南宁市长远发展的一些战略问题做一定的前
瞻研究和分析，如区域性国际城市发展战略、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创新、产业结
构调整、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等。
与以往相比，《南宁经济发展报告（2010~2011）》在篇目和内容安排上突出以下

几个重点：一是重点关注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南宁的发展思路和对策，二是重点关
注“十二五”开局之年南宁产业发展的重点和着力点，三是重点关注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北部湾经济区、西江经济带、中国—东盟自贸区、产业园区、低碳环保等热点
领域的发展问题。



Abstract

“A nnual Repor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anning” centers on Nanning’s annu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oals, stresses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on the key，hot and difficult problems which are overall，strategic and
tendentious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anning. It’s the “nobber product”of the series of
“blue book”of Nan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por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anning（2010~2011）”is jointly completed by
the leaders and work backbones of Nan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function
departments of the government. It includes the comprehensive chapter, the industry chapter, the
special subject chapter and the research chapter. The comprehensive chapter mainly embodies
three themes：the first is to analyze Nanning economic operation situation of the 1~3 season in
2010 and to forecast economic situation of 2011. The second is to detailedly analyze the main
problems of Nan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hird is to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industry chapter mainly does
the forecast and outlook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Nanning key industries combining wi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on the base of the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Nanning key industry in 2010 (industry,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forestry, tourism,
real estate, hi- tech industry and trade circulation, etc.) The special subject chapter is mainly to
analyze the hot and difficult problem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anning in 2010 such as
fixed asset investment, foreign economic,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and trades, financial situation,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dustrial zones, etc，and emphatically provids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development ways and policy- making references. The research chapter
mainly does the forecasting study and analysis on some strategic problems of Nanning long- term
development, such as regional international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system innova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land property right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Nanning- Singapore
economy corridor construction, etc.

Compared with the former,“Annual Repor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anning（2010~2011）”
sticks out several keys in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as following：the first is to focus on Nanning
development idea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process of world economic recovery；the second is
to focus on keys and focal points of Nann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starting year of
“Twelfth Five- Year Plan”； the third is to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in the hot fields
such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he Beibu gulf economic zone, Xijiang
economic belt, China- Asian free trade, industrial zones, low carb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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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经济总量继续扩张
———2010年南宁市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谢小萍 覃伊曼 邬超宁 林宇晨

2010年，按照南宁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四个年”、“五场攻坚战”的工作部署，
全市各级各部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努力克服自然灾害多发重发以及后金
融危机持续影响等困难，以调结构、促转变，增实力、重民生，建和谐为着力点，坚持
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平稳的增长态势，消费市场活
跃，市场价格涨幅稳定，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加，财政、投资上半年均实现“突破性”
增长。但进入 2010年下半年以来，制约经济加快发展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全市经济
发展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前高后低”的发展趋势逐渐显现。

一、2010年南宁市宏观指标完成情况

———生产总值：初步核算，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 1800.4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 14.2%。绝对值比上年净增 275.72亿元，创历史新高。
———财政收入：全市财政收入达 300.88亿元，增长 30.13%。
———工业总产值：全市全部工业总产值达 1502.68亿元，增长 28.99%。其中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288.69亿元，增长 31.32%。

综 合 篇
COMPREHENSIVE CHAPTER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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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增加值：全市工业增加值达 484.81亿元，增长 15.8%。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 403.27亿元，增长 5.89%；

全市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244.41亿元，增长 5.6%。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 1483.02亿元，增长

42.0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905.93亿元，增长

2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8032元，增

长 10.94%。
———农民人均纯收入：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5005元，增长 14.15%。

二、2010年南宁市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

2010年，南宁市经济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既有量的扩张，又有质的提升。初
步核算，全市生产总值突破 1800亿元，达到 1800.43亿元，增长 14.2%，增幅与全区
同步，比全国高 3.9个百分点。全年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达到 244.41亿元、
652.91亿元和 903.11亿元，分别增长 5.6％、17.8%和 13.9%。随着工业对全市经济
增长的推动力进一步增强，2010年，全市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到提高，贡
献率为 44.3%。

（一）工业生产增速回升，经济效益不断好转

1～3季度，南宁市工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 1027.51亿元，同比增长
25.52％，工业规模已接近 2008年全年 1059.86亿元的总量。规模以上工业三大主
要指标首次跨过 800亿元关口，工业总产值达到 867.66亿元，工业销售产值达到
825.80 亿元，企业总资产达到 848.7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7.1％、30.77％和
14.46％。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增长，全市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797.7亿元，同比增
长 38.84％，同比提高 30.1个百分点。

重工业增长快于轻工业。2010年以来，南宁市重工业一直保持快于轻工业的
增长态势。1～3季度，重工业产值增长 31.22%，比轻工业增速高 8.22个百分点。重
工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由上年同期的 49.86％上升到 51.48％。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
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重工业增长最快，增速分别达到 56.87%、
50.85%、46.35％、44.62％和 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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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工业增长快。1～3季度，南宁市规模以上国有工业完成产值 137.88亿
元，同比增长 19.9%；股份制工业完成产值 535.89亿元，同比增长 30.43%；外商及
港澳台投资完成产值 126.53亿元，同比增长 23.34%。
主导行业稳定支撑全市工业增长。1～3季度，全市 36个工业行业中，有 32个

行业保持增长，其中有 23个行业增长快于上半年。主导行业表现稳健，五大行业共
完成产值 424.83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的 48.96%，同比增长 28.51%，增
速比全市工业平均水平高 1.41个百分点，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0.95%，
拉动全市工业产值上升 13.81个百分点（见表 1）。

产销衔接逐月趋好，出口交货值保持增长。1～3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品
销售率达到 95.18%，产销率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提高 7.13和 2.27个百分点。受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上年全市工业品出口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出口交货值
低于 2008年水平。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好转，2010年工业产品实现恢复性增长，
1～3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品实现出口交货值 39.39亿元，同比增长 60.28%，

2010年 2009年

图 1 2009年及 2010年 1~9月规模以上工业累计产值增速（%）

行 业
产值
（亿元）

同比增长
（%）

占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比重（%）

贡献率
（%）

拉动
百分点

合计 424.83 28.51 48.96 50.95 13.81

农副食品加工业 160.95 23.94 18.55 16.80 4.55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75.12 24.77 8.66 8.06 2.18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72.41 24.41 8.35 7.68 2.0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58.60 56.87 6.75 11.48 3.1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7.75 28.48 6.66 6.92 1.88

表 1 2010年 1~3季度南宁市主要工业行业分析表

综 合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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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同比提高 72.06个百分点。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大幅提高。1～3季度，全市 36个行业大类中，34个行业实

现盈利，31个行业利润总额高于上年同期水平，14个行业增长超过一倍。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2.63亿元，同比增长 46.87%；税金总额 46.64亿元，同比
增长 49.21%；

（二）农业稳定发展，主要农产品保持增产

2010年以来，南宁市农业生产克服了春旱、夏涝、台风、农作物病虫害等自然
灾害的不利影响，农业经济平稳发展。1～3季度，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20.94亿
元，同比增长 5.19%，增速比上半年提高 0.31个百分点，同比回落 2.19个百分点。
农作物种植面积增加。1～3季度，全市农作物种植面积 92.04万公顷，比上年

同期增加 0.72万公顷，增长 0.8％。其中夏粮播种面积 21.59万公顷，同比增加 0.19
万公顷，增长 0.92％；甘蔗种植面积 16.13万公顷，同比减少 0.86万公顷，下降
5.09％；蔬菜种植面积 16.57万公顷，同比增加0.66万公顷，增长 4.17％。
主要农产品产量保持增产。全市水果、蔬菜、畜牧、水产品增产，粮食产量因种

植前期干旱略微减少。1～3季度，全市夏粮总产量达 114.5万吨，同比减少 0.13万
吨，下降0.11％；水果产量 57.94万吨，同比增加 6.42万吨，增长 12.47%；蔬菜产量
242.88万吨，同比增加 10.71万吨，增长 4.61%；肉类总产量 44.27万吨，同比增加
2.25万吨，增长 5.36％；生猪出栏 346.56万头，增长 4.73%；水产品产量 12.28 万
吨，增长 6.56%；牛奶产量 3.49万吨，增长 8.7%；禽蛋产量 1.59万吨，增长 18.62%。

（三）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速增长，但增速有所回落

2010年以来，随着“四个年”主题活动、“五场攻坚战”的不断推进，“三基地三
中心”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在 2009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继续
保持稳定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至 2010年 9月末，全市共有施工项目 4103个（含
房地产项目，下同），其中新开工项目 2653个，在建项目中计划总投资超亿元以上
项目有 546个，亿元项目完成投资 514.58亿元，占全部投资的 54.28%，拉动投资增
长 32.81个百分点。

基本建设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运行平稳，更新改造投资增速回落。1～3季
度，全市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947.85亿元，同比增长 41.77%，增速比上半年回
落 4.0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 13.68个百分点。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410.75
亿元，同比增长 45.73%，比上半年提高 1.98个百分点；更新改造投资完成 223.96
亿元，同比增长 30.81%，比上半年回落 22.33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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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18亿元，同比增长 43.01%，比上半年回落 1.72个百分点。
四大行业有力支撑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发展。1～3季度，南宁市房地产业、

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业四大行业共完成投资 716.32亿
元，占全市投资总额的 75.57%，拉动全市投资增长 31.08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1～3季度，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 217.18亿元，同比

增长 43.01%。其中住宅类投资 158.43亿元，同比增长 56.79%，住宅投资占房地产
投资的 72.95%。

商品房销售降幅收窄，价格略微回落。1～3季度，全市实现商品房销售面积
411.4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4.12%，降幅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收窄 10.23和
10.03个百分点，呈现回暖的迹象。在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不断推进下，南宁市商
品房价格有所回落。1～3季度，全市商品房销售均价 5209元 /平方米，每平方米价
格比一季度上涨 35元，比上半年下降 296元。

（四）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民生支出大幅增加

财税收入增长快。前三季度，全市经济运行向好，利税增幅高于生产增幅，实现

2010年 2009年
图 2 2009年及 2010年 1~3季度南宁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

2010年 2009年

图 3 2009年及 2010年 1~3季度南宁市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曲线（元）

综 合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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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增产增收。1～3季度，全市财政收入 212.93亿元，同比增长 31.74%，增幅比 2009
年同期加快 13.42个百分点。一般预算收入 110.32亿元，同比增长 32.16%，增幅同
比加快4.36个百分点；其中消费税同比增长 23.59％，增值税增长 8.97%，营业税增
长33.11%，企业所得税增长 66.99%，个人所得税增长 43.22%。
财政保障民生力度加大。各级政府全面落实改善民生的相关政策，完善社保体

系，不断拓展财政保障民生范围。1～3季度，全市一般预算支出 142.59亿元，同比
增长17.80%。其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医疗卫生支出大幅度增长。1～3季
度，教育支出 30.63亿元，同比增长 80.77%，比 2009年同期提高 62.91个百分点；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5.18亿元，同比增长 63.42%，比 2009年同期提高 53.54个
百分点；医疗卫生支出 10.94亿元，同比增长 34.86%。

（五）消费结构升级明显加快，热点商品持续畅销

2010年，南宁市继续实施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等刺激经济和鼓励
消费的政策，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释放，消费层次进一步提升，消费热点不断扩散，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持续上升态势。
零售总额升上新台阶。1～3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 646.87亿元，

同比增长 20.16％，比 2009年同期快 0.94个百分点。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
用 9个月的时间就突破 600亿元的关口，其总量已超过 2008年全年 643.2亿元的
总水平。

汽车消费持续升温。2009年及 2010年 1～3季度，南宁市限额以上企业汽车
实现零售额 111.25亿元，同比增长 33.94%，占限额以上企业零售额的比重由 2009
年同期的 43.51%上升到 44.78%，汽车零售增幅比全市平均水平高 13.52个百分
点。受“车市”旺销的带动，石油及制品类实现零售额 34.88亿元，同比增长 27.89%。
节日效应引领消费热点。商家借助假日、节日、店庆等开展各种促销活动，带动

图 4 2009年及 2010年 1~3季度南宁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累计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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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酒类和金银珠宝类商品持续热销。1～3季度，南宁市烟酒类和金银珠宝类商品
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30.42%和 32.39%。
结构升级带动商品消费持续繁荣。家庭消费升级，家具、家电等相关产品零售

额大幅增长。1～3季度，全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40.81%，家具
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67.63%。

吃、穿、用等基本生活类商品旺销。1～3季度，南宁市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
零售额同比增长 20.55%；服装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21.56%；日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
长 26.69%，中西药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45.36%。

（六）招商引资平稳增长，进出口结构发生变化

2010年，南宁市外贸进口一直保持快于出口的增长态势。外贸出口自 2009年
9月份起在连续 10个月实现增长后，2010年 7月份再度出现下降的趋势。2010年
1～3季度，全市进出口总额达 16.07亿美元，同比增长 2.81%。其中出口 11.91亿美
元，同比下降 7.46%；进口 4.16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7％。进口总值占全市进出口
总额比重由 2009年同期的17.69％上升到 25.91％。

引进外资平稳增长。1～3季度，全市新签利用外资合同 50个，合同外资额
4.26亿美元，同比增长 42.72％；外商直接投资 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1.75％。
内地合作势头好。1～3季度，全市引进市外国内合同资金 607.34亿元，同比增

长 40.93％；实现到位内资 338.24亿元，增长 34.95％。

（七）存贷款平稳增长，个人贷款快速增加

2010 年 9 月末，全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3839.39 亿元，比年初增长
18.82%。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3811.36亿元，比年初增长 16.27%。从信贷结
构上看，短期贷款较年初减少 6.37亿元，下降 1.31%；中长期贷款较年初增加
542.22亿元，增长 19.62%。个人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分别较年初增长 36.97%和
28.85%，增速加快。

（八）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实现两位数增长

城镇居民增收超千元。2010年，全市各级政府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发，加大
财政投入，贯彻和落实义务教师增资政策、稳定低收入居民就业等一系列政策和措
施，全市居民收入稳步增长。1～3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511元，比
2009年同期增加 1293元，同比增长 10.75%。其中城镇居民家庭转移性收入和财产
性收入增长较快，分别达到 2952元和 154元，分别同比增长 23.99%和 19.63％。

综 合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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