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经济社会 

  2009 年我市经济年度数据近日全部揭晓。据市统计局发布信息显示，经初步测算，我

市全年实现生产总值(GDP)603.6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3%，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0.4 个百分

点，好于此前预期。 

GDP 增幅高于预期 

  去年年初，我市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速从 14.6%下滑至 1%。但在一系列“保增

促调”政策的刺激下，我市去年第一季度GDP增速恢复至 9%，1～10月 GDP增速恢复到 11.6%，

全年 GDP 增幅达到 13.3%，经济发展画出了一条漂亮的“V”型增长曲线。 

  从三大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13.44 亿元，增长 5.9%;第二产业增加值 246.57 亿元，

增长 15.6%，其中工业增加值 204.43 亿元，增长 16.0%;第三产业增加值 243.63 亿元，增长

14.1%。从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比重下降 1.0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提

高 0.4 和 0.6 个百分点，经济结构继续优化。 

工业支撑力度加大 

  GDP 增幅超过预期，这与工业支撑力度加大不可分割。据统计，去年全年实现规模以上

工业产值突破 600 亿元大关，达 617.10 亿元，比 2008 年增长 22.7%;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 164.47 亿元，比增 19.8%，增幅连续五年双双居全省各设区市首位。全年工业增加值

占 GDP 比重由上年的 33.4%提高到 33.9%。 

  去年工业运行中还呈现重工业比重提高、非公经济增长较快、逾九成行业呈增长态势等

亮点。在工业行业中，产值增长贡献率居前七个行业分别是：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内需拉动强而有力 

  去年我市积极落实中央、我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内需的政策，用内需来带动经济

增长，取得明显效果。据统计，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87.15亿元，比上年增长21.0%，

超出年初预期目标 3 个百分点。其中，农业完成投资 1.23 亿元，增长 137.8%;工业完成投

资 150.43 亿元，增长 41.3%。初步测算，投资对 GDP 的贡献率为 73.4%，拉动 GDP 增长 9.7

个百分点。 

  另外，在国家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带动下，家电、车市和楼市成消费热点，全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228.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0%。其中，全市累计销售家电下乡产品 8.70

万台，销售额达 1.76 亿元;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159.31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3 倍，实



 

现销售额 61.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 倍;汽车类零售额达 2.83 亿元，同比增长 57.9%，其

中小轿车零售 1456 辆，比上年新增 1049 辆。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 41.2%，拉动 GDP 增长 5.5

个百分点。 

居民人均收入涨了 

  去年，我市城乡居民收入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147 元，

比上年增长 9.8%;农民人均纯收入 5838 元，增长 8.0%，扣除价格因素，分别增长 11.4%和

10.0%。 

  在国家实施扩大内需等政策引导下，城乡居民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明显增加。城

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助力车 30 部，同比增长 94.7%;摄像机 5 台，增长 44.8%;照相机 31

台，增长 21.3%;空调 115 台，增长 15.6%，家用电脑 64 台，增长 14.4%，移动电话 195 部，

增长 11.9%。农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电冰箱 42 台，增长 39.0%;空调 16 台，增长 34.0%;家用

电脑 8 台，增长 31.7%;摩托车 36 部，增长 8.2%。 

  初步核算，2008 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42.67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4.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07.70 亿元，增长 6.5%；第二产业增加值 219.21 亿元，增

长 20.3%；第三产业增加值 215.76 亿元，增长 12.7%。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7851 元，比上年

增长 14.7%。 

  产业结构继续优化。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第二产业发展加

快，所占份额提高。三次产业比例由上年的 20.3∶38.0∶41.7 调整为 19.8∶40.4∶39.8。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 4.1%，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 6.5％，服务价格下降

4.3%。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 4.4%。 

  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2.49 万人，超额完成预期目标 4%。全年有 1.04 万下岗人员实现了

再就业，其中“4050”人员再就业 2950 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77%，比上年末下降

0.25 个百分点，控制在预期目标 4%以内。 

  财政总收入（不含基金收入）40.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7%，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

24.22 亿元，增长 20.0%；财政支出 54.11 亿元，增长 26.8%。全市国税税收收入 20.06 亿

元，增长 16.9%；全市地税系统组织各项收入 22.68 亿元，增长 24.8%,其中税收收入 17.86

亿元，增长 24.5%。 

  全年粮食产量 63.87 万吨，比上年增加 2.27 万吨，增长 3.7%；蔬菜产量 103.42 万吨，

增产 2.9%；茶叶产量 6.26 万吨，增产 5.6%；食用菌产量 11.57 万吨，增产 6.5%；水果产

量 27.45 万吨，增产 6.6%。 

  完成植树造林总面积 20.8 万亩，超额完成预期目标 4%。肉蛋奶总产量 9.11 万吨，比



 

上年增长 3.2%。水产品产量 61.22 万吨，增长 4.9%。 

  全市工业增加值 181.0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40.30 亿元，

增长 25.8%，增幅连续四年居全省各设区市首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11.72 亿元，比上年下降 22.5%。 

  全社会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38.1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4%。 

  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37.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7%，其中，城镇投资增长 29.5%，

农村投资增长 39.3%。 

  房地产开发投资 32.37 亿元，比上年下降 4.8%，其中商品住宅投资 23.09 亿元，下降

6.6%。 

  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8.5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

增长 16.0%。 

  全年进出口总额 8.82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2.7%。其中，出口 8.24 亿美元，增长 43.1%；

进口 0.58 亿美元，增长 37.4%。进出口相抵，顺差 8.24 亿美元，比上年增加 2.91 亿美元。 

  全年新签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 19 个，比上年增长 5.6%；按历史可比口径统计合同外

资金额 1.42 亿美元，增长 381.9%；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54 亿美元，增长 11.0%。按验

资口径统计合同外资金额 1.38 亿美元，增长 385.0%；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0.38 亿美元，

增长 76.0%。 

  全年接待旅游过夜人数 90.70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2.2%。其中，境外游客 0.43 万人次，

增长 14.3%；国内游客 90.27 万人次，增长 2.1%。 

  全市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367.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0%；全部金融机

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398.22 亿元，增长 25.6%。 

  普通高等教育招生 1960 人，在校生 4856 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 1.84 万人，在校

生 3.76 万人，毕业生就业率达 95.5%。普通高中招生 1.96 万人，在校生 5.73 万人，毕业

生 1.93 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66.06%，比上年提高 1 个百分点。初中招生 5.19 万人，

在校生 16.22 万人，毕业生 4.69 万人，初中入学率 93.46%。普通小学招生 2.85 万人，在

校生 19.75 万人，毕业生 5.31 万人，小学入学率 99.97%。特殊教育在校生 3274 人。幼儿

园在园幼儿 7.42 万人，入园率 86.62%，比上年提高 1 个百分点。三残儿童入学率 99.18%，

少数民族学龄儿童小学入学率 99.98%。全市已审批设立民办中小学、幼儿园达到 164 所。 

  全市年末常住总人口 303 万人，出生率 12.8‰；死亡率 6.5‰；自然增长率 6.3‰。城

镇化水平为 39.9%。 

  农民人均纯收入 5404 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 10.2%；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3936 元，实际增长 7.4%。 

  年末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25.03 万人，比上年增加 3.92 万人。其中参保职工

19.98 万人，参保的离退休人员 5.05 万人。参加农村养老保险 8.67 万人，增加 0.17 万人。 

  全市耕地保有量 223.2 万亩，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 202.38 万亩，连续九年实现了耕地

占补平衡。 

  全年影响该市热带风暴（台风）有 4 个。全年因洪涝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8.22 亿元。

全年农作物受灾面积 3.22 万公顷，其中绝收 0.15 万公顷。全年共发生森林火灾 31 起，下

降 20.5%。未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过火面积 650.3 公顷，受害面积 440.1 公顷。 

环三都澳区域 

环三都澳区域被福建省政府列为全省规划建设国家主体功能区的重点区域。2007 年，

宁德市委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环三都澳区域发展规划》，先后在宁德、

福州和北京召开规划成果征求意见会及高层咨询论证会。环三都澳区域疏港铁路支线已列入

福建省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三都岛铁路支线委托开展预可行性研究；福宁湾（沙头）围垦、

蕉城三屿工业区填海造地工程、漳湾疏港公路建设加快推进，溪南疏港公路动工建设；三都

澳国际集装箱码头已获省发改委核准立项。海峡西岸经济区第一个核电项目，福建省最大的

能源投资项目，也是宁德市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宁德核电站得到国家核准，计划

2008 年 2 月动工建设；大唐火电项目一期 2×60 万千瓦机组投产发电，二期 2×60 万千瓦

按期顺利建设，三期 2×100 万千瓦前期工作正在进行；大型钢铁项目正抓紧跟踪推进，大

型原油储备、大唐国际宁德综合储运中心等项目前期工作扎实推进，与中海油达成合作开发

溪南半岛的意向，并由福建省政府和中海油形成合作纪要，重点规划建设炼化一体化、海洋

石油工业配套装备制造业等八大基地。 

 

第六章 城市交通 

宁德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纵贯闽东全境的 104 国道已拓宽改造成二级公路，并

全部铺上了水泥路面。建成了全国第二、华东最长的公路隧道--全长 3155 米的宁德飞鸾岭

第一隧道和全长 3200 米的宁德飞鸾岭第二隧道；宁德至飞鸾 11.88 公里高速公路已建成通

车；宁德公路交通已形成以 104 国道和 7 条省道为主骨架，以高等级公路为标志，干枝相连，

四通八达的初具规模的公路网络；宁德现拥有港口码头泊位 98 个，其中 3000 吨级码头 6

个，总投资 15238 万元的三都城澳万吨级多功能码头正在紧张建设中。 

  宁德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了闽东交通运输业的空前繁荣。货运方面，初步建立以宁



 

德、福鼎、福安为零担货运中心，辐射全国各地的货运网络；客运方面，开辟了北到温州、

宁波、上海、南京、北京，南到石狮、厦门、汕头、深圳等客运线路。水路运输先后开通了

至广东、上海、宁波、香港、澳门等航线。以宁德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宁德市港务集团公

司、宁德市路桥总公司等为代表的一批龙头交通国有企业实力逐年增强。 

公路客运 

  宁德客运站是闽东客运交通枢纽，现有职工 125 人，经营 35 条线路，日发车 400 多个

班次，日均运送旅客 6000 多人次，高峰时日运送达近万人次。多年来，该站员工坚持“旅

客至上，服务第一”的宗旨，发挥了文明行业示范点的窗口作用，全面实施管理规范化，质

量标准化，工作程序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体系，为广大旅客提供安全、舒适、及时、

方便的服务，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被省、地、

市及有关部门评为“道路客运站管理先进单位”、“省级卫生汽车站”、“满意服务明星杯”、

“女职工工作先进单位”、“退管服务工作先进单位”并连续十一年被宁德市汽车集团公司评

为“先进单位”、“先进党支部”、“廉政先进单位”。 

  近年来，该站加大规范设施建设的力度，新建的一级站房投入使用，实行电视监控，微

机售票等现代化管理，狠抓塑型工程，设置了领导和业务、财务、行业售票服务，快客行包

以及经警队等科室，各司其责，密切配合，坚持岗位服务标准和统一行为准则，提高员工“服

务人民，奉献社会”的整体思想素质，使全站服务质量，登上了新的台阶。该站通过“三公

开”即公开向社会服务承诺，公开收费标准，公开社会民主测评，聘请行风监督员等措施，

虚心倾听旅客的意见，营造绿色环绕，整洁有序，鲜花迎客的良好环境，受到广大旅客和社

会的广泛好评。 

公交服务 

宁德市公交公司始建于 1976 年元月，隶属城市建设部门主管。企业各项经济技术指标

均名列全省同行前茅。1997 年成功收购了原宁德市水泥厂，2000 年又投资 760 万元，一举

收购了中外合资莱森柯板材厂，这为新的宁德港口城市发展大公交打下坚实基础。 

 

第七章 自然资源 

海洋资源 

  宁德市东临台湾海峡，海岸线长 878 公里，占全省海岸线总长的 28.35%；海域面积 4.46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海洋渔场总面积 35.63%，区域内有岛、礁、沙、滩、岬角、水道、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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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市属火山岩地带，矿产资源丰富。目前已发现矿产 79 种，矿产地 135 处，探明储

量的矿种有 33 种，尤其是玄武岩、高岭土、花岗石、建筑砂、叶蜡石、钼、锌等矿种，储

藏量大，品位高，且易于开采，为发展建材、陶瓷等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旅游资源 

  闽东依山傍海，山峦叠嶂，景色秀丽，旅游资源丰富多彩，独具特色。被誉为“海上仙

都”的福鼎太姥山，"华东仅有"的周宁九龙漈瀑布，“人鱼和谐”闻名数百载的周宁鲤鱼溪，

全国独有的屏南鸳鸯溪，被明永乐帝赐为“天下第一山”的宁德支提山布，日本国高僧空海

大师入唐求法的登陆地霞浦赤岸，驰名东南亚与妈祖庙同享盛誉的古田临水宫，胜似太湖的

古田翠屏湖，以及天然良港三都澳等著名景区，无尽神奇的白水洋，都是令人神往的旅游胜

地，以及具有“江南第一漂”开发潜质和有“闽东小九寨”美誉的福建省级风景名胜区杨梅

州风景名胜区。 

宁德福鼎太姥山风景区、宁德白水洋旅游区、宁德鸳鸯溪景区等在 2009 年 2 月 6 日被

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批准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以及具有“江南第一漂”开

发潜质和有“闽东小九寨”美誉的福建省级风景名胜区杨梅州风景名胜区。 

 

第八章 地方文化 

语言文化 

宁德市汉语方言分布情况比较复杂。根据方言内部的异同，宁德方言属闽海方言群中以

福州话为代表的闽东方言区。古田、屏南两县属于闽东南次方言南区；蕉城区和福安、周宁、

柘荣、寿宁、福鼎、霞浦等 7 县（市），属于闽东北次方言区。闽东方言福州话在南片区可

自由交际，北片区各市（县、区）人也能基本听懂福州话。福安话在北片区的周宁、寿宁、

柘荣等县可自由交际，蕉城、霞浦、福鼎人也能基本听懂福安话。 

  闽东方言北片区各县（市）没有像福州话韵母那样的变韵现象。词汇方面，北片区有些

词语说法与南片区不同，如"肚子"叫"腹肚"，"小孩"叫"傀儡"，"饿"叫"饥"，"生孩子"叫"

生囝"或"饲囝"，"种猪"叫"猪狮"等。语法方面，北片区有些地方句子结构特殊，如寿宁话

把"你先走"说成"你走先"，寿宁话、柘荣话把"再吃一碗"说成"食碗凑"或"食碗添"，福安话

把"客人"叫"人客"，"母鸡"叫"鸡母"，"斗笠"叫"笠斗"，"前头"叫"头前"等。福安话语音浊

重，语调偏硬；福鼎话轻清、绵软。 

  同时，境内有一些地方形成区外方言岛。蕉城区飞鸾镇的碗窑和礁头村（共 3000 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