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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8 年，深圳市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经济社会呈现平稳良好的发展势头。投

资需求提速，外贸增长回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进一步加强。多年来致力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举措逐

步收到成效，形成了第三产业增长加速，第二产业稳步增长，第二、第三产业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

态势。物价涨幅冲高回落。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 

金融业保持平稳，资产规模、效益继续增长，证券业总体平稳，保险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金融市

场交易活跃，总体呈现与经济良性互动的态势。 

2009 年深圳经济将在机遇和挑战中前行，在调整中保持增长。信贷投放适度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

支持。金融市场在创新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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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8 年，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

顺应经济发展要求，金融调控从“双防”、“一保

一防”转到“灵活审慎”。这一背景下，深圳金融

业保持平稳运行，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

效益继续增长，证券业总体平稳，保险业延续良

好发展态势，金融市场交易活跃。 

（一）银行业平稳发展 

2008年，深圳银行业经营效益整体良好，资

产总额、税前利润继续增长，资产质量保持平稳。

年末，全市银行类金融机构总资产同比增长（以

下简称“增长”）1.6%，达到2.1万亿元；税前利

润增长15.9%，达到410.9亿元。多数商业银行的

不良贷款额和比率出现“双降”。 

表 1  200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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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17399 9222 0

二、政策性银行 3 185 1200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361 11523 6523 2

四、城市商业银行 51 4404 1280 1

五、城市信用社 0 0 0 0

六、农村合作机构 197 1916 662 1

七、财务公司 3 126 255 3

八、邮政储蓄 128 1109 196 0

九、外资银行 78 4318 1568 4

十、农村新型机构 0 0 0 0

合             计 1270 40980 2090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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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银监局。 

1.存款增长放缓，储蓄回流迅速。2008 年末，

深圳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4260.9 亿

元，增长 12.0%，增幅同比下降 7.9 个百分点；全

年新增 1715.6 亿元，同比少增 425.6 亿元。资本

市场波动对深圳存款变动影响较大。股市低迷，

股市投融资形成的人民币企业存款、其他存款减

少；人民币储蓄存款迅速回流，全年新增 1127.2

亿元，增量远超往年。在减息预期下，储蓄存款

的期限结构由上年的活期化转为定期化，全年定

期储蓄的增量占储蓄存款总增量的 69.0%。外汇存

款继续减少，年末余额为 116.8 亿美元，比上年

末减少 11.6 亿美元。 

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前三季度增长迅

速。但9月份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部分外

资金融机构存款下降。加之国内银行收缩对其同

业融资，其流动性受到冲击。通过加强监测、主

动调节资产负债结构，外资金融机构未发生流动

性问题，四家法人外资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较为宽

裕。年末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比年初增

加155.5亿元，同比多增47.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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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2.贷款增速回落，投放更加均衡。2008 年末，

深圳市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11234.1 亿元，

增长 11.0%，增幅同比下降 10.2 个百分点；全年

新增 1181.3 亿元，同比少增 615.7 亿元。贷款主

要投向个人贷款、制造业、基础设施业和房地产

业。受房地产市场交易冷淡影响，深圳贷款的主

要投向――个人消费贷款增长放慢，全年新增

97.6 亿元，同比少增 741.5 亿元，导致全市贷款

增长放慢。全市人民币信贷投放更加均衡，长期

化趋势缓解，年末中长期贷款余额占比 65.5%，比

上年末降 0.5 个百分比；房地产业贷款集中度下

降，房地产业贷款占比 14.8%，比年初降 0.2 个百

分点。随着人民币降息及升值预期减弱，汇兑与

利差的双重收益逐渐消失，2008 年外汇贷款增速

下滑，全年新增 23.3 亿美元，同比少增 40.2 亿

美元。 

2008 年，深圳地方金融机构落实国家宏观调

控政策，加大对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积极开展小企业贷款创新，加快推进下岗失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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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小额担保贷款和助学贷款。 

-300

-200

-100

0

100

200

300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
0
月

1
1
月

1
2
月

0

5

10

15

20

25

30

2007年各月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左坐标）

2008年各月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左坐标）

2007年各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右坐标）

2008年各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右坐标）

亿元 %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图 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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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3.现金收支增长放慢。2008 年深圳现金净支

出创新高，达到 1347.4 亿元，但增速明显下降，

仅增长 0.6%（表 2）。尽管深圳现金投放的人口结

构、专业市场等主要因素没有改变，但受总体经

济增长放缓影响，深圳现金需求也呈现增长放缓

的迹象。 

 表 2  200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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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4.9 -2.6

现金支出 12662.3 -2.2

现金净支出 1347.4 0.6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4.利率水平由升转降。2008 上半年，深圳贷

款利率水平及新增人民币贷款上浮占比上升；下

半年，货币政策适应经济发展要求转为适度宽松，

基准利率大幅下调，深圳各期限贷款利率及上浮

占比明显下降。全年，深圳浮动利率贷款占比

71.7%，较上年升 10.9 个百分点，反映出银行更

加注重利率风险控制；浮动利率贷款中，50%执行

下浮利率，主要与市场利率下降及大企业贷款额

度大、议价能力强有关。受海外降息等因素影响，

美元、港币贷款利率同比分别下降 0.77 及 2.99

个百分点。 

表 3  200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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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100 100 100

[0.9-1.0) 38.8 33.1 43.5 32.2 9.0

1.0 31.9 36.1 34.9 29.5 55.9

小计 29.3 30.8 21.7 38.4 35.1

(1.0-1.3] 27.6 30.2 20.3 36.6 34.9

(1.3-1.5] 1.0 0.5 1.3 1.7 0.2

(1.5-2.0] 0.3 0.0 0.0 0.0 0.0

2.0以上 0.3 0.0 0.0 0.0 0.0  
注：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为[0.9，2.3]。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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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图 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5.银行类金融机构改革稳步推进。2008 年，

辖内农行完成不良资产剥离的资金清算与账务划

转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检查验收和对剥离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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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辖内农发行等政策性银行积极探索改制，

研究向商业化转型的可行性。招商银行成功并购

永隆银行，并积极探索金融业综合经营方式。 
（二）证券业总体平稳 

1.证券公司资产和利润减少，但高于全行业

平均水平。截至 2008 年末，深圳法人证券公司数

与上年持平。证券公司总资产 2965.1 亿元，比上

年减少 1196.5 亿元；税后利润 135.0 亿元，比上

年减少 191.9 亿元，减幅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基

金业在全国保持比较优势。法人基金公司比上年

增加一家，管理基金 148 只，比上年增加 22 只；

基金总规模 9044.0 亿份，增加 453.0 亿份。期货

公司 12 家，比上年增加一家；总资产 58.9 亿元，

比上年增加 4.3 亿元；实现利润 1.5 亿元，增加

0.4 亿元。 

2 上市公司数量保持上升，效益下降。截至

2008 年末，深圳有上市公司 102 家，比上年增加

6 家；其中在中小企业板块上市 26 家，比上年增

加 8 家。全年上市公司筹资额 245.5 亿元，比上

年减少 756.5 亿元。上市公司净利润 379.2 亿元，

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表 4  2008 年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17
总部设在辖内的基金公司数(家) 17
总部设在辖内的期货公司数(家) 12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102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245.5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537.3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94.5

量

 

数据来源：深圳证监局，中国债券网。 

（三）保险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2008 年，深圳新增 6 家保险公司总部和分公

司，各类保险机构数量达到 58 家，形成自由竞争、

科学发展的基本格局。 

2008 年，全市实现保费收入 240.8 亿元，迈

上了 200 亿元的新台阶，比上年增加 57.1 亿元。

保险业务增长支撑点增加，发展稳定性增强。产

险方面，非车险增速近 3 年来首次超过车险，对

产险市场的增长贡献率接近 50%，较上年高出 20

多个百分点。寿险方面，个人寿险业务快速增长，

增长 23.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5 个百分点，占到

寿险市场总保费的 51%，高出全国 9个百分点。寿

险业务新单期缴保费占比 3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3 个百分点，表现出较强的可持续发展性。 

2008 年，深圳保险业的保险功能进一步发挥。

全年累计提供各类风险保障近 14 万亿元，支付赔

款和给付 67.9 亿元，同比增长 19.5%，较好地发

挥了为政府排忧解难、为群众雪中送炭的社会“稳

定器”作用。 

表 5  2008 年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11＊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6
               寿险经营主体（家） 3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47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4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1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40.8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84.8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56.0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67.9

保险密度（元/人） 2700

保险深度（%） 3.1%

量

 
注：＊另有两家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属于集团保险公
司和保险控股总公司，无法单独归入财产险或寿险经营主
体。  

数据来源：深圳保监局。 

（四）金融市场交易整体活跃 

2008 年，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以及货币政策

的调整，对深圳金融市场发展形成巨大影响。深

圳金融市场整体交易活跃，融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间接融资比重降为 76.3%。 

表 6  2008 年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8 1548.1 76.3 10.2 13.5 1181.3 157.3 209.6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绝对值（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证监局，

发改局，深圳证券交易所。 

1.货币市场交易量大幅增长，利率总体下行。

2008 年，深圳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交易市场交

易总量 20.7 万亿元，增长 44.7%，交易总量占全

国的 9.6％,排名第三。深圳辖内金融机构通过货

币市场交易将大量资金融出，全年流出资金 11.3

万亿元，增长 40.4%。市场利率受下半年货币政策

转向影响，呈下降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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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票据成交量迅猛攀升，贴现利率单边下滑。

截至 2008 年末，深圳票据承兑余额 727.5 亿元，

增长 10.8%；贴现余额 716.9 亿元，增长 77.9%。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由年初的 9.86%跌至年末

的 2.53%，跌幅 74.3%。四季度，货币政策根据经

济形势变化与宏观调控要求，由适度从紧转为适

度宽松，银行体系流动性变得充裕，资金运用的

压力增加。在经济形势不明朗、缺乏有效贷款项

目的情况下，流动性较好、安全性较高的票据业

务得到青睐。各家银行大量贴入票据，造成票据

贴现量的大增，贴现利率大幅下降。 

表 7  200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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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10 583.41 340.2 1083.64 49 74.66

2 590 188.76 461.8 989.75 98 96.44

3 692 416.26 496.6 1749.23 78 139.98

4 727 392.33 581 988.01 136 2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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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表 8  2008 年金融机构票据贴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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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 7.26 5.47 5.21

2 5.78 6.53 5.34 5.13

3 5.12 6.06 4.67 4.30

4 2.53 2.72 2.79 2.04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3.股市暴跌，债市飚升。2008 年，深证成指

下跌万余点，跌幅 63.4%。深市股票、基金累计成

交 8.9 万亿元，同比减少 44.4%；筹资额 1233.7

亿元，同比微增 2.9 亿元，增幅 0.2%；股票平均

市盈率 16.7 倍，较上年末下降 77.1%。前期估值

过高、大小非减持、国际金融危机是深证成指深

幅下挫的主要原因。受益于下半年适度宽松的货

币政策，降息预期强烈，市场资金面宽裕，深圳

债市表现强势，全年成交 510.9 亿元，同比增加

243.0 亿元，增长 90.7%。 

4.外汇市场、黄金夜市交易规模不断扩大。

2008 年，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随宏观政策

的调整而波幅增大，辖内银行人民币外汇即期交

易成交总量剧增，增长 98.2％。黄金市场方面，

2008年，上海黄金交易所深圳会员累计交易391.5

吨，增长 55.1%，占上交所累计成交量的 4.4%；

夜市累计成交 3907.5 吨，连续两年实现三倍以上

增长；商业银行黄金业务成交量同比增长近10倍。 

5.金融产品创新活跃。2008 年，深圳各银行

充分利用外汇衍生产品管理汇率风险，外汇掉期

交易增长 1.4 倍。此外，商业银行抓住股市回调，

投资者资金回流银行并寻找其他投资途径的契机

大力发展理财业务。2008 年，深圳各银行理财创

新产品繁多，并逐渐渗透到传统业务发展中，与

授信、信贷资产转让、债券分销等业务相结合，

创新水平有所提高。 

（五）金融生态环境稳步推进 

2008 年，深圳金融业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

设为着力点，全面改善深圳金融生态环境，进一

步提高了金融服务水平：继续完善现代化支付结

算体系，开发了空头支票系统影像化功能，为全

面提高空头支票处罚效率打下坚实基础；制定并

完善支付系统参与者风险管理规定，出台银行卡

受理市场管理办法，清理银行违规间联 POS 机具，

大力推广银行卡在深圳市专业市场应用，2008 年

深圳刷卡消费额占社会消费总额比例达 38%。继续

完善信用环境，加强征信系统建设，建立了深圳

市企业信贷风险定期提示机制，并成立了深圳市

信用评级协会。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8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圳经济增

长回落，但仍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全年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 7806.5 亿元，增长 12.1%，增速

较上年降低 2.7 个百分点。三次产业比重为

0.085:48.879:51.035，第三产业占比自 2003 年

以来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按年均汇率折算，2008

年深圳市人均 GDP 为 12932.0 美元，超过中上等

收入国家人均 GDP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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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深圳市统计局。 

图 5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一）外贸增长大幅回落，消费对经济

增长贡献度进一步加强 

1.基本建设投资拉动整体投资增长。2008 年

末，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额 1467.6 亿元，增长 9.1%，

自 2005 年以来的增速回落势头得到了扼制。下半

年，基本建设投资提速，拉动整体投资增长。全

年基本建设投资827.8亿元，占全部投资的56.4%，

占比较上年提高了 3.3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

资依然低迷，全年投资 440.5 亿元，较上年减少

4.5%，增幅为 1996 年以来最低。 

2008 年的投资主要投向了第三产业，其中房地产

业投资和运输、邮电、仓储业投资显著增长（分

别增长10.6%和 5.6%）；工业投资略有增长（3.9%）。

全市产业投向结构继续呈房地产业、运输邮电仓

储业、工业三足鼎立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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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深圳市统计局。 

图 6  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2.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消费需求对经济的贡

献度增强。2008 年末，深圳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2251.8 亿元，增长 17.6%；拉动经济增长 4.1

个百分点，较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全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6729.3 元，增长 10.0%，剔除物

价上涨因素后为 4.1%。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看，

前三季度的物价上涨较快，居民在食品、衣着方

面的支出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服务类支出也有

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居住类和交通通讯类支出则

同比显著下降。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消费需求

倾向于生活必需品，对文化娱乐类等非生活必需

品的需求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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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深圳市统计局。 

图 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3.对外贸易小幅增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

2008 年, 外贸进出口总额 2999.8 亿美元，增长

4.3%。其中进口总额 1202.3 亿美元，增长 1.0%；

出口总额 1797.4 亿美元，增长 6.6%。由于进口增

幅的减少更为显著，年末进出口顺差 595.1 亿美

元，较上年高出 100 亿美元。国际金融危机对深

圳外贸需求的增长影响显著，进出口增幅 2002 年

以来首次低于 10%。对加工贸易的影响尤为明显，

加工贸易进口十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而一般贸易

特别是一般贸易进口则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

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仍然是外贸出口的最主

要产品，维持了较好的出口态势。服装类产品出

口剧烈下降，同比降幅超过了 50%。香港仍是深圳

的第一位贸易伙伴，但由于加工贸易进出口回落，

对其出口增长微弱，而进口额则同比下降了

15.9%。深圳对欧盟 25 国的进出口同比则有大幅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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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2008 年全市外商直接投资稳定增长。四大投

资来源地中，美国、台湾、香港外商投资均有所

增加，美国外商投资增长接近 90%，而日本外商投

资同比下降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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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深圳市统计局。 

图 9  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专栏  汇率机制改革对深圳市进出口企业的影响调查 

 

2005 年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后，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企业如何应对汇率风险成了社会各

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升值速度明显加快，但 7月份以后，人民币结束了汇改以来单

边升值的趋势，走出几轮下跌行情。为了解深圳市进出口企业如何应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我们选

择百余家有代表性的重点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108 份，涉及生产型进出口公司 87 家，专业外贸公司 21 家。调查结果表

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并没有影响外商的投资信心，调查样本中的三资企业，自 2007 年下半年以来，

未发生撤资或减资情况。汇改后深圳市多数企业已能够根据国际市场形势和企业自身特点，采取不同手

段，有效应对汇率风险。在生产经营环节中主要采取的避险措施有：降低原材料、生产成本，企业占比

61.1%；提升产品档次，企业占比 40.7%，多数为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类企业；重新谈判产品价格，企业

占比 36.1%；增加内销比重，企业占比 21.3%。在支付结算环节中主要采用外汇收入即期结汇（企业占

比 71.3%）、减少进口预付（企业占比 51.9%）规避人民币升值风险。部分企业开始运用贸易融资工具避

险，调查中有五分之一强的企业在对外收付中增加出口押汇、福费廷等出口贸易手段和远期信用证等进

口贸易手段。 

 

 

（二）第三产业增长迅速，支柱产业

作用明显 

深圳多年来致力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举措正在

逐步收到成效。2008 年，已形成了第三产业增长

加速，第二产业稳步增长，第二、第三产业共同

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高新技术产业、金融

业、物流业等支柱产业对经济拉动尤为显著。 

1.工业增幅回落，效益面临冲击。2008 年，

全市规模以上（下同）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

3527.8 亿元，增长 12.5%，增幅回落 2.5 个百分

点。区别于往年，轻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以较大

幅度领先于重工业。出口交货值占工业销售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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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较上年下降约 10 个百分点，但仍处于高

位，深圳工业“两头朝外”的特征依然显著。通

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作为深圳

支柱行业，保持较好增长，全年实现增加值

1607.1 亿元，增长 18.4%；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7811.5 亿元，增长 16.3%。 

国际金融危机对深圳工业效益构成了一定冲

击，2008 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较上年回落近 10

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同比减少 1.2%。不过，工业

整体效益良好，全年工业经济综合效益指数和工

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达到188.3%和128044元/

人，分别比上年上升 2.3 个百分点和 6.2%。 

国际金融危机对深圳企业经营景气及信心打

击较大。2008 年各季度的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

信心指数持续大幅下降，其中，工业指数及住宿

和餐饮业指数下降尤其剧烈。2008 年 4 季度企业

景气指数 114.9，居于“相对景气”区间，而企

业家信心指数仅 91.1，进入了“微弱不景气”区

间。这两个数值都是多年来的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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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深圳市统计局。 

图 10  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2.服务业增长迅速，金融业表现突出。2008

年，深圳第三产业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成为

深圳经济的一大亮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 59.1%，拉动经济增长 7.2 个百分点。金融

业的表现最为抢眼，产值占了第三产业产值的四

分之一，增速高出 GDP 增速近 10 个百分点。在多

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下，物流业增速回落，但仍

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增速，全年物流业增加值为

734.5 亿元，增长 12.3%。 

（三）居民消费价格涨幅高位回落，

职工报酬有所增加 

2008 年，深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在 4 月份达

到 8.5%的最高点，随后逐月下降，12 月份回落至

2.5%。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较，深圳各月

物价的变化较为平缓。原材料价格和工业品价格

涨幅在年末大幅回落。 

1.物价总体上升，各类价格呈普遍性上涨。

2008 年，深圳市居民消费价格全年累计上涨

5.9%，较上年高 1.8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

上涨 13.5%，非食品价格上涨 2.6%；消费品价格

上涨 7.5%，服务项目价格上涨 2.1%。由于深圳农

业经济逐年萎缩，食品类产品大部分靠外地供给，

因输入性因素，食品类价格连续上升，带动深圳

物价整体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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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深圳市统计局。 

图 11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2.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工业品价格仍呈下

降态势。两大类生产价格的前三季度走势较为平

稳，原材料价格涨幅基本为 5.0%至 6.5%，工业品

价格涨幅为 1.0%至 1.5%。但至年末，随着经济形

势的恶化和全国物价的大幅回调，原材料价格和

工业品价格均急速下挫。原材料价格 12 月当月指

数为 0.9%,而工业品价格 11 月和 12 月的当月指

数进入负增长区间。从原材料分类看，建筑材料

及非金属矿类、农副产品类、燃料动力类的涨幅

较大。工业产品中，石油工业产品价格涨幅高达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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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工劳动报酬有所增长。截至 2008 年三季

度，深圳市在岗职工人数 195.9 万人，增长 4.9%；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575.5 亿元，增长 15.2%。工

资总额增速快于职工人数增速 10.3 个百分点，民

生得到有效改善。四季度末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2.3%，同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2008 年 7 月，深

圳再次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目前，深圳特区内

最低工资标准为 1000 元/月，比上年增长 17.6%；

特区外最低工资标准为 900 元/月，比上年增长

20%。 

（四）财政收支同步快速增长，财政

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 

2008 年，全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800.4

亿元，增长 21.6%；一般预算支出 889.9 亿元，

增长 22.2%。财政收入方面，各项税收收入合计

762.9 亿元，占全部财政收入的 95.3%。五大主体

税种的增幅均在 15%以上，其中个人所得税以

35.5%的增速居涨幅首位。财政支出方面，政府加

强了对关系民生改善方面的投入，财政支出结构

进一步优化，财政的公共服务职能得以加强。其

中，环境保护支出增幅达 242.0%，一般公共服务

支出增长 35.1%。2008 年，深圳财政支出继续向

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倾斜，全年基础

设施建设支出为 161.9 亿元，比上年增加 30.1

亿元，增长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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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深圳市统计局。 

图 12  财政收支状况 

（五）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 

2008 年，深圳房地产市场量价齐跌，房地产

贷款在收缩中调整。 

 1.商品房施工面积小幅增长，竣工面积同比

下降。2008 年，深圳商品房施工面积 3276.3 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 3.7%，商品房竣工面积 629.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0.1%。2008 年，全市新建商

品房批准预售面积 778.5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0.5%。截至年末，全市住宅累计可售规模为

491.3 万平方米，住宅供应相对较为充足。 

2．新建商品房、二手住房交易规模持续下降。

2008 年，全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417. 7 万平

方米，同比下降 24.8%；二手住房交易面积 350.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60.3%。实际供给充足与实

际需求疲软的交互作用客观上导致了商品房空置

面积大幅增加。2008 年，累计商品房空置面积

2316 万平方米，同比增加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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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深圳国土局。 

图 13  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3．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呈现回落和调整。2008
年末，全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为 12794.2 元/
平方米。与同期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房销售

价格相比，深圳商品住房销售价格跌幅连续四个

月居全国首位。 
4．房地产开发贷款不断收缩，个人住房贷款

恢复增长。2008 年末，深圳房地产贷款余额

3649.3 亿元，同比增长 1.5%。其中，深圳房地产

开发贷款不断收缩，年末余额 1038.2 亿元，同比

增长 4.7%。在房地产市场调整期间，商业银行更

侧重风险控制，提高房地产开发商贷款的准入门

槛，切实降低房地产贷款行业集中度。个人住房

贷款在经历了前四个月的持续下降后，从 5 月份

开始基本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年末余额达到

2355.8 亿元，同比增长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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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深圳国土局。 

图 14  主要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三、预测与展望 

2009 年深圳经济将在机遇和挑战中前行，在

调整中保持增长。初步预计，全年生产总值将增

长 10%左右，进出口总额将增长 5%左右，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 12%

左右。 

2009 年也是货币政策充满挑战的一年。实施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稳步推进金融创新和改革，

将是货币政策的主线。预计深圳全年贷款稳定增

长，货币流动性较为充裕，货币市场成交量将稳

步提高。围绕创业板的推出，深圳资本市场将进

一步发展。创新将继续为金融市场发展提供活力，

利率市场化的步伐明显加快，票据融资等低成本

融资工具将活跃，债券市场将获得较快发展，外

汇市场将进一步拓展，人民币贸易结算将为企业

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贸易结算通道，深港澳金融

合作机制将得到巩固和完善，深圳金融业将在挑

战中稳步前行。 

 
 
总  纂：罗伯川 张建军 
统  稿：李惠群 孙春广 刘川巍 
执  笔：刘川巍 张利平 王建党 周建平 朱明君 全海欣 
提供材料的还有：王继权 孙春广 胡坚 王栋 蔡瑞文 张婉 王晓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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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深圳市经济金融大事记 

４月１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发展促进

条例》。 

5 月 29 日，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在五洲宾馆举行揭牌仪式。注册资本７４．８５亿元，是国内注

册资本最大的金融租赁公司。 

7 月，南方基金公司获批在香港设立资产管理合资公司——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为内地

唯一一家获批在香港设立分公司的基金公司。 

7 月 18 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市银行卡产业发展协调小组办公室、中国银联深圳分公

司联合举行"深圳专业市场推广应用银行卡业务"启动仪式，开启了深圳专业市场个体商户安装银行卡支

付终端、接受持卡人刷卡交易的历史。 

9 月 5 日，国内首家信用评级协会--深圳市信用评级协会成立。 

9 月，招商银行完成收购永隆银行 53.12%的股权交易，并于 10 月向剩余的股份发起全面要约收购。

此次交易成为国内金额最大的银行控股权并购案。 

10 月 8 日，招商银行纽约分行正式开业。这是自 1991 年美国实行《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法》以来，

中资银行获准在美开设的第一家分支机构。 

11 月 17 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旗下的平安信托与全球第三大货币经纪公司——利顺金融集团

合资设立的平安利顺国际货币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开业。 

12 月，招商银行获得中国银监会颁发的小企业信贷中心金融许可证，成为国内首家拥有小企业信贷

业务专营资格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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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市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深圳市主要存贷款指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2514.1 13028.5 13373.2 13422.3 13530.8 13568.0 13995.0 13942.3 13937.0 14059.1 14069.3 14260.9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5855.8 5951.7 6300.4 6133.7 6284.3 6263.6 6232.4 6318.1 6429.9 6287.2 6331.3 6708.2

                    企业存款 3923.3 4052.7 4240.6 4315.9 4347.8 4459.7 4491.7 4606.2 4762.3 4860.5 4961.2 5125.7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1.2 514.4 344.6 49.1 108.5 37.2 427.0 -52.7 -5.3 122.1 10.2 191.6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9.2 19.3 18.8 12.3 16.6 13.8 20.8 13.0 10.1 13.1 9.9 12.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0474.9 10586.0 10743.4 10958.5 10958.4 11033.8 11111.8 10993.5 11008.3 11042.6 11051.2 11234.1

        其中：短期 3031.5 3111.6 3157.7 3159.3 3132.0 3044.5 3006.7 2957.8 2875.1 2870.9 2816.7 2757.0

                    中长期 6522.8 6587.0 6691.8 6755.9 6824.0 6877.8 6938.6 6933.3 6990.9 6985.2 7023.6 7191.4

                    票据融资 415.2 393.9 392.1 535.5 482.7 562.1 617.4 544.6 576.1 643.9 657.7 718.1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68.2 111.1 157.4 215.1 -0.1 75.4 78.0 -118.3 14.8 34.3 8.7 236.9

        其中：短期 184.2 80.1 46.0 1.6 -27.2 -87.5 -37.8 -48.9 -82.8 -4.1 -54.2 -33.4

                    中长期 184.4 64.2 104.9 64.1 68.2 53.8 60.8 -5.3 57.7 -5.8 38.4 188.5

                    票据融资 7.8 -21.3 -1.8 143.5 -52.8 79.4 55.3 -72.8 31.5 67.8 13.8 60.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1.6 19.4 18.2 16.6 15.2 14.8 12.9 9.5 7.8 7.8 7.6 11.0

        其中：短期 27.2 27.1 27.0 21.7 18.4 11.8 7.9 4.4 -0.1 -2.6 -6.2 -5.0

                    中长期 34.1 32.9 30.5 27.5 26.3 22.8 20.7 16.3 14.0 13.2 12.8 14.2

                    票据融资 -56.4 -62.7 -63.4 -51.5 -54.4 -36.0 -30.9 -33.3 -22.2 -0.7 18.3 76.3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143.1 150.0 162.9 173.3 177.9 172.2 176.1 168.1 169.3 164.0 167.8 170.9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1353.2 1386.1 1429.3 1460.0 1481.9 1495.6 1482.3 1478.6 1456.5 1484.2 1442.3 1420.1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1.5 3.3 12.2 19.3 22.4 18.5 21.2 15.7 16.6 12.9 15.5 17.6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5.5 8.1 11.5 13.9 15.6 16.6 15.6 15.3 13.6 15.8 12.5 10.8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1848.7 12338.9 12665.9 12806.0 12912.0 12926.9 13347.9 13305.3 13205.9 13277.4 13289.7 13462.9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3736.5 3869.8 4063.3 4143.6 4173.6 4287.8 4320.0 4434.3 4590.5 4685.8 4781.8 4933.3

                    企业存款 5522.9 5601.2 5921.1 5824.3 5977.0 5931.4 5915.0 6017.1 6094.2 5914.4 5969.0 6270.4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56.8 490.2 327.0 140.1 106.0 15.0 421.0 -42.6 -99.4 71.5 12.3 173.3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69.6 133.3 193.5 80.4 30.0 114.2 32.2 114.3 156.2 95.3 95.9 151.6

                    企业存款 74.8 78.3 320.0 -96.8 152.7 -45.6 -16.4 102.1 77.1 -179.8 54.6 301.4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2.3 22.2 21.6 15.4 20.1 16.9 24.2 15.9 12.0 15.1 11.5 14.2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4 2.6 7.7 9.4 12.7 13.1 16.1 19.0 21.0 35.1 35.3 29.6

                    企业存款 39.6 41.5 42.7 34.1 37.9 29.5 32.3 23.2 18.1 18.9 19.3 15.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8746.8 8811.7 8917.6 9137.0 9138.9 9211.1 9288.7 9182.3 9194.2 9295.3 9321.6 9551.9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580.9 2562.0 2558.9 2551.9 2562.3 2570.1 2573.8 2584.5 2591.9 2588.1 2618.7 2668.6

                    票据融资 411.0 389.8 388.9 532.9 480.0 559.6 615.2 543.2 574.7 642.3 656.5 716.9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79.2 64.9 105.9 219.4 1.8 72.2 77.6 -106.4 12.0 101.1 26.4 275.5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9.9 -18.9 -3.2 -7.0 10.4 7.9 3.7 10.7 7.5 -3.8 30.6 49.9

                    票据融资 7.9 -21.2 -0.9 144.0 -52.8 79.5 55.7 -72.1 31.6 67.6 14.2 60.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8.7 15.6 13.8 12.2 11.1 11.2 9.6 6.6 5.7 6.9 7.4 12.8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0.4 -0.3 -0.5 -0.7 -0.3 0.0 0.1 0.5 0.8 0.7 1.9 3.8

                    票据融资 -56.7 -63.0 -63.7 -51.7 -54.6 -36.2 -31.0 -33.3 -22.2 -0.7 18.5 77.9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92.6 97.1 100.8 88.0 89.1 93.5 94.6 93.2 107.2 114.5 114.1 116.8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11.1 -8.5 -7.4 -19.9 -19.8 -17.5 -14.1 -18.0 -6.4 -3.7 -4.8 -9.1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240.1 249.7 260.1 260.2 261.9 265.7 266.6 265.0 266.1 256.0 253.1 246.1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49.6 55.1 60.7 59.5 56.5 52.0 47.7 40.1 32.4 23.5 18.0 8.7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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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深圳市各类价格指数 

单位：% 

深圳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深圳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深圳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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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月同比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2001 - -2.2 - - - 0.2 - -3.7 1.1 -0.4 1.0

2002 - 1.2 - - - -1.0 - -6.2 0.4 0.2 1.1

2003 - 0.7 - - - 0.5 - -2.3 2.2 -0.1 3.0

2004 - 1.3 - - - 9.7 - -0.5 4.6 0.0 3.8

2005 - 1.6 - - - 5.1 - -1.3 7.5 1.0 -

2006 - 2.2 - - - 4.2 - -1.8 12.3 2.5 -

2007 - 4.1 - - - 2.9 - -1.6 16.3 4.8 -

2008 - 5.9 - - - 5.3 - -0.4 -1.9 2.2 -

2007 1 - - - - - - - - - - -

2 2.8 2.7 - - 2.5 2.7 -2.4 -2.5 12.3 - -

3 2.8 2.8 - - 3.1 2.8 -2.4 -2.5 12.8 2.6 -

4 2.6 2.7 - - 2.3 2.7 -2.3 -2.4 12.8 - -

5 2.7 2.7 - - 2.8 2.7 -2.1 -2.4 14.2 - -

6 3.3 2.8 - - 2.0 2.6 -2.0 -2.3 15.9 4.3 -

7 4.1 3.0 - - 2.9 2.7 -2.1 -2.3 19.4 - -

8 4.7 3.2 - - 2.0 2.5 -1.9 -2.0 20.8 - -

9 5.6 3.5 - - 3.0 2.6 -1.9 -2.0 20.5 6.4 -

10 5.6 3.7 - - 3.0 2.6 -1.7 -1.9 19.5 - -

11 6.1 3.9 - - 4.2 2.8 -0.5 -1.8 18.6 - -

12 6.1 4.1 - - 5.0 2.9 0.7 -1.6 16.4 6.0 -

2008 1 - - - - - - - - - - -

2 7.9 7.2 - - 5.0 4.8 -0.2 -0.2 11.4 - -

3 7.6 7.3 - - 6.6 5.4 1.5 0.4 8.0 2.6 -

4 8.5 7.6 - - 6.5 5.7 1.1 0.6 5.5 - -

5 7.0 7.5 - - 6.0 5.7 1.4 0.7 2.5 - -

6 6.2 7.3 - - 5.5 5.7 1.2 0.8 -0.4 2.2 -

7 6.6 7.2 - - 6.3 5.8 1.5 0.9 -3.9 - -

8 5.5 7.0 - - 7.1 5.9 1.0 0.9 -6.4 - -

9 5.1 6.7 - - 6.2 6.0 0.2 0.8 -10.0 2.7 -

10 4.6 6.5 - - 4.6 5.8 0.2 0.8 -12.6 - -

11 3.5 6.2 - - 4.3 5.7 -4.2 0.1 -14.8 - -

12 2.5 5.9 - - 0.9 5.3 -4.9 -0.4 -15.2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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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深圳统计年鉴（2008）、深圳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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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深圳市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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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683.9 - - 3532.9 - - 5611.76 - - 7806.5

    第一产业 - - 1.6 - - 3.2 - - 4.8 - - 6.7

    第二产业 - - 825.1 - - 1732.8 - - 2752.2 - - 3815.8

    第三产业 - - 857.3 - - 1796.9 - - 2854.8 - - 3984.1

工业增加值（亿元） 265.8 489.1 751.0 1031.6 1325.0 1560.9 1852.8 2183.9 2537.1 2873.6 3178.2 3527.8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50.1 136.4 231.8 330.1 451.1 575.2 686.2 814.9 971.1 1115.4 1274.9 1467.6

    房地产开发投资 14.0 56.1 91.5 119.4 161.4 194.7 231.4 269.9 305.1 343.5 389.8 440.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93.1 386.3 552.0 718.7 895.8 1080.5 1267.1 1469.7 1662.0 1863.7 2057.5 2251.8

外贸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219.3 412.9 643.4 883.3 1134.5 1391.8 1659.6 1930.1 2220.1 2491.9 2744.1 2999.8

    进口 83.1 171.5 263.2 361.9 468.3 573.9 682.4 794.3 910.5 1015.5 1106.3 1202.3

    出口 136.2 241.4 380.2 521.4 666.2 817.9 977.2 1135.9 1309.6 1476.4 1637.8 1797.4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53.1 69.9 117.0 159.6 197.9 244.0 294.7 341.6 399.1 460.9 531.5 595.1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亿美元）
1.2 2.4 5.3 8.7 12.5 17.2 21.4 26.0 31.8 35.6 39.30 40.3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70.6 82.7 93.7 170.9 143.1 107.4 132.5 133.4 91.5 97.3 87.66 -89.50

    地方财政收入 114.4 166.9 228.4 360.7 418.7 479.1 556.9 597.1 644.0 711.6 755.44 800.36

    地方财政支出 43.8 84.3 134.8 189.8 275.7 371.7 424.5 463.8 552.5 614.3 667.78 889.86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2.4 - - 2.4 - - 2.3 - - 2.30

地区生产总值 - - 10.2 - - 10.5 - - 11.5 - - 12.1

    第一产业 - - -16.7 - - -21.3 - - -20.7 - - -13.4

    第二产业 - - 8.4 - - 9.6 - - 10.7 - - 11.9

    第三产业 - - 11.9 - - 11.5 - - 12.4 - - 12.5

工业增加值 18.2 9.1 9.4 9.5 9.6 10.3 10.6 11.1 11.5 11.9 12.4 12.5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5.0 3.1 -3.0 0.3 5.3 6.9 6.8 7.7 6.4 7.2 8.1 9.1

    房地产开发投资 4.9 23.8 6.1 2.8 7.8 -0.8 -3.7 -2.3 -2.5 -0.9 1.7 -4.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2 23.6 19.4 19.2 19.0 18.2 18.0 18.9 18.6 18.7 18.1 17.6

外贸进出口总额 14.9 10.3 10.0 9.5 10.2 9.0 8.8 8.3 8.5 8.3 6.2 4.3

    进口 -6.5 0.2 3.7 4.2 12.7 7.9 9.5 7.6 7.7 7.1 4.0 1.0

    出口 33.5 18.8 14.9 13.4 6.8 9.7 7.9 8.8 9.0 9.2 7.7 6.6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7.0 10.6 5.1 13.3 10.4 10.0 9.6 13.1 17.5 13.6 13.7 10.0

地方财政收入 50.0 44.6 42.4 50.7 45.5 41.3 32.9 30.3 28.9 23.9 22.9 21.6

地方财政支出 28.7 38.0 36.2 41.2 58.0 67.9 61.6 50.3 50.5 48.0 39.0 22.2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深圳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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