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4 年贵州省金融运行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内容摘要] 

2014年，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综合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多项经济指

标提前一年实现“十二五”规划翻番目标，农业增产丰收，工业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发展，固

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扩大，消费总体平稳，对外贸易加快发展，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居民收入持

续增加。 

金融业保持快速增长，是服务业中增长最快的行业。稳健货币政策有效落实，信贷结构持续

优化，银行业机构改革稳步推进。法人证券公司实力持续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发展。保险

业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业务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直接融资发展迅速。金融

生态环境建设工作持续推进，金融基础设施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 

2015年，贵州省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金融机构将继续贯彻落实好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做好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工作，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努力

助推贵州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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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4年，贵州省金融业保持良好发展态

势，成为服务业中增长最快的行业。稳健货币

政策有效落实，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发展，保

险业务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宽，金融市场运行平

稳，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持续推进。 

（一）银行业组织体系持续完善，总

体运行平稳 

银行业机构逐渐增多，存款增速有所回

落，贷款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利率水平总体平稳，机构改革稳步推进，跨境

人民币业务快速增长，但银行业经营压力有所

加大。 

1.银行业金融机构保持较快发展。省内银

行业机构体系进一步完善，机构个数和从业人

员稳步增多（见表 1）。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

规模突破 2 万亿元，经营总体稳健。 

表 1  2014年贵州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大型商业银行 1091 24322 6766.9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68 1301 2578.3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45 1706 1497.4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316 7567 3125.2 2

五、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2264 25415 4855.6 85

六、财务公司 5 82 319.0 3

七、信托公司 1 232 73.4 1

八、邮政储蓄 963 2429 810.4 0

九、外资银行 1 39 3.3 0

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98 1852 156.6 40

合             计 4852 64945 20186.2 131

营业网点

机构类别
法人机构

（个）

 

注：大型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小型农村金融

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新型农村金融

机构包括村镇银行。 

数据来源：贵州银监局。 

 

2.存款增速放缓且波动明显。受企业存款

增长乏力、理财产品分流等因素影响，人民币

存款增速下降趋势明显，月度间新增存款波动

较大，存款偏离度新规出台后波动有所减弱

（见图 1）。2014年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速均较上年同期

有所回落（见图 1、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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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图 1  2013～2014年贵州省金融机构人民币

存款增长 

 

3.贷款保持合理增长。截至 2014 年末，

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本外币各项贷款稳定增

长（见图 2、图 3），年度新增贷款首次迈上

2000 亿元台阶。“定向降准”政策有效落实，

再贷款杠杆化运作模式在全省推广，再贷款、

再贴现业务办理量再创新高。“三农”、小微、

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民生领域的贷款保持较快

增长，文化体育、卫生、水利环境、科学研究、

教育、居民服务等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行

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高于 30%，“5 个 100 工

程”1、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

等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继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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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图 2  2013～2014年贵州省金融机构人民币

贷款增长 

                                                        
1 “5个 100工程”是指贵州省重点打造的 100个产

业园区、100个高效农业示范园区、100个旅游景区、

100个示范小城镇、100个城市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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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图 3  2013～2014年贵州省金融机构本外币

存、贷款增速变化 

 

4.利率定价进一步市场化。存款利率出现

分化，全国性金融机构根据期限不同采取差异

化定价策略，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中的城市商业

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

全部一浮到顶。2家城市商业银行成为市场利

率定价自律机制成员并成功发行同业存单。金

融机构利率定价能力逐渐增强，资金议价能力

进一步提升（见表 2）。贷款利率整体水平有

所下降，各月人民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不含贴现）除 2月份较大幅度下降外，其余

各月保持窄幅波动。非对称降息、再贷款杠杆

化运作等政策引导市场利率下行，12 月的利

率水平较 1 月下降 19.3 个基点。民间借贷利

率逐步回落。 

表 2  2014年贵州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各

利率区间占比 

单位：%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下浮 3.2 3.1 3.8 1.2 1.5 11.0

基准 26.2 40.9 24.9 22.8 25.0 24.7

小计 70.5 55.9 71.3 76.0 73.5 64.4

(1.0-1.1] 10.8 12.1 11.8 14.0 20.8 12.2

(1.1-1.3] 18.8 19.6 18.0 16.6 16.8 16.8

(1.3-1.5] 12.3 11.2 13.9 14.5 10.7 12.0

(1.5-2.0] 27.0 12.0 26.3 29.2 23.4 20.6

2.0以上 1.6 1.0 1.3 1.7 1.8 2.7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下浮 1.3 4.3 2.5 6.8 7.0 4.3

基准 27.1 26.9 24.1 21.6 21.3 16.3

小计 71.6 68.8 73.4 71.6 71.7 79.4

(1.0-1.1] 15.7 14.0 14.4 11.4 17.5 20.7

(1.1-1.3] 17.0 14.1 19.7 15.9 15.2 14.5

(1.3-1.5] 12.3 14.8 15.4 14.8 15.1 18.3

(1.5-2.0] 24.2 23.4 22.0 26.6 21.8 21.7

2.0以上 2.4 2.4 1.8 2.9 2.1 4.2

月份

上

浮

月份

上

浮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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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图 4  2013～2014年贵州省金融机构外币存

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5.银行业机构改革稳步推进。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将毕节市列为扶贫开发试验区，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贵州省分行全面完成二类支行2改

革。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发展步伐加快，资本充

足率继续提高，村镇银行新增 8 家，新组建农

村商业银行 17 家。小额贷款公司达 281 家。

全省实现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 

6.银行业机构经营压力有所加大。不良贷

款率下降，但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 29.8

亿元，集中在批发业、煤炭业和电力、热力的

生产和供应业。拨备覆盖率略有提高，存贷比

上升较快，盈利水平有所下降。 

8.人民币成为涉外结算第一大币种。2014

年，贵州省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金额 390.0亿

元，同比增长 65.6%，占国际收支的比重从一

季度起就突破 50%。其中，货物贸易结算金额

同比增长 109.8%，带动经常项目快速增长；

资本项目则随着跨境信贷融资的增加而继续

增长。市场参与面不断提高，业务品种继续丰

富。 

                                                        
2 二类支行是指邮银双方共管，即邮储银行负责业务

指导，邮政企业负责具体业务经营并拥有人财物控制

权的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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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贵州创新支农再贷款杠杆化运作  支持扶贫开发效果明显 

     

 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创新推出“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金融机构自有信贷资

金+地方政府配套政策+优惠利率”的支农再贷款杠杆化运作模式，在撬动贫困地区“三农”有效

信贷投入、降低贫困地区“三农”融资成本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创新杠杆化运作机制，推动形成政策合力 

一是设立杠杆化运作专项限额 20亿元，实现专款专用。专项限额在期限上，全部为无期限限

额；在用途上，专项用于贫困地区；在利率上，对符合涉农贷款比例不低于 70%等标准的贫困地

区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支农再贷款，利率在现行基础上再降低 1个百分点。 

二是创新杠杆化撬动模式，实现信贷资金放大效应。向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杠杆化运作专

项支农再贷款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按不低于 1:1的比例匹配自有信贷资金。 

三是引导贷款利率下浮，推动融资成本下降。通过杠杆化运作模式发放的支农贷款，利率比

同类同档次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下浮不低于 2个百分点。 

四是争取政府配套政策，提升金融机构积极性。积极协调地方政府通过利差补贴、设立风险

补偿基金和担保基金、费用减免等方式降低金融机构经营成本和信贷风险，主动争取扶贫贴息资

金和民贸民品优惠利率政策与支农再贷款杠杆化模式叠加。 

二、资金撬动效应明显，“三农”融资成本显著降低 

一是支农再贷款杠杆作用突出。截至 2014年末，贵州省涉农法人金融机构已通过该模式发放

42.77亿元扶贫开发贷款，是支农再贷款杠杆化运作专项限额的 2.14倍。 

二是支农惠农效果明显。2014年，通过该模式发放的扶贫开发贷款利率比同类同档次贷款加

权平均利率下浮幅度为 2-3.6 个百分点。按利率下浮 2 个百分点的最低要求测算，每年将为借款

主体减少利息支出不少于 8000万元。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将进一步发挥支农再贷款的引导作用，继续完善支农再

贷款杠杆化运作模式，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逐步降低

贫困地区“三农”融资成本。 

（二）证券行业稳步发展，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不断增强 

证券业机构不断发展，法人机构创新能力

持续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发展，全省区

域股权交易市场实现零突破。 

1.证券业机构实力稳步提高。证券市场体

系进一步发展壮大，经营能力持续增强，全年

股票交易额同比增长 35.9%，证券经营机构实

现营业收入 6 亿元、净利润 3亿元。法人机构

创新步伐明显加快，华创证券搭建互联网证券

交易平台，直投子公司“金汇理财”平台实现

交易和管理规模 60亿元。 

2.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发展。截至 2014

年末，全省共有上市公司 21 家（见表 3），总

市值 4002.2 亿元，7 家上市公司通过非公开发

行融资 97 亿元。13 家公司成功挂牌新三板。

当年实现国内债券筹资 495.6 亿元（见表 3），

其中，中小企业私募债融资 4 亿元。区域股权

交易市场建设取得新突破，贵州省股权金融资

产交易中心、中黔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贵州绿

地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先后成立，省外股权交易

中心纷纷与贵州企业合作，企业融资有了更多

的市场选择。 

表 3  2014年贵州省证券业基本情况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1

总部设在辖内的基金公司数(家) 0

总部设在辖内的期货公司数(家) 0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21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64.5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495.6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217.0

        中期票据筹资额（亿元） 97.6  
注：当年国内股票（A 股）筹资额指非金融企业境内股
票融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贵州省证监
局、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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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险业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业务

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宽 

保险业体系日趋完善，业务保持较快增长，

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覆盖范围持续拓宽。 

1.保险业机构平稳发展。2014年，贵州省

省级保险分公司增加 2 家，各级保险分支机构

增加 61 家，保险从业人员增加 4887 人，达到

5.27万人。 

2.保险业务稳步增长。2014年，贵州省保

险业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17.3%。其中，财产险、

人身险保费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26.3%、8.7%。

共承担风险保障 7.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0.9%。

各项赔款和给付支出同比增长 23.8%。行业总

资产增加 29.9亿元。保险密度同比增长 17.1%，

保险深度与上年基本持平。 

3.保险保障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宽。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稳步推进，新开办农业保险品种 5

个，保证保险共计提供风险保障 22.5亿元，出

口信用保险惠及全省 300 余家企业，保险“进

工程、进项目”工作稳步推进，保险资金投资

贵州省基础设施建设累计达 115.5亿元。 

表 4  2014年贵州省保险业基本情况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0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0

               人身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5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5

               人身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0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13.1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12.4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00.6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89.7

保险密度（元/人） 607.3

保险深度（%） 2.3 

数据来源：贵州省保监局、贵州省统计局。 

 

（四）直接融资占比提升，金融市场运

行平稳 

    直接融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理财业务均

保持较快增长，省内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票

据市场、黄金市场、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增减不

一。 

1.直接融资发展迅速。2014年，全省社会

融资规模同比多增 31.8亿元。其中，直接融资

（含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下

同）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提升至 14.5%（见

图 5），较上年提高 9.3个百分点。其中，非金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 314.6 亿元，是上年

的 2.4 倍。贵阳市公共住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成功发行 20亿元 5年期定向工具，填补了贵州

省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专项用于保障性住

房建设的空白。省内各市州风险缓释基金建立

进度缓慢，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型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融资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另外，

表外业务大幅减少，实体经济以委托贷款、信

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合计融资

716.0亿元，仅为上年的 47.8%。 

61.8%

0.5%

10.5%

0.8%

10.0%

12.5%

1.8% 2.2%

人民币贷款 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

委托贷款 信托贷款

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 企业债券

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 其他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贵州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贵州证监局、贵州保监局。 

图 5  2014年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分布结构 

 

2.金融机构货币市场交易量减少。2014

年，贵州省银行间市场成员资金运用方式发生

较大改变，债券回购交易、现券交易累计成交

量分别同比下降 9.9%、49.0%，全年累计信用

拆借业务量较上年增加 24.8 亿元。总体看，

省内市场成员向市场融入资金 5072.1 亿元。 

3.票据市场融资功能明显。2014 年，贵

州省银行承兑汇票累计签发量、贴现累计发生

额分别同比增长 51.3%、78.6%，连续三年实

现大幅增长。再贴现年累计发生额同比增长

32.3%。全省票据市场票据贴现率逐步回落（见

表 6），12 月票据贴现、转贴现加权平均利率

均较 1月不同程度下降。电子商业票据业务快

速发展，2013-2014年以承兑人开户行或承兑

行划分的累计电子商业票据笔数和承兑金额

分别达到 1220 笔、158.9 亿元，2014 年的承

兑金额是上年的 4.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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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4年贵州省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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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6 612.5 82.9 326.9 5.1 52.8

2 1287.8 718.0 93.1 223.9 3.2 44.7

3 1392.7 731.9 104.1 140.8 3.3 114.9

4 1437.4 866.6 129.0 168.5 5.7 123.2

贴  现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季度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表 6  2014年贵州省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

贴现利率 

单位：%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票据买断 票据回购

1 7.0144 8.1111 7.2161 6.7343

2 5.8679 7.8807 5.5239 5.1540

3 5.5561 7.6650 5.2050 5.4077

4 5.5868 7.5017 4.7271 4.9298

贴  现 转贴现
季度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4.省内从事黄金交易金融机构增加。2014

年，贵州省新增加 2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从事

黄金代理业务，从事黄金业务机构数增加至

17 家 。 全 年 贵 州 省 黄 金 交 易 量 达 到

28983.9kg，交易金额 97.96 亿元。 

5.外汇交易量大幅减少。2014 年，贵州

省外汇市场成员交易总金额为 8798.5 万美

元，同比下降 39.6%，且全部币种出现下降。 

6.地方金融机构理财业务活跃。2014 年

贵州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累计发行封闭式银

行理财产品 567期，同比增加 307期；累计募

集资金 400.2亿元，同比增长 136.9%。 

（五）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持续推

进，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贵州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年）》、《贵州省企业失信行为联合

惩戒实施办法》出台，《征信业管理条例》有效

落实，县域金融生态环境测评工作启动，信用

农户、信用村组和信用乡镇建设在全省深入推

进，兴仁县被确定为全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

验区，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推进，省内

首家企业征信机构成立，第三方信用评级业务

不断规范并得到快速发展。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

数据库进一步完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共收

录贵州省 10.5 万户企业组织和 1998 万自然人

的信用信息。央行会计核算数据集中系统成功

上线，省内 3 家地方性金融机构顺利接入第二

代支付系统，通过大小额支付系统清算业务量

稳步增长，“银行卡助农取款村村通”和农村手

机支付试点工程稳步推进。“分层次、全覆盖、

立体化”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体系和“三

位一体”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咨询投诉受理与

处理工作机制建立，贵州省 12363 金融消费权

益保护咨询投诉电话开通，“金融消费者权益

日”与“金融知识普及月”宣传活动有序开展。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4 年，贵州省综合经济实力跃上新台

阶，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9000亿元，较上年增长

10.8%（见图 6）。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财政总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均提

前一年实现“十二五”规划翻番目标。结构布

局持续优化，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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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图 6  1978～2014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及

其增长率 

 

（一）投资、对外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消费市场增长平稳 

国务院出台的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政策措施得到有效落实，投资、消费、

出口三大需求实现协同拉动。 

1.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2014 年，贵州

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累计完成 8778.4

亿元，较上年增长 23.6%（见图 7）。以交通运

输、水利环境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

开发仍是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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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固定资产

投资高速增长。投资资金来源中自筹部分占比

继续提高，跨区投资项目占比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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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 2013 年起统计口径发生变化，只统计计划总投

资 500 万元及以上的固定资产项目投产和房地产开发

项目投资，因此与 2012 年数据不具有可比性。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图 7  1980～2014年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及其增长率 

 

2.社会消费品市场增长平稳但增速继续回

落。2014年，贵州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579.5亿元，较上年增长 12.9%（见图 8），增

速比上年回落 1.1 个百分点，城镇消费占比有

所下降。城乡居民收入持续提高，消费支出继

续增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

支出增速分别高出城镇居民 3.5 个、2 个百分

点，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均呈缩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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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图 8  1978～2014年贵州省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及其增长率 

 

3. 对外贸易和实际利用外资显著增长。

2014年，全省进出口总额 108.1亿美元，较上

年增长 30.5%，其中出口额较上年增长 36.5%，

进口与上年基本持平（见图 9）。货物贸易资金

流动主要集中在磷化工、机电产品等行业；贸

易方式仍以一般贸易为主。2014年全省实际利

用外资首次突破 20 亿美元，达 20.7 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 35.4%（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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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图 9  1978～2014年贵州省外贸进出口变动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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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图 10  1989～2014年贵州省外商直接投资额

及其增长率 

 

（二）经济运行态势平稳，三次产业全

面提升 

贵州省三次产业占比为 13.8:41.6:44.6，

第二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持续提升。 

1.农业形势不断向好。2014 年，“四在农

家·美丽乡村”六项行动计划3有序推进，完成

投资 400 多亿元。农业实现增产丰收，粮食总

                                                        
3 “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六项行动计划是指小康路、

小康水、小康房、小康电、小康讯、小康寨六项行动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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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创近 5 年产量最高水平，粮经作物面积比

达 41:59。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建成商品化种

植基地 796 万亩。减少贫困人口 170 万人，农

民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长。金融支持“三农”

的力度持续加大，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6.4%。 

2.工业持续较快增长。工业“百千万”工

程4实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上年增长

11.3%（见图 1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

收入较上年增长 15.5%，盈亏相抵后的利润总

额较上年增长 9.4%。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2200

多亿元，科技贡献率超过 44%。贵阳·贵安国

家级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获批创建，“云上贵

州”系统平台上线运行，三大电信运营商数据

中心等重点项目基本建成，带动装备制造、建

材、大数据、特色轻工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形

成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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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3 年以后的数据口径为规模以上工业统计口径

为全部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

之前年度为 500 万元及以上口径。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图 11  1996～2014年贵州省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3.服务业平稳均衡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

较上年增长 10.4%，其中金融业增长最快，达

14.2%。新增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 2个，贵州第

一条高铁贵阳至广州通车运行，带动旅游、商

贸、交通运输等服务业稳步发展，旅游人数和

收入分别增长 20.1%和 22.2%。营利性服务业和

非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继续保持 10%以上的增

速。 

                                                        
4 “百千万”工程是指省级重点抓 100 户企业“立标杆”，

市级重点抓 1000 户企业“强骨干”，县级重点抓 10000

户企业“夯基础”。  

（三）价格总水平保持稳定，劳动力成

本继续上升 

2014年全年物价水平保持总体稳定，生产

价格负增长，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资源性产

品价格改革继续推进。 

1.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总体稳定。全年居民

消费价格涨幅在 1.8%至 3.2%之间平稳波动， 

6、7 月份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3.1%、3.2%，其

余月份增速均在 3%以内（见图 12）。全年居民

消费价格总体较上年上涨 2.4%，涨幅较上年回

落 0.1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涨幅较上年

同期提高 0.1 个百分点，居住价格、服务价格

涨幅分别较上年下降 1.2个、0.2 个百分点。  

2.生产价格持续负增长。工业生产者购进

价格除9月较上年同期增长0.2%外，其余月份均

为负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全年各月均为

负增长，但两项工业生产者价格增速全年呈现

回升的趋势（见图12）；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除1

月较上年同期增长0.6%外，其余月份均为负增

长，该项价格增速全年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全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分别下降1%、1.4%、1.7%，

降幅分别较上年持平、收窄2.2个百分点、收窄

0.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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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图 12  2005～2013年贵州省居民消费价格和

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3.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单位从业人员平

均劳动报酬继续上升，贵州省再次上调最低工

资标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不断完善。

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发展迅速，各项扶持政策

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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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有序推进。居民阶

梯电价政策进一步完善，执行周期由月调整为

年，用电量每年按自然年度确定电量分档，缓

解因季节差异导致不同月份用电量波动带来的

矛盾。矿业权招拍挂制度全面推行，贵州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成立并投入运行。 

（四）财政收入增速回落，财政支出力

度加大且结构持续优化 

2014 年，贵州省财政总收入比上年增长

11.2%，增速较上年回落 5.5 个百分点（见图

13），与地区生产总值、投资、消费之间的变动

趋势基本一致。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

13.3%，增速较上年回落 5.6 个百分点。地方公

共预算支出较上年增长 14.9%，增速较上年提

高 2.5 个百分点。财政支出效率持续提高，科

学技术、节能环保、交通运输、住房保障的支

出同比增速均超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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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图 13  1994～2014 年贵州省财政收支状况 

（五）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阶段，经济

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2014年，贵州省获批建设全国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区，成功举办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和

首次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大会。赤水河、乌江流

域 12 项生态文明制度改革试点取得实质性突

破。在全国率先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和

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达 15

个。建立 5000亩以上坝区耕地保护机制。全年

淘汰落后产能 729万吨，建成 126 个重点减排

工程。启动实施县乡村造林绿化三年规划，营

造林 454万亩，治理石漠化 1059平方公里、水

土流失 223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49%。

贵阳空气质量指数优良率较上年提高 9.8 个百

分点，贵阳、遵义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通过

验收。金融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持续加大，

全省共有 636 个节能环保项目获得信贷支持，

支持范围涵盖绿色农业林业开发、工业节能节

水环保、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项目等。 
 
 
 
 
 
 
 
 
 
 

 

专栏 2：贵州强化“政银企”对接  助推人民币成为省内第一大涉外结算货币 

    自 2011年 8月贵州省获批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在政策

宣传、业务指导、信息反馈等方面强化“政银企”对接合作，形成扎实的工作机制，推动人民币

跃升为贵州省第一大涉外结算货币。 

一、搭建“四项机制”，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是以“企业需求”为突破口，建立“政府部门+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宣传合作机制。联合相关

部门将 20余项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政策制成专门的操作手册，及时组织商业银行、联合商务等部

门通过互联网、报刊媒体、X展架等发布政策解读、业务知识。 

二是以“涉外发展较快的企业”为重点，建立“人民银行+政府部门+商业银行”培训机制。

将近年来贵州省 300家涉外业务增长较快的企业纳入重点培训和指导对象，筛选出 10 家重点企业

集团，详细整理企业的业务类型、结算量、结算方式、境内主办行、境外参加行、目标国家（地

区）等信息，建立跨境人民币业务企业信息库，组织商业银行对企业进行具体指导和有关国际贸

易风险提示。 

三是以“消除信息不对称”和“提升服务水平”为目的，建立“政府部门+人民银行+商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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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信息反馈机制。积极加强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协作，实现数据信息互通。建立“商业银行-

人民银行”和“企业-人民银行”咨询接待日制度，解答商业银行与企业在业务办理中出现的各种

问题。建立“企业-商业银行-人民银行-政府部门”跟踪服务制度，定期搜集整理企业业务需求、

问题及建议等信息。采取定期回访座谈的方式，与政府部门、商业银行一同走进重点企业开展专

题座谈会，并通过现场解答与电话回访等形式为企业提供针对性服务。 

四是以“营造内外部生态环境”为手段，建立对商业银行的评价激励机制。建立对商业银行

跨境人民币业务评价制度，通过按年通报、按月简报等方式，评价各家商业银行的排名情况、分

类型业务进展、迟报漏报率。及时借助各类载体发布全省业务发展情况，尤其是新业务、新品种、

新政策的开展情况，激励商业银行努力开拓新业务领域。 

二、跨境人民币业务量大幅增长，人民币跃升为贵州省第一大涉外结算货币 

一是结算量不断实现新突破。截至 2014年末，贵州省跨境人民币累计结算金额突破 700亿元

大关，其中 2014年当年结算量突破 300亿元，达到 390 亿元，同比增长 65.6%。 

二是人民币跃升为贵州省第一大涉外结算货币。2014 年贵州省当年跨境人民币累计结算量占

国际收支的比重自一季度以来一直维持在 50%以上，人民币成为省内涉外经济第一大结算币种，

年末占比达到 55%左右，较上年提高约 17个百分点。 

三是参与机构不断增多。全省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省级商业银行数量、分支机构数量

已分别扩大至 16家、87家，覆盖全省绝大部分具备国际业务结算资质的商业银行。 

四是受益主体范围不断扩大。2014年末的受益主体（包括企业、机关、团体等）已增加至 176

个，较 2013年末新增 51个。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将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

全省跨境人民币业务规范发展，为贵州省涉外经济主体提供更多的结算便利。

（六）房地产市场有所放缓，特色产

业发展较快 

1.房地产市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回落。

2014 年，全省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新开工、

销售等指标的增速较上年均不同程度下降，商

品房销售区域分化现象突出。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融资体制机制进一步完

善。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放缓，资金来源结构

变化明显。2014 年，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2187.7亿元，较上年增长 12.6%，增速较上年

下降 19.8 个百分点。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资

金来源合计 2808.9亿元，较上年增长 12.3%。

其中，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分别较上年增长

7.0%和 10.0%。 

土地市场交易量价齐跌，城镇保障性安居

工程建设力度加大。2014 年，全省房屋施工

面积较上年增长 17.4%，竣工面积较上年增长

61.1%，新开工面积较上年下降 18.0%。全年

购置土地面积、土地成交价款分别较上年下降

22.6%和 30.8%。全年新开工城镇保障性安居

工程 40.0万套，基本建成 16.9万套，均超额

完成年初目标计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当年

投资完成额 299.6 亿元，比上年增加 83.7 亿

元。 

商品住宅销售增长乏力，区域分化特征明

显。2014 年，全省商品住宅销售面积 2707.1

万平方米，销售额 1000.0 亿元，分别较上年

增长 2.3%和 1.1%，整体涨幅较上年明显收窄

（见图 14）。省会贵阳市的商品住宅销售面积

较上年下降 31.2%，9 月取消“限购”措施以

后，四季度商品住宅销量小幅回升；遵义市商

品住宅销售面积较上年增长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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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图 14  2004～2014年贵州省商品房施工和销

售变动趋势 



 

13 

 

房价同比涨幅逐月收窄，年末出现负增

长。2014 年，贵阳市、遵义市新建住宅销售

价格月同比涨幅自年初以来均呈现增幅收窄、

年末负增长的态势，且降幅呈进一步扩大的趋

势。年末，贵阳市、遵义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

二手住宅价格均较年初有所下降。 

房地产贷款增长平稳，保障性住房建设融

资保持较快增长。2014年末，房地产贷款余

额同比增长 32.6%。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同比

增长 19.6%。贵州省成立全省棚户区改造项目

融资统贷平台，由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具

体承贷，对贵州省纳入全国 2013-2017年棚户

区改造项目规划的项目进行支持，年末全省保

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45.2%。 

-4.0

-2.0

0.0

2.0

4.0

6.0

8.0

20
14
.0
1

20
14
.0
2

20
14
.0
3

20
14
.0
4

20
14
.0
5

20
14
.0
6

20
14
.0
7

20
14
.0
8

20
14
.0
9

20
14
.1
0

20
14
.1
1

20
14
.1
2

（时间）

%

贵阳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月环比涨幅

贵阳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月同比涨幅

遵义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月环比涨幅

遵义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月同比涨幅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图 15  2014年贵州省主要城市新建住宅销售

价格变动趋势 

 

2.“五张名片”5特色产业发展较快。2014

年，贵州省“五张名片”经济指标呈现出良好

的发展态势，工业增加值较上年增长 22%。其

中，“贵烟”品牌销售较上年增长 14%；新医

药大健康产业实现总产值 450 亿元，较上年增

长 25%；贵州茶产业中的“三绿一红”6抢占

市场取得可喜成果，全年实现综合产值 271 亿

元，较上年增长 78.3%。相对其他行业的快速

发展，白酒行业则进入调整期，产销率略有下

降，但产值继续小幅增长。以茅台为首的黔酒

行业开始注重渠道服务，与电商加大合作，更

加贴近市场和消费者。金融机构积极针对“五

张名片”探索开展基酒、应收账款、专利权等

                                                        
5“五张名片”是指酒、茶、药、烟、食品产业。 
6“三绿一红”是指都匀毛尖、湄潭翠芽、绿宝石三个

绿茶品牌和遵义红一个红茶品牌。 

新型抵（质）押担保方式创新，5 个行业信贷

投入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酒、饮料和

精制茶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

比分别增长 203.9%、92.3%。 

三、预测与展望 

2015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十二五”

规划圆满收官之年。贵州省正处于工业化、城

镇化加速发展期，进入后发赶超、加快全面小

康建设的重要阶段。 

贵州省 2015 年经济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是：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10%；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增长 20%左右；居

民消费价格涨幅在 3%左右。受 2014 年贷款余

额基数较大等因素影响，预计 2015 年全省贷

款余额增速较 2014 年将有所下降。 

2015 年，贵州金融业将严格贯彻落实好

稳健的货币政策，按照“更加注重松紧适度、

定向调控和改革创新”的要求，推动贵州省货

币信贷和社会融资平稳适度增长，为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在

绿色金融、扶贫开发、融资结构优化等领域努

力作为，充分发挥金融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持

续提高对贵州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

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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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贵州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1 月 14 日，贵州股权金融交易中心在贵阳挂牌成立，首批 28 家中小企业当日在该中心挂牌

上市。 

6月 5日，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批复《贵州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这标

志着贵州建设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正式启动，继福建之后第二个以省为单位建设全国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 

9月 1日，贵州省委、省政府启动实施工业“百千万”工程。  

9月 24日，六盘水月照机场试飞成功，标志着贵州省 9个市州均实现机场通航。 

11 月 7 日，贵阳银行与中国移动电子商务公司合作发出全国第一张符合金融 IC 卡标准和移

动金融安全可信服务（MTPS）规范的移动金融 SIM卡。 

12月 26日，贵州迈入高铁新时代，首条高速铁路——贵广高铁建成通车。  

12月 31日，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宣告突破 4000公里，达到 4002公里。 

12月 31日，贵州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达 12368.3 亿元，同比增长 22.4%，年度新增贷

款首次迈上 2000亿元台阶。 

12月 31日，贵州省全年有 11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159个贫困乡实现“减贫摘帽”，减少

贫困人口 17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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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贵州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贵州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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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85.0 13263.4 13676.4 13886.2 14157.0 14767.9 14602.4 14844.5 14928.4 14739.3 14886.5 15307.4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6246.8 6274.8 6371.5 6315.9 6304.6 6498.8 6382.0 6376.6 6503.5 6407.9 6430.1 6632.0

                    单位存款 6012.2 6163.1 6574.2 6727.3 6926.4 7336.5 7282.9 7399.3 7493.9 7427.1 7489.5 7891.5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12.7 278.4 413.0 209.8 270.7 611.0 -165.5 242.1 83.9 -189.1 147.2 420.9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0.6 21.6 19.9 19.4 18.4 20.9 18.4 18.2 16.0 15.1 15.3 15.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0394.9 10542.9 10740.4 10990.7 11191.3 11477.2 11616.8 11791.4 11977.8 12180.6 12362.0 12438.0

        其中：短期 2366.5 2404.3 2448.6 2512.8 2519.8 2578.6 2588.3 2625.8 2679.8 2727.5 2770.9 2834.5

                    中长期 7918.6 8018.6 8174.1 8364.0 8548.5 8767.6 8900.2 9014.6 9149.1 9244.2 9362.0 9404.0

                    票据融资 82.4 90.0 88.0 83.6 89.5 96.3 89.8 109.6 107.3 164.1 183.3 134.7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17.9 148.0 197.5 250.3 200.5 286.0 139.5 174.7 186.4 202.7 181.4 76.0

        其中：短期 73.8 37.8 44.3 64.2 7.0 58.8 9.7 37.5 54.0 47.7 43.4 63.6

                    中长期 153.5 99.9 155.5 189.9 184.5 219.1 132.6 114.4 134.5 95.1 117.8 42.0

                    票据融资 -11.0 7.6 -2.0 -4.4 5.9 6.8 -6.5 19.8 -2.3 56.7 19.2 -48.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1.1 21.2 20.7 20.9 21.2 22.4 22.1 21.8 21.0 21.4 22.2 22.5

        其中：短期 25.9 25.5 24.2 25.3 24.3 24.2 23.0 23.4 22.6 24.0 24.0 24.5

                    中长期 21.0 20.7 20.9 21.3 21.9 22.9 23.0 22.2 21.4 20.6 21.2 21.2

                    票据融资 -41.2 -22.9 -39.5 -51.6 -48.9 -38.4 -41.7 -33.0 -29.4 11.6 42.6 44.2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488.3 496.3 502.4 512.9 531.4 533.4 542.8 553.5 574.8 584.3 593.5 590.2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468.0 475.5 484.6 496.5 501.1 518.7 517.1 515.0 526.0 527.9 530.3 550.8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29.5 27.8 27.4 28.3 29.3 25.3 24.8 24.6 27.9 27.9 29.4 27.4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24.2 20.4 19.7 19.8 22.2 29.0 26.4 21.1 24.8 19.3 20.1 22.9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2955.9 13235.7 13648.9 13854.5 14120.5 14723.7 14560.2 14802.3 14884.6 14702.2 14846.3 15263.3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6236.2 6264.5 6361.0 6305.4 6294.0 6488.7 6371.8 6366.2 6492.7 6396.9 6418.9 6620.6

                    单位存款 5994.6 6146.4 6557.9 6706.8 6901.3 7303.4 7251.9 7368.5 7461.5 7401.9 7461.4 7859.8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09.1 279.8 413.3 205.6 266.0 603.2 -163.5 242.1 82.3 -182.4 144.1 416.9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317.1 28.3 96.5 -55.6 -11.4 194.6 -116.9 -5.6 126.4 -95.8 22.0 201.7

                    单位存款 -692.6 151.8 411.5 148.9 194.5 402.1 -51.5 116.6 93.0 -59.6 59.5 398.4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0.7 21.7 20.0 19.5 18.4 20.9 18.4 18.2 15.9 15.0 15.3 15.1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6.0 19.2 19.7 20.0 18.6 19.8 17.2 15.7 15.2 14.8 13.9 11.9

                    单位存款 14.4 21.1 17.8 16.9 16.5 20.0 18.7 18.9 16.7 16.2 17.3 17.7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0341.6 10493.4 10695.8 10941.7 11146.8 11432.6 11576.7 11750.9 11935.5 12135.7 12314.7 12368.3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799.2 1813.9 1858.1 1901.0 1937.2 1976.7 2009.5 2039.4 2071.4 2096.0 2130.2 2133.7

                    票据融资 82.4 90.0 88.0 83.6 89.5 96.3 89.8 109.6 107.3 164.1 183.3 134.7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17.4 151.7 202.5 245.8 205.1 285.8 144.2 174.2 184.6 200.2 179.0 53.6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36.1 14.7 44.3 42.9 36.2 39.5 32.7 30.0 32.0 24.6 34.2 3.5

                    票据融资 -11.0 7.6 -2.0 -4.4 5.9 6.8 -6.5 19.8 -2.3 56.7 19.2 -48.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2.0 22.2 21.8 21.8 22.0 23.0 22.5 22.1 21.3 21.6 22.3 22.4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6.5 26.3 26.9 26.7 26.1 25.9 25.3 24.3 24.1 23.6 22.9 22.5

                    票据融资 -41.2 -22.9 -39.5 -51.6 -48.9 -38.4 -41.7 -33.0 -29.4 11.6 42.6 44.2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4.8 4.5 4.5 5.1 5.9 7.2 6.8 6.8 7.1 6.0 6.5 7.2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4.0 -10.9 -19.3 4.6 36.2 18.1 41.6 29.6 49.2 41.6 22.8 34.8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8.7 8.1 7.2 8.0 7.2 7.3 6.5 6.6 6.9 7.3 7.7 11.4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49.6 -54.7 -60.0 -54.5 -52.9 -46.1 -35.3 -27.3 -30.6 -16.0 -1.7 31.9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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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2014年贵州省各类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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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 1.8 － -0.6 － 0.2 － 2.2

2002 － -1.0 － 0.6 － -2.4 － -1.1

2003 － 1.2 － 4.1 － 6.0 － 3.4

2004 － 4.0 － 9.0 － 12.0 － 8.0

2005 － 1.0 － 10.2 － 7.4 － 7.2

2006 － 1.7 － 5.4 － 7.3 － 4.3

2007 － 6.4 － 5.1 － 7.5 － 5.0

2008 － 7.6 － 13.4 － 12.5 － 12.4

2009 － -1.3 － -3.8 － -6.5 － -4.9

2010 － 2.9 － 1.1 － 9.8 － 4.7

2011 － 5.1 － 11.1 － 15.0 － 5.4

2012 － 2.7 － 0.7 － 2.3 － 1.0

2013 － 2.5 － -1.0 － -3.6 － -2.6

2014 － 2.4 － -1.0 － -1.4 － -1.7

2013 1 2.2 2.2 -3.7 -3.7 -4.7 -4.7 -1.4 -1.4

2 3.0 2.6 -3.0 -3.3 -4.5 -4.6 -2.2 -1.8

3 2.4 2.5 -2.0 -2.9 -4.7 -4.6 -2.3 -2.0

4 2.8 2.6 -2.0 -2.7 -4.5 -4.6 -2.9 -2.2

5 2.3 2.5 -3.4 -2.8 -4.4 -4.6 -3.1 -2.4

6 2.3 2.5 -0.5 -2.5 -4.1 -4.5 -3.5 -2.6

7 2.4 2.5 0.3 -2.1 -3.4 -4.3 -2.7 -2.6

8 2.7 2.5 0.3 -1.8 -3.0 -4.2 -2.6 -2.6

9 2.8 2.5 0.4 -1.5 -2.0 -3.9 -2.4 -2.6

10 2.7 2.6 1.1 -1.3 -2.7 -3.8 -2.5 -2.6

11 2.6 2.6 0.7 -1.1 -2.5 -3.7 -2.5 -2.6

12 2.3 2.5 0.4 -1.0 -2.3 -3.6 -2.8 -2.6

2014 1 2.3 2.3 0.6 0.6 -2.4 -2.4 -2.9 -2.9

2 1.8 2.1 -0.1 0.2 -2.8 -2.6 -2.8 -2.9

3 2.5 2.2 -0.2 0.1 -2.6 -2.6 -2.9 -2.9

4 2.1 2.2 -0.6 -0.1 -2.1 -2.5 -2.5 -2.8

5 2.6 2.3 -0.6 -0.2 -1.9 -2.4 -2.1 -2.7

6 3.1 2.4 -0.4 -0.2 -1.5 -2.2 -1.4 -2.5

7 3.2 2.5 -1.3 -0.4 -1.4 -2.1 -1.2 -2.3

8 2.4 2.5 -1.2 -0.5 -1.1 -2.0 -0.9 -2.1

9 2.2 2.5 -1.9 -0.6 0.2 -1.7 -0.7 -2.0

10 2.0 2.4 -1.9 -0.8 -0.2 -1.6 -0.8 -1.8

11 2.4 2.4 -1.9 -0.9 -0.4 -1.5 -0.8 -1.7

12 2.6 2.4 -2.2 -1.0 -0.7 -1.4 -0.7 -1.7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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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4年贵州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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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421.2 - - 3780.3 - - 6169.5 - - 9251.0

    第一产业 - - 173.8 - - 382.3 - - 1000.8 - - 1275.5

    第二产业 - - 792.2 - - 1787.0 - - 2673.7 - - 3847.1

    第三产业 - - 455.2 - - 1611.1 - - 2495.0 - - 4128.5

工业增加值（亿元） - 440.7 698.9 935.3 1205.4 1491.0 1742.6 2003.1 2291.7 2562.3 2853.9 3117.6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626.7 1223.0 1758.2 2230.3 3163.9 3830.5 4395.0 5314.6 6121.3 7120.1 8778.4

    房地产开发投资 - 219.0 434.3 608.8 816.2 1057.1 1231.2 1413.0 1642.9 1839.6 2058.1 2187.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 593.7 - - 1184.1 - - 1824.2 - - 2579.5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37443.7 72909.6 136934.7 204567.2 261181.0 379823.4 456571.5 531258.6 741061.2 945960.4 1041068.8 1081429.6

    进口 10245.4 21538.2 30445.2 40155.4 53833.3 64387.6 73648.0 83829.4 98374.0 114910.0 131786.6 141691.1

    出口 27198.3 51371.4 106489.5 164411.8 207347.7 315435.8 382923.5 447429.3 642687.2 831050.5 909282.2 939738.5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16952.9 29833.2 76044.3 124256.4 -153514.4 251048.2 309275.5 363599.9 544313.2 716140.5 777495.6 798047.4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22600.0 30500.0 49300.0 67000.0 82300.0 100400.0 113700.0 129600.0 147800.0 169400.0 187500.0 206500.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121.5 -201.2 -373.8 -467.7 -681.7 -829.4 -1101.5 -1270.3 -1435.2 -1600.2 -1766.6 -2175.7

    地方财政收入 121.8 187.4 360.1 442.1 542.3 729.4 803.8 878.2 987.3 1101.8 1233.7 1366.4

    地方财政支出 243.3 388.7 734.0 909.9 1224.1 1558.8 1905.3 2148.5 2422.5 2701.9 3000.3 3542.1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3.2 - - 3.2 - - 3.2 - - 3.3

地区生产总值 - - 10.8 - - 10.8 - - 10.7 - - 10.8

    第一产业 - - 6.0 - - 6.1 - - 6.5 - - 6.6

    第二产业 - - 12.2 - - 12.5 - - 12.2 - - 12.3

    第三产业 - - 10.2 - - 10.2 - - 10.1 - - 10.4

工业增加值 - 11.9 11.9 11.5 11.4 11.6 11.4 11.4 11.4 11.3 11.3 11.3

固定资产投资 - 26.2 24.9 24.8 24.7 24.6 24.5 23.9 23.7 23.5 23.4 23.6

    房地产开发投资 - 43.9 13.4 22.7 22.8 23.0 19.8 16.6 15.6 15.1 15.7 12.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 12.9 - - 13.1 - - 12.9 - - 12.9

外贸进出口总额 -59.2 -40.1 -18.5 3.9 13.6 46.2 25.8 20.1 52.2 56.0 35.4 30.5

    进口 -26.7 16.5 6.9 5.1 5.1 4.0 0.1 -2.5 1.4 -2.1 5.6 0.9

    出口 -65.0 -50.2 -23.7 3.6 16.0 59.4 32.3 25.6 64.9 70.0 41.1 36.5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65.8 39.8 51.8 52.9 48.8 37.1 42.1 35.7 35.2 39.1 36.3 35.4

地方财政收入 10.8 9.5 14.2 12.7 14.4 15.3 15.6 15.3 14.3 14.5 13.6 13.3

地方财政支出 22.2 4.1 10.2 7.4 18.0 15.6 24.0 23.1 20.1 17.4 15.9 14.9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