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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4年，河南省经济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呈现出增长稳中有进，结构明显优化，质量有所

提升，民生不断改善的良好态势。社会融资规模和信贷投放平稳较快增长，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

社会融资成本高问题有一定程度缓解，金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提高。银行业健康发展，证

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保险服务能力提升，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 

2015年，河南省将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着力调整

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将综

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河南省金融系统认真贯彻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社会融资规

模合理适度增长，持续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支持经济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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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4 年，河南省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金

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一）银行业平稳健康发展，改革

进一步深化 

2014 年，河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运行平

稳，存款稳定增加，但分流压力加大；贷款投

放平稳适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定价能力不断提

高，贷款利率有所回落；各项改革稳步推进，

改革成果逐步凸显。 

1.银行体系更趋完善，金融服务功能更加

健全。2014 年，河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

规模持续扩大，利润稳步提升，不良贷款实现

有效防控。金融机构体系进一步丰富，省内首

家金融租赁公司洛银金融租赁公司拟将开业

运营，天瑞集团财务公司获批筹建，村镇银行

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覆盖到全省 82个县（市）。 

表 1 2014年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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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2 76721.0 19245.6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152 3700.0 4361.6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272 10264.0 7323.1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676 17658.0 5807.8 5

五、城市信用社 0 0.0 0.0 0

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5268 60658.0 9524.4 143

七、财务公司 6 208.0 413.8 4

八、信托公司 2 372.0 77.3 2

九、邮政储蓄 2310 10387.0 4224.8 0

十、外资银行 4 95.0 72.8 0

十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246 4296.0 529.7 65

十二、其他 0 0.0 0.0 0

合             计 12168 184359 51581 219

营业网点
机构类别

法人机
构

（个）

注：营业网点不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大

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等金融机构总部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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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其他”

包含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

消费金融公司等。 

数据来源：河南银监局。 

2.存款增速趋缓，偏离度收窄。受经济增

速放缓、理财和股市分流等影响，2014年末，

河南省本外币存款增速比 2013 年回落 6.1 个

百分点，同比少增 1311.7 亿元。加强存款偏

离度管理后，存款月末、季末、年末“冲高”

现象得到抑制，9月份之后存款偏离度有所收

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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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图 1  2013～2014年河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

存款增长 

 

3.贷款平稳适度增长，信贷结构趋于优

化。2014 年，河南省本外币贷款增速比 2013

年提高 1.0个百分点。各季度新增贷款之比为

24:34:22:20，信贷投放节奏较为均衡。在多

种专项信贷政策的推动下，贫困县贷款实现较

快增长，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保持较高的

增速，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领

域的信贷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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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图 2  2013～2014年河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

贷款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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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图 3  2013～2014年河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

存、贷款增速变化 

 

4.金融监管加强，表外融资收缩。2014

年，在监管措施强化的作用下，金融机构的表

外融资呈现向表内转移的趋势，信托贷款占社

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下降，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

增势趋缓。 

5.银行定价能力提升，贷款利率有所回

落。2014 年，河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差异化

定价趋势显现，定价能力提升。在一系列政策

措施的综合作用下，河南省法人金融机构贷款

利率总体回落，12 月份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同比下降 0.16 个百分点，民间借贷利率

也企稳回落，融资贵问题有所缓解。 

 

 

 

 

 

 

 

 

 

 

 

 

表 2  2014年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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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下浮 4.8 4.9 2.4 1.5 5.5 3.1

基准 16.2 16.3 13.9 17.7 12.5 29.0

小计 79.0 78.7 83.6 80.9 82.2 68.0

(1.0-1.1] 15.4 15.9 17.0 19.8 16.9 14.4

(1.1-1.3] 21.6 26.3 26.5 25.5 26.3 21.5

(1.3-1.5] 16.0 15.7 15.1 14.2 16.2 13.6

(1.5-2.0] 17.9 14.9 16.3 13.0 15.0 12.2

2.0以上 8.1 5.9 8.7 8.4 7.8 6.3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下浮 2.5 3.9 3.0 3.9 4.6 7.5

基准 23.3 14.1 17.2 18.9 17.0 12.5

小计 74.0 82.0 79.8 77.1 78.6 80.0

(1.0-1.1] 14.3 15.1 14.7 11.2 16.1 13.0

(1.1-1.3] 22.8 26.8 24.6 25.5 25.9 27.0

(1.3-1.5] 16.0 18.1 17.3 16.6 15.6 18.4

(1.5-2.0] 14.4 14.3 15.6 16.0 13.7 14.6

2.0以上 6.5 7.7 7.6 7.8 7.3 7.0

上浮

月份

月份

上浮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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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图 4  2013～2014年河南省金融机构外币存

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6.银行业金融改革取得重大成果。2014

年 12月 26日河南省首家省级法人银行——中

原银行正式成立，填补了河南省省域性银行的

空白。农信社改革稳步推进，3家农信社顺利

改制为农商行，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服

务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进一步强化。 

7.信贷风险防控压力加大。2014 年，在

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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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分地区担保链风险逐步显现，信贷风险呈

现从产能过剩行业向上下游行业蔓延的倾向，

银行信贷风险防控压力加大。 

8.跨境人民币业务实现跨越式发展。2014

年，河南省累计完成跨境人民币结算量763.24

亿元，超过 2011-2013年三年累计结算量的总

和。市场参与度继续扩大，全省 18 家银行共

计 281家分支机构办理了跨境人民币业务，覆

盖全省 1100 余家企业，涉及境外国家或地区

达 108个。 

专栏 1：协调联动  创新推动  河南金融扶贫工作成效凸显 

 

河南省共有 53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涉及秦巴山区、大别山区两个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

发任务艰巨。2014年以来，郑州中心支行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以及总行等七部委《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银发〔2014〕65 号）文

件精神，密切联系辖区实际，抓住当前金融扶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建立联动协调机制，强化农

村金融创新，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加大对贫困地区的金融支持，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加强工作协调联动。强化与扶贫、财政等部门的联动。2014年联合省扶贫办下发《关于

开展金融扶贫“小额信贷推广年”活动的通知》、《关于开展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百千万”活动的通

知》，推广扶贫小额信贷，多次召开省级融资推介和总结推进会，强化银企、银农对接，确保活动

成效；建立跨省人民银行系统联动协调机制。作为人民银行总行确定的大别山片区牵头行，与武

汉分行、合肥中心支行协同推进大别山片区金融扶贫工作，并作为协作行配合西安分行做好秦巴

山区金融扶贫工作；建立金融系统联动协调机制。明确省级金融机构重点联系贫困县，加强资金、

政策倾斜。 

二、组织开展金融扶贫专项活动。启动金融扶贫主题年活动，将 2014 年定为“小额信贷推广

年”。联合省扶贫办 5 月份在洛阳洛宁县启动全省活动，组织 17 个省辖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

动，宣传普及小额信贷知识，开展小额信贷产品设计比赛活动；组织开展金融扶贫“百千万”活动，

联合扶贫办年初在贫困地区组织筛选了 231 家龙头企业、968 家劳动密集型小企业、8626 家农户

和专业大户的资金需求项目，涉及贷款需求金额 271.5 亿元。 

三、以金融创新破解融资梗阻。探索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制定下发

《河南省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试点抵押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引导兰考、固始、方城 3个贫困县发

放贷款 9笔、金额 4240万元；加强金融扶贫示范区、示范县创建，推动扶贫领域金融产品创新；

创新扶贫信贷产品，支持精准扶贫。引导邮储银行在沈丘县创新推出“惠民扶贫贴息小额担保贷

款”，由政府成立担保基金，对接扶贫贴息贷款发放，全省已有 22个县开展此项业务。 

四、加大货币政策工具定向支持力度。下调全省 53个贫困县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稳健性

参数，加大再贷款定向支持力度，对贫困县达标金融机构的支农再贷款利率再降 1个百分点。2014

年对贫困地区累计投放支农再贷款 69.2亿元，占全省的 27.1%。创新推出“央行再贴直通车制度”，

对 1400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定向支持，贴现利率低于市场利率 10%左右。 

至 2014 年末，全省 53 个贫困县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6.3%，较年初新增 560.2 亿元，同比多

增 88.3 亿元。其中，兰考等 28 个贫困县贷款增速在 20%以上，贫困地区实现了乡镇 ATM 机具、

行政村域 POS 机具和助农取款服务点的全覆盖。“小额信贷推广年”活动扶持了 5 万多个贫困户发

展致富项目，“百千万”活动引导发放贷款 198 亿元，有力支持了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全省 120 万人实现稳定脱贫，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约 2 个

百分点。金融扶贫工作也得到了人民银行总行、地方政府充分肯定，分别在 2014年全国人民银行

金融市场工作座谈会和 2015 年河南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做了经验交流发言，金融时报以“让金融

助推河南‘三农’发展”为题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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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市场融资规模稳步增长，

融资工具不断创新 

2014年，河南省资本市场继续保持良好发展

势头，资本市场创新力、竞争力和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显著增强。 

1.资本市场融资规模稳步增长，境外融资实

现新突破。2014年全省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同比多

增 260亿元，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 4家，新增首

发融资 168.95亿元，上市公司实现再融资 234.32

亿元。境外上市融资实现新突破，河南雪鸟在德

国上市募资 6000万欧元，中州证券、万洲国际在

香港上市募资 147亿港元，境外上市企业达到 32

家。 

2.资本市场服务功能提升，融资工具不断创

新。资本市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提升，通

过“证企对接”模式实现融资 298.35亿元。新型

融资工具得到推广使用，洛阳银行成功发行 50

亿元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郑州银行发行 20亿元

二级资本债，中原证券发行 17亿元证券公司短期

融资券。 

表 3  2014年河南省证券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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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67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144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1178.8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660.0

       中期票据筹资额（亿元） 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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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发展改革委、河南证监局。 

3.期货交易品种进一步丰富，交易量稳步上

升。2014年，郑州商品交易所新开办夜盘交易，

新增多个交易品种，首批交易品种有白糖、棉花、

菜粕、甲醇和 PTA。全年累计成交量和成交额同

比分别增长 28.75%和 22.97%，粳稻 JR、菜籽粕

RM成为主要交易品种。 

 

（三）保险业发展平稳向好，服务功

能不断提升 

2014年，河南省充分发挥保险业经济“助推

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保险业服务地方

经济建设的能力不断提升。 

1.市场平稳较快发展。全省保费收入突破千

亿大关，增速为“十二五”以来最高水平。保险

市场主体、资产规模及从业人员继续增加，首家

法人机构中原农业保险公司获批筹建。 

2.行业发展质量持续改善。行业承保盈利水

平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财产险承保利润率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1.14个百分点，人身险险种更加

丰富，缴费结构持续优化。 

3.保险服务功能不断提升。2014 年，保险资

金在河南投资持续增长，平安、国寿、人保集团

先后与河南省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保险参与

棚户区改造债权项目在洛阳落地。新农合大病保

险率先在全国实现省级统筹，城镇居民大病保险

省级统筹完成统一招标，农业保险累计为农民提

供风险保障 309.55亿元。出口信用保险、贷款保

证保险、保户保单质押等业务累计帮助企业和客

户融资 164.73亿元。 

 

表 4  2014年河南省保险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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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4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104

               人身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3640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036.1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78.4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757.7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324.0

保险密度（元/人） 1098.0

保险深度（%） 3.0  

数据来源：河南保监局。 

（四）融资规模稳步扩大，直接融资

发展提速 

2014年，河南省社会融资规模稳步扩大，融

资结构趋于优化，金融市场交易活跃，投融资功

能进一步发挥。  

1.融资规模稳步扩大，融资结构不断优化。

2014 年河南省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多增 1136.7 亿

元，表外融资占比同比提高 2个百分点。直接融

资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加大，全省银行间债券市

场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额同比增长 33.46%。金融市

场创新能力提升，发行全国首单具有市政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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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收益票据，推动省级保障性住房融资平台

成功发行首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58.0%

0.8%

12.7%

1.2%

11.6%

11.6%

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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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图 5  2014年河南省社会融资规模分布结构 

 

2.货币市场交易活跃，银行间市场交易大幅

增加。2014年，河南省银行间市场成员在货币市

场累计交易 98711.5亿元，同比增长 75.99%。受

货币市场利率下行影响，河南省银行间市场成员

现劵交易和隔夜拆借交易活跃，其中现劵交易增

幅为 341.2%。 

3.票据承兑量大幅增加，贴现业务量价齐跌。

2014 年河南省金融机构的票据承兑累计发生额

比 2013 年增加 1888.74 亿元，带动承兑保证金存

款大幅增加。贴现、转贴现发生额同比减少，利

率总体低于 2013 年水平。 

表 5  2014年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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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4.4 1897.4 474.8 967.3 4.2 14.9

2 4213.9 2529.6 611.2 1585 9.4 130.2

3 3892.5 1598.3 546.3 1329.9 10.4 86.8

4 4066.7 2498.6 831.4 3140 24.9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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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表 6  2014年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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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40 6.5320 6.0725 6.1839

2 5.4031 6.0267 5.5735 5.1468

3 5.1109 5.8020 5.1080 4.9062

4 4.9389 5.9657 4.9215 5.3338

贴  现 转贴现
季度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表 7  2014年郑州商品交易所交易统计表 

累计成交金额 同比增长 累计成交量 同比增长

（亿元） （％） （万张） （％）

一号棉花 43795.6 196 6356.5 326.5

菜籽油 18704 2 2779.5 17.2

早籼稻 308.5 -40 66.6 -35.4

 PTA 73002.4 20 23573 54.5

优质强筋小麦 1123.7 -45.5 205.2 -45.2

硬白小麦 0 0 0 0

白糖 91804.8 26.4 19545.3 40

甲醇 28336.9 155.2 2113.3 202.1

动力煤 11665.5 17.8 1129.3 29.6

合计 268741.2 40.9 55768.7 58

交易品种

 

数据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 

4.银行业金融机构黄金市场业务快速发展。

全辖共有 8 家商业银行新开 12 类黄金业务，2014

年累计成交 249507.9 千克，同比增长 27.39%。 

（五）信用体系建设持续推进，金融

生态环境向好 

2014年，河南省大力推进小微企业及农村信

用体系建设，安阳市汤阴县、信阳市平桥区和驻

马店市上蔡县被人民银行总行确定为小微企业及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验区。支付体系建设稳步开

展，服务组织体系进一步健全，第三方支付机构

业务迅速发展。深入落实征信维权和信息保护，

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持续开展金

融生态环境评价，金融生态环境优化长效机制逐

步建立，金融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4年，河南省经济在新常态下运行平稳，

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等指标更趋协调，经济

结构不断优化，发展的科学性持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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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6  1978～2014年河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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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 

 

（一）经济增速有所下降，增长动力

趋于优化 

2014 年，河南省投资、消费、出口增速均出

现不同程度回落，但“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

的动力结构有所改善。 

1.投资增速回落，结构持续优化。受传统支

柱行业和房地产投资回落影响，2014年河南省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比 2013年回落 4个百分点。但投

资结构趋于优化，民间投资拉动作用增强，高成

长性制造业投资增速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和水利

投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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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7  1978～2014年河南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及其增长率 

 

2.消费内生动力提升，稳增长的作用增强。

受居民收入增速稳中略降等因素影响，2014年河

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 2013年回落 1.1

个百分点。但是，与投资、出口相比，消费增速

回落幅度较小，且增速高于全国水平，为保持经

济平稳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消费转型活

力提升，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网络消费快速

发展。传统的汽车、房地产、奢侈品等消费降温，

体育娱乐、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逐渐成为新的

消费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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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8  1978～2014年河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及其增长率 

 

3.承接产业转移对外贸的促进效应进一步显

现。2014年，河南省深入实施支持外贸、稳定增

长的政策。全年实际到位省外资金 7206亿元，外

商和省外资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27%，有力拉动了投资增长。承接产业转移对出口

的拉动作用进一步显现，投资热点集中在电子信

息、城市综合体、物流园区、新能源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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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9  1978～2014年河南省外贸进出口变动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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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10  1978～2014年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额及

其增长率 

 

（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结构调整

持续推进 

2014年，河南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全省三

次产业结构为 11.9：51.2：36.9，一、二、三产

业比重分别比 2013年变化-0.7、-4.2、4.9。 

1.农业基础地位更加巩固。2014年，河南省

继续实施农业发展“三大工程”，新建高标准粮田

900万亩，新增 139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

克服严重干旱等不利因素影响，粮食总产量实现

十一连增。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按计划开展，全省土

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 34.8%，农村

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基本完成，济源市、

兰考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运行，农村改革试

验区工作持续推进。 

2.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受冶

金、化学、能源工业等传统行业生产经营困难影

响，2014 年河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比

2013年回落 0.6个百分点。但工业结构转型升级

步伐加快，河南省制定先进制造业大省建设行动

计划，积极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大力

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成长性制造业发展，全

年高成长性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增加值增速2.6个和11.4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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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11  1978～2014年河南省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3.服务业发展全面提速。河南省制定实施建

设高成长服务业大省指导意见，放宽服务业准入，

成功举办首届现代服务业开放合作洽谈会，推动

商务中心区和特色商业区加快建设，营业收入超

50亿元的服务业集群达到 7个。2014年，河南省

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4%，首次超过全省生

产总值增速。 

（三）物价形势总体稳定，就业形势

稳中向好 

2014年，河南省消费品价格低位运行，生产

价格降幅扩大，就业形势向好，价格改革加快推

进。 
1.消费价格涨幅回落。2014 年，河南省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9%，受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

下跌等因素影响，消费价格涨幅比 2013年回落 1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涨幅回落 3个百分点。 

2.生产价格降幅扩大。2014 年，受需求回落

以及化解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河南省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1.9%、

1.6%，降幅分别扩大 0.4、0.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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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12  2005～2014年河南省居民消费价格和生

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3.就业形势稳中向好，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

长。2014年，河南省就业形势稳中向好，城镇新

增就业 144.2万人，农村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 82

万人。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基础养老标准、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继续

提高，在全国率先实行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大病保

险省级统筹、及时结报。 

4.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加快推进。2014年，

河南省全面推行居民用水电气阶梯价格制度，推

进大用户直购电试点，加快农电体制改革，全省

县级供电企业无偿划转基本完成，制定出台环保

电价管理办法，国家对河南省南水北调干线水价

实行“运行和还贷水价”，基本水价按合理偿还

贷款本息、适当补偿工程基本运行维护费用的原

则制定。 

（四）财政收支稳定增长，民生保障

力度加大 

2014年，河南省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预

算支出分别增长 13.4%、8.2%。随着“营改增”

试点的加速扩围，地税主体税种营业税所占比重

持续下滑，房地产业税收仍占据地税增收的主导

地位。全省财政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比重同比提高 0.7个百分点，投入十项重点民生

工程的资金达 1071亿元，教育支出和就业支出得

到优先保障，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补助标准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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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13  1978～2014年河南省财政收支状况 

 

（五）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美丽河南建设成效突出 

实施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能源结构

进一步优化，清洁能源利用量占比比 2013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建设重点流域污水垃圾处理项目

129 个。全面启动鹤壁、博爱创建国家循环经济

示范城市（县）工作，成功争取郑州、洛阳高新

区入选国家第一批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实施国家

和省级重点林业生态工程，争取郑州、南阳列入

国家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专栏 2：构建综合交通体系  建设国际物流中心 

 

交通是河南省最突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之一。一直以来河南省都把交通发展作为事关全局

的重大战略任务，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军、主力军。近年来，河南省把交通枢纽建设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致力于打造覆盖中西部、辐射全国、连通世界、服务全球的郑州现代综合交通枢

纽，计划到 2020年，将郑州建成国际物流集散中心和全国重要的客运中转换乘中心。在具体做法

上，河南省坚持科学谋划、改革创新，强化政策支撑、配合联动，按照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

的要求，突出抓好“三港三网”（航空港、铁路港、公路港，“米”字形快速铁路网、高等级公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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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网）等战略性工程建设。 

2014年，河南省交通网络进一步优化，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全年完成交通建设投资 785亿元，

是历年来完成投资最多的一年。河南省会郑州是国家确定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拥有亚洲

解编作业量最大的列车编组站郑州北站、全国最大的零担货物转运站圃田西站和国内最大的高铁

十字枢纽站郑州东站。依托郑州铁路一类口岸，河南省在中部地区率先开行了直达欧洲的铁路国

际货运班列并实现常态化运营，郑州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节点作用显著提升。洛阳、信阳、

商丘等地也依托支线机场、高铁站建设综合交通枢纽，不断强化枢纽功能。全省初步形成了以郑

州枢纽为中心、地区性枢纽为节点、互动发展的良好格局。 

随着交通枢纽功能的进一步完善，河南省集疏运能力明显增强。口岸通关更加便利。郑州航

空口岸已批准对外国人实行落地签证，进口肉类、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已获批，药品、粮食口岸申

报工作正加快推进；航空枢纽建设全面提速。郑州机场 T2航站楼、GTC主体工程基本建成，周边

路网及配套工程进展顺利。郑州机场全年旅客、货邮吞吐量分别达到 1580万人次、37.04万吨，

同比分别增长 20.3%和 45%，增速均居全国主要机场首位，客、货运量在全国大型机场排名已上升

至第 17位和第 8位；铁路枢纽地位更加稳固。郑州南站规划选址方案得到国家认可，拟与郑万、

郑合铁路和城际铁路同步开工建设。郑欧国际铁路货运班列运行良好，全年共开行 87班，其中回

程 9 班，从 10月下旬实现去程每周 3班，回程每月 2班常态化运行，郑欧国际班列运输货物价值、

货物总重均居全国首位；实验区外围路网建设全面启动。商登高速、机场高速改扩建工程等在建

项目进展顺利，G107、G310、S102港区段升级改造工程前期工作基本完成。依托航空和铁路，郑

州枢纽作为河南省和中原经济区对外开放平台的重要功能日益凸显。 

目前，河南省正在加快推进航空港、铁路港、公路港建设，通过完善场站功能和衔接网络，

逐步建立多式联运的快速通关机制，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内捷外畅、安全高效的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为建设国际物流中心提供强力支撑。 

 

（六）房地产市场发展步入新常态，

电子信息行业成为带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

重要引擎 

1.房地产市场发展步入新常态 

在经历多年快速增长后，2014年，河南省房

地产市场发展进入新常态，房价快速上涨趋势得

到抑制，房地产市场预期发生一定变化。房地产

市场总体平稳，房地产金融运行稳健，保障房建

设和金融支持力度加大。 

（1）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资金来源状

况较好。2014年，河南省完成房地产开投资增速

13.8%，比2013年回落12.8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

项目本年到位资金同比增长6.5%，银行贷款占比

提高，自筹资金仍是开发商融资的主渠道。 

（2）房地产市场供应继续增长，保障性住房

建设大力推进。2014年，全省房屋施工、竣工面

积继续增长，完成各类保障性住房投资、新开工

各类保障性住房套数同比分别增长140.8%、

60.0%；房屋新开工面积、本年土地购置面积及

土地成交价款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3）房地产交易继续增加，省会郑州占比下

降。2014 年，河南省商品房销售额、销售面积分

别同比增长 11.9%、7.8%。受前期需求释放、利

好政策效果减弱等影响，省会郑州商品房销售额

和销售面积增速回落，占全省比重比 2013 年分别

下降 2.8 个和 2.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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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14  2002～2014年河南省商品房施工和销售

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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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品房价格温和上涨，省会郑州涨幅明

显。2014年，河南省商品房销售均价和二手房价

格同比分别上涨 4.9%、13.9%。受城镇化进程中

人口持续流入带来的刚性需求拉动，省会郑州涨

幅较大，市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同比上涨 12.3%。 

（5）房地产贷款增速提高，对保障性住房建

设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大。2014 年，棚户区改造项

目推动房地产开发贷款大幅增长，保障性住房开

发贷款同比增长 189.8%，新增额占全部房产开发

贷款新增额的 73.8%。受市场交易稳步增长以及

住房信贷政策调整的影响，个人住房贷款呈现持

续快速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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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15  2014年河南省主要城市新建住宅销售价

格变动趋势 

 

2.电子信息行业成为带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

重要引擎 

2014年，河南省电子信息产业呈持续快速增

长态势。智能终端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集聚态势正在形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建成千亿级产业集群，已初步形成机壳、主板、

摄像头、麦克风、触屏玻璃盖板等完整产业链。

依托产业基础和成本优势，信阳、洛阳、新乡、

鹤壁、南阳等市积极承接产业转移，集聚了一批

整机制造和移动应用软件开发企业。 

河南省采取加大扶持、强化引导的方式积极

支持电子信息行业发展。2014 年省财政下拨高端

信息产业链扶持资金 2.5亿元，支持 52 个项目建

设，拉动社会投资 131亿元。洛阳市每年从产业

优化资金中安排 1亿元，用于支持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 

河南省电子信息行业发展的支撑体系逐步完

善，围绕智能终端产业构建的全球物流体系、支

撑服务体系基本形成。郑州航空港区国际化综合

交通枢纽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综合保税区、跨境

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等开放平台相继建立，UPS

快递等全球性综合物流商陆续进驻，国家移动通

信终端设备重点检测实验室落户郑州，与智能终

端出口加工、全球采购配送相配套的支撑服务体

系逐步完善，已具备了综合性竞争优势。 

2014 年，河南省电子信息产业对外贸易活

跃，成为带动全省外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全

年出口交货值 1286亿元，占全部出口总值的四分

之一。 

三、预测与展望 

2015年，河南省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并存。一

方面，国内外形势更趋复杂，经济下行压力依然

较大，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

加紧迫。另一方面，新常态下河南省的比较优势

并未明显减弱，区位交通、人力资源、产业集群、

载体平台等综合优势更加凸显，扩大投资、消费

与出口仍具有较大空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蕴藏的巨大需求潜力将

不断释放，预计经济仍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部

分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有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5年，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将继续引导

金融系统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货币信

贷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适度增长。同时，大

力引导优化信贷结构和降低融资成本，支持经济

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促进河南省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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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2014年河南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1月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教育部、科技部、农业部、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际版权局

共同起草制定的《关于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促进中原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印发。 

3月17日，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和外汇局河南省分局就支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联合出台意

见，加大对试验区金融及外汇管理的支持力度。 

4月1日，第八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暨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 

6月26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在郑州签署云计算和大数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7月14日，在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积极推动下，全国首单项目收益票据落地河南。 

11月28日，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欧物流枢纽建设国际交流会在郑州举行。 

12月26日，河南省首家省级法人银行—中原银行在郑州正式成立。 

12月30日，经中国银监会批准，河南省首家金融租赁公司—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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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4年河南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河南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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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33.1 39227.9 40868.4 40245.2 40861.1 42383.1 42102.7 41991.2 42138.2 41962.5 42202.5 41931.1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1363.7 21835.2 22305.5 21703.3 21749.4 22462.5 22318.4 22226.9 22556.0 22384.9 22302.4 22486.5

                    单位存款 14924.0 15505.8 16606.9 16529.4 17016.3 17862.4 17432.5 17389.7 17313.4 17295.1 17486.7 17594.6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542.0 1094.9 1640.5 -623.2 615.9 1522.0 -280.4 -111.5 147.0 -175.8 240.1 -271.4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4.6 13.7 13.6 13.2 12.7 15.8 15.2 13.1 12.4 12.2 12.4 11.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4056.3 24261.3 24582.1 24852.9 25247.9 25919.6 26242.0 26530.9 26804.0 27117.4 27381.7 27583.4

        其中：短期 12115.0 12231.8 12312.0 12322.6 12400.3 12853.0 12944.9 13019.3 13081.3 13179.7 13156.1 13093.9

                    中长期 11359.1 11453.6 11674.3 11927.9 12171.4 12405.1 12575.7 12781.2 12968.1 13178.0 13425.0 13671.9

                    票据融资 539.4 529.8 548.7 553.5 623.6 612.8 667.0 678.3 705.6 706.4 743.2 762.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44.3 204.9 320.9 270.7 395.0 671.7 322.4 289.0 273.0 313.4 264.4 201.7

        其中：短期 193.1 116.8 80.2 10.6 77.7 452.7 91.9 74.4 62.0 98.4 -23.5 -62.2

                    中长期 327.4 94.5 220.7 253.6 243.5 233.7 170.5 205.5 186.9 209.9 247.1 246.9

                    票据融资 -79.3 -9.6 18.9 4.9 70.0 -10.8 54.2 11.3 27.3 0.8 36.8 19.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5.6 14.5 14.4 14.6 15.1 17.0 17.4 16.9 17.1 17.4 17.5 16.8

        其中：短期 17.6 15.8 16.1 15.7 15 17.8 16.9 15.3 14.6 13.8 12.2 10.8

                    中长期 15.9 14.9 15.3 16.8 17.4 18.2 18.6 19.2 19.6 20.8 22.4 24.0

                    票据融资 -18.2 -13.6 -22.4 -29.9 -16.1 -13.4 3.3 5.2 19.9 23.3 29.5 23.2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689.0 710.4 734.6 743.2 767.3 776.7 793.9 802.3 820.8 826.1 824.0 811.5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919.2 936.4 958.4 974.8 978.8 1004.7 1016.1 1037.5 1039.5 1053.4 1053.7 1116.8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25.0 26.3 30.9 28.6 30.7 28.2 27.6 28.9 28.1 30.6 26.9 21.6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41.2 38 35.1 35.5 32.1 30.5 30.7 30.3 25.1 23.8 23.5 29.5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37471.0 38531.3 40200.7 39638.8 40203.0 41730.0 41432.4 41380.0 41618.9 41382.8 41641.7 41374.9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1899.9 22353.1 22771.2 22170.6 22230.1 22951.5 22853.9 22715.1 23083 22850.5 22795.5 22417.2

                    单位存款 14331.3 14877.1 16008 15993.4 16429.5 17279.4 16835.9 16849.8 16867.2 16789.0 17001.9 17113.8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22.1 1060.2 1669.4 -561.9 564.1 1527.1 -297.7 -52.4 238.8 -236.0 258.8 -266.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248.6 453.2 418.1 -600.6 59.5 721.4 -97.6 -138.8 367.9 -232.5 -55.0 165.4

                    单位存款 -788.1 545.8 1130.9 -14.6 436.1 849.8 -443.5 14.0 17.4 -78.2 212.9 111.9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3.9 13.3 13.0 12.9 12.5 15.3 14.7 12.8 12.3 12.1 12.4 11.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7.5 12.4 11.8 11 10.5 13 12.2 11.1 11.8 11.6 11.4 10.8

                    单位存款 7.9 13.8 12.9 14.4 15.1 18.8 17.8 16.0 14.4 15.1 15.0 13.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3616.1 23812.0 24189.3 24480.9 24863.1 25496.3 25818.4 26102.6 26444.4 26696.2 26978.6 27228.3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3653.9 3690.7 3778.5 3863.9 3966.7 4086.1 4187.0 4294.6 4386.4 4500.9 4591.9 4658.8

                    票据融资 539.3 529.6 548.1 553.5 623.5 612.8 667.0 678.3 705.6 706.3 743.1 762.4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14.8 195.9 377.3 291.6 382.2 633.2 322.1 284.2 341.8 251.8 282.3 249.7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39.7 36.8 87.8 85.4 102.7 119.4 100.8 107.7 91.8 114.5 91.1 66.9

                    票据融资 -79.3 -9.7 18.9 4.9 70.0 -10.7 54.2 11.4 27.3 0.7 36.8 19.3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5.3 14.7 14.4 14.7 15.4 16.5 16.8 16.6 17.1 17.3 17.7 17.4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38.6 35.0 33.8 33.7 33.3 33.4 33.9 32.7 34.9 36.5 36.6 36.5

                    票据融资 -18.2 -13.7 -22.5 -29.9 -16.1 -13.4 3.3 5.2 19.9 23.3 29.5 23.2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108.4 113.8 108.5 98.5 106.7 106.1 108.7 99.1 84.4 94.3 91.4 90.9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74.1 42.4 78.4 35.7 26.4 68.7 63.8 34.9 16.4 19.7 10.7 2.2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72.1 73.4 63.9 60.4 62.4 68.8 68.7 69.5 58.4 68.5 65.7 58.0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38.1 10.7 18.4 10.3 1.1 63.4 64.7 44.4 22.2 25.1 6.6 -13.8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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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河南省各类价格指数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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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7 － -0.9 － 1.9 － 0.5

2002 － 0.1 － 0.9 － -2.4 － -1.4

2003 － 1.6 － 1.9 － 7.8 － 5

2004 － 5.4 － 11.4 － 15.7 － 10.2

2005 － 2.1 － 7.9 － 8.3 － 6.1

2006 － 1.3 － 1.2 － 5.3 － 4.3

2007 － 5.4 － 6.1 － 6.4 － 5.2

2008 － 7.0 － 20.9 － 11.9 － 12.1

2009 － -0.6 － -1.9 － -2.9 － -5.1

2010 － 3.5 － 3.1 － 10.2 － 7.8

2011 － 5.6 － 11.1 － 10.1 － 7.2

2012 － 2.5 － 5.4 － -0.8 － -0.6

2013 － 2.9 － 1.3 － -0.7 － -1.5

2014 － 1.9 － -2.1 － -1.6 － -2.9

2013 1 1.8 1.8 4.8 4.8 -0.4 -0.4 -0.7 -0.7

2 3.7 2.8 4.1 4.4 -0.5 -0.5 -0.7 -0.7

3 2.1 2.6 2.7 3.9 -0.7 -0.6 -1.1 -0.9

4 2.5 2.5 1.4 3.2 -1.3 -0.8 -1.9 -1.1

5 2.4 2.5 1.2 2.8 -1.5 -0.9 -2.3 -1.4

6 3.2 2.6 1.9 2.7 -1.2 -0.9 -2.4 -1.5

7 3.2 2.7 1.6 2.5 -1.1 -1.0 -2.1 -1.6

8 3.1 2.8 0.9 2.3 -0.4 -0.9 -1.3 -1.6

9 3.4 2.8 0.0 2.1 -0.7 -0.9 -1.1 -1.5

10 3.5 2.9 -0.7 1.8 -0.6 -0.8 -1.3 -1.5

11 3.2 2.9 -0.9 1.5 -0.2 -0.8 -1.2 -1.5

12 2.4 2.9 -1.3 1.3 -0.2 -0.7 -1.4 -1.5

2014 1 2.0 2.0 -1.9 -1.9 -1.1 -1.1 -2.0 -2.0

2 1.2 1.6 -2.2 -2.1 -1.9 -1.5 -2.3 -2.1

3 1.9 1.7 -2.5 -2.2 -2.5 -1.8 -2.6 -2.3

4 1.5 1.6 -2.8 -2.4 -2.0 -1.9 -2.3 -2.3

5 2.3 1.8 -2.6 -2.4 -1.4 -1.8 -1.7 -2.2

6 2.1 1.8 -3.4 -2.6 -1.1 -1.7 -1.4 -2.0

7 2.0 1.8 -3.0 -2.6 -0.6 -1.5 -1.0 -1.9

8 2.1 1.9 -2.5 -2.6 -0.7 -1.4 -1.1 -1.8

9 1.9 1.9 -1.6 -2.5 -1.1 -1.4 -1.6 -1.8

10 2.0 1.9 -1.2 -2.4 -1.7 -1.4 -2.0 -1.8

11 1.8 1.9 -0.9 -2.2 -2.3 -1.5 -2.5 -1.9

12 0.5 1.9 -0.8 -2.1 -2.9 -1.6 -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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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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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河南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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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456.9 - - 15778.6 - - 25445.4 - - 34939.4

    第一产业 - - 645.7 - - 1776.7 - - 3715.2 - - 4160.8

    第二产业 - - 4552.7 - - 8996.3 - - 13804 - - 17902.7

    第三产业 - - 2258.4 - - 5005.7 - - 7926.2 - - 12875.9

工业增加值（亿元） - 11.1 11.2 11.1 11.2 11.2 11.2 10.8 11 11.1 11.2 11.2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1526.9 3720.6 6516.8 9633.1 13154.1 15793.9 18401.4 21284.6 23988.4 27082.9 30012.3

    房地产开发投资 - 285.6 645.9 977.1 1360.2 1862.9 2232.3 2590.5 3050.4 3442.7 3888.6 4375.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2310.2 3350.3 4414.8 5488.3 6594.6 7640.3 8730.5 9938.1 11138.2 12391.6 13835.9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 884600 1354100 1799900 2217000 2620800 3045400 3471000 4164900 4895400 5697200 6503300

    进口 - 342400 519300 696700 870000 1027800 1193200 1371400 1669200 1962400 2257400 2564900

    出口 - 542200 834900 1103100 1347000 1593000 1852200 2099600 2495700 2932900 3439700 3938400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 199800 315600 406400 477000 565200 659000 728200 826500 970500 1182300 137350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 165600 305100 394200 504900 679500 748200 819100 995600 1153400 1368200 149270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179.3 -367.5 -686.1 -771.8 -913.6 -1431.9 -1541.6 -1707.5 -2116.5 -2229.2 -2619.3 -3304.1

    地方财政收入 265.1 423.8 673.1 885.5 1112.9 1406 1626.1 1795.5 2023.6 2244.2 2439.6 2738.5

    地方财政支出 444.4 791.3 1359.2 1657.3 2026.6 2837.9 3167.7 3503.0 4140.1 4473.4 5058.9 6042.6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3.1 - - 3.1 - - 3.0 - - 3.0

地区生产总值 - - 8.7 - - 8.8 - - 8.5 - - 8.9

    第一产业 - - 4.1 - - 4.3 - - 4.3 - - 4.1

    第二产业 - - 9.6 - - 9.7 - - 9.4 - - 9.6

    第三产业 - - 8.2 - - 8.6 - - 8.7 - - 9.4

工业增加值 - 11.1 11.2 11.1 11.2 11.2 11.2 10.8 11 11.1 11.2 11.2

固定资产投资 - 22.7 21.5 21.4 21.1 21.1 20.9 20.3 19.7 19.3 19.1 19.2

    房地产开发投资 - 30 24.1 16.8 15.3 16.6 16.8 16.4 16.9 17.4 14.9 13.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2.4 12.5 12.6 12.7 12.9 12.9 12.8 12.8 12.7 12.7 12.7

外贸进出口总额 - 2.5 8.7 10.5 6.5 7.5 5.8 3.8 7.5 10.1 8.3 8.5

    进口 - 6.9 11.7 11.2 8.4 11.4 8.8 6 7.1 8 6.2 7

    出口 - -0.2 6.9 10.1 5.3 5.2 4 2.4 7.8 11.6 9.7 9.4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 -7.5 -2.2 -11.8 -9.8 -4.6 -3.5 -4.2 2.4 6 8.8 10.9

地方财政收入 18.4 17 16.3 14.4 14.3 13.7 14.5 13.3 13.1 13.1 13.2 13.4

地方财政支出 32.7 13.4 16.1 9.4 9.8 14.1 13 13.9 10.5 6.6 6.8 8.2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