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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5 年，江西省深入实施“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赣”十六字方针，统筹做好稳

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优生态、惠民生各项工作，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主要经济指标增速

继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结构调整稳步推进、财政收入保持增长，财政支出更重民生，消费价格温

和上涨，生态建设成效显著，“十二五”规划顺利收官。 

2015 年，江西省金融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银行信贷保持较快增长，对

“三农”、小微、扶贫开发等薄弱领域支持进一步加大，证券、保险市场稳健发展，多层次金融组织体

系进一步完善，为全省经济实现平稳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银行不良贷款“双升”，导致局部区

域金融稳定面临一定压力。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第一年。总体看，经济下行压力仍

将持续，全省经济增长目标进一步下调，存贷款增速或进一步放缓，金融调控将更加强调宏观微观相结

合的宏观审慎管理，更加注重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为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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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5 年，江西省金融运行平稳，银行信贷保

持较快增长，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薄弱领域的支持

力度进一步加大，企业债券融资较快增长,证券期

货交投活跃，保险业加快发展，跨境资金净流入

大幅减少，银行不良贷款“双升”，大中型企业

贷款风险暴露增多。 

（一）银行业资产稳步扩张，信贷投

放较快增长  

1.资产总额稳步扩张。2015 年末，全省银行

业资产总额 32173.0 亿元，同比增长 15.5%，增

速比上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其中，省内地方法

人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21.2%，增速高出

全省平均水平 5.7 个百分点（见表 1）。 

表 1  2015 年江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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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2 40846 11248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98 2240 3192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256 4552 2951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600 10714 5527 4

五、城市信用社 0 0 0 0

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2549 26752 6556 87

七、财务公司 2 190 198 2

八、信托公司 2 581 139 2

九、邮政储蓄 1490 13264 2008 0

十、外资银行 5 100 28 0

十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141 2543 305 44

十二、其他 5 194 22 1

合             计 7040 101976 32173 140

营业网点

机构类别
法人机构
（个）

 
数据来源：江西银监局。 

2.存款增速先抑后扬。2015 年末，全省金融

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24785.1 亿元，比年初增加

3013.7 亿元，同比多增 806.2 亿元。上半年,全

省存款增长乏力。下半年，受股市分流效应减弱、

贷款派生存款效应增强以及地方债发行等因素影

响，存款增速回升，年末余额同比增速为 13.9%，

比上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见图 1）。 

全年，住户存款、非金融企业存款及非银行

业金融机构存款同比分别多增 235.2 亿元、454.1

亿元和 203.9 亿元，广义政府存款同比少增 92.9

亿元。住户存款和非金融企业存款中，定期存款

分别同比少增 186.5 亿元和 127.5 亿元，活期存

款分别同比多增 421.7 亿元和 581.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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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图 1  2014～2015 年江西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

增长 

3.贷款保持较快增长。2015 年末，全省金融

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18348 亿元，比年初增加

2881 亿元，同比多增 433.1 亿元，余额同比增速

为 18.6%，比上年略低 0.8 个百分点（见图 2）。 

信贷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薄弱领域的支持力度

进一步加大。2015 年末，全省六大高能耗行业
1
中

长期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下降 1.1%，而上年同期

为增长 2.2%；第三产业人民币贷款余额
2
同比增

长 22%，增速较上年进一步提高 2.9 个百分点。

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到户率

93.5%，农村土地流转率 33.7%，共 13 个县（市）

入选全国“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名单，农村沉淀

资产得到进一步盘活。全年支农支小再贷款累计

投放额同比增长 94.1%；再贴现累计办理量同比

增长 32.2%，货币政策工具的信贷导向力度进一

步加大。截至年末，全省新增涉农贷款 1101.7

亿元，同比多增 116.8 亿元；新增小微企业贷款

724.0 亿元，余额同比增长 22.6%；累计发放小额

担保贷款 121.8 亿元，直接扶持个人创业 9.4 万

人次，带动就业 47.1 万人次。政策性金融作用得

到进一步发挥，全省当年新增保障性住房开发贷

款 153.1 亿元，余额同比增长 53.9%。 

                                                        
1六大高能耗行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和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第三产业人民币贷款余额为金融机构贷款按行业分类中

除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和第二产业（采矿业，

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以外的其他行业人民币贷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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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图 2  2014～2015 年江西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

款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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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图 3  2014～2015 年江西省金融机构本外币

存、贷款增速变化

  

   专栏 1：深入推进金融扶贫，决战五年同步小康 

 ——“十二五”期间江西省金融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金融扶贫的工作部署，近年来，江西省金融系统积极作为，

不断创新工作机制，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持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努力满足贫困

群体多元化融资需求，金融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正向激励作用进一步发挥。2015 年，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积极探索将再贷款、再贴现和

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等货币政策工具运用与金融扶贫工作相结合，引导辖内金融机构加大扶贫信贷

投放，全年累计向贫困地区发放支农再贷款 37.9 亿元，同比增长 76.3%，直接撬动贫困地区新增涉农信

贷投放 60 亿元。 

二是协调联动作用进一步显现。加强金融扶贫政策与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的协调与联动，推出了江

西省扶贫和移民产业贷款，2015 年末，33 个试点县（区）贷款余额 1.7 亿元，惠及贫困农户 4138 户。 

三是风险分担作用进一步增强。积极探索“政府主导、财政担保(贴息)、人民银行政策支持、涉农

银行积极参与”的金融扶贫工作模式，相关贫困县人民银行推动地方政府从“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和特困

片区产业扶贫资金”中提取一定资金设立信贷风险补偿基金，通过担保、贴息和奖补等方式，为贫困农

户增信，有效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信贷需求。如石城、兴国两县累计向辖内 1000 余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发放“产业+农户”扶贫贷款 3825 万元；吉安县累计为辖内 730 户贫困户贴息 112.5 万元，为 854 户

贫困户奖补现金 717.8 万元，补助产业保险 61.8 万元。 

四是扶贫信贷产品进一步丰富。稳妥开展“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全省共有 13 个县（市）入选全

国“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地区。其中，贫困县（市）5 个。探索“保险+信贷”模式，如乐安县在设立

220 万元扶贫产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之外，另行安排 100 万元贷款保险贴补基金，对农户产业扶贫贷款

进行贴息和保费贴补。推进开发性金融供给与贫困地区信贷需求有效对接，国开行江西省分行创立保障

房建设“江西模式”，累计发放贫困地区保障房贷款 19.8 亿元，支持贫困地区 8.6 万户家庭住上了新房，

发放赣南原中央苏区贫困家庭危旧土坯房改造贷款 7 亿元，解决 6 万农村贫困户的住房问题。婺源县借

鉴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成功经验，创新推出了金融扶贫小额信用贴息贷款产品。 

五是信用建设成效进一步体现。推进农户信用建档和评级，持续开展“信用乡”、“信用村”、“信

用户”评选活动。2015 年末，全省贫困地区共为 92.9 万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余干县探索农户信用修

复和增进方法，对除恶意拖欠和逃废银行债务之外原因导致的农户不良信用记录，采取新老划断方式，

2015 年以来，向从未获得过贷款的农户发放信用贷款超过 1.5 亿元，极大地提升了贫困农户的守信意识。 

2015 年末，全省贫困地区各项贷款余额 2845.2 亿元，比 2010 年末增长 158.3%，高于同期全省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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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增速 21.6 个百分点。其中，贫困地区农户贷款余额为 2010 年末的 1.2 倍。贫困地区金融组织体系

逐步健全，金融基础服务实现了乡镇全覆盖。当然，应清醒地看到，江西金融扶贫工作与中央要求、与

贫困群众要求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金融扶贫的精准度不够高、农业保险覆盖面有限、银保合作

有待加强等问题亟待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加以解决。 

4.降息政策有效传导。2015 年，在降息政

策引导下，全省金融机构各月一般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震荡下行。其中，1 月最高，为 7.5%， 11

月最低，为6.0%，同比分别下降0.4个百分点和

1.4 个百分点。受信贷市场利率走低影响，民间

借贷利率也有所下降，据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

支行监测，2015 年，省内民间借贷监测样本加

权平均利率为 16.3%，同比下降 1.5 个百分点。 

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存款利率上限放

开后，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引导下，省内

银行人民币存款定价未出现恶意竞争情况，保持

呈现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上浮最高，股份制银行上

浮次之，国有商业银行上浮最低的阶梯化特征。

外币存款利率总体平稳，3 个月内大额美元存款

加权平均利率基本保持在 0.4%左右（见图 4）。 

省内利率市场化微观基础进一步夯实。2015

年末，辖内共 8 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为利率市场

化自律机制基础成员，比上年增加 5 家。地方法

人机构累计发行同业存单 478.4 亿元，为上年

的 9.6 倍。 

表 2  2015 年江西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各利率

区间占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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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4.8 4.6 9.1 4.6 4.9

基准 17.0 21.4 13.0 13.4 18.3 12.8

小计 78.4 73.8 82.4 77.5 77.1 82.3

(1.0-1.1] 12.8 13.6 13.3 13.3 13.5 14.2

(1.1-1.3] 19.4 19.9 22.0 17.0 15.1 15.1

(1.3-1.5] 22.3 17.8 22.1 19.4 17.0 18.6

(1.5-2.0] 20.1 18.5 20.2 22.1 25.1 16.6

2.0以上 3.8 4.0 4.8 5.7 6.4 17.8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100.0 100.0 100.1 100.0 100.0 100.0

下浮 5.0 6.3 8.1 6.5 11.3 9.2

基准 12.7 10.4 12.9 13.4 21.5 12.6

小计 82.3 83.3 79.1 80.1 67.2 78.2

(1.0-1.1] 10.4 11.5 11.5 11.5 10.5 11.2

(1.1-1.3] 15.4 15.5 15.3 13.4 18.4 17.2

(1.3-1.5] 19.4 19.1 16.9 17.2 12.4 16.2

(1.5-2.0] 18.2 16.8 16.1 18.0 18.8 15.0

2.0以上 18.9 20.4 19.3 20.0 7.1 18.6

上
浮

月份

月份

上
浮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0.0 

0.5 

1.0 

1.5 

2.0 

2.5 

3.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余额(左坐标）

一年期以上小额美元存款加权平均利率（右坐标）

3个月以内大额美元存款加权平均利率（右坐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图 4  2014～2015 年江西省金融机构外币存

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5.多层次金融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2015

年，江西省重组江西金融控股集团，新组建江西

银行、江西省再担保公司，江西省金融租赁公司

和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也相继成立运营。同时，

成功引进东亚银行和广发银行在赣设立分支机

构，7 家村镇银行获批开业，并有 7 家农村信用

社成功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 

6.不良贷款“双升”。2015 年末，全省金融

机构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新增 159.9 亿元，同比

多增 87.8 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2.5%，同比提高

0.6 个百分点,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不良贷款风

险较为突出。大中型企业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增多，

2015 年，省内大中型企业新增不良贷款占全部企

业新增不良贷款的 72.4%，比上年提高 18.3 个百

分点。针对区域金融风险逐步暴露并扩大趋势，

江西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构建了由政府主导、中国

人民银行推动、相关部门和银行机构配合的企业

风险监测预警和处置框架，通过早期识别和主动

介入，帮扶辖内 8 家问题企业迅速恢复生产，4

家重点企业维持正常经营。 

7.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保持较快发展。2015

年，全省跨境人民币业务实际收付金额 703 亿元，

同比增长 59%，人民币结算占全省跨境收支比重

为 29.4%，同比提高 8.4 个百分点。辖内 3 家跨

国企业集团完成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备

案，并实现相关业务零的突破。跨境人民币业务

管理权限全面下放至省内中国人民银行各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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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更多县域企业受惠于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

化。 

（二）证券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多层

次资本市场不断完善 
1.股票交易额大幅增长，证券机构利润激增。

2015 年，全省证券投资累计成交金额 87504.4 亿

元，同比增长 197.4%。其中,A 股（含基金）市场

累计成交 78701.9 亿元，同比增长 259.1%。全省

证券经营机构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63.2 亿元，同比

增长174.8%；净利润37.7亿元，同比增长216.3%。

其中，2 家法人证券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36.6 亿

元，同比增长 116%，实现净利润 15.7 亿元，同

比增长 168.5%。 

2.期货市场交易活跃，法人公司扭亏为盈。

2015 年，全省期货投资者账户数 3.8 万户，同比

增长 10.1%；累计交易金额 91327.3 亿元，同比

增长 75%。省内期货机构当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分别同比减少 18.4%和 68.3%。 

3.上市公司业绩下滑，资本市场建设稳步推

进。2015 年末，全省境内上市公司 36 家，新增 3

家（见表 3）。全省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 4004.3

亿元，同比增长 52.4%；实现净利润共计 82.3 亿

元，同比下降 77.9%。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于 7

月 6 日注册成立，12 月 14 日启动，截至年末共

有挂牌展示企业 179 家。 

表 3  2015 年江西省证券业基本情况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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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36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43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1453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111

        中期票据筹资额（亿元）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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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证监局。 

    （三）保险业平稳健康发展，服务地方

经济能力提升 
1.行业规模继续扩大，“险资入赣”增速加

快。2015 年，全省保险业资产总额 907.3 亿元，

保费收入 508.4 亿元，同比增长 27%，增速居全

国第 4、中部第 1，保险密度为 1119.3 元/人（见

表 4）。地方法人保险公司保费收入 2.2 亿元，

省内市场排名升至第 10。“险资入赣”引入合同

资金 285 亿元，同比增长 840.6%。 

2.产险效益再上新台阶，人身险公司退保率

较高。2015 年，省内产险公司承保利润 9.6 亿元，

同比增长 22.8%，增速高出全国水平 4.3 个百分

点。受高现金价值产品退保因素影响，省内人身

险公司退保金额增长较快，平均退保率为 7.2%，

同比上升 1.1 个百分点，超出警戒线 2.2 个百分

点。 

3.赔付支出增长较快，服务经济能力提升。

2015 年，全省保险业赔付 178.1 亿元，同比增长

25.3%。其中，产险赔付增长 11.4%，健康险赔付

增长 71%。累计提供 12.7 万亿元风险保障，农业

保险覆盖全省所有县（区）；大病保险实现全省

全覆盖；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表 4  2015 年江西省保险业基本情况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1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1

               人身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41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9

               人身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2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508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71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337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178

保险密度（元/人） 1119

保险深度（%） 3  
数据来源：江西保监局。 

    （四）社会融资同比少增，金融市场交

易活跃 
1. 社会融资同比少增，债券融资成效显著。

2015 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为 3019.7 亿元，同

比少增 957.5 亿元。受监管政策影响，全省社会

融资规模中，委托贷款增加 194.0 亿元，同比少

增 141.8 亿元；信托贷款减少 383.0 亿元，同比

多减 1157.7 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383.2 亿元，同比多减 301.4 亿元。人民币贷款

占全省融资规模比重比上年提高 34.5 个百分点，

为 95.7%，企业债券融资占全省融资规模比重为

20.1%，比上年提高 12.4 个百分点（见图 5）。

其中，全省当年累计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672.3 亿

元，同比增长 85.4%，发行量占全国比重 1.2%，

同比提高 0.4 个百分点，并成功发行全国首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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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房中期票据 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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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图 5  2015 年江西省社会融资规模分布结构

 

专栏 2：运用金融市场工具，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015 年江西省债务融资工作实现突破性进展 

2015 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为改善区域融资结构，提升直接融资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

力度，在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按照“点上突破，

面上覆盖”的原则，主动作为，通过建立债务融资工具协调推进机制，培育发债主体，加强宣传培训，

江西省债务融资工作实现突破性进展。 

一是发行量突破 600 亿，债务融资工具成为省内企业直接融资主渠道。2015 年，江西省债务融资工

具累计发行 672.3 亿元，同比增长 85.4%，增速全国第 3，中部六省第 1；发行量全国排名第 20，较 2014

年同期前移 4 位；发行量占全国比重 1.24%，较 2014 年上升 0.4 个百分点。截至年末，全省债务融资工

具余额 919.8 亿元，比年初增加 424.7 亿元，为全省信贷增量的 14.7%，同比提高 8.7 个百分点，债务融

资工具已成为江西省企业直接融资的主渠道。 

二是发债主体进一步扩大，品种更趋丰富。2015 年，江西省共有 29 家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较

上年增加 13 家。其中，9 家企业为首次发行。行业涉及交通、能源、建筑、制造、科技等。截至年末，

全省共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78 只，实现了超短融、短融、中票、定向工具等主发行品种的全覆盖。此外，

2015 年，江西省成功发行全国首单保障房中票，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开辟了新的融资途径。 

三是辖内设区市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实现全覆盖,注册金额呈井喷式增长。2015 年，江西省 11 个设区

市均成功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实现设区市全覆盖。其中，九江、萍乡和抚州三市均为首次发行。全年，

江西省共 24 家企业累计注册债务融资工具 812.6 亿元，同比增长 241.4%，截至年末，省内企业已注册

未发行债务融资工具额度尚有 295.3 亿元。 

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一方面，降低了发债企业融资成本。2015 年，江西省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加权

平均利率为 4.6%，较全省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低 1.5 个百分点。其中，超短融加权平均利率为 3.5%，

短融加权平均利率为 4.2%，中票加权平均利率为 4.9%，均低于同期限的银行贷款利率。据测算，可为

发债企业节约融资成本 7.5 亿元左右。另一方面，有力地支持了地方实体经济发展。债务融资工具发行

具有相对严格的资金运用信息披露要求，能够最大程度地确保企业融资资金真正投入实体经济生产。

2015 年，江西省共有 12 家城投类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量为 457 亿元，占全省债务融资规模的

68%，所融资金大都投向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领域。其中，约 50%用于补充包括昌九、昌樟等高速改

扩建工程项目建设资金，确保了江西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 5000 公里。 

2.货币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总体走低。

2015 年，省内市场成员累计债券交易量为

124946.2 亿元，同比增长 202.3%。其中，质押

式回购、买断式回购、现券交易量同比分别增长 

184.2%、293.2%和 256.8%。受连续降息及市场

流动性充裕影响，市场利率水平总体走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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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省内市场成员质押式回购、买断式回购和现

券交易加权利率分别为 2%、2.7%和 4.8%，较上

年分别下降 1、1.2 和 1.1 个百分点。 

3.银票签发同比减少，票据贴现大幅增长。

2015 年，省内金融机构累计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3572.8亿元，同比减少184.4亿元。但票据贴现

业务大幅增长，累计贴现 21778.6 亿元，同比增

长 52.5%（见表 5）。承兑汇票贴现加权利率水平

降至 4%，同比下降 0.9 个百分点（见表 6）。 

表 5  2015 年江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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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7 842.4 532.1 3450.5 15.8 221.1

2 1818.2 2644 580.4 8531.7 43.4 474.5

3 1770.5 5301.9 673.2 13603.6 23.4 505.9

4 1919.2 8874.8 785.4 21229.8 14.5 5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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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表 6  2015 年江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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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 6.27 5.26 5.34

2 4.55 5.81 3.64 3.77

3 4.18 5.58 3.28 3.55

4 3.96 4.65 3.32 3.13

季度

贴 现 转贴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4.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顺利完成，置换债券额

度基本覆盖到期需偿还债务。2015 年，全省政

府性置换债券和新增债券额度分别为 754 亿元和

224 亿元，全部发行完毕。省内各级财政分配到

的置换债券额度基本覆盖其 2015 年到期需偿还

债务本金，多数地区置换工作已经完成，个别地

区提前置换了部分 2016 年到期的债务。 

5.跨境资金净流入大幅减少，黄金市场交易

价跌量减。2015年，全省跨境收支总额383亿美

元，同比增长 5.7%。受货物贸易顺差下降，对

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等因素影响，全省跨境资金

净流入63.5亿美元，同比减少28.4%。黄金市场

交易量有所下降，全年累计发生各类黄金交易

96.3 吨，同比下降 7.2%，各类黄金业务交易价

格均有所下跌，平均跌幅为 6.4%。 

（五）金融生态建设稳步推进，金融

基础设施不断优化 
2015 年，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出台

《关于全面推进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

实施意见》，支持小微机构接入金融信用信息基

础数据库，稳步推进全备案评级机构开展信贷市

场信用评级。截至年末，共为省内 5.4 万户中小

企业和 462.2 万农户建立信用档案；金融信用信

息基础数据库新增101家小微接入机构；共有882

家企业参与借款企业信用评级。同时，依托应收

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促成应收账款融资 854 笔，

金额 558 亿元，成交笔数和金额均列全国第 8。 

着力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截至 2015 年

末，全省累计布放 2.5 万余个银行卡助农取款点，

累计提供涵盖取款、现金汇款、转账汇款、查询

等各类助农取款服务 600 万余笔，金额 135 亿元。 

在全省范围开通“12363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咨询投诉电话”，并在县、乡、村三级试点建设

“12363”农村服务点，消除农村金融消费维权盲

区。截至年末，全省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共受理

有效投诉 268 笔，投诉办结率 93.3%，满意率 95%

以上。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5 年，江西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6723.8

亿元，增长 9.1%（见图 6），三次产业结构为

10.6:50.8:38.6服务业比重比上年提高1.8个百

分点。全省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18437 元，同比增

长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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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图 6  1978～2015 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

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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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内需增长小幅放缓，外需增速大

幅回落 
1.投资增速小幅回落，投资结构有所改善。

2015 年，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6993.9 亿元，

同比增长 16%，增速较上年回落 2 个百分点，但

高出全国平均增速 6 个百分点（见图 7）。其中，

第三产业投资占比为 44.3%，比上年提高 1 个百

分点。全省工业投资完成 8918.3 亿元，增长

12.8%。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增速为 29.4%，同比

提高 22.8 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全省投资比重

74.1%，比上年提高 0.9 个百分点。八成以上投资

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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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图 7  1980～2015 年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及其

增长率 

2.社会消费增速放缓，乡村市场增长快于城

镇市场。2015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896亿元，同比增长11.4%，增速较上年回落1.3

个百分点，但高出全国平均0.7个百分点（见图8）。

其中，乡村市场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33.2%，增幅高出城镇市场2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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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图 8  1978～2015 年江西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及其增长率 

3.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引进来、走出去”

成效显著。2015 年，全省出口 332.7 亿美元，同

比增长 3.9%，增速较上年回落 9.8 个百分点，但

高于全国平均 6.6 个百分点；进口 93.4 亿美元，

同比下降 12.8%（见图 9）。全省实际利用外资增

长 12.1%（见图 10），对外直接投资增长 56.1%，

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 35.1 亿美元，增长

23%，总量首次进入全国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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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图 9  1978～2015 年江西省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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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图 10  1984～2015 年江西省外商直接投资额及

其增长率 

    （二）产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服务业

保持领先增长 
1.农业现代化进程继续推进。2015 年，全省

粮食总产 429.7 亿斤，同比增加 1 亿斤。全省规

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4250

亿元，同比增长 9%；农产品加工率达 53%；农产

品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190 亿元，同比增长 180%；

培育休闲农业规模企业 3550 家，规模经营的农家

乐 1.8 万家。 

2.工业生产稳步增长。2015 年，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 7268.9 亿元，同比增长 9.2%，增

速高出全国 3.1 个百分点（见图 11）。非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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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增加值 6096.2 亿元，同比增长 10.3%，占全

省比重为 83.9%，比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对

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91.7%。其中，私营企业和

小型企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1.7%和 12.9%，分别高

于全省平均 2.5 个百分点和 3.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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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自 2011 年起，工业统计范围调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 

图 11  2001～2015 年江西省工业增加值及其增

长率 

    3.服务业发展步伐加快。2015年，全省服务

业增加值6463.5亿元，同比增长10%，增速比上

年提高1.2个百分点。与民生相关的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16个行

业实现营业收入156.5亿元，同比增长18.4%，高

出全省平均水平8.4个百分点。 

    （三）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

产者价格持续下行 
    1.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升。2015 年，全省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 1.5%。其中，消费品价格上

涨 1.5%，服务项目价格上涨 1.6%。食品类价格

对 CPI 影响较大，全年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

3.3%，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1.2 个百分点。 

    2.生产价格延续低迷走势。2015 年，全省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 6.3%，降幅同比扩

大 4.1 个百分点，延续 2012 年以来的负增长态势

（见图 12）。其中，石油工业、冶金工业、煤炭

及炼焦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 22.5%、15.2%

和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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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图 12  2001～2015 年江西省居民消费价格和生

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3.就业形势总体稳定。2015 年，全省城镇新

增就业 55 万人，完成年度计划的 122.8%；城镇

登记失业率 3.4%，低于控制目标 1.1 个百分点。

全省第 10 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一、二、三、四

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涨幅分别为 10.1%、10%、

10.7%和 11.3%。 

（四）财政收入质量下滑，财政支出

更重民生 
1.财政收入质量下滑。2015 年，全省财政总

收入 3021.5 亿元，同比增长 12.7%，增速比上年

回落 1 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 2373 亿元，同

比增长 8.9%，增速比上年回落 8.2 个百分点，占

财政总收入比重为 78.5%，比上年下降 2.8 个百

分点。主要税种增长低位徘徊，传统主导税源增

势不理想，房地产税收净减少，增值税、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三项累计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比上年

回落 3.1 个百分点。 

2.财政支出更重民生。2015 年，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4419.9 亿元，同比增长 13.8%，增速

比上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见图 13）。其中，民

生支出超 3000 亿元，占比 77.3%，比上年提高 1

个百分点。社保、住房保障、节能环保、科技等

领域财政支出增幅均超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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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图 13  1978～2015 年江西省财政收支状况  

    （五）生态建设成效显著，节能降耗进

展顺利 
2015 年，江西省继续推进净空、净水、净土

行动，全省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0.1%，国家重要

水功能区达标率为 90%，地表水三类以上水质断

面达标率为 81%，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1%，居

全国第 2。全省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

0.7 吨标准煤，同比下降 6.7%，主要污染物减排

提前完成“十二五”目标任务。 

    （六）房地产市场回暖，金融支持力度

增强 
1.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升。2015 年，全省

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1520.1 亿元，同比增长

14.9%，增速比上年提高 2.3 个百分点。其中，住

宅投资同比增长 14.5%，占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

的 73.2%。 

2.商品房销售量增价稳。2015 年，全省商品

房销售面积 3478.2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3.4%（见

图 14）。商品房销售平均价格为 5358 元/平方米，

比上年上涨 70 元/平方米。 

3.房地产去库存压力较大。2015 年，全省房

屋施工面积 15293.6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4.7%，

增速比上年提高 3.5 个百分点。新开工面积为

3704.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0.6%，增速比上年

提高 29.7 个百分点。截至年末，省内有 6 个设区

市中心城区的商品房住宅库存去化时间超过 15

个月，个别设区市在 20 个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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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图 14  2002～2015 年江西省商品房施工和销售

变动趋势 

4.房地产贷款主要投向保障房开发和个人购

房。2015 年，全省房地产贷款余额为 4771.4 亿元，

同比增长 23.9%。当年新增房地产贷款 919.1 亿

元，同比多增 21.4 亿元。其中，保障房开发贷款

和个人购房贷款占比分别为 16.7%和 66.8%，比

上年分别提高 2 个和 5.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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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图 15  2015 年江西省主要城市新建住宅销售价

格变动趋势 

三、预测与展望 
2016 年是全面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也是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关键

一年。从全国情况看，经济结构持续调整，外部

需求短期内较难有明显改善，宏观经济整体下行

压力不减。从江西情况看，一方面，江西尚处在

新老动力转换时期，“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将进一步弱化传统产业增长动力，全省经济增速

进一步放缓难以避免。另一方面，随着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创新创业驱动、传统产业

升级、战略新兴产业以及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将

逐步构建起江西经济增长新动力。房地产去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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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消费、旅游、文化、保健养老消费等将进

一步拓展省内消费需求。较低的工业化和城镇化

水平也将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创造一定空间。预

计 2016 年，全省主要经济指标仍将保持快于全国

平均水平的发展态势，经济增速在 8.5%以上，500

万元以上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5%左右，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左右。 

2016 年，江西省金融业仍处于追赶式发展阶

段。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直接融资发展、

去产能、去杠杆以及银行不良贷款“双升”等因

素将导致贷款增速下降。但省内项目投资力度不

减，战略新兴产业增强，产业升级，万众创新，

房地产去库存又将对信贷增长产生拉动效应。宏

观审慎管理框架下，全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广义

信贷较上年也会有所增长。因此，预计全省金融

业发展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好于经济发展状况的

态势仍将延续，全年贷款增速较上年降幅不会太

大，新增贷款预计在 2600 亿元至 2800 亿元之间。

另一方面，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将着重围绕健

全金融组织体系等方面寻求突破，债务融资工具、

资产证券化、融资租赁等会有进一步发展，全年

全省直接融资有望突破 1000 亿元。但 P2P、民间

借贷等领域风险暴露，去杠杆和不良贷款“双升”，

将进一步加大金融体系流动性管理难度。因此，

2016 年，全省金融系统要立足于用好增量，盘活

存量，提高效率，加强监管，进一步加大对扶贫

开发、“三农”、小微及重点项目和重大工程领

域的支持力度，为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促

进经济转型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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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江西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1 月 16 日， 鹰潭铜期货交割仓库正式揭牌，这是中国内陆首个铜期货交割仓库，也是江西首个金

融期货交割仓库。 

    3 月 20 日，江西省出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措施和意见》。 

    3 月 26 日，江西省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正式启动。 

    5 月 20 日，江西省小微企业创业风险补偿基金试点启动。   

    9 月 14 日，江西省政府印发《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实施意见的通知》。 

    9 月 17 日，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牵头召开第一次江西省金融形势小范围座谈会。分管金融的

副省长出席会议，明确建立按月定期召开会议的机制，以深入研究江西金融发展相关问题。 

    10 月 20 日，江西省首个综合保税区--赣州综合保税区顺利通过验收。 

    12 月 14 日，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启动会在南昌召开。 

    12 月 15 日，南昌银行吸收合并景德镇商业银行组建成江西银行，并发起设立江西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 

    12 月 27 日，江西省安义县、乐平市、铜鼓县、修水县、金溪县、新干县、信丰县、吉安县、贵溪

市、赣县 10 个县（市）入选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名单，余江县、会昌县和婺源县等 3

个县入选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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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西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江西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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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23.0 22808.6 23391.5 22997.8 23159.5 24134.8 23780.7 24146.2 24282.5 24635.4 24653.4 25043.0

        其中：住户存款 11216.3 12238.9 12438.8 11997.4 11825.2 12110.6 11979.2 12039.4 12333.0 12133.2 12129.0 12440.5

                   非金融企业存款 6166.5 5799.9 6013.4 5968.8 6074.7 6326.5 6103.9 6354.5 6485.4 6533.2 6759.4 6893.2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34.0 385.5 583.0 -393.7 161.7 975.2 -354.0 365.5 136.3 352.9 18.1 389.5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3.7 11.1 11.3 11.6 10.1 10.7 11.2 11.7 11.1 13.3 12.9 13.9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6079.9 16391.5 16606.0 16827.0 16998.8 17395.7 17464.8 17666.2 17846.5 17943.1 18210.4 18561.1

        其中：短期 6703.5 6820.6 6861.5 6851.2 6874.9 7035.2 6986.1 7062.3 7108.7 7090.9 7195.6 7347.3

                   中长期 8849.2 9013.4 9129.3 9241.6 9357.8 9611.3 9625.8 9753.9 9874.4 9963.9 10093.4 10329.7

                   票据融资 477.2 505.0 561.2 675.7 704.6 688.8 787.9 782.5 800.9 825.9 852.7 805.4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82.1 311.7 214.5 220.9 171.8 397.0 69.1 201.4 180.3 96.5 267.3 350.7

        其中：短期 85.0 117.1 40.9 -10.3 23.7 160.3 -49.1 76.2 46.4 -17.8 104.7 151.8

                   中长期 234.9 164.2 115.9 112.3 116.2 253.5 14.5 128.1 120.4 89.5 129.5 236.4

                   票据融资 55.1 27.8 56.2 114.5 28.9 -15.8 99.2 -5.4 18.4 25.1 26.7 -47.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7.5 18.5 18.7 18.7 18.1 20.0 19.2 19.0 18.5 17.6 17.2 18.2

        其中：短期 10.8 11.6 11.3 10.7 10.4 12.1 11.9 11.8 11.6 10.0 10.4 11.0

                   中长期 19.6 20.1 20.1 19.6 18.9 21.2 19.7 20.1 20.1 20.0 19.3 19.8

                   票据融资 139.0 171.3 196.4 202.2 175.3 168.2 142.3 112.1 87.1 79.7 64.3 90.8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558.7 566.9 567.0 576.6 580.9 598.6 591.8 588.1 586.4 589.6 611.1 626.5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839.4 865.0 868.7 863.4 944.3 931.8 927.7 936.0 951.8 958.0 964.9 994.6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36.0 33.7 30.6 29.7 25.2 28.2 24.4 19.6 17.5 16.6 17.6 11.5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34.2 33.8 27.5 25.3 31.4 29.1 26.5 27.2 26.4 28.0 25.0 20.4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22194.4 22574.4 23139.9 22751.7 22931.1 23904.9 23560.5 23914.6 24044.4 24398.6 24411.7 24785.1

        其中：住户存款 11180.5 12199.7 12399.6 11958.5 11787.0 12071.2 11937.7 11993.9 12286.6 12087.1 12081.2 12389.7

                   非金融企业存款 5991.8 5622.6 5819.3 5773.9 5896.7 6148.9 5938.2 6172.1 6297.6 6346.8 6573.1 6693.4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23.0 380.0 565.5 -388.2 179.4 973.7 -344.4 354.1 129.8 354.3 13.0 373.5

        其中：住户存款 133.8 1019.2 199.9 -441.1 -171.5 284.2 -133.5 56.1 292.8 -199.5 -5.9 308.6

                   非金融企业存款 227.7 -369.2 196.7 -45.4 122.9 252.1 -210.7 233.9 125.5 49.2 226.3 120.3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3.4 10.8 10.9 11.3 10.0 10.6 11.4 11.8 11.1 13.4 12.9 13.9

        其中：住户存款 5.7 12.8 12.1 12.2 10.1 8.8 10.4 11.1 11.2 11.3 11.5 12.0

                   非金融企业存款 22.7 8.0 6.8 7.1 4.8 3.2 3.6 6.4 10.0 11.5 14.7 15.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5854.6 16153.6 16372.4 16573.2 16743.0 17123.6 17217.3 17408.3 17593.9 17710.6 18007.2 18348.0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3345.9 3376.1 3421.4 3474.1 3520.9 3600.2 3643.0 3696.5 3761.0 3804.5 3887.8 3947.1

                    票据融资 477.2 505.0 561.2 675.7 704.6 688.8 787.9 782.5 800.9 825.9 852.7 805.4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87.5 299.1 218.8 200.9 169.7 380.6 93.7 191.1 185.6 116.6 296.6 340.8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90.5 30.2 45.2 52.8 46.8 79.2 42.8 53.5 64.5 43.5 83.2 59.4

                    票据融资 55.1 27.8 56.2 114.5 28.9 -15.8 99.2 -5.4 18.4 25.1 26.7 -47.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7.6 18.6 19.0 18.8 18.2 20.0 19.4 19.0 18.5 17.8 17.5 18.6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3.8 24.6 23.6 22.7 20.6 21.1 20.4 20.5 20.7 20.3 21.0 21.2

                    票据融资 139.0 171.3 196.4 202.2 175.3 168.2 142.3 112.1 87.1 79.7 64.3 90.8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37.3 38.1 41.0 40.3 37.3 37.6 36.0 36.3 37.4 37.3 37.8 39.7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50.0 57.9 66.6 47.9 22.2 12.7 -0.6 1.1 8.9 -0.1 12.2 11.9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36.7 38.7 38.0 41.5 41.8 44.5 40.5 40.4 39.7 36.6 31.8 32.8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11.4 12.4 3.3 13.6 14.2 15.7 7.8 9.4 18.4 3.2 -7.8 -13.0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16

表 2   江西省各类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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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5 － -0.4 － -0.7 － -1.9

2002 － 0.1 － -0.2 － -1.4 － -1.5

2003 － 0.8 － 2.5 － 6.5 － 4

2004 － 3.5 － 10.7 － 14.5 － 9.7

2005 － 1.7 － 7.9 － 10 － 8.8

2006 － 1.2 － 1.1 － 8.6 － 9.7

2007 － 4.8 － 6.6 － 7.9 － 6.2

2008 － 6.0 － 19.9 － 14.2 － 6.4

2009 － -0.7 － -2.4 － -9.3 － -7.0

2010 － 3.0 － 1.9 － 11.8 － 15.3

2011 － 5.2 － 11.2 － 12.4 － 11.3

2012 － 2.7 － 6.6 － -1.7 － -3.5

2013 － 2.5 － 2.4 － -1.6 － -1.5

2014 － 2.3 － -0.4 － -1.6 － -2.2

2015 1.5 1.5 2.8 1.4 -6.9 -6.4 -7.6 -6.3

2014 1 2.9 2.9 2.7 2.7 -0.9 -0.9 -1.5 -1.5

2 2.6 2.7 2.7 2.7 -1.4 -1.2 -2.1 -1.8

3 2.9 2.8 0.7 2.0 -1.9 -1.4 -2.8 -2.1

4 2.4 2.7 -1.1 1.3 -1.5 -1.4 -2.4 -2.2

5 3.0 2.8 -0.9 0.8 -1.2 -1.4 -1.6 -2.1

6 2.9 2.8 -0.9 0.5 -0.8 -1.3 -1.3 -1.9

7 2.5 2.8 -0.8 0.4 -0.5 -1.2 -0.8 -1.8

8 2.3 2.7 -0.4 0.3 -1.1 -1.1 -2.0 -1.8

9 2.1 2.6 -1.2 0.1 -1.5 -1.2 -2.4 -1.9

10 1.7 2.5 -1.9 -0.1 -2.2 -1.3 -2.7 -2.0

11 1.4 2.4 -1.8 -0.3 -2.7 -1.4 -3.2 -2.1

12 1.4 2.3 -1.5 -0.4 -3.4 -1.6 -3.6 -2.2

2015 1 0.7 0.7 -1.8 -1.8 -5.4 -5.4 -4.9 -4.9

2 1.2 0.9 -2.9 -2.4 -6.3 -5.9 -6.0 -5.4

3 1.4 1.1 -0.9 -1.9 -5.9 -5.9 -5.1 -5.3

4 1.5 1.2 1.2 -1.1 -5.7 -5.9 -5.1 -5.2

5 1.3 1.2 1.9 -0.5 -5.7 -5.8 -5.2 -5.2

6 2.0 1.3 2.1 -0.1 -5.8 -5.8 -5.9 -5.3

7 2.3 1.5 2.5 0.3 -6.5 -5.9 -6.8 -5.5

8 2.3 1.6 2.2 0.5 -7.1 -6.1 -7.1 -5.7

9 1.5 1.6 3.0 0.8 -7.1 -6.2 -7.3 -5.9

10 1.2 1.5 3.4 1.1 -7.1 -6.3 -7.0 -6.0

11 1.3 1.5 3.4 1.3 -7.0 -6.3 -7.4 -6.1

12 1.5 1.5 2.8 1.4 -6.9 -6.4 -7.6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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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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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江西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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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406.2 - - 7203.5 - - 11568.6 - - 16723.8

    第一产业 - - 241.6 - - 486.1 - - 1015.8 - - 1773.0

    第二产业 - - 1866.0 - - 3900.8 - - 5983.3 - - 8487.3

    第三产业 - - 1298.6 - - 2816.6 - - 4569.5 - - 6463.5

工业增加值（亿元） - 968.8 1516.2 2004.6 2535.9 3139.5 3744.4 4353.9 5030.7 5757.3 6550.0 7268.9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1072.7 2446.6 4041.5 5839.5 7699.1 9326.3 10875.3 12653.2 14207.5 15610.6 16993.9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66.5 273.1 377.4 486.4 641.1 768.8 920.6 1089.8 1228.1 1380.5 1520.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
元）

- 916.0 1344.3 1740.8 2207.2 2667.2 3110.3 3587.1 4072.0 4671.8 5276.4 5896.0

外贸进出口总额（亿元） 288.7 520.5 676.8 890.0 1164.8 1409.0 1603.2 1795.5 1983.9 2165.3 2428.1 2641.5

    进口 43.1 77.3 118.6 161.3 211.1 270.2 313.8 354.5 414.6 467.4 522.4 580.6

    出口 245.6 443.2 558.3 728.7 953.7 1138.7 1289.4 1440.9 1569.3 1697.9 1905.7 2060.9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202.5 365.9 439.7 567.4 742.7 868.5 975.6 1086.4 1154.7 1230.5 1383.3 1480.3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亿美
元）

7.1 13.0 22.1 28.1 37.0 51.3 54.4 60.4 68.2 74.9 83.1 94.7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29.4 -169.3 -281.9 -418.6 -525.5 -754.5 -960.1 -1134.1 -1459.0 -1598.5 -1804.7 -2254.4

    地方财政收入 250.8 393.2 591.8 768.4 937.8 1166.7 1327.0 1467.3 1620.4 1803.4 1978.5 2165.5

    地方财政支出 280.2 562.5 873.7 1187.0 1463.3 1921.3 2287.1 2601.4 3079.4 3401.9 3783.2 4419.9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 - 3.3 - - 3.3 - - 3.4

地区生产总值 - - 8.8 - - 9.0 - - 9.2 - - 9.1

    第一产业 - - 3.2 - - 4.1 - - 3.9 -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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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产业 - - 8.7 - - 9.0 - - 9.5 - - 10.0

工业增加值 - 9.9 9.5 9.5 9.6 9.6 9.5 9.5 9.4 9.3 9.3 9.2

固定资产投资 - 17.7 17.0 16.8 16.1 16.3 16.2 16.3 16.3 16.2 16.2 15.8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1.6 11.5 11.5 13.1 14.8 13.5 14.6 14.5 15.1 15.1 14.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0.8 10.9 10.9 11.0 11.2 11.1 10.9 11.0 11.1 11.3 11.4

外贸进出口总额 -13.0 9.1 5.2 -3.9 -2.4 -0.2 -1.7 -3.8 -5.4 -4.9 -0.9 0.7

    进口 -7.9 -15.8 -10.3 -19.7 -18.0 -15.2 -15.0 -16.7 -15.7 -14.1 -12.9 -11.7

    出口 -13.8 15.1 9.2 0.5 1.9 4.1 2.2 0.0 -2.3 -2.0 3.0 4.8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11.7 9.0 10.3 11.1 11.3 11.3 10.4 11.2 11.1 11.8 11.8 12.1

地方财政收入 19.4 15.5 12.9 14.7 14.5 16.3 16.5 16.2 15.6 15.7 15.8 15.1

地方财政支出 -20.9 8.7 7.0 14.7 13.7 11.2 13.5 13.4 16.6 16.1 16.7 13.8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