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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5年，河南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全省经济呈

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金融业总体运行平稳，金融改革稳步推进，信贷投放

平稳较快增长，直接融资功能增强，社会融资结构继续调整，保险业保障能力逐步增强，证券业快速发

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继续推进。 

2016年河南省金融业将积极落实中央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科学贯彻执行稳健货币政策，积极

推进区域金融改革，强化专项信贷政策，鼓励金融创新，不断加大对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

度，进一步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强化重点领域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维护金融稳定，提升金融服务和管理

水平，促进经济金融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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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5年，河南省金融业运行总体平稳，货

币信贷平稳增长，股票和债券市场融资规模不

断扩大，保险业快速发展，金融基础设施进一

步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进一步提升。 

（一）银行业稳健运营，信贷投放

平稳增长 

1.银行机构体系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功

能更加健全。2015 年，河南省银行业金融机

构资产规模和利润稳步提升，银行机构数量和

从业人员继续增加。银行机构类型更加丰富，

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地方法人民营银行、金

融租赁公司组建工作顺利推进。 

表 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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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5 76049 20850.1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153 3663 5251.1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500 10725 8147.7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800 19891 8204.0 5

五、城市信用社 - - - -

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5281 58947 11222.2 142

七、财务公司 7 214 507.3 5

八、信托公司 2 394 111.6 2

九、邮政储蓄 2434 22555 4790.3 0

十、外资银行 5 98 56.5 0

十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311 5121 710.0 72

十二、其他 5 257 53.6 1

合             计 12743 197914 59904.5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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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新型

农村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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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银监局。 

2.本外币存款走势分化，存款结构变化明

显。股市资金回流、存款类创新产品推出，带

动人民币存款增速回升，2015 年末河南省人

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增速同比提高 1.2 个百分

点；由于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化，外币存款增速

大幅回落，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增速同比回落

0.5个百分点。人民币存款增长呈现以下特点：

民间借贷风险暴露，资金回流银行系统，住户

和非金融企业存款大量增加，全年两项存款同

比多增 1531.7 亿元；存贷款口径调整后，非

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较多，全年同比多增

225.8亿元；财政收支压力加大，财政性存款

减少较多，全年同比少增 269.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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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调查统计部门。 

图 1  2014～2015年河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

存款增长 

 

3.贷款平稳增长，信贷结构趋于优化。在

经济下行、实体经济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情况

下，全省银行贷款平稳增长。2015 年末，河

南省本外币贷款余额 31798.6 亿元，同比增长

15.3%，增速与上年持平。在定向降准、再贷

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引导下，银行体系

支持实体经济中薄弱环节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涉农、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分别高于全部贷款增

速 1.2个、12.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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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调查统计部门。 

图 2  2014～2015年河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

贷款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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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调查统计部门。 

图 3  2014～2015年河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

存、贷款增速变化 

 

4.理财产品快速发展，同业业务增长较

快。经过多次降息，存款收益率明显降低，为

留住资金，金融机构不断创新理财产品种类，

推出收益率高出普通存款利率 2-3 个百分点

的理财产品，2015 年末全部金融机构表外理

财产品存续 2962.8 亿元，同比增长 98.7%。

同业业务呈现较快发展，2015 年，全省银行

机构同业资产新增 2045.6 亿元，增幅高于全

部资产增幅 16.4个百分点。 

5.利率总体走低，存贷款利差收窄。2015

年中国人民银行多次降准降息，贷款利率持续

下降：2015年 12月河南省金融机构一般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为 6.22%，同比下降 0.86 个百

分点。2015 年河南省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

建立并不断发挥行业自律功能，金融机构存款

定价呈现差异化，存贷款利差有所收窄。2015

年全省共有 18 家法人机构通过合格审慎评估

成为全国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成员，全年发

行同业存单 422元、大额存单 602亿元。 

表 2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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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下浮 6.7 6.3 6.4 4.1 5.7 7.4

基准 13.4 12.6 15.1 13.2 14.6 19.2

小计 79.9 81.1 78.5 82.7 79.7 73.4

(1.0-1.1] 15.4 13.7 17.2 16.1 14.2 12.3

(1.1-1.3] 23.3 21.0 21.2 22.3 21.0 18.0

(1.3-1.5] 18.3 18.7 17.7 20.1 19.3 18.4

(1.5-2.0] 14.2 18.4 15.3 16.5 17.4 16.2

2.0以上 8.6 9.2 7.1 7.8 7.9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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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7.3 7.0 8.6 8.6 11.9

基准 20.4 15.4 15.6 14.2 14.8 15.9

小计 72.8 77.4 77.4 77.2 76.7 72.2

(1.0-1.1] 10.3 10.5 15.2 11.4 13.4 14.8

(1.1-1.3] 17.8 18.1 18.2 16.2 18.8 17.9

(1.3-1.5] 18.4 18.8 17.2 17.1 15.9 14.6

(1.5-2.0] 16.9 19.5 17.2 20.7 18.4 15.8

2.0以上 9.4 10.4 9.6 11.8 10.2 9.1

上
浮

月份

月份

上
浮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调查统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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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调查统计部门、货

币信贷部门。 

图 4  2014～2015年河南省金融机构外币存

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6.地方金融改革发展步伐加快，金融主体

不断丰富，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建设初具规

模。农村金融改革工作加快推进，全省农信社

改制组建农商行53家，设立村镇银行法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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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家，村镇银行县（市）覆盖面达到83%。金

融主体不断丰富，河南省唯一一家具有不良资

产批量收购业务资质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金融集聚

核心功能区初具规模，2015年末郑东新区金融

集聚核心功能区累计入驻各类金融机构265

家。 

7.不良贷款有所增加，风险整体可控。

2015 年末，全省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 958 亿

元，不良率 3%，分别比年初增加 484 亿元、

上升 1.3个百分点。剔除农合机构隐性不良入

账因素后，全省不良贷款比年初增加 138.5亿

元，不良率比年初上升 0.2个百分点，风险整

体可控。 

8.跨境人民币业务高速增长，创新业务取

得突破。2015 年河南省人民币跨境收支达到

1950 亿元，同比增长 155.4%，占全部本外币

收支比重达 33.3%。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取得

新突破，中国人民银行批复同意在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试点开展跨境人民币贷款和

人民币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业务。全年为

10 家跨国企业集团进行了资金池业务备案，

实现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归集合计 68.6 亿

元。

专栏 1：河南省工业转型升级情况 

河南省是全国工业门类最全的省份之一，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四成。河南省也是典

型重化工业大省，工业结构调整任务更为艰巨。近年来，河南省出台一系列调结构、促转型的政

策措施，工业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初步显现。 

一、河南省工业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做法 

（一）构建现代工业体系，加快产业产品结构调整。近年来，河南省大力构建现代工业体系，

初步形成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食品、现代家居、服装服饰等 6 大高成长性制

造业为重点，以冶金、建材、化工、轻纺等 4 大传统优势产业为支撑，以生物医药、节能环保、

新材料、新能源等 4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的现代工业体系。同时，大力推进产业产品结构调

整，2015年全省高成长性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 56.3%。 

（二）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构建产业集群发展。自 2010年起，河南省持续举办产业转移系列

对接活动，加快智能终端、智能装备、家电、家具、汽车等重点产业集群引进，富士康、格力家

电、惠普洛阳基地、正威手机产业园、阿里巴巴云计算和大数据基地、台湾友嘉精密机械产业园

等一大批龙头型、基地型项目落地。同时，以产业集聚区为依托打造集群引进和发展载体，创建

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 11 个、省级 46 个，全省主营业务收入超千亿元、百亿元的产业集群分

别达到 10个、100个以上。 

（三）构建创新发展平台，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2008年以来河南省培育国家创新型（试点）

企业 18家、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9家、高新技术企业 1075家，创建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

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32 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74 个，涌现出了中信重工、

中铁装备、许继电器、平高电气、宇通客车等一批创新型企业。 

二、河南省工业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初步成效 

（一）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优化。近年来，河南省经济转型升级取得初步成效，传统能源原

材料类产业占工业比重由 2008 年以前的 70%左右下降到 45%左右。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推动

经济增长动力优化，高成长性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平稳发展形成有力支撑。2015年，河南

省高成长性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分别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2.8个、11.4个百分

点；高成长性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占全省工业比重分别提高 2.5个、1.2个百分点。 

（二）高成长性制造业中的重点行业发展势头较好。2015年，河南省高成长性制造业中的汽

车和电子信息行业工业增加值分别高于传统支柱行业 5.7个、26.1个百分点。电子信息企业工业

总产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2%和 23.9%；智能手机年产量达到 1.2亿台，形成了全球

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新能源汽车以及焦作、许昌、南阳、新乡、鹤壁等一批特色零部件产

业园区(基地)迅速崛起，“河阳”汽缸套、“金箍”制动器、“中轴”凸轮轴、“风神”工程胎品牌

效应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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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支柱行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明显提升。一批老制造企业经过体制改革、战略重组、

升级改造、科研创新等，重新焕发出了旺盛生命力。河南洛阳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依靠

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成果，迅速占领矿山、水泥、冶金三大行业装备的高端市场，获得和已被受理

专利技术 100多项，成为重型装备制造业前沿技术的引领者。“高端矿山重型装备技术创新工程”

获国家科技进步企业技术创新工程奖，“12000吨航空铝合金厚板张力拉伸装备研制与应用”项目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连续三年新产品贡献率超过 70%。国内外多家知名企业纷纷与该公司签

署合作协议，2015年几乎拿到了来自国际、国内大型矿山的所有新开项目的大型设备订单。该企

业反映，订单已经排到后两年，现有生产能力满足不了客户需求。 

 

（二）证券业快速发展，多层次资本

市场体系不断完善 

1.证券公司快速发展，资本市场融资规模

稳步提高。2015年，河南省证券市场主体日益

丰富，资产规模继续增加，盈利能力进一步扩

大，从业人员持续增加。全年直接融资 2582

亿元，同比多增 206 亿元。新增境内外上市公

司 7家，首发融资 69.78 亿元。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 82.13 亿元，同比增加 11.1%。中原股权

交易中心正式成立，服务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

的功能初步显现。 

表 3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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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206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101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1269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498

        中期票据筹资额（亿元）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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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证监局。 

2.期货交易品种进一步丰富，交易量稳步

上升。郑州商品交易所积极推进新品种、新工

具研发及上市工作，2015年累计成交量21.4亿

手，累计成交62万亿元，同比分别提高58%和

33%。菜籽油、PTA、白糖、甲醇为主要交易品

种，成交占比分别为24.4%、21.6%、17.5%、9.4%。 

（三）保险业保障能力逐步增强 

1.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提升，各项经营指标

向好。2015年，河南省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继

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承保利润稳步提高；人

身险公司保费收入明显加快，不同渠道、不同

结构、不同产品增长全面提速。新单折标率、

期缴率等主要指标继续向好，与民生保障关系

密切的年金保险同比大幅增长 90.6%。保险密

度、保险深度继续提高，比上年分别提高 232

元、0.4%。 

2.产品创新步伐加快，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持续提升。2015年河南省保险业累计提供风

险保障 17.6 万亿元，赔付支出 447.7 亿

元。农业保险取得积极成效，小麦等 7 个

险种保额提高到 60%，玉米天气指数保险、

涉农贷款保证保险等多个创新型险种顺利启

动，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增长 53%。全面实施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提高。 

3.市场主体日益丰富，保险业各项改革稳

步推进。2015年，河南省保险业市场主体及从

业人员持续增加，资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地方

法人寿险公司组建工作顺利推进，第一家保险

法人机构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业运

营，商业车险条款费率改革顺利启动，险资入

豫继续稳步推进。 

表 4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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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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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4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237

               人身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3767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248.8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320.2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928.6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447.7

保险密度（元/人） 1330.0

保险深度（%） 3.4

数据来源：河南省保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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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融资结构继续调整，直接融资

功能增强 

1.社会融资结构调整，金融市场直接融资

功能进一步增强。2015 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 5756亿元，社会融资结构调整明显，未贴现

的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等表外

融资大幅收缩，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稳定增长，

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占比小幅提高。银

行间市场融资功能进一步增强：2015年，河南

省新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比上年增加

131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顺利，全年在银

行间市场共发行置换和新增债券 1424.9亿元。 

 

177143

701

-2643
559

-48

4207

-100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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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调查统计部门。 

图 5  2015年河南省社会融资规模分布结构 

 

2.货币市场交易规模大幅增长，市场利率

明显下行。2015年，在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情

况下，金融机构加强了货币市场业务运作，以

提升盈利能力，河南省货币市场业务全年累计

成交 195881.7亿元，同比增长 98.4%。市场交

易以资金融入为主，合计净融入资金 6.8亿元。

由于市场流动性总体充裕，货币市场利率下行

明显，质押式回购、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同

比分别下降 154个、152个基点。 

3.票据融资快速增长，融资利率保持下行。

2015年，河南省金融机构累计签发承兑汇票、

办理贴现发生额同比分别提高 6.6%、106.3%。

受货币市场利率下行和票据市场供求变化等因

素影响，河南省票据市场利率整体保持下行趋

势，由于年底资金较为紧张，12月份票据贴现

和转贴现利率微幅升高。 

表 5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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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8.6 2319.1 831.9 1687.0 25.5 169.6

2 4708.6 5084.8 956.5 5607.1 34.2 358.9

3 4580.9 6950.1 939.0 11028.2 33.4 477.0

4 4475.7 9030.9 1029.5 14023.6 45.3 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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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货币信贷部门。 

 

表 6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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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25 6.6900 5.3016 5.3636

2 4.2045 6.2024 4.0716 3.8469

3 3.8028 6.4523 3.6922 3.5065

4 3.4178 6.0219 3.3672 3.4067

贴  现 转贴现
季度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货币信贷部门。 

 

 

表 7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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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99.9 -34.5 4522.7 -28.9

菜籽油 0 - 0 -

早籼稻 0 - 0 -

 PTA 111352.0 52.5 46315.6 96.5

优质强筋小麦 509.0 -54.7 92.1 -55.1

硬白小麦 0 - 0 -

白糖 201240.7 119.2 37464.7 91.7

甲醇 842.5 -97.0 78.6 -96.3

动力煤 2707.5 -0.8 334.3 -0.7

玻璃FG 14838.5 -0.6 8309.7 -0.5

粳稻JR 0.1 -1.0 0.0 -1.0

普麦PM 2.9 -0.1 0.2 0.0

菜籽粕RM 111617.2 -0.3 52297.4 -0.1

油菜籽RS 34.6 1.1 9.1 1.7

合计 471845.0 3.0 - -

交易品种

数据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 

 

4.黄金成交略有下降，跨境资金净流入同

比略降。受美联储加息预期、国际大宗商品市

场价格波动和金价低迷因素影响，2015年河南

省黄金交易量同比下降8.5%。随着美国货币政

策正常化进程的启动，2015年下半年河南省跨

境支出规模明显扩大，使得全年支出增幅大于

收入增幅，全年净流入同比下降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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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继续推进 

1.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推进。全面启动

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信用河南”网站建设，

推动落实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19个重点行

业和领域建立信用记录，31个部门面向社会提

供信息查询和共享服务。全省中小企业和农村

信用体系建设全面开展，首批确认 8个县（市）

为“河南省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工程示

范区（2016-2017年）”，9个县（市）为“河南

省 农 村 信 用 体 系 建 设 专 项 工 程 示 范 区

（2016-2017年）”。 

2.支付体系建设稳步推进。推进银行卡助

农取款服务点转化及新设综合性惠农支付服务

点，探索“惠农支付+农村电商”融合发展。推

动非现金支付工具创新，开展金融 IC卡公共交

通应用、直销银行等创新业务。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5年，河南省经济呈现出总体平稳的运

行态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 37010.3 亿元，

同比增长 8.3%。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4 年的

11.9：51.0：37.1调整为 11.4：49.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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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6  1979～2015年河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及

其增长率 

 

（一）经济增长动力继续改善 

1.投资结构进一步改善。受工业和房地产

投资回落影响，2015年河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比上年回落 2.7 个百分点。稳增长政策措施

带动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大，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PPP）模式、新型城镇化基金、专项建设

基金等对投资的带动作用增强。公共管理、电

子信息、租赁和商务服务等新兴行业投资快速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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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7  1981～2015年河南省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及其增长率 

 

2.城乡居民消费领域不断拓宽。2015年，

河南省城乡居民收支水平稳步提高，居民生活

消费领域不断拓宽，教育、文化娱乐、参观旅

游、美容保健受青睐，消费信息化程度进一步

提高，交通通信支出继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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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8  1979～2015年河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及其增长率 

 

3.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2015年富士康相

关企业带动全省对外贸易逆势上扬，进出口贸

易同比增长 15.3%，增速比上年提高 6.8 个百

分点。其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

速分别高于全部出口增速 6.6个、11.8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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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全年新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272 个，实际利

用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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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9  1979～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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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2015年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额

及其增长率 

 

（二）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业

发展加快 

1.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农村改革持续推进。

2015 年，河南省粮食总产量达 1213.4 亿斤，

创历史新高。农民合作社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到 16 万家，土地流转面积达到 3914

万亩。在全国率先出台高标准粮田保护条例，

抗灾能力显著增强。新培育省级标准农业产业

化集群 70个，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完

成 4790万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农村改

革进展顺利。 

2.工业生产平稳增长，结构调整呈现积极

变化。受能源原材料行业持续低迷影响，2015

年河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有所回

落，但仍保持 8.6%的较快增长。同时，工业内

部结构继续呈现积极变化，高成长性制造业、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高于全省工业增速 2.8

个、11.4个百分点，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比

重分别提高 2.5个、1.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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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11  1979～2015年河南省工业增加值增长

率 

 

3.服务业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提

高。2015年，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分别高

于第一、第二产业 6.1 个、2.5 个百分点。服

务业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37.9%，拉动

力进一步提升。现代服务业在促进经济“转方

式、调结构”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其中现代物

流业带动优势明显，信息服务业发展加快，文

化产业发展稳健，郑州市已建成国家动漫产业

发展基地、郑州动漫产业基地两大动漫产业基

地。 

（三）物价温和上涨，大众创业保就

业稳定 

1.居民消费价格低位运行，生产价格降幅

持续扩大。2015年，河南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

上涨 1.3%，较上年回落 0.6个百分点，连续三

年保持在 3%以下的较低水平。受需求不足及产

能过剩等因素影响，河南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同比下降 4.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

4.6%，降幅分别扩大 2.7 个、3 个百分点，分

别连续 43个月、44个月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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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12  2001～2015年河南省居民消费价格和

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2.大众创业确保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劳动

力价格稳步提高。2015年，河南省深入实施就

业创业扶持政策，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

业形势基本稳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44.5 万

人。同时，劳动力价格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

工资性收入继续增长，农民外出务工环境持续

改善，外出务工工资水平稳步提高。 

（四）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财政支出

结构优化 

经济新常态下，河南省财政收入由高速增

长转为中低速增长，财政支出结构不断调整优

化，重点保障了教育、就业、医疗、住房保障

以及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2015年财政资金

稳增长、调结构的杠杆作用充分发挥，全年累

计安排新型城镇化转移支付和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补助资金 120 亿元；筹措各类专项资金 69

亿元，支持高成长性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

建立小微企业信用担保代偿补偿机制，支持小

微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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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13  1979～2015年河南省财政收支状况 

 

（五）工业能耗水平全面下降 

2015 年河南省通过实施节能减排降碳重

点工程，健全能源消费总量和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预算管理制度，推动循环经济加快发展，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11.5%，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面达

87.5%，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6.5%。 
 

专栏 2：河南省互联网+调查分析 

2015年以来，国家深入推进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品的发

展。河南省各级政府行动积极，采取筹建“互联网+”产业发展基金、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等政策措

施，促进“互联网+”与区域特色产业和公共服务融合，引导“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企业围

绕电子商务、内部管理、自动化生产、物联网等变革生产方式和销售模式。金融部门不断加大信

贷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支持企业“互联网+”升级改造。 

一、多措并举引导“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一是筹建“互联网+”产业发展基金。河南省

积极筹建“互联网+”产业发展基金和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投资于河南省“互联网+”行动计划实

施方案确定的相关领域，以及引进高层次人才“百人计划”相关的“互联网+”项目。二是大力搭

建电子商务平台。郑州市建立了 1个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5个省级示范基地、2个省级产业

园区，开通了“E 贸易”试点平台，目前平台已入驻企业 319 家。濮阳、焦作、漯河、信阳等市

采取建立电商园区、引进知名电商企业、设立电商发展引导资金等多种方式推动电子商务发展。

2015 年，河南省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7720 亿元，同比增长 36.4%。三是大力推进“互联网+”与区

域特色产业和公共服务融合。开封市立足当地特色，着力打造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平顶山市

利用“互联网+”提升公共服务管理水平；安阳市建立云技术大数据中心，打造“政务云”、“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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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民生云”。 

二、企业积极利用“互联网+”改造提升经营模式。在“互联网+制造业”方面，洛阳市围绕

重工业占比大的实际，积极利用“互联网+”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安阳市有 60%的装备制造企业

与电商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漯河市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线上线下销售及售后服务。

在“互联网+食品加工业”方面，河南众品食业股份有限公司，建立“鲜易网”电子交易平台，将

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实现了从传统加工制造业向服务企业、平台型企业和生态型企业的转

变；三门峡市振宇食品有限公司、香盛轩核桃专业合作社等，结合 B2B（企业对企业）、B2C（企

业对消费者）、O2O（线上线下）、移动互联等电商模式，构建企业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营销平台。

在“互联网+现代农业”方面，鹤壁市农业硅谷产业园搭建“农业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与

“智慧鹤壁”指挥中心、农技推广区域服务站、村级益农信息服务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网进

行对接，实现了物联网全方位、多领域示范应用。在“互联网+旅游”方面，洛阳龙门石窟景区创

新开启“互联网+智慧景区”模式，以政府为主导，以景区为主体，以“互联网+”为平台，以专

业化团队为支撑，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等工具，使龙门石窟旅游实现了从“人工”到“智能”的

转变。 

三、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对“互联网+”的金融支持。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为农业科技企业制订

了专门行业政策；浦发银行郑州分行明确互联网零售、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现代物流等行业的信

贷投放增速高于全部贷款；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不断挖掘“互联网+”的中小企业客户。除加大信

贷投放外，金融机构还充分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帮助中小企业搭建互联网平台，中信银行郑州分

行搭建电商服务平台，为企业线上资金结算与融资提供金融服务；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针对小微

企业开办网贷通、电子供应链融资、公司逸贷、融 e购、商 e贷等线上融资产品，截至 2015年末，

该行网络融资规模已超过 115亿元。 

 

（六）房地产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2015 年，河南省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有所回落，企业资金状况

改善，新开工面积恢复增长，市场交易明显增

加，价格温和上涨。受开发企业信心不足影响，

土地购置面积和成交价格下降。房地产金融运

行较为平稳，房地产贷款快速增长，重点支持

了居民个人住房贷款需求。 

1.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继续回落，资金来

源状况改善。2015 年，河南省房地产开投资

同比增长 10.1%，比 2014 年回落 3.7 个百分

点。房地产开发项目到位资金同比增长 8.3%，

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增长较快，比 2014 年分

别提高 468.7%、8.4%。 

2.土地购置面积降幅收窄，新开工面积增

速由负转正。2015 年，河南省房地产开发企

业土地购置面积 951.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4.8%，比 2014 年提高 10.9 个百分点。房屋

新开工面积 1097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7%，

新开工面积增速由 2014 年的负增长转为正增

长。 

3.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增长明显。

2015 年，河南省商品房销售额、销售面积分

别增长 14.7%、8.6%，同比分别提高 2.8个、

0.8 个百分点。18 个省辖市中的 13 个城市商

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增长明显，省会郑州商

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增速提高，占全省商品

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中的比重比 2014 年分别

提高 1.2个和 2.0个百分点。 

4.土地成交价格微幅下降，商品房价格温

和上涨。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和企业信心不

足，土地成交价格微幅下滑，2015 年河南省

土地成交均价同比下降 0.6%。多项房地产政

策推动，商品房价格温和上涨，商品房均价同

比增长 5.6%。按照住建部门交易备案数据口

径，河南省二手房价格同比上涨 11.4%。省会

郑州市由于人口持续流入需求强劲，房价涨幅

明显，商品房和二手房销售均价同比分别上涨

2.6%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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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河南省统计局。 

图 14  2002～2015年河南省商品房施工和销

售变动趋势 

 

5.房地产贷款增幅有所回落。2015年末，

河南省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 7246.6 亿

元，同比增长 31.3%，比 2014年回落 12.7个

百分点。其中，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房地产开

发贷款增速回落 42.9 个百分点；住房信贷政

策多次调整，个人住房贷款平稳增长，个人住

房贷款增速仅回落 2.7 个百分点；由于同比基

数较大和保障房建设计划减少，保障房开发贷

款增速同比回落 126.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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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 

图 15  2015年主要城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变

动趋势 

三、预测与展望 

2016 年，河南省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

一方面，河南省产业结构固化、创新驱动能力

较弱、新旧动能转换尚不到位，在去产能、去

库存、去杠杆的背景下，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

大。另一方面，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蕴藏巨大潜力，将有效提振

总需求；中原城市群、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航空港区等改革开放举措不断深化，发展

活力动力不断提高；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新

兴产业和服务业带动作用显著增强，预计经济

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2016年，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将认真贯

彻执行稳健货币政策，为供给侧改革营造稳定

的货币政策环境，强化专项信贷政策实施，引

导金融机构继续优化信贷结构，切实降低融资

成本，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进一步提升金融

服务和管理水平，促进河南省经济金融更好发

展。 

 

 

 

 

总  纂：庞贞燕 

统  稿：翟向祎  刘海军 

执  笔：许艳霞  郭磊  李玉欣 

提供材料的还有：孟蓼筠  宋杨  郑方  李伟  沈志宏  武帅峰  赵庆光  张铮  尹志刚  琚亚

利  王莎  韩保恒  李星伟  吕金旺  张利娴  王利娟  万昉  常虹  茹芳

芳  刘曲 



 

14 

 

附录： 

（一）河南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2月1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南省分局出台《关于进一步简政放权 支持河南省涉外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5月27日，河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河南省高标准粮田保护条例》，

河南成为全国首个为高标准粮田立法的省份。 

6月26日，郑（州）焦（作）城际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6月28日，河南省区域股权交易中心——中原股权交易中心在郑州正式成立。 

7月27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试点启动暨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在

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举办，河南成为首个内陆省份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试点，其中人民币贸易

融资资产跨境转让为全国首创。 

9月8日，河南省首家保险法人机构——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郑州正式成立。 

10月18日，河南省唯一一家具有不良资产批量收购业务资质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原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郑州正式成立。 

11月6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与三大电信运营商、铁塔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河南成为全国

七大互联网信源集聚地。 

12月14日，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在郑州召开。 

12月22日，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正式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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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南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2015年河南省（自治区、直辖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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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32 44715 46387 46110 46313 47804 47689 47682 48467 47978 48721 48282

        其中：住户存款 23563 25164 25582 25123 24954 25479 25586 25692 26080 25942 25884 26154

                   非金融企业存款 12745 12263 13020 13138 13115 13595 13393 13337 13348 13180 13551 13836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583 683 1672 -277 203 1491 -115 -7 785 -489 743 -439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4.4 13.0 12.7 13.8 12.2 11.7 12.2 12.4 13.8 13.1 14.1 13.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8255 28731 29124 29343 29663 30359 30803 31101 31342 31519 31755 31799

        其中：短期 13216 13437 13517 13539 13553 13881 14004 14098 14103 14039 14037 14022

                   中长期 14128 14419 14732 14902 15101 15344 15570 15762 16029 16182 16332 16475

                   票据融资 842 795 791 812 912 1015 1089 1079 1054 1136 1199 1148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658 476 393 219 319 697 444 298 241 177 237 43

        其中：短期 112 221 80 22 14 328 123 94 5 -64 -2 -15

                   中长期 466 291 313 170 199 243 226 192 267 153 150 143

                   票据融资 78 -47 -4 21 100 103 74 -10 -25 82 63 -5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7.5 18.4 18.5 18.1 17.5 17.1 17.4 17.2 16.9 16.2 16.0 15.3

        其中：短期 9 10 10 10 9 8 8 8 8 7 7 7

                   中长期 24 26 26 25 24 24 24 23 24 23 22 21

                   票据融资 56 50 44 47 46 66 63 59 49 61 61 51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836 833 858 865 879 886 895 915 965 979 986 981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1155 1214 1230 1231 1243 1246 1239 1260 1288 1279 1274 1278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21.3 17.3 16.8 16.3 14.6 14.1 12.8 14.0 17.5 18.6 19.4 20.8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25.6 29.6 28.4 26.2 27.0 24.1 22.0 21.4 23.9 21.4 20.9 14.4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43311 43946 45502 45229 45455 46949 46827 46800 47711 47243 48042 47630

        其中：住户存款 23488 25085 25500 25040 24872 25397 25499 25598 25986 25848 25785 26049

                   非金融企业存款 12101 11575 12219 12342 12341 12826 12621 12551 12686 12543 12974 13294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419 1420 1421 1422 1423 1424 1425 1426 1427 1428 1429 1430

        其中：住户存款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非金融企业存款 37 -526 644 123 -1 485 -205 -70 135 -143 431 320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4.5 13.0 12.3 13.4 11.9 11.4 11.9 11.9 13.4 12.9 14.0 13.5

        其中：住户存款 7 12 12 13 12 10 11 12 12 13 13 13

                   非金融企业存款 21 11 8 9 6 5 6 606 9 9 12 1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7888 28321 28688 28892 29181 29828 30255 30516 30857 31096 31358 31433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4814 4890 4980 5090 5192 5308 5417 5538 5652 5729 5864 5962

                    票据融资 842 795 791 812 912 1015 1089 1079 1054 1136 1199 1148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647 433 367 204 288 647 427 293 344 205 262 74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55 76 90 110 102 116 109 121 114 77 135 98

                    票据融资 78 -47 -4 21 -812 103 74 -10 -25 82 63 -5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8.1 18.9 18.6 18.0 17.4 17.0 17.2 16.9 16.7 16.5 16.2 15.4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32 33 32 32 31 30 29 29 29 27 28 28

                    票据融资 56 50 44 47 46 66 63 59 49 61 61 51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111 118 136 136 132 132 133 136 116 113 104 100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2.3 4.0 25.5 37.6 23.7 24.0 22.0 36.9 37.8 19.9 14.3 10.4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56 63 67 69 74 82 84 90 75 65 61 56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21.8 -14.1 5.0 14.9 18.6 18.7 22.5 29.5 27.8 -5.0 -7.0 -2.8

本
外

币

人
民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调查统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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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2015年河南省（自治区、直辖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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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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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 1.3 － 0.3 － -4.6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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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9

2015 1 1.2 1.2 -1.0 -1.0 -3.6 -3.6 -3.6 -3.6

2 1.8 1.5 -1.0 -1.0 -4.2 -3.9 -3.8 -3.7

3 1.6 1.5 -0.2 -0.7 -4.0 -3.9 -3.8 -3.7

4 1.7 1.6 0.7 -0.4 -3.8 -3.9 -3.5 -3.7

5 1.2 1.5 0.8 -0.1 -3.8 -3.9 -4.0 -3.7

6 1.1 1.4 1.3 0.1 -4.2 -3.9 -4.3 -3.8

7 1.4 1.4 1.8 0.3 -4.4 -4.0 -4.9 -4.0

8 1.6 1.5 1.4 0.5 -5.1 -4.1 -5.5 -4.2

9 1.2 1.4 0.3 0.5 -5.5 -4.3 -5.6 -4.3

10 0.7 1.3 0.2 0.4 -5.5 -4.4 -5.5 -4.4

11 1.0 1.3 -0.3 0.4 -5.6 -4.5 -5.7 -4.6

12 1.1 1.3 -0.1 0.3 -5.7 -4.6 -5.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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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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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5年河南省（自治区、直辖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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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720 - - 16737 - - 26927 - - 37010

    第一产业 - - 609 - - 1771 - - 3599 - - 4209

    第二产业 - - 4405 - - 8598 - - 13171 - - 18189

    第三产业 - - 2706 - - 6367 - - 10157 - - 14611

工业增加值（亿元） - - - - - - - - - - - -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1769 4327 7538 11132 15222 18281 21264 24613 27792 31464 34951

    房地产开发投资 - 466 1048 1698 2414 3315 3980 4614 5340 6050 6835 760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

元）
- 2628 3810 5018 6242 7493 8723 10008 11297 12733 14227 15740

外贸进出口总额（亿元） - 696 1009 1367 1716 2033 2324 2599 3096 3707 4206 4600

    进口 - 259 387 560 717 867 989 1117 1333 1584 1790 1916

    出口 - 437 622 807 999 1166 1335 1482 1763 2123 2416 2684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 178 235 247 282 299 346 365 430 539 626 768

外商直接投资额（亿美元） - 13 24 36 53 69 78 82 100 115 139 161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28 -229 -486 -842 -1032 -1652 -1899 -2154 -2631 -2887 -3297 -3796

    地方财政收入 270 431 696 920 1165 1530 1763 1950 2195 2439 2681 3010

    地方财政支出 298 660 1182 1762 2197 3182 3662 4104 4826 5326 5978 6806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2.9 - - 2.9 - - 2.9 - - 3

地区生产总值 - - 7.0 - - 7.8 - - 8.2 - - 8.3

    第一产业 - - 3.9 - - 4.1 - - 4.3 - - 4.4

    第二产业 - - 8.0 - - 7.9 - - 8.2 - - 8.0

    第三产业 - - 5.6 - - 8.8 - - 10.0 - - 10.5

工业增加值 - 8.5 7.2 7.5 7.8 9.0 8.8 8.8 8.9 8.7 8.8 8.2

固定资产投资 - 15.9 16.3 15.7 15.6 15.7 15.7 15.6 15.6 15.9 16.2 16.5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2.1 7.9 8.5 9.0 10.8 11.0 11.3 10.4 10.7 11.8 12.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2.4 12.3 12.2 12.2 12.2 12.2 12.3 12.3 12.4 12.4 12.4

外贸进出口总额 - 28.8 22.0 24.5 26.7 26.7 24.6 22.2 21.2 23.4 20.3 15.3

    进口 - 24.1 22.3 32.0 35.2 38.2 35.6 33.1 30.4 31.8 29.4 21.9

    出口 - 31.8 21.9 19.7 21.2 19.4 17.6 15.0 15.1 17.9 14.4 11.0

外商直接投资额 - -21.2 -20.9 -8.4 4.5 1.4 4.0 0.2 0.5 0.1 1.7 7.8

地方财政收入 1.7 1.6 3.5 3.9 4.7 8.8 8.4 8.6 8.5 8.7 9.9 9.9

地方财政支出 -32.9 -16.7 -13.1 6.3 8.4 12.1 15.6 17.1 16.6 19.1 18.2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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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