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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7年，天津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求，牢固树立新发展

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狠抓转型升级，

经济主要指标增速回落，但整体继续保持增长，质量效益稳步提升，新动能加快积聚，转型发展成效显

现，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全市生产总值18595.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6%。分三次产业看，

第一产业增加值218.3亿元，增长2.0%；第二产业增加值7590.4亿元，增长1.0%；第三产业增加值10786.7

亿元，增长6.0%。全市金融业认真执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全面提升金

融服务效率和水平，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步伐，金融保持了平稳运行，有力支持了经济社会发展。 

经济运行主要呈现如下特点：一是投资、消费增速下行，出口增速降幅收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11274.7亿元，同比增长0.5%，增速比上年下滑11.4个百分点。实体投资增长3.0%，占全市投资

的60.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729.7亿元，同比增长1.7%，增速比上年下滑5.5个百分点。实体零售业

企业（含商场、超市等）零售额下降5.5%，上年为增长4.6%，占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82.2%。出口435.6亿美元，同比下降1.6%，降幅较上年下降11.8个百分点，贸易方式进一步优化，一般

贸易出口占全市出口比重较上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二是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全

市总产出比重分别为1.2%、40.8%和58.0%，“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得到巩固。农业生产基本稳定，

粮食生产再获丰收，现代都市型农业加快发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有所回落，先进制造业和高技

术产业制造业助推工业转型升级，工业企业效益增长较快，39个行业大类中，38个行业盈利。服务业地

位进一步巩固，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上年上升。商贸经济稳步发展，限额以上民营企业销售额不断

扩大，汽车销售成为拉动批发和零售业销售额上涨的重要因素；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融资租赁保持全

国领先地位，电信业务较快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工业产能利用率提高，去库存持续显效，

去杠杆稳步实施，新出台降成本政策措施，补短板逐步加力。新动能加快集聚，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

设深入推进，科技型企业发展活跃；新产业新产品快速成长，符合产业升级方向和市场要求的新产品生

产形势较好；坚持绿色发展，铁腕治理环境污染。三是价格水平温和上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2.1%，涨幅与2016年持平。从构成居民消费价格的八大类商品变化来看，全部呈上升走势。其中，服务

价格上涨4.1%，拉动CPI上涨1.7个百分点，是拉升CPI上涨的主要动力。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

格指数均呈现快速上升态势。四是财政收支负增长。税收收入实现增长，非税收入负增长；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教育支出保持增长。五是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天津按照国家关于房地产市场“分类调控、

因城施策”的管理要求，落实地方主体责任，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金融运行主要呈现如下特点：一是银行业平稳运行。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增长放缓，盈利能力下

降，不良贷款延续“双升”走势。贷款适度增长，信贷投放重点突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小微企业本

外币贷款增加较多。存款增长趋缓，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下降，非金融企业存款和广义政府存款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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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增较多。存、贷款利率水平基本稳定，人民币存款加权平均利率与上年持平，人民币一般贷款加权平

均利率比上年略有上升。跨境人民币业务量下降，业务主要集中在金融证券、租赁、科技制造业、批发

业、房地产、钢铁化工等行业。二是证券期货公司规模扩大。各类证券业机构稳步发展，经营风险基本

可控，法人证券公司资产规模有所增加，基金管理公司业务规模有较大幅度增长，期货公司平稳运营。

三是保险业发展结构优化调整。经营主体保持稳定，资产规模下降，保费收入保持增长，产品、业务结

构进一步调整优化。四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减少，间接融资占比提高，直接融资萎

缩；货币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量稳步上升，票据融资继续下降。五是扎实推进金融创新运营示范

区建设，助推金融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六是金融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稳步推进信用体系建设，积极推动

支付体系稳健发展，健全完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机制。 

2018年，天津将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抢抓

天津发展的历史性窗口期，加快推进改革创新和转型升级，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全市金融业将认真落实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着力调整优化服务理念，注重防范化解重大

金融风险。继续加快金融改革创新，巩固扩大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等新型业态优势；大力发展直接融

资，集聚更多金融要素资源；继续落实金融支持自贸区建设政策，推进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不断增强

支持实体经济、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服务实

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各项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3

目录 

一、金融运行情况 ........................................................... 5 

（一）银行业平稳运行 ............................................................................................................................... 5 
（二）证券期货公司规模扩大 ................................................................................................................... 8 
（三）保险业发展结构优化调整 ............................................................................................................... 8 
（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 8 
（五）高水平建设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 ................................................................................................. 10 
（六）金融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 10 

二、经济运行情况 .......................................................... 11 

（一）经济增长动力趋弱 ......................................................................................................................... 11 
（二）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 12 
（三）价格水平稳中有升 ......................................................................................................................... 13 
（四）财政收支增速下降 ......................................................................................................................... 13 
（五）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 13 

三、预测与展望 ............................................................ 14 

附录： .................................................................... 16 

（一）2017 年天津市经济金融大事记 .................................................................................................... 16 
（二）2017 年天津市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 17 

 

 

 

专 栏 

专栏 1  天津市银行承兑汇票运行情况 ................................................................................................... 7 
专栏 2  天津自贸区金融改革深入推进 ................................................................................................... 9 

 
 

 

表 

表 1  2017 年天津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情况 .............................................................................................. 5 
表 2  2017 年天津市人民币贷款各利率浮动区间占比 .......................................................................... 6 
表 3  2017 年天津市证券业基本情况 ...................................................................................................... 8 
表 4  2017 年天津市保险业基本情况 ...................................................................................................... 8 
表 5  2017 年天津市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 ...................................................................................... 9 
表 6  2017 年天津市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现利率 .......................................................................... 9 



 

 4

图 

图 1  2016～2017 年天津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5 
图 2  2016～2017 年天津市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5 
图 3  2016～2017 年天津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6 
图 4  2016～2017 年天津市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6 
图 5  2017 年天津市社会融资规模分布结构 .......................................................................................... 9 
图 6  1981～2017 年天津市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 11 
图 7  1984～2017 年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及其增长率................................................. 11 
图 8  1981～2017 年天津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11 
图 9  1997～2017 年天津市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 12 
图 10  1997～2017 年天津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及其增长率................................................................... 12 
图 11  1981～2017 年天津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长率........................................................... 12 
图 12  2006～2017 年天津市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13 
图 13  1981～2017 年天津市财政收支状况 .......................................................................................... 13 
图 14  2007～2017 年天津市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14 
图 15  2016～2017 年天津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变动趋势................................................................... 14 

 

 
 
 
 
 
 
 
 
 
 
 
 
 
 
 
 
 
 
 
 
 
 
 
 



 

 5

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7年，天津市金融业认真贯彻落实稳健中性

的货币政策，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步伐，努力提高服

务实体经济水平，有力支持了经济社会发展。 

（一）银行业平稳运行 

1.资产规模增长放缓，盈利能力下降。2017年

末，天津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4.9万亿元，同

比增长2.7%，增速较上年下降3.1个百分点；负债总

额4.6万亿元，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年下降3.1

个百分点。不良贷款延续“双升”走势，2017年末，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672.7元，比年初增加

135亿元；不良贷款率1.97%，较年初上升0.22个百

分点。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099.4亿

元，同比下降5.8%，降幅较上年扩大5.1个百分点；

累计实现净利润378.9亿元，同比下降9.1%，降幅较

上年扩大0.5个百分点。 

表 1  2017 年天津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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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7 27129 12631.1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13 568 3037.5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431 12473 8277.1 1

四、城市商业银行 304 7843 9535.7 1

五、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549 8481 4553.4 2

六、财务公司 8 238 566.3 7

七、信托公司 2 343 110.5 2

八、邮政储蓄银行 405 2694 963.3 0

九、外资银行 51 1168 888.0 1

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105 1464 352.8 18

十一、其他 14 2205 7013.0 13

合             计 3129 64606 47928.7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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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商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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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其他”

包含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中德住房储蓄银行、

金城银行。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天津银监局。 

2.存款增长趋缓。2017 年末，本外币各项存

款余额 30940.8 亿元，同比增长 2.9%，增速比上

年明显回落，比年初增加 873.8 亿元，同比少增

1043.9 亿元。从存款结构看，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存款下降；非金融企业存款和广义政府存款同比

少增较多；住户存款略有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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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图 1  2016～2017 年天津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

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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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图 2  2016～2017 年天津市金融机构人民币贷

款增长变化 

3.贷款适度增长。2017 年末，本外币各项贷

款余额 31602.5 亿元，同比增长 9.9%，增速比上

年末有所回落，比年初增加 2848.5 亿元，同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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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89.1 亿元。从贷款结构看，非金融企业及机关

团体贷款同比多增，住户贷款同比略有少增。其

中，住户贷款项下的中长期消费贷款增加较多，

占全部新增贷款的 46.4%，但比上年少增。非金

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项下的中长期贷款同比多

增较多，短期贷款同比少增，票据融资余额继续

下降。 

信贷投向重点突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本外

币贷款比年初增加 1048.5 亿元，同比多增 394.6
亿元。小微企业本外币贷款比年初增加 885.8 亿

元，同比多增 47.1 亿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本外币贷款比年初增加 513.9 亿元，同比多增

550.3 亿元。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比年初增加 55.2
亿元，同比多增 173.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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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图 3  2016～2017 年天津市金融机构本外币

存、贷款增速变化 

外币存、贷款恢复增长。2016 年外币存、贷

款余额双双下降。2017 年，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23.7%，比年初增加 35 亿美元。其中，境外存款

增加较多，非金融企业存款同比多增，住户存款

余额下降。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14.9%，比年初增

加 29.7 亿美元。其中，短期贷款及中长期贷款均

同比多增，融资租赁同比少增。 

4.表外各类业务增速出现分化。2017 年末，

天津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担保类、承诺类、金融资

产服务类、金融衍生品类等四类表外业务余额同

比增长 13.7%。其中，担保类表外业务减少 2.9%，

承诺类、金融资产服务类和金融衍生品类表外业

务分别同比增长 14.5%、18.1%和 7.3%。 

表 2  2017 年天津市人民币贷款各利率浮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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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25.9 32.9 37.5 35.0 29.7

基准 22.2 34.2 21.1 16.9 14.5 18.3

小计 45.2 39.9 46.0 45.6 50.5 52.0

(1.0-1.1] 20.4 15.1 17.4 20.9 22.2 19.5

(1.1-1.3] 13.8 12.7 14.0 12.8 12.7 18.1

(1.3-1.5] 5.1 7.4 8.8 6.2 7.3 8.9

(1.5-2.0] 4.2 3.3 4.2 4.2 6.4 4.2

2.0以上 1.6 1.4 1.7 1.5 1.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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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19.9 23.5 22.8 22.5 18.3

基准 14.1 19.7 18.6 22.8 21.4 23.2

小计 56.7 60.4 57.9 54.4 56.1 58.6

(1.0-1.1] 22.5 23.6 20.4 15.7 20.5 21.4

(1.1-1.3] 16.1 15.7 20.0 19.9 17.0 18.3

(1.3-1.5] 8.2 11.9 9.6 10.2 11.8 8.5

(1.5-2.0] 7.6 6.1 4.4 4.8 3.7 7.4

2.0以上 2.1 3.1 3.4 3.9 3.2 2.9

上

浮

月份

月份

上

浮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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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图 4  2016～2017 年天津市金融机构外币存款

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5.存、贷款利率水平基本稳定。2017 年，天

津市金融机构人民币企业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为 4.88%，比上年上升 0.06 个百分点。全部企业

贷款中，对大型、中型和微型企业贷款利率上升，

对小型企业贷款利率下降。贴现、转贴现利率上

升。人民币存款加权平均利率与上年持平。天津

市金融机构逐步完善利率定价机制，进一步提高

利率定价能力，利率市场秩序平稳，利率水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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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稳定。  

专栏 1  天津市银行承兑汇票运行情况 

2017 年以来，天津市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余额和贴现余额继续“双降”，现将相关情况分析如下： 

一、银行承兑汇票基本情况 

1.承兑余额下降。2017 年末，天津市银行承兑汇票余额 3143.4 亿元，比上年末下降 53.8 亿元。2016

年以来，银行承兑汇票余额改变上行趋势开始下降，2016 年下降较多，比 2015 年下降了 1504.6 亿元，

2017 年下降趋势放缓。 

2.大型和小微型企业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占比下降明显。2017 年末，大型企业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

834.5 亿元，占全部企业银行承兑汇票余额的 26.6%，比上年下降 1.5 个百分点。小微型企业银行承兑

汇票余额为 504.1 亿元，占比为 16.1%，比上年下降 3.8 个百分点。 

3.制造业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及占比均下降。2017 年末，制造业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 684.1 亿元，比

2016 年末和 2015 年末分别下降 59.3 亿元和 911 亿元，占全部行业的比重为 21.8%，比 2016 年末和 2015

年末分别下降 1.5 个和 12.2 个百分点。而批发和零售业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占比呈明显上升趋势。 

4.贴现余额下降。2017 年末，本外币票据融资余额为 687.4 亿元，比年初下降 431.7 亿元，同比多

降 223.9 亿元，余额增速为-38.6%，比上年低 22.9 个百分点。 

二、银行承兑汇票下降原因分析 

（一）承兑余额下降的原因 

1.外部市场原因。一是宏观经济下行，导致企业签票需求或能力下降。2017 年天津经济仍处于下行

趋势，企业生产和流通活跃度减弱，融资需求下降。调研显示，承兑余额减少的客户大部分为出现经营

困难或自身业务模式发生调整的客户。二是监管力度加大，不规范的票据业务受到压缩。2016 年以来，

监管部门加强票据业务监管，票据空转、中介倒票、规模腾挪等操作受到严格限制。三是其他结算和融

资方式对银行承兑汇票形成替代。互联网支付、电商平台、ABS 债券、信用证、融资租赁、保理等为企

业提供了丰富的结算和融资选择，对传统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具有替代作用。 

2.银行转型发展。一是业务重点发生变化。当前形势下，银行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不再比拼规

模，不再一味追求银行承兑汇票快速增长。如银行注重利润考核，在信贷需求不足情况下，主动用利润

率较高的贷款替代利润率较低的银行承兑汇票；为提高低风险资产比重，为客户提供贸易融资时，尽量

用风险权重较低的国内信用证代替风险权重较高的银行承兑汇票。二是业务审核更加严格。在强化防范

金融风险的背景下，银行对客户的准入标准提高，持续压缩存在潜在风险客户的授信。如一些银行将银

行承兑汇票的平均保证金比例提高；强化了贸易背景真实性和手续合规性核查，对于不符合审批要求的

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坚决不予办理；对于出现经营困难的客户采取主动退出授信措施。 

（二）贴现余额下降的原因 

除了银行承兑汇票签发余额下降，票源减少外，还有以下原因导致票据贴现下降： 

1.票据利率走高，企业贴现意愿下降。票据利率对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较为敏感，2017 年以来票据

贴现利率随着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的上升而逐步走高，企业贴现意愿直接受到影响。 

2.税收成本增加，企业贴现成本进一步上升。营改增导致银行贴现业务按照规定应全额缴纳增值税，

增加了相应的税收成本，银行会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企业，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贴现意愿。 

3.票据交易更加透明，银行套取利率的空间缩小。票交所模式带动票据价格、交易流程更趋透明，

使试图通过信息差、地域差、通道差等赚取价差的交易减少。 

三、天津市银行承兑汇票业务量走势预判 

当前经济下行、实体经济需求不足、监管力度加大等影响银行承兑汇票增长的内外部因素短期内不

会有大的变化，但是银行和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调整，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已趋于稳定。银行承兑汇

票贴现量在受签票数量影响的同时，将主要根据银行间市场资金利率变化情况而变化。 

6.跨境人民币业务量下降。2017 年，全市跨 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 2391.8 亿元，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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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已与 148 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跨境人民币结

算业务往来。共有 6020 余家企业开展跨境人民币

业务。业务主要集中在金融证券、租赁、科技制

造业、批发业、房地产、钢铁化工等行业。 

（二）证券期货公司规模扩大 

2017 年，天津各类证券业机构稳步发展，经

营风险基本可控，法人证券公司资产规模有所增

加，基金管理公司业务规模有较大幅度增长，期

货公司平稳运营。 

1.法人证券公司资产规模有所增加，经营风

险可控。法人证券公司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3.7%；

负债总额同比增长 7.2%。2017 年末，各项风控指

标高于监管标准的预警阈值，经营风险可控。 

2.法人基金公司规模持续扩大，业务结构有

所改善。2017 年末，法人基金公司资产总额比年

初增加 23 亿元，新发基金 5 只，基金净值同比增

长 111.8%。 

3.法人期货公司稳步发展，代理交易规模有

所下降。2017 年末，法人期货公司资产总额 76.7

亿元，同比增长 14.1%；净资产总额 22.1 亿元，

同比增长 14.1%；代理交易额 3.4 亿元，同比下降

12.3%；代理交易量 5903.1 万手，同比下降 35%。 

表 3  2017 年天津市证券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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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总部设在辖内的期货公司数(家) 6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49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54.9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1629.2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457.9
        中期票据筹资额（亿元） 387.7  
注：国内债券筹资包括金融债。 

数据来源：天津证监局、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三）保险业发展结构优化调整 

2017 年末，天津市共有 6 家法人保险公司，

57 家省级分公司。经营主体保持稳定，资产规模

下降，保费收入保持增长，产品、业务结构进一

步调整优化。 
1.资产规模大幅下降，人身险公司资产占主

导。2017 年末，保险公司在津分支机构总资产为

1284.9 亿元，比年初下降 23.4%。其中，财产险公

司资产总额为 141.2 亿元，人身险公司资产总额

1143.7 亿元。 
2.保费收入持续增长，保险保障覆盖面扩大。

2017 年，天津市保险业共实现保费收入 565 亿元，

同比增长 6.7%。全年财产保险公司累计签单

3616.5 万件，同比增长 18.2%；人身险公司累计赔

款支出 12.1 亿元，同比增长 9.1%。 
3.财产险业务发展结构优化，赔付显著下降。

2017 年，财产保险公司车险保费收入 105.8 亿元，

占财产保险公司业务收入比重的 71.8%，同比下降

3.1 个百分点；而信用保险、货物运输保险保费收

入明显上升，占财产保险公司业务收入比重分别

同比上升 3.3 个和 0.5 个百分点。全年财产险赔

付 74.1 亿元，同比下降 21.5%，其中企业财产险

赔款支出同比下降 75.4%。 

4.人身险公司产品结构有所调整，对银邮代

理渠道的依赖下降。2017 年，人身险公司普通寿

险实现保费收入 206.5 亿元，占人身险保险收入

比重为 48.8%，较上年下降 7.9 个百分点；分红寿

险实现保费收入 143 亿元，占人身险保险收入比

重为 33.8%，较上年上升 4.2 个百分点。从渠道结

构看，银邮代理渠道实现保费收入 170 亿元，同

比下降 15.7%，较上年下降 80.8 个百分点。 

表 4  2017 年天津市保险业基本情况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6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2
               人身险险经营主体（家） 4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57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4
               人身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33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565.0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41.6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423.4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155.3
保险密度（元/人） 3629.2
保险深度（%） 3.0  

数据来源：天津保监局、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2017 年，天津市金融市场总体运行平稳，货

币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量稳步上升，票据

融资继续下降。 

1.间接融资占比提高，直接融资萎缩。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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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天津市社会融资规模 2790.3 亿元，比上年少

804.2 亿元。从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看，一是对实

体经济发放的表内贷款占比大幅提高。银行业机

构本外币各项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 102.6%，同

比上升 30.1 个百分点。二是表外融资占比较低。

银行业机构表外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 0.8%，同

比上升 3 个百分点。三是企业直接融资净减少

179.7 亿元，同比少增 1142.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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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图 5  2017 年天津市社会融资规模分布结构 

2.货币市场交易量上升，市场交易以短期为

主。2017 年，天津市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累计完

成信用拆借 3455 笔，同比上升 80.5%；累计金额

12842.8 亿元，同比上升 16.1%。从期限看，市场

交易仍以短期为主。隔夜和 7 天拆借占全部拆借

成交金额的 84.4%。 

3.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债务融资

工具产品创新稳步推进。2017 年，现券买卖成交

金额为 41464.7 亿元，同比上升 35.2%。天津企业

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全国首单绿色短期融资

券、天津市首单京津冀协同发展债务融资工具。 

表 5  2017 年天津市金融机构票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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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4.2 1149.7 635.0 603.6 16.8 5.1

2 2951.6 1113.8 511.5 492.5 12.6 9.9

3 2882.7 1122.5 473.1 478.4 11.5 10.1

4 3007.2 1079.7 513.3 516.1 13.8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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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4.票据市场总体呈下降态势，贴现利率上升。

2017 年，天津市银行承兑汇票余额、票据贴现余

额和再贴现余额均比上年下降，金融机构贴现业

务整体定价上升。电票覆盖率持续提高，全年办

理电子商业汇票承兑业务占全部商业汇票业务的

比例较上年提高 15.3 个百分点。 

表 6  2017 年天津市金融机构票据贴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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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 4.92 4.20 3.65

2 5.32 5.57 4.79 3.90

3 5.21 5.77 4.77 3.42

4 4.97 5.85 4.72 3.16

贴  现 转贴现
季度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专栏 2  天津自贸区金融改革深入推进 

2015 年 12 月 9 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出台《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金改 30 条”）。天津“金改 30 条”落地实施实现了天津自贸区在金融领域的一系列开

放创新，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改革红利、开放

红利、制度红利不断显现，充分发挥出“助力器”作用。 

一、金融制度创新加快推进，金融跨境业务快速发展 

2017 年末，已推动八成政策落地实施。自贸区挂牌至 2017 年末，区内主体累计新开立本外币账户

4.7 万个；办理跨境收支 1276.2 亿美元，占全市总额的 24.4%；结售汇 504.3 亿美元；跨境人民币结算

2729.9 亿元人民币，占全市总额的 41.5%。自贸区金融创新绿地森林效应不断扩大，有力地支持了天津

外向型经济发展。 

二、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金融服务高效性凸显 

一是跨境融资渠道有效拓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实现了中外资企业跨境融资政策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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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效拓宽了中资企业境外融资渠道。二是贸易投融资更加便利。区内企业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

务 260.5 亿元，区内银行发放境外人民币贷款 149.6 亿元，为涉外企业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创造了良好条件。三是资金使用效率显著提升。货物贸易 A 类企业收入不入待核查账户、外汇资本

金和外债意愿结汇政策，大幅提高了企业资金使用效率；跨国公司外汇集中运营提高企业平均资金周转

率 50%以上；为境外机构办理外汇衍生品交易，更好地满足了市场主体规避汇率风险和套期保值的需求。 

三、租赁业实现快速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 

天津东疆港成为全国首家获批开展经营性租赁收取外币租金试点的区域，累计办理业务 30 亿美元。

区内符合条件的 82 家融资租赁类公司办理收取外币租金 20.7 亿美元，办理售后回租项下外币支付货款

2.1 亿美元，企业减少汇兑损失最高达 2%。同时，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在支持租赁公司实施外债意愿

结汇、开展联合租赁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等方面，实现了多个全国“首单”和“第一”，充分发挥了天津租

赁特色产业的辐射带动效应。 

四、金融政策复制性初步实现，简政放权力度不断加大 

一是创新政策可复制可推广取得新进展。“金改 30 条”中关于外债宏观审慎监管、A类企业货物贸易

收入不入待核查账户、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下放银行办理、融资租赁收取外币租金、区内个人开展经常项

下跨境人民币业务等 10 项政策已在全国推广实施。二是行政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天津自贸区实

现了外汇业务“一站式”综合服务，畅通区内企业开户“绿色通道”，最大限度缩短业务办理时间。三是金

融基础设施及功能不断完善。加强征信环境建设，进一步完善了区内金融集成电路卡应用环境，拓宽应

用领域。 

（五）高水平建设金融创新运营示范

区 

2017 年，天津扎实推进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

建设，助推金融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一是金融创

新运营示范区建设稳步推进。制定《关于加快金

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建设有关政策》，支持金融机构

落户、金融改革创新、金融人才发展和金融环境

优化。二是金融业发展活力和开放水平进一步提

升。金融机构体系更加健全，自贸试验区金融改

革创新进一步深化，融资租赁持续保持全国领先，

租赁公司境内外总资产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三

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科技金融、

农业金融、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稳步发展，投贷

联动试点和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有序推进，

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支持力

度不断增强。四是强化金融风险防控。建立“推

进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建设工作协作机制”，形成

加快金融创新、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

合力。 

 

（六）金融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1.信用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出台《天津市加

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为地方信用体系

建设提供政策支持；率先开展和谐劳动关系企业

信用体系建设，为企业建立电子信用档案；开展

民营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开展农民专业合作

社信用体系建设，对 544 户农民合作社进行信息

采集和评价；编写出版征信知识全覆盖通俗读物

——《征信知识伴我行》，为社会公众了解征信、

获取征信知识提供了有益读本。 

2.支付体系稳健发展。支付业务量保持增长。

各类支付系统共处理人民币业务量同比增长

13.6%，移动支付业务量同比增长 84.9%。服务实

体经济实施新举措。启动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程，

加强农村支付环境建设，支付服务普惠性不断增

强。业务改革创新进一步深化。空头支票行政处

罚改革试点成效显著，集中代收付业务调整有序

推进，电子商业汇票、RFID 票据、支票圈存等创

新业务取得新进展。 

3.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

完善。编制《金融消费纠纷处理实务操作指引》，

提供有效应对金融消费纠纷的操作指引、处置流

程和处理技巧，妥善处置金融消费争议。深入推

进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检查和评估，推动金融机构

提升业务合规意识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意识。依

托“金融消费者权益日”和“金融知识普及月”，

通过金融知识宣传作品展播、我的一堂金融课、

金融知识宣传活动品牌创建、绿色金融进校园等

系列活动，广泛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提升了

社会公众的金融素养和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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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7 年，天津市整体经济保持增长，主要指

标增速有所回落，转型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全市

生产总值 18595.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

年增长 3.6%。第三产业地位进一步巩固，占比

58.0%，比上年提高 1.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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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局。 

图 6  1981～2017 年天津市生产总值及其

增长率 

（一）经济增长动力趋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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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 2011 年以前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2011

年（含）以后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数据。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局。 

图 7  1984～2017 年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及其增长率 

1.投资增速下滑，结构进一步优化。2017 年，

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1274.7 亿元，

同比增长 0.5%，比上年下滑 11.4 个百分点。一

是实体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占比有所下降。完成

实体投资 6804 亿元，同比增长 3.0%，比上年下

滑14.2个百分点；实体投资占全市投资的60.3%，

比上年下降 5.4 个百分点。二是工业优势产业投

资加快。工业优势产业投资增长 6.9%，比上年加

快 2.4 个百分点。三是“三新”产业投资增势迅

猛。“三新”产业投资 1926.2 亿元，同比增长

30.5%，占全市投资的比重为 17.1%，比上年提高

4.0 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

长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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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局。 

图 8  1981～2017 年天津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及其增长率 

2.消费市场总体放缓，转型升级速度加快。

2017 年，天津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729.7 亿

元，同比增长 1.7%。一是实体零售业企业（含商

场、超市等）零售额下降 5.5%，上年为增长 4.6%。

二是消费升级类相关商品保持较高增速。体育娱

乐用品类、家具类和通讯器材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分别增长 85.7%、47.8%和 13.0%；金银珠宝类增

长 9.6%，化妆品类增长 14.8%。三是服务性消费

支出较快增长。全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服务性消

费支出同比增长 12.3%，高于人均消费支出 5.5

个百分点。 
3.进出口稳中有进，招商引资势头良好。2017

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 1129.4 亿美元，同比增

长 10%。其中，出口 435.6 亿美元，同比下降 1.6%，

降幅较上年下降 11.8 个百分点；进口 693.8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8.8%，增速创 6 年来新高。贸易

方式进一步优化，一般贸易出口占全市 48.7%，

较上年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全市新批外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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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951 家，实际直接利用外资 106.1 亿美元，

同比增长 5.0%，其中自贸区引进外资成效显著，

实际直接利用外资 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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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局、天津海关。 

图 9  1997～2017 年天津市外贸进出口变动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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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局。 

图 10  1997～2017 年天津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及

其增长率 

（二）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2017 年，天津市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全市总产

出比重分别为 1.2%、40.8%和 58.0%，“三二一”

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得到巩固。 

1.农业生产基本稳定，现代都市型农业加快

发展。粮食生产再获丰收，2017 年，粮食总产量

212 万吨，同比增长 8.0%。科技引领农业设施发

展，共建成 60 万亩高标准设施农业、20 个现代

农业园区、155 个养殖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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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局。 

图 11  1981～2017 年天津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实际增长率 

2.工业稳定增长，转型升级稳步推进。2017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增

速有所回落，但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水平稳中有

进。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53.4%，同比增长 2.9%，贡献率达 69.9%，拉动全

市工业增加值增长 1.6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增

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14.0%，同比增长

10.4%，贡献率达 64.6%，拉动全市工业增加值增

长 1.5 个百分点。企业效益增长较快。全年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 22.4%，而上年同期

为下降 0.8%。全市 39 个行业大类中，38 个行业

盈利。 

3.服务业地位进一步巩固，新兴服务业增势

良好。2017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

的比重比上年提高。商贸经济平稳运行，汽车销

售成为拉动销售额上涨的重要因素，全市限额以

上汽车销售企业实现销售额 2371 亿元，同比增长

15.2%，拉动限额以上销售额增长 1.1 个百分点。

民营经济比重不断扩大。全市限额以上民营企业

销售额 13868.3 亿元，同比增长 7.1％，占全市

限额以上销售额的 46.1%，比重比上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 
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融资租赁保持全国领

先地位，境内外租赁总资产超过 1.15 万亿元。电

信业务总量增长 71.3%，比上年加快 18.9 个百分

点。“互联网+”加快推进，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

展。2017 年，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网上零售额

418.6 亿元，同比增长 30.0%，占全市的 17.8%，

比上年提高 5.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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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新动能加快

集聚。扎实推进“三去一降一补”。2017 年四季

度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 77.1%，比上年同期

提高 3.4 个百分点；去库存持续显效，全年商品

房待售面积下降 29.9%；去杠杆稳步实施，年末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 59.8%，比上年末

下降 2.1 个百分点；全年新出台两批 52 项降成本

政策措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

入成本 84.9 元，比上年减少 0.6 元；补短板逐步

加力，全年科研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和居民

服务投资分别增长 76.1%、52.4%和 16.9%。 
持续推进创新发展。加快建设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科技型企业发展活跃，2017 年，全市新

增规模超亿元科技型企业 420 家，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突破 4000 家。19 项科技成果荣获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涉及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

多个领域。 

新产业新产品快速成长。2017 年，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3.9%。符合产业升级方向和市

场要求的新产品生产形势较好，碳纤维增强复合

材料、太阳能电池、锂离子电池、集成电路、服

务机器人和城市轨道车辆产量分别增长 29.3%、

27.9%、26.6%、14.2%、3.5%和 2.3%。 

全力推进绿色发展。2017 年，天津市坚持绿

色发展，对 2.1 万家“散乱污”企业进行分类整

治，淘汰高污染、高能耗落后产能。2017 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 62 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10.1%；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到 209 天。 

（三）价格水平稳中有升 

1.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2017 年，天津市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2.1%，涨幅与 2016

年持平。从构成居民消费价格的八大类商品变化

来看，各类商品价格全部呈上升走势。服务价格

上涨 4.1%，拉动 CPI 上涨 1.7 个百分点，是拉升

CPI 上涨的主要动力。 

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上升。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指数均呈现快速上

升态势，扭转了过去五年负增长走势。2017 年，

天津市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升 11.1%，较

上年提高 12.7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

比上升 8.4%，较上年提高 10.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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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局。 

图 12  2006～2017 年天津市居民消费价格和生

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四）财政收支增速下降 

2017 年，天津市财政收入明显下降，质量持

续改善。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10.1 亿元，同

比下降 10.4%。税收收入 1611.7 亿元，同比增长

4.4%。其中，增值税同比增长 42.4%。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3282.2 亿元，同比下降 11.3%，其中，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8.92 亿元，同比增长

21.4%；教育支出 435.29 亿元，同比增长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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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局。 

图 13  1981～2017 年天津市财政收支状况 

（五）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2017 年，天津市按照国家关于房地产市场

“分类调控、因城施策”的管理要求，落实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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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责任，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开发投资增速下降，资金来源增速回落。

2017 年，天津市房地产开发累计实现投资

2233.4 亿元，同比下降 2.9%，较上年低 25.8 个

百分点。到位资金合计 6211.3 亿元，同比增长

9.4%，较上年低 24.7 个百分点。其中，本年资金

来源同比下降 0.7%，较上年低 37.7 个百分点；

上年结余资金同比增长44%，较上年高19.2个百

分点，各项应付款同比增长 7.4%，较上年高 6.9

个百分点。 

2.住宅用地成交规模下降，施竣工及新开工

面积下滑。2017 年，天津市房地产开发土地供应

总量为 148 宗、938.5 万平方米，较上年分别下

降 20%和 22.5%。其中，住宅用地出让面积为

598.3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4.2%，较上年增幅

低 80.1 个百分点。房屋累计施工、竣工和新开

工面积分别为 8209 万、2036 万和 2334 万平方

米，同比分别下降 6.6%、30.1%和 7.1%，较上年

增幅分别低 2.3 个、低 30.5 个和高 3.8 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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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局。 

图 14  2007～2017 年天津市商品房施工和销售

变动趋势 

3.房屋市场交易低迷，新房及二手房销售面

积和金额萎缩。2017 年，天津市房屋销售面积为

2492.5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45.1%。现房及期房

累计销售面积 1482.1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45.3%，较上年增幅低 98.4 个百分点，累计销售

金额2272.3亿元，同比下降34.7%，较上年增幅

低 129 个百分点；二手房累计销售面积 1010.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44.8%，较上年增幅低 86.7

个百分点，交易金额 1276.1 亿元，同比下降

42.3%，较上年增幅低 113.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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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局。 

图 15  2016～2017 年天津市新建住宅销

售价格变动趋势 

4.住宅成交均价总体保持稳定，但同比涨幅

回落明显。2017 年，天津市住宅销售价格较为稳

定，环比涨幅波动不大，特别是在 4 月之后基本

与上月持平。但同比涨幅受上年房价快速上涨影

响，持续大幅回落。 
5.住房开发贷款规模提高，个人住房贷款增

长趋缓。2017 年末，天津市房地产贷款余额为

7195 亿元，同比增长 20.4%，较上年增幅低 4.5

个百分点。其中，住房开发贷款余额为 950.8 亿

元，同比增长13.1%，较上年增幅高41.6个百分

点；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5047.3 亿元，同比增长

29.1%，较上年增幅低 30.8 个百分点，比年初新

增1137.9亿元，同比少增326亿元，占各项人民

币贷款新增额的比重为 41.6%，同比下降 9.5 个

百分点。 

三、预测与展望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天津将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天津的实施，打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

努力实现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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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金融业将继续加快金融改革创新，巩

固扩大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等新型业态优势；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集聚更多金融要素资源；继

续落实金融支持自贸区建设政策，推进京津冀金

融协同发展；不断增强支持实体经济、民营经

济、中小微企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切实防范金融风险，保持稳健运

行。 
 

 
总  纂：周振海  苏东海  杨红员 
统  稿：张永春  贾科 
执  笔：魏昆利  郝慧刚  张成祥 
提供材料的还有：王贵鹏 侯玉玲 钟辉 周中明 王雅琪 李萌 杨维曦 李稳立 刘冬 赵建斌 高婧 梁景

宗 苗润雨 李晓迟 杨彩丽 曾薇 李西江 寇霭婷 安瑞萍 张坤 徐智伟 李师 刘丹丹 于海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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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2017 年天津市经济金融大事记 

1月25日，召开驻津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共商天津金融业发展大计。市

委书记李鸿忠出席并讲话。 

3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与天津银监局联合发文，完善天津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4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证监会等部门以及京津冀三省市召开金融支持京津

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决策部署和最新精神。 

4月末，天津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突破3万亿元，标志着天津市的金融实力和金融服务水平又迈

上一个新台阶。 

6月5日至6日，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科技国际融资洽谈会在天津开幕，来自23个

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投融资机构和企业参会，意向融资金额达548亿元。 

6月14日，由京津冀三地人民银行共同主办、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滨海新区中心支行协

办的2017年“信用记录关爱日”联合宣传活动在滨海新区正式启动。 

8月19日，举办第二届天津绿色金融论坛，来自联合国、政府部门、国内外金融机构等数十位专

家学者围绕“绿色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主题展开交流探讨。 

9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联合天津市金融局在第四届天津市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举办“金

融日”集中宣传活动。 

9月27日，召开全市金融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金

融工作的重要思想，部署新形势下全市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市委书记李鸿忠出席并讲话。 

12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指导意见》落地实施

两年，八成政策措施已落地，7项措施在全国推广，金融创新绿地森林效应不断扩大，自贸试验区政策

优势、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得到进一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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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天津市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2017 天津市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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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43.4 30626.5 30788.8 31140.6 31268.6 31400.5 31667.6 31830.3 31744.8 31516.3 31155.2 30940.8

        其中：住户存款 9653.7 9641.7 9724.4 9549.3 9573.2 9729.0 9526.5 9541.6 9688.2 9551.4 9571.9 9756.9

                   非金融企业存款 14160.2 14106.5 14424.5 14841.0 14814.9 14951.6 14724.5 14806.5 14655.0 14413.9 14447.0 14488.2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76.4 283.0 162.4 351.8 128.0 131.9 267.1 162.7 -85.5 -228.5 -361.1 -214.4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5.4 7.3 5.3 7.1 7.2 5.9 6.8 7.0 5.6 3.4 2.8 2.9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9226.5 29482.7 29897.4 30271.6 30485.4 30839.0 30877.4 31157.3 31295.5 31420.7 31624.5 31602.5

        其中：短期 7519.7 7543.9 7656.5 7745.3 7737.2 7808.6 7734.0 7724.8 7642.7 7600.0 7674.2 7838.2

                   中长期 16491.5 16750.2 17045.9 17333.2 17530.2 17780.2 17848.1 18094.3 18300.2 18414.4 18471.9 18308.0

                   票据融资 1031.9 951.6 867.8 802.7 788.8 720.1 673.0 681.1 665.3 653.7 678.2 687.4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72.4 256.2 414.7 374.2 213.9 353.6 38.4 279.9 138.1 125.2 203.9 -22.0

        其中：短期 110.6 24.2 112.7 88.7 -8.1 71.4 -74.6 -9.2 -82.0 -42.8 74.2 164.0

                   中长期 391.2 258.7 295.8 287.3 197.0 250.0 67.9 246.2 205.9 114.1 57.5 -163.9

                   票据融资 -87.3 -80.3 -83.8 -65.1 -14.0 -68.7 -47.1 8.1 -15.8 -11.7 24.6 9.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0.2 10.3 11.3 12.2 11.3 11.5 10.9 12.4 11.3 10.7 10.6 9.9

        其中：短期 10.4 10.2 12.3 13.3 11.2 9.0 7.3 6.8 4.5 3.8 4.8 5.3

                   中长期 11.3 12.4 13.6 14.9 14.9 15.5 15.0 17.5 16.9 16.3 15.0 13.9

                   票据融资 -22.3 -30.4 -37.6 -41.3 -41.6 -43.8 -44.6 -40.2 -43.7 -42.3 -38.1 -38.6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1055.0 1077.1 1096.9 1084.4 1107.1 1157.5 1160.6 1177.2 1165.9 1217.0 1177.7 1138.6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1730.0 1720.8 1748.7 1768.1 1777.2 1824.9 1850.6 1868.6 1867.4 1847.9 1860.5 1841.4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0.2 1.1 -1.1 -1.3 -2.0 -1.3 0.9 1.6 -1.1 4.9 6.7 8.1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11.3 -12.9 -13.1 -11.9 -11.3 -4.6 1.1 5.1 7.3 7.9 8.8 10.3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29298.7 29518.1 29610.0 29970.2 30061.0 30122.3 30407.1 30637.4 30513.7 30314.6 29988.7 29746.2

        其中：住户存款 9435.9 9424.8 9507.6 9335.1 9360.8 9522.7 9321.0 9343.6 9489.9 9352.6 9374.0 9558.0

                   非金融企业存款 13470.6 13398.7 13656.0 14086.7 14027.5 14151.8 13928.0 14044.7 13849.4 13674.6 13744.7 13808.4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57.3 219.4 91.9 360.2 90.9 61.2 284.9 230.3 -123.7 -199.1 -325.8 -242.6

        其中：住户存款 310.3 -11.1 82.8 -172.5 25.7 162.0 -201.7 22.6 146.3 -137.3 21.3 184.1

                   非金融企业存款 -148.0 -71.9 257.3 430.6 -59.2 124.3 -223.8 116.7 -195.3 -174.8 70.1 63.7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5.4 7.2 4.8 6.7 6.7 4.8 5.7 6.2 4.7 2.7 2.2 2.4

        其中：住户存款 7.9 6.0 5.9 6.3 6.1 5.8 4.1 3.9 3.0 2.2 2.9 4.7

                   非金融企业存款 2.0 4.6 2.2 5.9 6.8 4.8 3.8 3.6 2.6 -0.1 -0.5 1.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7864.1 28105.6 28442.6 28809.9 28982.7 29315.5 29387.2 29685.2 29797.8 29909.9 30145.8 30103.0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4451.4 4565.5 4698.5 4829.2 4960.8 5112.7 5240.5 5364.1 5487.7 5568.6 5650.5 5714.0

                    票据融资 1031.9 951.6 867.8 802.7 788.7 720.0 673.0 681.1 665.3 653.6 678.2 687.4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96.1 241.5 337.0 367.3 172.8 332.8 71.8 298.0 112.5 112.1 235.9 -42.8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37.4 114.2 133.0 130.7 131.6 151.9 127.7 123.6 123.6 80.8 81.9 63.6

                    票据融资 -87.3 -80.3 -83.8 -65.1 -14.0 -68.7 -47.1 8.1 -15.8 -11.7 24.6 9.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1.3 11.2 11.6 12.2 10.9 11.1 10.7 12.4 11.0 10.6 10.6 10.0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56.0 58.7 59.8 60.2 56.5 52.6 49.5 47.0 43.2 40.5 36.3 32.5

                    票据融资 -22.3 -30.4 -37.6 -41.3 -41.6 -43.8 -44.6 -40.2 -43.7 -42.3 -38.1 -38.6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152.3 161.2 170.9 169.8 175.9 188.7 187.3 180.7 185.5 181.0 176.6 182.8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0.9 5.5 12.2 8.5 16.7 36.0 42.9 35.6 37.1 27.5 26.1 23.7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198.6 200.3 210.9 212.0 219.0 224.9 221.5 223.0 225.7 227.5 223.9 229.5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12.3 -10.2 -1.8 4.9 14.0 18.0 15.2 14.0 19.1 14.9 15.3 14.9

本

外

币

人

民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天津市金融统计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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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2017 年天津市各类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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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 - - -1.2 - -4.1

2002 - -0.4 - - - -4.1 - -4.1

2003 - 1.0 - - - 2.5 - 8.7

2004 - 2.3 - - - 15.4 - 4.1

2005 - 1.5 - - - 4.9 - 0.1

2006 - 1.5 - - - 4.7 - 0.6

2007 - 4.2 - - - 5.7 - 1.5

2008 - 5.4 - - - 12.9 - 4.1

2009 - -1.0 - - - -9.8 - -7.5

2010 - 3.5 - - - 10.0 - 5.1

2011 - 4.9 - - - 9.8 - 3.8

2012 - 2.7 - - - -2.9 - -3.0

2013 - 3.1 - - - -2.6 - -3.0

2014 - 1.9 - - - -2.9 - -3.7

2015 - 1.7 - - - -7.6 - -9.7

2016 - 2.1 - - - -1.7 - -2.1

2017 - 2.1 - - - 11.1 - 8.4

2016 1 1.8 1.8 - - -8.0 -8.0 -8.0 -8.0

2 2.1 1.9 - - -6.8 -7.4 -7.8 -7.9

3 2.2 2.0 - - -6.4 -7.1 -6.6 -7.5

4 1.8 2.0 - - -4.7 -6.5 -5.0 -6.9

5 1.3 1.8 - - -4.1 -6.0 -4.2 -6.3

6 1.1 1.7 - - -3.6 -5.6 -4.1 -6.0

7 2.2 1.8 - - -2.1 -5.1 -2.8 -5.5

8 2.2 1.8 - - -0.6 -4.6 -1.4 -5.0

9 2.6 1.9 - - 0.9 -4.0 0.5 -4.4

10 2.6 2.0 - - 2.3 -3.3 2.3 -3.7

11 2.5 2.0 - - 5.2 -2.6 -4.7 -3.0

12 2.8 2.1 - - 8.9 -1.7 8.7 -2.1

2017 1 3.4 3.4 - - 11.9 11.9 10.7 10.7

2 2.0 2.7 - - 13.9 12.9 11.9 11.3

3 1.8 2.4 - - 13.7 13.1 10.4 11.0

4 2.4 2.4 - - 11.3 12.7 7.7 10.2

5 2.7 2.5 - - 9.9 12.1 6.2 9.3

6 2.8 2.5 - - 9.4 11.6 6.1 8.8

7 1.6 2.4 - - 9.0 11.3 6.8 8.5

8 1.8 2.3 - - 10.4 11.2 8.4 8.5

9 1.5 2.2 - - 11.7 11.2 9.0 8.6

10 2.0 2.2 - - 12.4 11.3 8.8 8.6

11 1.8 2.2 - - 10.9 11.3 8.2 8.5

12 1.6 2.1 - - 9.3 11.1 6.5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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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统计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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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7 年天津市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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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667.2 - - 9386.9 - - 13449.5 - - 18595.4

    第一产业 - - 24.2 - - 91.8 - - 140.4 - - 218.3

    第二产业 - - 2091.8 - - 4216.7 - - 5128.5 - - 7590.4

    第三产业 - - 2551.2 - - 5078.4 - - 8180.6 - - 10786.7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亿元） - 1118.0 2520.6 3722.7 5161.1 7329.9 8302.4 9330.0 10458.8 10803.6 10978.8 11274.7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85.9 421.9 593.3 822.6 1192.9 1424.6 1660.3 1899.1 2013.8 2121.3 2233.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932.9 1417.7 1875.0 2365.8 2851.0 3333.6 3832.6 4295.6 4787.5 5229.3 5729.7

外贸进出口总额（亿元） 616.9 1117.8 1719.4 2325.0 2949.1 3586.5 4251.7 4969.5 5658.7 6220.7 6859.1 7646.8

    进口 369.2 676.1 1024.4 1372.1 1751.6 2147.2 2569.2 3031.9 3477.1 3804.3 4186.3 4694.5

    出口 247.8 441.7 695.1 952.8 1197.6 1439.3 1682.4 1937.6 2181.6 2416.4 2672.8 2952.4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121.4 -234.5 -329.3 -419.3 -554.0 -707.9 -886.8 -1094.4 -1295.6 -1388.0 -1513.4 -1742.1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9.1 18.0 27.5 77.0 43.8 55.0 62.3 70.7 79.9 87.6 98.2 106.1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69.2 14.1 -191.9 - - -510.4 - - -598.4 - - -972.0

    地方财政收入 290.9 461.7 699.7 940.6 1173.0 1459.8 1683.4 1849.8 2066.5 2243.1 2337.9 2310.1

    地方财政支出 221.8 447.6 891.5 - - 1970.3 - - 2664.9 - - 3282.2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度） - - 3.5 - - 3.5 - - 3.5 - - 3.5

地区生产总值 - - 8.0 - - 6.9 - - 6.0 - - 3.6

    第一产业 - - 3.0 - - 3.0 - - 2.9 - - 2.0

    第二产业 - - 7.2 - - 5.4 - - 3.2 - - 1.0

    第三产业 - - 8.7 - - 8.3 - - 8.5 - - 6.0

工业增加值 - 6.7 7.5 6.6 5.3 5.6 5.0 4.0 3.2 3.0 2.8 2.3

固定资产投资 - 9.1 10.0 3.0 0.2 3.6 2.5 1.1 -0.3 -5.6 -1.4 0.5

    房地产开发投资 - 35.7 6.0 -3.7 -4.4 -0.8 0.8 2.9 4.2 0.3 -2.9 -2.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4.3 5.0 5.3 5.2 5.5 6.0 5.5 4.3 3.1 2.0 1.7

外贸进出口总额 15.2 15.2 14.0 10.2 12.4 11.4 12.6 12.7 12.9 12.6 11.8 12.8

    进口 27.8 27.9 22.5 17.5 22.1 21.5 23.3 23.7 23.9 23.0 21.2 21.6

    出口 0.5 0.1 3.4 1.1 0.8 -0.9 -0.7 -1.0 -1.2 -0.7 -0.4 1.2

实际利用外资 6.8 5.4 5.4 -34.9 3.1 5.3 4.5 5.0 4.9 4.0 6.2 5.0

地方财政收入 10.2 10.2 10.3 10.1 9.1 8.6 6.6 5.3 3.3 0.1 -3.1 -10.4

地方财政支出 12.8 5.3 20.6 - - 11.1 - - -1.0 - - -11.3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天津统计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