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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7 年，江西省经济运行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经济增速保持全国“第一方阵”，经济总量突破 2

万亿元。全省生产总值达到 20818.5 亿元，增长 8.9%，高于全国 2.0 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6000美元。三次产业继续保持协调发展，产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4.4%、8.3%和 10.7%，产业结构由上

年的 10.3:47.7:42.0 调整为 9.4:47.9:42.7，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降至 10%以下。

具体来看，一是三大需求总体平稳，对外贸易发展加快。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创新高，但增速稳中趋

缓。2017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首次突破 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3%，比上年回落 1.7 个百分点，但仍

高于全国 5.1个百分点。消费市场保持活力，消费结构进一步提升。2017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 12.3%，高于全国 2.1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良好。对外贸易发展加快，实际利

用外资保持增长。2017年，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5%，高于全国 0.3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

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9.8%。二是三次产业结构趋优，供给侧改革稳步推进。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农地确

权基本完成，位列全国第一方阵。工业经济稳中提质。2017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1%，

高于全国 2.5个百分点，保持全国领先、中部领跑势头。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

别增长 11.1%和 11.6%，较上年分别提高 0.3 个和 0.9 个百分点。服务业发展稳步加快，创新创业活力

显著增强。2017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7%，比第一、第二产业快 6.3 个和 2.4 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 2.7个百分点。新增市场主体 180 多万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775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

展顺利，企业经营环境优化。2017年，全省彻底清除地条钢，钢铁去产能工作获国务院通报表彰；单位

GDP能耗较 2012年下降 18.6%左右；全省贫困发生率降至 2.37%，50 万人脱贫，1000个贫困村退出；降

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成效显著，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综合成本同比下降 0.5 元。

三是价格水平有所回暖，就业及社会保障持续发展。2017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温和上涨 2.0%，

涨幅与上年持平。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7.9%，比上年提高 9.3个百分点。全省城镇新

增就业完成年计划的 123.9%；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完成年计划的 156.0%。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企业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十三连调”。四是财政收支质量提升，财税收益稳步提高。2017 年，全省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9.7%，比上年提高 5.7 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占比较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11.0%，比上年提高 6.3个百分点。其中，民生方面占比较上年提高 1.5

个百分点。五是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房地产信贷增长较快。房地产开发投资放缓。房地产开发投资同

比增长 13.7%，比上年回落 2.8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平稳提升。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分

别增长 24.5%和 34.1%。房地产贷款量速齐升。48.6%的新增贷款投向房地产，比上年提高 7.1 个百分点。

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长 32.1%，高于全省贷款平均增速 13.6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 3.5个百分点。

全省金融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总行、分行、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信贷投放保持较快增长，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创历史新高，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强，地

方金融风险防控体系不断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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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一是银行业稳健程度提升。2017 年，在金融去杠杆和金融强监管的共振下，银行资产规

模扩张减速。2017 年末，全省银行业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13.5%，比上年末低 2.6个百分点。坚持金融回

归本源，表外业务增长得到控制。2017年,全省银行机构主动压缩同业负债和表外理财等业务，股权及

其他投资比年初下降 260 亿元，同比少增 2221.4 亿元。二是贷款增长较快，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

支持有力。2017年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8.6%，比上年末高 0.8 个百分点，

增速在全国排名第 2，中部六省排名第 1。2017年末，第三产业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 21.0%，保障性住

房开发贷款同比增长 75.5%；涉农、小微贷款同比分别增长 22.8%和 23.9%；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30.7

亿元，有力支持大众创业发展；开发性、政策性银行借用抵押补充贷款（PSL）累计发放贷款 344.1 亿

元，大力支持棚户区改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绿色金融改革试点成效初显。2017

年末，全省绿色信贷余额超过 1700 亿元，同比增长 38.4%；共有 13家绿色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在江西

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展示的绿色企业达 200 多家；成功发行江西首单绿色企业债券，发行量为 20 亿

元。三是股权融资持续发展，保险业社会保障功能有效发挥。全省紧抓资本市场发展有利时机，大力推

动企业改制上市和新三版挂牌工作，年末全省国内上市公司增至 39家，新三板企业 l59 家，区域性股

权市场挂牌企业达 4665家，股权融资持续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保险继续发挥社会保障

功能，全省累计赔付支出同比增长 4.8%。四是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创新高，金融市场稳步发展。2017

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5347.1 亿元，创 2011年以来新高。但直接融资占比较低，仅占 2.5%。其

中，债券融资下降较多。货币市场交易保持增长，累计债券交易量同比增长 4.3%，在美联储加息、国内

货币政策中性偏紧、金融去杠杆政策密集出台等一系列因素叠加影响下，债券市场利率上行。银行承兑

汇票业务下降较多，尤其是票据贴现同比下降 74.6%，贴现利率明显走高。五是金融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移动支付应用日益广泛，支付服务环境持续改善，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教育

不断加强。早期风险识别试点工作在全省深入推进，共有 588 家重点企业纳入早期识别试点监测范围，

涵盖制造业、房地产业、商贸业等众多领域。

2018 年江西省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结构性矛盾等问题依然突出，高质量发展仍

面临不少挑战。但应看到，全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服务业发展迅猛、居民消费快速增长、双

创引擎加强、赣江新区建设加快发展、江西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尤其是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将进

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发展活力。预计 2018年全省经济有望保持平稳增长。2018年，江西省金融

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江西金融将进一步回归支持实体经济，改善融资结构，提升直接融资比例，

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精准脱贫等薄弱环节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双创”等的支

持力度，金融监管特别是宏观审慎管理将进一步强化。综合来看，2018年全省金融业将保持稳健运行态

势，货币信贷适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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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7 年，江西省金融运行总体向好，银行信

贷保持较快增长，新增本外币贷款突破 4000 亿

元。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信贷支持有力，一般贷

款加权平均利率基本平稳，股权融资持续发展，

保险的社会保障功能有效发挥，地区社会融资增

量创新高，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继续优化。

（一）银行业稳健运行，贷款增长较快

1.银行资产规模扩张减速。2017 年末，全省

银行业资产总额 42372.4 亿元，同比增长 13.5%，

增速比上年末低 2.6 个百分点。其中，地方法人

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12.6%，增速比上年

末低 12.8 个百分点，比当年全省平均水平低 0.9

个百分点。

表 1 2017 年江西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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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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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银监局。

2.存款增长压力加大。2017 年末，全省金融

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32535.7 亿元，比年初

增加 3430.5 亿元，同比少增 631.8 亿元,同比增

长 11.8%，比上年末低 4.4 个百分点，增速在全

国排名第三，在中部六省排名第一。其中,人民币

存款余额 32324.9 亿元,同比增长 11.9%；外币存

款余额 32.3亿美元,同比增长 5.5%。受理财及互

联网金融分流、政府债务融资受限、金融去杠杆

等因素综合影响，存款增量近三年来首次低于同

期贷款增量。

全年全省人民币住户存款、非金融企业存款

及广义政府存款同比分别少增 69.6亿元、183.8

亿元和 150.2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减少

215.4 亿元，同比多减 275.7 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图 1 2016～2017 年江西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

款增长变化

3.贷款增速保持较快水平。2017 年末，全省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25900.4 亿元，比

年初增加 4053.0 亿元，同比增长 18.6%，比上年

末高 0.8 个百分点，增速在全国排名第二，在中

部六省排名第一。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 25712.6

亿元，同比增长 18.4%；外币贷款余额 28.8 亿美

元,同比增长 58.7%。落实宏观审慎评估（MPA），

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贷款同比增长 20.6%，增速比

上年末低 2.0个百分点，符合总行调控要求。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信贷支持有力。2017年

末，第三产业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 21%，高于同

期贷款增速 2.6 个百分点；基建类贷款同比增长

31.1%，其中，农村基础设施贷款同比增长 48.1%；

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长 32.1%，其中，个人购房贷

款同比增长 31.4%，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同比增

长 75.5%；涉农贷款、小微贷款同比分别增长

22.8%和 23.9%；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30.7 亿

元，有力支持大众创业发展；开发性、政策性银

行借用抵押补充贷款（PSL）累计发放贷款 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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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大力支持棚户区改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但制造业贷款增长乏力，同

比仅增长 3.7%，低于同期人民币贷款增速 14.7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图 2 2016～2017 年江西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

款增长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图 3 2016～2017 年江西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

贷款增速变化

专栏 1：发挥金融功能 助推脱贫攻坚
—金融扶贫的江西实践

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十三五”期初，仍有 25 个国定和省定贫困县、200万未脱贫人口，脱贫

攻坚任务艰巨。自脱贫攻坚战略实施以来，全省金融部门着力完善工作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深化金融

创新，扎实推进金融扶贫向纵深发展，并助推井冈山市在全国率先脱贫。2017年末，全省精准扶贫贷款

余额 1367.4 亿元，同比增长 63.0%，全年累放 851.2 亿元，其中，个人和产业精准扶贫贷款累放 287.8

亿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35.5万人；25个贫困县贷款余额 3052.5 亿元，同比增长 24.8%，高于各项

贷款增速 6.2个百分点。

一、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制度保障

制定《江西省金融扶贫工作规划》，落实扶贫配套优惠政策；出台《江西省产业扶贫贷款贴息管理

（暂行）办法》，由人民银行总行转发至全国。至 2017 年末，全省共到位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 24.7

亿元，其中 25 个贫困县实现全覆盖；当年产业扶贫贷款累计贴息 2.8 亿元。组织召开脱贫攻坚系列会

议，从不同领域部署深入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做大金融扶贫规模。

二、用好扶贫政策，强化资金引导

利用扶贫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贫困地区的信贷支持力度。2017 年累放扶贫再贷款 152.5 亿

元，年末余额 146.1 亿元，同比增长 43%。用活抵押补充贷款(PSL)资金，支持棚户区改造、农村公路建

设等项目，2017 年累放 344.1 亿元，年末余额 867.2 亿元。对按照各类不同标准测算达标的地方法人金

融机构执行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全年共释放资金近 150 亿元。

三、创新信贷模式和产品，扩大覆盖面

创新以“创业扶贫、就业扶贫、受益扶贫”为核心的“三位一体”分类信贷扶持模式，井冈山市整

合扶贫资金 1505 万元入股“惠农宝”金融产业投资公司，参与地方金融机构资本运作或融资给优质企

业，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户获取稳定、持续性收益，共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1505户，人均年增收 1500元；

探索“扶贫车间入村+金融”家门口扶贫新模式；推动产业发展类信贷产品创新，精准对接地区特色产

业资金需求。2017 年末，全省“光伏贷”和“油茶贷”贷款余额分别为 19.3亿元和 26.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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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行保险扶贫，打造安全防线

因地制宜开展“一县一品”特色险种，对接产业扶贫。2017 年，全省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 10.3

亿元，同比增长 27.0%，为 506.1 万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941.5 亿元；发挥保险融资功能，试点将保险资

金定向投放到赣州市“三农”及小微企业，累计放款 2.4 亿元，惠及 94 家企业和农户；积极推进大病

保险，有效缓解“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全省所有县区均开展了精准扶贫医疗保险业务，覆盖贫困人口

352.3 万人，已向 33.6万人次赔付 5.0亿元。

4.表外业务增长得到控制。2017 年末，全省

金融机构表外业务余额 1.9 万亿元，与贷款余额

之比为 0.73:1。金融机构主动压缩同业负债和表

外理财等业务，全省银行机构股权及其他投资比

年初下降 260亿元，同比少增 2221.4 亿元。

5.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2017 年，共有 98

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参与合格审慎评估，其中 66

家机构被评为全国自律机制基础成员，在全国排

名第七。成员单位当年同业存单、大额存单发行

量分别为 2417.1 亿元、75.2 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 66.6%、20.7%，机构主动负债能力增强，自主

定价能力提高。2017 年，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为 6.06%，同比下降 0.05 个百分点，月

度总体呈前低后高走势。民间借贷监测利率为

15.7%，同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在江西省自律机

制的引导下，人民币存款定价秩序基本稳定。

表 2 2017 年江西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各利

率区间占比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6.银行业绩有所改善，但潜在风险不容忽

视。2017年，全省金融机构实现利润 500.8 亿元，

同比增长 14.7%；年末不良贷款率为 2%，比年初

下降 0.2 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占比为 2.6%，同

比下降 0.6 个百分点。

7.区域金融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2017年，

平安银行南昌分行正式开业。城市商业银行在县

域实现全覆盖，金融服务范围进一步拓宽。

8.绿色金融改革试点成效初显。2017年末，

全省绿色信贷余额超过 1700 亿元，同比增长

38.4%，其中，赣江新区为 55 亿元，同比增长

29.6%；共有 13 家绿色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在江

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展示的绿色企业达 200

多家。2017年，萍乡市汇丰投资有限公司成功发

行江西首单绿色企业债券，发行量为 20亿元。

9.跨境资金流动趋于平衡。2017 年，全省银

行跨境收支总额 38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

其中，跨境收支净流入 4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66.7%。全省当年跨境人民币结算量 268.3 亿元，

跨境人民币累计净流入 27.6 亿元，同比多流入

8.8亿元。

（二）证券期货交易仍较清淡，行业盈

利总体下降

1.证券市场交易疲软，盈利继续下滑。2017

年末，全省证券投资者资金账户数 573.2 万户，

同比增长 20.0%；客户保证金余额 156.8 亿元，

同比下降 33.5%；累计交易额 51352.9 亿元，同

比下降 3.9%。全省证券机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继

续下降，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9.5 亿元、净利润

5.5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26.8%、52.8%。其中，

两家法人证券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21.0亿元、净

利润 8.7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2.0%、9.5%。

2.期货市场交易萎缩，法人机构经营效益向

好。2017年末，全省期货投资者账户数 4.7 万户，

同比增长 21.0%；累计代理成交 2775.3 万手，同

比下降 33.1%；交易金额 17723.5 亿元，同比下

降 10.8%。全省期货机构实现营业收入 19237.0

万元，同比增长 80.3%；净利润 1403 万元，同比

下降 3.2%。其中，法人期货公司市场主体地位进

一步夯实，代理成交金额同比增长 2.7%，占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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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金额的 42.3%；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154%。

3.大力推动企业上市挂牌，股权融资持续发

展。2017 年，全省紧抓资本市场发展有利时机，

大力推动企业改制上市和新三板挂牌工作，取得

积极成效。年末全省国内上市公司增至 39 家，当

年国内股票（A 股）筹资 68.7亿元；新三板企业

l59家，当年融资 24.8 亿元；区域性股权市场挂

牌企业达 4665家，总股本 890.2 亿元，通过挂牌

贷、股权质押、私募可转债等方式帮助企业融资

194.3 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表 3 2017 年江西省证券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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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市场规模继续扩大，社会保

障功能有效发挥

1.行业规模继续增长，法人机构经营平稳。

2017 年末，全省保险业资产总额 1195.7 亿元，

同比增长 7.4%；累计实现保费收入 727.6 亿元，

同比增长 19.5%。法人机构保持平稳运行，资产

总额 26.1 亿元，同比增长 6.5%；累计实现保费

收入 5.2 亿元，同比增长 11.1%。

2.机构经营成本仍较高，行业效益有所好

转。2017年末，全省产险综合赔付率和综合成本

率分别为 61.0%和 95.9%，比上年末分别高 2.9

个和 1.5 个百分点。其中，法人机构综合赔付率

和综合成本率分别为 63.9%、123.2%，比上年末

分别低 5.8、11.5 个百分点，经营成本仍处高位。

全省保险业预计税前亏损 53.8 亿元，同比下降

4.0%。其中，法人机构实现净利润 0.1 亿元，同

比增加 0.5 亿元。

3.社会保障功能有效发挥，寿险退保率持续

上升。2017 年末，全省保险业累计赔付支出 216.8

亿元，同比增长 4.8%，其中，财产险赔付支出

106.9 亿元，同比增长 12.6%。全省人寿保险公司

退保金165.4亿元，同比增长69.1%；退保率9.6%，

比上年末高 2.9 个百分点。

表 4 2017 年江西省保险业基本情况

数据来源：江西保监局。

（四）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创新高，金

融市场稳步发展

1.地区社会融资同比多增，债券融资下降较

多。2017 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5347.1

亿元，同比多增 1471.4 亿元，创 2011 年以来新

高。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占全国的 2.8%，同比提高

0.6个百分点。其中，间接融资占 97.5%，直接融

资仅占 2.5%。全年企业债券净融资 78.3 亿元，

同比少增 342.7 亿元，占全省融资规模的 1.5%，

比上年低9.4个百分点。发行债务融资工具280.6

亿元，同比少发 243.9 亿元。债券融资下降较多，

主要因为债券市场利率高企，全国债券融资均呈

下降趋势；省内发债主体资质不高，市场反应平

淡，造成企业发债意愿降低。此外，企业授信额

度充裕，对债券发行造成挤出效应，也影响了债

券融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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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图 4 2017 年江西省社会融资规模分布结构

2.货币市场交易保持增长，市场利率上行。

2017 年，省内市场成员累计债券交易量为 1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4.3%。其中，质押式回购同比

增长 15.3%，买断式回购和现券交易量则同比分

别下降 19.5%和 30.7%；三者交易加权平均利率分

别为 2.8%、3.3%和 4.7%,比上年分别高 0.6个、

0.7个和 0.8个百分点。

3.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下降较多，贴现利率明

显上升。2017年，在票交所制度、流动性管理新

政、资管新政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省银行业机

构累计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1857.0 亿元，同比下降

17.4%；票据贴现余额 805.0 亿元，同比下降

74.6%。受货币政策和资金市场影响，票据利率整

体呈上行趋势，票据直贴和转贴加权平均利率分

别为 4.9%和 4.2%，比上年分别高 1.8 个和 1.2

个百分点。

表 5 2017 年江西省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表 6 2017 年江西省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现

利率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金

融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1.信用体系建设不断优化，应收账款质押融

资效果明显。截至 2017 年末，金融信用信息基

础数据库累计收录省内企业和其他组织 25.7 万

户、自然人 2961.4 万人，接入各类金融机构 63

家，小额贷款公司 93 家，融资性担保公司 41家；

全年查询信用报告 933.1 万笔；全省 5.4 万家中

小企业、496.3 万户农户建立信用档案，评定信

用农户 195.9 万户，信用村 2045 个，信用乡（镇）

307 个。全年促成应收账款融资交易 521 笔，融

资金额 768.0 亿元，有效盘活企业应收账款存量，

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2.支付体系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支付服务环

境进一步优化。移动支付应用日益广泛，全省移

动支付业务笔数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208.4%和

104.5%。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持续改善，至 2017

年末，全省共设立助农取款服务点 2.1 万余个，

当年共办理助农取款业务 726.5 万笔，同比增长

33.5%，金额 112.3 亿元，同比下降 21.5%。银行

卡受理环境继续优化，2017年全省 ATM 和 POS终

端数量同比分别增长 8.2%和 24.7%。电票业务不

断发展，当年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承兑业

务 1418.3 亿元,占商业汇票业务金额的 73.6%。

3.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教育不断加强。2017

年，全省人民银行系统共受理有效投诉 453笔，

投诉结案率 98.7%。围绕“金融知识普及月”积

极开展宣传活动，着重提升特殊群体的金融知识

水平和防范风险能力。

4.早期风险识别试点工作深入推进。在全省

范围推进早期识别工作，共有 588家重点企业纳

入早期识别试点监测范围，贷款总额 541.3 亿元，

涵盖制造业、房地产业、商贸业等众多领域。在

早期识别工作机制下，企业风险抑制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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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降低了银行债权损失，减轻了政府处置企业

风险负担和社会维稳成本，优化了金融生态环境。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7 年，江西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稳

中提质、稳中向好”发展态势，经济总量迈上新

台阶，综合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全省地区

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2 万亿元大关，达到 20818.5

亿元，同比增长 8.9%，高于全国 2.0 个百分点，

增速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突破 6000美元。三次产业继续保持协调发展，

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4.4%、8.3%和 10.7%，

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0.3:47.7:42.0 调整为

9.4:47.9:42.7，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首次降至 10%以下。

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图 5 1978～2017 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

增长率

（一）三大需求总体平稳，内需有快的

增长点

1.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创新高，增速稳中趋

缓。2017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首次突破 2 万亿

元，达 21770.4 亿元，同比增长 12.3%，增速比

上年回落 1.7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5.1 个百分点

（见图 6）。其中，第一产业增长 19.0%，较上年

提高 17.3 个百分点，分别高于第二、第三产业投

资增速 4.6 个和 9.5 个百分点，领跑三次产业；

民间投资 15631.8 亿元，同比增长 13.0%，较上

年提高 3.2 个百分点。重大项目快速推进，亿元

以上新开工项目 3801 个，同比增长 51.8%，较上

年增加 1297个，完成投资 6930.9 亿元，同比增

长 41.9%，增速较上年提高 6.3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图 6 1980～2017 年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及其增长率

2.消费市场保持活力，消费结构进一步提

升。2017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448.1亿

元，同比增长12.3%，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2.1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

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4.1%。乡村市场零售额同比增

长23.5%，快于城镇9.6个百分点。网络消费快速

增长，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108.3亿元，

同比增长39.4%，高于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增速25.3个百分点。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良好，

限额以上单位中西药品类、电子出版及音像制品

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

增长20.0%、15.9%和13.1%。

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图 7 1978～2017 年江西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及其增长率

3.对外贸易加快发展，实际利用外资保持增

长。2017年，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 3020.0 亿元，

同比增长 14.5%，较上年加快 14.1 个百分点，高

于全国 0.3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值 2222.6 亿元，

同比增长 13.3%，较上年提高 17.7 个百分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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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值 797.5 亿元，同比增长 17.9%，较上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14.6 亿

美元，同比增长 9.8%；新批外商投资企业 495家，

合同金额 10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2%。

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图 8 1978～2017 年江西省外贸进出口变

动情况

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图 9 1984～2017 年江西省实际利用外资额及

其增长率

（二）三次产业结构趋优，供给侧改革

稳步推进

1.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农业发展动力进一步

增强。2017年，全省粮食总产量 425.4 亿斤，连

续五年稳定在 420 亿斤以上；单产 386.7 公斤/

亩，与上年持平。“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畜

牧业生产保持平稳，生猪、羊出栏分别增长 2.5%

和 7.3%。农地确权基本完成，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有序推进，农地流转率 40.5%。

休闲农业快速发展，全省各类规模经营的休闲农

业企业总数达 4810 家，新增 620 家，年综合收入

达到 190.0 亿元。

2.工业经济稳中提质，产业有新的成长点。

2017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1%，较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2.5

个百分点，保持全国领先、中部领跑势头。38 个

行业大类中 34个实现增长，占比达 89.5%。其中，

电子、汽车制造、电气机械、医药等制造业行业

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高

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

长 11.1%和 11.6%，较上年分别提高 0.3 个和 0.9

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1%，较上年回落 1.0个百分点，低于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增速 4.0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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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01～2017 年江西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实际增长率

3.服务业发展稳步加快，创新创业活力显著

增强。2017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8892.6亿元，

同比增长10.7%，比第一、第二产业分别快6.3个
和2.4个百分点，高于全国2.7个百分点；服务业对

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8.0%，同比提高0.4个百

分点。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397.3
亿元，同比增长19.5%，高于全国5.9个百分点。

新增市场主体180多万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775
家，全省优化结构培育新动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顺利，企业经营环

境优化。2017年，全省取缔地条钢产能591万吨，

彻底清除地条钢，钢铁去产能工作获国务院通报

表彰；单位 GDP能耗较2012年下降18.6%左右；

全省贫困发生率降至2.37%，50万人脱贫，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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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贫困村退出。省委、省政府开展降成本优环境

专项行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

务收入综合成本同比下降0.5元。

专栏 2：制造业投资进入增长拐点 2018 年将稳步回升
—从微观企业投资计划看 2018年制造业投资走势

制造业投资走向对于判断未来经济走势具有重要意义，而微观企业的投资计划直接决定了未来制造

业投资走势。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对省内 40 户制造业企业（15 户大中型企业，25 户小微

企业）开展了投资计划情况调研。

一、制造业企业投资状况及影响因素

2017 年，江西制造业投资增长迅速，同比增长 16.5%，增速同比提高 4.0 个百分点。当年有 37 家

样本企业进行过固定资产投资，占 92.5%，共涉及 80 个项目，投资总额达 69.7 亿元，其中当年完成投

资额 25.4 亿元，占投资总额的 36.5%。这表明当前企业投资意愿较强。2018 年，样本企业投资计划大

幅提升，同比增长 30.0%。主要因为：

一是环保投资是推动投资回升的主要力量。调查发现，在已完成投资额和计划投资额中，环保投资

额占比均超过 50%。这一是因为政府对环保违规处罚趋严。各级环保督查组多次到企业检查回访，动辄

关停企业或处以罚金，企业必须加快完成环保合规化以应对检查。二是维持市场占有率的需要。一些环

保不合格企业被迫关停整改。三是获得银行贷款的需要。金融机构普遍将环保达标作为信贷投放的门槛，

实行一票否决制。一些企业由于无环评手续和排污许可证，被银行暂停授信。

二是企业进入产能投资期是推动投资回升的周期力量。调查显示，企业涉及扩大产能投资额有 6.5

亿元，占计划投资完成额的 21.3%。目前，江西制造业企业正处在产能投资期。一方面，企业资产负债

表修复已接近尾声。2017 年末，全省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5.4%，同比下降 1.9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

产能利用率持续回升，盈利状况明显好转。全省工业企业平均设备能力利用率为 76.6%，已连续四个季

度回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64.8%，较上年提高 48.4 个百分点。此外，是产品创新升级的需要。样本企

业涉及产品创新升级投资有 4.4亿元，包括技改、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等，占计划投资完成额的 14.2%。

二、企业扩大投资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一是主业投资的动力受到削弱。环保投资的主体与利益获取者往往不一致，投资效益既体现在环境

效益上，又体现在社会效益上。环保投资的增加一定程度削弱了企业主业投资的规模。治污通常会带来

企业产量下降和成本上升，将减弱其兑现 2018 年主业投资计划的动力。特别是一些中小型的传统产业

企业，因环保监管要求加大环保投资，由于整体实力有限，有可能导致其面临资金周转困难，从而降低

生产设备等的投资需求。

二是现有融资能力难以支撑过快投资步伐。为完成 2018 年投资计划，35 户企业反映运营资金缺口

达 17.2 亿元，占计划投资额的 56.0%。但多数企业融资能力不足，难以支撑过快投资计划，由于企业自

身抵押物不足，以及受风险防控和金融去杠杆要求影响，银行更侧重于支持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对投资

资金支持意愿较低。

三是加大投资也面临较大市场风险。项目投资资金回收期较长，短期内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会加大

资金周转压力，降低抗风险能力。尤其对于一些有季节性生产要求、原材料价值和流动性资金需求较大

的企业，一旦市场行情有风吹草动，容易造成资金紧张甚至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三）价格水平有所回暖，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由负转正

1.居民消费价格涨势温和，医疗保健类价格

涨幅相对较大。2017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上涨 2.0%，涨幅与上年持平。分类别看，八大类

商品和服务价格“七涨一降”。医疗保健类上涨

9.0%，居住类、其他用品和服务类、教育文化和

娱乐类、衣着类、交通和通信类、生活用品及服

务类分别上涨 3.4%、2.6%、2.5%、2.1%、1.9%
和 1.2%，食品烟酒类下降 0.7%。

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由负转正，购进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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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上涨。2017年，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

数同比上涨 7.9%，比上年提高 9.3个百分点。工

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7.2%。

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图 11 2001～2017 年江西省居民消费价格和生

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3.就业形势基本稳定，社会保障进一步健

全。2017 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55.8 万人，完

成年计划的 123.9%；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6.2万人，

完成年计划的 156.0%；城镇登记失业率 3.34%，

低于 4.5%的控制目标。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十三连调”。

（四）财政收支质量提升，财税收益稳

步提高

1.财政收入增速回升，税收收入占比提高。

2017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447.4亿元，同

比增长 9.7%，比上年提高 5.7个百分点，其中税

收收入 2715.4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78.8%，比上年提高 0.4个百分点。工业税收是拉

动税收增长的主要动力，对全省税收增收贡献率

达到 67.8%，比上年提高 24.9个百分点。

2.财政支出增速提高，保障民生力度加大。

2017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123.7亿元，同

比增长 11.0%，比上年提高 6.3个百分点。其中，

民生方面的支出 4057.9亿元，占 79.2%，比上年

提高 1.5 个百分点，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

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同比分别增长 10.9%、

15.1%和 12.5%。

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图 12 1978～2017 年江西省财政收支状况

（五）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房地产信

贷增长较快

1.房地产开发投资放缓。2017 年，房地产

开发投资 2014.0亿元，同比增长 13.7%，比上年

回落 2.8个百分点。

2.商品房销售平稳提升。2017年，全省商品

房销售面积 5841.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4.5%；

商品房销售额 3592.5亿元，同比增长 34.1%。

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图 13 2002～2017 年江西省商品房施工和销售

变动趋势

3.房地产贷款量速齐升。2017年末，房地产

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比重达 31.3%，比 2012年末

提高 10.7个百分点；48.6%的新增贷款投向房地

产，比上年提高 7.1个百分点。房地产贷款同比

增长 32.1%，高于全省贷款增速 13.6个百分点，

比上年提高 3.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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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图 1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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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

键一年。当前全球经济正在逐步由收缩向复苏转

变，但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回

升基础仍然薄弱。2018年中国经济运行活力和韧

性将进一步增强，但内在逻辑没有改变，仍然处

在结构调整期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江西经济下

行压力较大，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结构性矛盾等

问题依然突出，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但

应看到，全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服务

业发展迅猛、居民消费快速增长、双创引擎加强、

赣江新区建设加快发展、江西全面融入“一带一

路”，尤其是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将进一步激

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发展活力。预计 2018年全省

经济有望保持平稳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在

8.5%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 11%左右，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 12%左右。

2018年，江西省金融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

存。一方面，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文件陆续出

台，房地产调控措施接连实施，工业领域去产能、

去库存、环保督查力度不断加大，金融领域防风

险去杠杆要求日益趋严，包括宏观审慎评估在内

的监管政策进一步收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全

省的信贷需求。但省内投资力度不减、国外和国

内需求市场改善、企业提质增效带动投资意愿回

升、现代化服务业和五大幸福产业飞速发展、产

业升级、万众创新等将对信贷增长产生拉动效应，

全省总体资金需求依然较大。预计，全省信贷增

量与上年大致相当，增速将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

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大和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

议对下一步金融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江西金融

业将进一步回归支持实体经济，改善融资结构，

提升直接融资比例，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

精准脱贫等薄弱环节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新旧动

能转换、“双创”等的支持力度，金融监管特别

是宏观审慎管理将进一步强化。综合来看，2018
年全省金融业将保持稳健运行态势，货币信贷适

度增长，流动性保持基本稳定。

总 纂：张智富 吴豪声

统 稿：罗志东 章璇

执 笔：许一涌 杨李娟 魏斯怡 胡浩智

提供材料的还有：彭岚 张德胜 李慧瑶 彭振江 丁小红 陶静 黄春华 黄昕 陈源

徐展峰 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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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2017 年江西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1 月 14日，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充分发挥投资对稳增长、调

结构、惠民生的关键作用。

2 月 27 日，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联合四部门印发《江西金融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实施细

则》，以提升金融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效果。

3 月 2日，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意见》，以推动江西省新经济发展。

5 月 16日，省政府印发《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实施意见》，以促进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

制度，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6 月 14 日，赣江新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获国务院审议通过，人民银行等七部委于 6 月 23日

印发《江西省赣江新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

6 月 29日，省政府印发《江西省区域金融稳定协调合作机制》，以形成全省金融风险防控强大合力，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7 月 21日，省政府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省政府金融办《江西省重点企业金融风险早期

识别工作方案》，切实维护全省区域金融稳定。

9 月 13日，江西省政府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赣江新区管委会联合举办江西·赣江

新区绿色金融发展大会暨高峰论坛。

9 月 26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金融工作会议，省委书记鹿心社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对贯彻落

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作出部署。

11 月 16日，省委省政府印发《江西省大力支持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实施方案》，以进一步聚焦深

度贫困村状况精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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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江西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2017 年江西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17

表 2 2017 年江西省各类价格指数

单位：%

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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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7 年江西省主要经济指标

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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