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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7 年，贵州省坚持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强力推进“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等各项工作，经济发展呈现出“稳中有进、转型加快、质量提升、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 

具体来看，一是全省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经济增速平稳较快。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3 万亿元，

财政总收入突破 2600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突破 4000 亿元。全省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 10.2%，增速高于全国 3.3 个百分点，自 2011 年以来持续位居全国前三位。二是需求结构进

一步优化。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20.1%，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12.9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速由上年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高耗能行业投资持续下降，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太阳能发电等新兴领域投资持续快速增长。消费市场保持活跃，全省限额以上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比上年增长 13.1%，汽车、化妆品、家具、金银珠宝等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网络零售额保持快

速增长。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由上年的负增长转为大幅正增长。三是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和转型升级。三

次产业比例调整为 14.9：40.2：44.9，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较上年增长 6.7%、10.1%、11.5%。

服务业拉动能力明显增强，全年增加值同比增速高于全国 3.5 个百分点，其中旅游业增长保持“井喷”

势头，全省旅游总人数、总收入分别较上年增长 40%和 41.6%。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全省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39.9%，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0.4 个百分点，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 8.1%,比上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医药制造业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较快，分别比上年增长 21.3%和 86.3%。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明显。关闭煤矿 120 处，淘汰落

后产能 1749 万吨。商品房屋销售面积是竣工面积的 4.01 倍，库存进一步减少。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资产负债率较上年下降 1.2 个百分点。把降低电价作为重点，全年实体经济降低成本 600 亿元以上。全

省短板领域投资增长较快，教育及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49.4%和 79.1%。五是“三个收入”

较快增长，物价水平和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省财政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较上年增长 10.1%、18.7%和 10.5%。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0.9%，涨幅较

上年回落 0.5 个百分点。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76.85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目标范围以内。六是脱

贫攻坚获得新战果。开展脱贫攻坚专项行动，2017 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20 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8%以下。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1.5 万个，257 万人次享受“四重医疗保障”，完成 20 万户农村危房“危改”

“三改”，资助贫困家庭学生 83 万人。赤水市成功脱贫摘帽，贫困县退出实现零突破。七是生态文明建

设迈出新步伐。全省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把“绿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强力推进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高耗能行业产出、投资、能耗都呈现低速增长或负增长，绿色经济发展加快、占比提高。 

2017 年，全省金融业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紧扣三大战

略行动，积极优化资源配置，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全省经济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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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具体来看，一是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加大。2017 年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人民币各项贷款

余额分别为 20965.3 亿元、20860.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6.7%、16.8%。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 4161.5

亿元，同比少增 165.9 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民生领域、重点领域的信贷投放力度继续加大，其中，

贫困地区、涉农、小微企业和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 20.4%、20.5%、28.8%和 43.5%，

全省水利环境、租赁商务、卫生行业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 29.1%、63.4%和 23.2%。二是金融市场运行

平稳。全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6.4572%，较上年下降 22 个基点。贵州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发行全

国首批、全省首支扶贫票据，多家金融机构积极筹备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工作。三是银行业、证券业、保

险业金融机构稳健发展。银行业机构个数、从业人员稳步增加，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增长明显，2017

年末机构网点总数、从业人员总数和法人机构总数同比分别增长 1.5%、3.3%和 13.9%。进出口银行已在

贵州筹建分行，2017 年新开业村镇银行 19 家。证券业机构资本实力不断增强，2017 年末法人证券公司

资产总额 379.7 亿元，同比增长 24.9%。27 家上市公司总市值 11306.9 亿元，整体经营状况良好。直接

融资规模大幅增长，“新三板”和省股权交易中心企业挂牌实现新突破。保险市场组织体系不断完善，

贵州省第一家法人保险机构成立，省级保险分公司增加 2 家。全省保险业 31 家分公司以上保险机构资

产总额同比增长 16.2%，保费收入连续三年保持 20%以上较快增长。保障功能有效发挥，保险业务结构

不断优化，保障程度弱、内含价值低的业务占比不断收缩。四是贵安新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

稳步推进。截至 2017 年末，共有 13 家金融机构已在贵安新区设立或正在筹备绿色分支机构（或绿色金

融事业部）。全省绿色贷款余额（根据人民银行绿色贷款统计口径）占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

额的 8.1%。贵州银行、贵阳银行积极筹备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全年 60 家绿色企业在贵州股交中心挂牌。

设立 4 支绿色基金，募集规模达 38 亿元以上。五是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深入推进金融生态环境

测评工作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社会信用环境进一步优化。建设“信用引领融资对接”平台，搭建银企

交流互动桥梁。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覆盖面不断扩大，联合激励和惩戒的效果显现。大小额支付系

统清算业务量稳步增长，支付技术应用创新大力推进，农村支付服务进一步完善。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全省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

小康、实施“十三五”规划至关重要的一年。贵州省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期，瓶颈制约加快

破解，要素资源加速集聚，后发优势叠加释放的时期。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 10%左右，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20 万，16 个贫困县摘帽、2500 个贫困村退出。2018 年，全省

金融系统将深刻领会“着眼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贯彻落实货币

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要求，保持全省货币信贷及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全力以赴

配合打好“三大攻坚战”，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更加注重金融供给的质量和效益，千

方百计发挥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上的重要作用，全力助推贵州省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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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7年，贵州省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在服务业中属增长较快行业，全省金融业增加值

787.9亿元，比上年增长13.4%。货币政策和宏观

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有效贯彻落实，全省货

币信贷和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金融扶贫

深入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成效明显，保险

业务快速增长，金融市场运行平稳，金融生态环

境建设持续推进。 

（一）银行业运行稳健，组织体系进一

步完善 

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增多，存款增速回落，

贷款平稳增加，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贷款利率持

续回落，机构改革稳步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平

稳发展，但银行业经营压力加大。 

1.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总体稳健。银行业组

织体系进一步完善，机构个数和从业人员稳步增

加，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增长明显。年末机构

网点总数、从业人员总数和法人机构总数同比分

别增长 1.5%、3.3%和 13.9%。银行业金融机构资

产规模增速趋缓，同比增长 12.8%，经营总体稳

健。 

表 1  2017 年贵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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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 23245 9564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72 1504 5143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119 2959 1767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523 11276 7525 2

五、城市信用社 0 0 0 0

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2347 27494 7880 84

七、财务公司 5 90 1017 3

八、信托公司 1 375 138 1

九、邮政储蓄银行 963 2639 1186 0

十、外资银行 1 17 3 0

十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202 3712 401 73

十二、其他 4 209 130 1

合             计 5340 73520 34755 164

营业网点

机构类别
法人机构

（个）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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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贵州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2.存款增速回落。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人

民币存款余额增速分别为 9.9%和 9.8%，较上年

分别下降 12.1 个和 12.5 个百分点，人民币存款余

额增速为近 19 年来最低值。其中，企业存款增速

下降最快，年末非金融企业本外币存款增速为

8.6%，低于上年同期 27.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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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图 1  2016～2017 年贵州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

款增长变化 

3.贷款保持稳定增长。全年贷款增长总体平

稳，增速小幅回落。受经济社会发展客观情况和

各类监管政策趋紧等因素的影响，中长期贷款投

放放缓。受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大量存量贷款的影

响，贷款增速在第二、第三、第四季度出现明显

下滑，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人民币贷款余额分

别增长 16.7%和 16.8%，均低于上年同期。其中，

个人中长期消费信贷保持稳定增长，非金融企业

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9.6%，比上年末低 2.2

个百分点；贫困地区、涉农、小微企业和保障性

住房开发四个民生领域的贷款余额保持较快增

长，增速分别为 20.4%、20.5%、28.8%和 43.5%；

精准扶贫贷款余额、当年新增额位居全国第一；

全省水利环境、租赁商务、卫生行业贷款余额同

比分别增长 29.1%、63.4%和 23.2%，“5 个 100

工程”1、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等重点领域的信贷

投放力度继续加大。 

 

                                                        
1 “5 个 100 工程”是指贵州省重点打造的 100 个产 
业园区、100 个高效农业示范园区、100 个旅游景区、 
100 个示范小城镇、100 个城市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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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图 2  2016～2017 年贵州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

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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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图 3  2016～2017 年贵州省金融机构本外币

存、贷款增速变化 

4.表外业务占比止跌回升。全省金融机构表

外业务（含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

兑汇票）规模较上年新增 823.5 亿元，同比多增

297.3 亿元。表外业务占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比重为 19.8%，较上年增加 7.6 个百分点。 

5.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进一步发挥。全省

共有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成员 36 家，其中 15

家基础成员，21 家观察成员。省内地方法人金融

机构积极遵守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约定，

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定价行为较

为理性。2017 年，全省 10 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发行同业存单 2560.4 亿元，较上年增长 91.6%；

2 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行大额存单 33.4 亿元。

2017 年，全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6.4572%，

较上年下降 22 个基点，小微企业和个人住房贷款

利率有所上升。全年各类政策措施推动融资成本

下降约 75 亿元，其中，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直

接带动融资成本下降约 35 亿元。 

表 2  2017 年贵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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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26.0 11.6 8.6 10.8 13.2

基准 19.4 17.3 14.8 18.3 19.7 15.6

小计 69.2 56.7 73.7 73.2 69.5 71.2

(1.0，1.1] 16.3 12.5 14.3 16.9 16.5 16.1

(1.1，1.3] 15.0 11.0 12.1 11.2 13.0 9.6

(1.3，1.5] 11.4 5.5 8.7 7.1 8.2 11.3

(1.5，2.0] 13.8 13.5 18.4 18.3 15.8 17.5

2.0以上 12.7 14.1 20.0 19.7 16.1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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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15.7 16.5 11.9 6.7 8.8

基准 19.9 18.2 19.0 15.0 22.2 17.9

小计 64.3 66.1 64.4 73.1 71.1 73.3

(1.0，1.1] 13.9 11.3 11.9 14.4 14.8 15.1

(1.1，1.3] 12.1 8.5 7.4 10.0 12.1 14.1

(1.3，1.5] 6.9 6.7 7.7 7.5 11.0 9.5

(1.5，2.0] 15.3 20.8 20.5 21.6 18.4 19.0

2.0以上 16.1 18.8 16.9 19.6 14.9 15.7

上

浮

月份

月份

上

浮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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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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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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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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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图 4  2016～2017 年贵州省金融机构外币存款

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6.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流动性指标稳定，农村

中小金融机构经营压力继续加大。2017 年，全省

地方法人机构存贷款业务继续快速增长，年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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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12484.9 亿元，同比增长 21.2%，各项贷款余额

6663.8 亿元，同比增长 21.5%，增速分别高于全

省存贷款增速 11.4 个和 4.7 个百分点。地方法人

机构流动性指标较为稳定，整体上表现为资金净

融出，年末流动性比率达 54.8%，同比提高 1 个

百分点。法人机构盈利水平有所下降，年末资产

利润率为 0.9%，同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全年地

方法人机构不良贷款持续上升，年末总体不良率

达 5.4%，同比上升 2.6 个百分点。其中，农村中

小金融机构年末总体不良率达 7.4%，部分机构资

本充足情况、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等核心监管指

标有所下滑，经营压力继续加大。 

7.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稳步推进。中国进出

口银行已在贵州筹建分行。截至年末，全省已组

建农村商业银行 43 家，其余 41 家农村信用社中，

12 家已获得筹建农村商业银行批复。全省村镇银

行 73 家，2017 年新开业 19 家，预计 2018 年全

省将实现所有县、市、区村镇银行全覆盖。全省

33 家农行县级三农金融事业部考核达标，执行差

别化存款准备金率。 

8.跨境人民币业务稳步推进。全省跨境人民

币实际收付金额 161 亿元，同比下降 48.2%。服

务贸易同比上升 51.1%，创历年新高。开展跨境

人民币业务的银行达 21 家，较上年增加 4 家，受

益主体（包括企业、机关、团体等）上升至 760

家，较上年新增 166 家，业务覆盖面日益扩大。

苹果技术服务（贵州）有限公司用人民币注入资

本金 7000 万元，顺利落户贵安新区。 

 

专栏 1  贵州省金融精准扶贫示范县创建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为深入贯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及贵州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部署，助推全省“大扶贫”战略实施，

纵深推动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取得实效，2017 年，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在全省范围开展金融精准扶

贫示范县创建工作，致力于打造出可操作、可复制、易推广的贵州金融扶贫样板，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规划引领，全面启动示范县创建工作 

2017 年 3 月，为发挥金融扶贫典型示范引领效应，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在全省 10 个县，即

惠水县、平坝区、松桃县、大方县、威宁县、六枝特区、望谟县、务川县、雷山县、黎平县启动金融精

准扶贫示范县创建工作，制定印发了《关于开展金融精准扶贫示范县创建的通知》。为确保创建工作取

得实效，将其列为“一把手”工程，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及各市州中心支行行领导带队深入示范

县调研督导、座谈，指导设计创建方案，着力为全省打造效果实、可复制、易推广的典型经验。目前，

全省 10 个示范县均围绕“六个有”的示范县创建标准，出台了示范县创建方案，为创建提供了坚实的

制度保障（“六个有”标准，即有科学系统的创建方案；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有全面动员发动，主动

加强对地方政府、扶贫管理部门、金融机构等部门创建工作的宣传解释；有可操作、易复制、可推广的

金融扶贫产品或模式；有较好的产业支撑，金融支持产业成效明显；有稳定的风险分担补偿机制）。  

二、完善机制，确保示范县创建可持续 

为有效推进示范县创建工作，实现创建长效化、制度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的安排，

全省 10 个金融精准扶贫示范县均组建了金融精准扶贫示范县工作领导小组，构建起了“蹲点调研”“数

据共享”“政银企合作”“按月调度”等工作机制。如铜仁市组建创建专班到松桃示范县开展蹲点调研，

指导和协调各项工作，并组织建立产业发展投融资项目库，为金融资源有效对接融资需求提供基础，目

前库内现有 536 个产业项目融资需求约 1221 亿元。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中心支行建立督办制度，挂

图作战、对表推进，按月前往示范县进行工作调度和指导。平坝区开发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构建金融大数

据系统，实现各部门、金融机构间信息互联互通互换。 

三、打造特色，因地制宜开展示范县创建  

示范县创建鼓励各地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突出 1项创建目标，确保示范县金融精准扶贫工作

有特色、有亮点、有实效。如惠水县以易地扶贫搬迁为创建重点，力争打造易地扶贫搬迁“四个加”后

扶金融服务示范县;平坝区以金融促进产业发展为切入口，探索金融支持“塘约模式”的有效途径，打

造“合股联营、村社一体”示范县;雷山县充分发挥旅游大县优势，积极打造金融支持“旅游产业+”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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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脱贫攻坚模式;六枝特区则围绕“三变”改革，着力打造“融合三变、利益联结”及“融通市场.结对

连心”的金融精准示范县。 

四、创新产品服务，推动重点领域金融扶贫有效开展 

为了给示范县创建提供支撑，各示范县金融系统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如惠水县围绕易地

扶贫搬迁“四个加”后扶金融服务，创新推出“迁企贷”“迁户贷”信贷产品，为易地扶贫搬迁户和吸

纳搬迁群众就业的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截至 2017 年末，获得“迁企贷”的企业共有 21 家，带动周

边搬迁群众 1000 余人就业。大方县创新引入社会资本，有效衔接金融资金，推广“银行信贷+恒大贴息

+政府担保”产业扶贫贷款，全年累计发放贷款 3777 万元，支持 172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肉牛养殖

产业。望谟县利用“蒲公英”志愿者帮扶行动、“金融夜校”等平台，开展多形式金融知识教育服务；

务川县引导金融服务触角向乡镇和村集体延伸，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促进示范县金融服务精细化，

截至 2017 年末，务川县已建立农户信用档案逾 12 万户，建档农户均获得了 3 万～5 万元不等的授信额

度。 

 

（二）证券业稳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

场建设成效明显   

证券业机构资本实力不断增强，上市公司整

体经营状况良好，直接融资规模大幅增长，“新三

板”和省股权交易中心企业挂牌实现新突破。  

1.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业务稳健发展。2017年，

末全省共有法人证券公司 2 家，证券分公司 23

家，期货营业部 10 家。贵州证券经营机构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20.3 亿元，同比减少 4.6%；实现净

利润 3.1 亿元，同比减少 16.2%。年末法人证券

公司资产总额 379.7 亿元，同比增长 24.9%；负

债总额 221.4 亿元，同比增长 57.3%。 

表 3  2017 年贵州省证券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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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27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20.2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193.2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49.5

        中期票据筹资额（亿元）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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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贵州证监局、贵

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上市公司数量增加，企业稳步发展。2017

年末，全省 27 家上市公司总市值 11306.9 亿元。

全年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公司累计实现股

权融资总额 30.6 亿元。有 4 家公司首次在国内 A

股市场公开发行，融资 17.8 亿元。1 家上市公司

通过再融资募集资金 1.6 亿元。在“新三板”挂

牌公司共 59 家，其中，新增挂牌公司 12 家，“新

三板”挂牌企业共实现增发募集资金 11.3 亿元。 

3.企业融资结构持续调整。2017 年，全省企

业累计完成债券融资 193.2 亿元，其中通过公司

债发行募集资金 118.8 亿元，通过资产证券化募

集资金 62 亿元。贵州仅有一家区域性股权市场，

截至 2017 年末，共有股权业务展示企业 1391 家，

股权交易业务累计融资 63.3 亿元，其中股权挂牌

融资 16.6 亿元，私募可转换债券 46.8 亿元。 

（三）保险业服务能力持续增强，业务

结构不断优化 

保险业发展形势总体较好，资产实力稳步增

强，保费收入规模快速增长，保险综合服务功能

稳步提升。 

    1.保险市场组织体系不断完善。贵州省第一

家法人保险机构华贵人寿成立，省级保险分公司

增加 2 家，均为财产险公司。全省保险业 31 家分

公司以上保险机构资产总额达到 524.6 亿元，同

比增长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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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7 年贵州省保险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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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人身险经营主体（家） 1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31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0

               人身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1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387.7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79.3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08.5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153.8

保险密度（元/人） 1107.8

保险深度（%） 2.9  

数据来源：贵州保监局。 

2.保险业务快速增长，保障功能有效发挥。

全省保费收入 387.7 亿元，较上年增长 20.7%，

连续三年保持 20%以上较快增长。其中，财产险

保费 179.3 亿元，较上年增长 17 %，增速高于全

国 4.3 个百分点；人身险保费 208.5 亿元，较上年

增长 24%，增速高于全国 3.7 个百分点。全年累

计提供各类风险保障 24.2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57.3%；支出赔款和给付金 153.8 亿元，较上年增

长 16.9%。保险保障增长速度大幅超过保费收入

增长速度。 

3.保险业务结构不断优化。全省人身险公司

万能险规模保费下降 16.7%，占比下降 5.3 个百

分点；中短存续期业务规模下降 35.2%，占比下

降 9.2 个百分点。保障程度弱、内含价值低的业

务占比不断收缩。人身险新单期缴率 58.2%，增

长 7.5 个百分点，是 2010 年以来最好水平。其中

10 年期及以上业务占新单期缴比为 60%，高于全

国 8 个百分点，持续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财产

险公司非车险保费增长 27.9%，占比提升 1.9 个

百分点至 23.4%。其中，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

农业保险、工程保险、保证保险、健康保险业务

发展较快，分别增长 24.8%、69.3%、41.1%和 47%，

多元化业务增长格局初步显现。 

（四）直接融资占比下降，金融市场平

稳运行 

1.直接融资规模占比下降明显。贵州省社会

融资规模同比少增 165.9 亿元。其中信贷融资（含

本外币贷款）占比较上年上升 7.6 个百分点。受

去杠杆监管政策和债券市场利率上升影响，多数

企业推迟发行计划，或进行信贷融资。全省直接

融资（含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

占比较上年下降 15.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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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贵州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贵州证监局、贵州保监局。 

图 5  2017 年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分布结构 

2.金融机构货币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2017

年，全省银行间市场成员债券回购累计成交 1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9%；资金净融出 1.4 万亿

元，交易产品以隔夜品种为主，交易规模占比达

84.7%；现券交易 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非金融企业信用类债券占比 23.3%，风险偏好较

上年下降明显。全年信用拆借规模 1929.9 亿元，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以隔夜和 7 天两个期

限为主，拆借规模占比分别为 56.6%和 36.4%。 

3.票据市场融资规模下降。全省银行承兑汇

票累计签发量 1497.3 亿元，同比下降 18.2%。贴

现累计发生额为 638.2 亿元，同比下降 10.5%。

票据市场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全年运行平稳。

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利率在第二季度出现较大幅度

上扬，下半年有所回落；票据转贴现利率自年初

以来逐季小幅上涨。 

表 5  2017 年贵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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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62.2 365.2 99.5 320.5 5.0 1.5

2 840.0 391.6 83.0 107.0 6.6 15.0

3 849.3 351.8 73.1 74.2 6.9 8.3

4 880.5 388.8 96.3 109.1 6.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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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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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7 年贵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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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97 5.7235 3.3742

2 5.3224 6.6168 3.6474

3 5.1554 6.0811 3.7408

4 5.3267 5.9947 3.8704

贴  现 转贴现
季度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4.直接融资创新发展。贵州高速公路投资有

限公司发行全国首批、全省首只募集资金全部用

于扶贫的专项扶贫中期票据，银行间债券市场支

持全省金融精准扶贫取得创新突破。贵阳银行、

贵州银行、遵义汇川农商行积极筹备绿色金融债

券发行工作。 

（五）贵安新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

区建设稳步推进 

2017 年 6 月，贵安新区获国务院批准，成为

全国五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之一。截至

2017 年末，共有 13 家金融机构在贵安新区设立

或正在筹备绿色分支机构（或绿色金融事业部）。

全省绿色贷款余额（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绿色贷款

统计口径）为 1679.8 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人民

币各项贷款余额的 8.1%。贵州银行、贵阳银行积

极围绕城市垃圾治理、节水节能、环境治理等方

面的绿色项目筹备发行规模共计 180 亿元的绿色

金融债券。全年 60 家绿色企业在贵州股交中心挂

牌。设立 4 只绿色基金，募集规模达 38 亿元以上。 

（六）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持续推进，

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深入推进金融生态环境测评工作，优化社会

信用环境，推动金融和经济良性协调发展。大力

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农村信用信息管理平

台”在安顺试点。积极建设“信用引领融资对接

平台”，搭建银企交流互动桥梁。金融信用信息基

础数据库覆盖面不断扩大，涵盖法院、税务、环

保等多个政府部门信息，联合激励和惩戒的效果

显现。2017 年末，数据库已收录全省 11.7 万户企

业组织和 2414 万自然人的信用信息，为全省信息

主体和信息使用者提供企业信用报告查询19.4万

次，个人信用报告查询 826.8 万次。大小额支付

系统清算业务量稳步增长，电话支付客户数增长

较快，达 1134 万户。大力推进支付技术应用创新，

全省多地实现小额免密免签闪付和二维码扫码支

付乘坐公交车，并将应用拓展至食堂、校车、餐

饮商户等场景。农村支付服务进一步完善，全省

助农取款点达到 38267 个。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

作高效推动，制定下发《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

支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细则》，全省人民银

行各级分支机构共受理与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

177 件、咨询 2438 件，办结率 100%；“蒲公英”

金融志愿服务行动深入推进，截至 2017 年末，全

省招募“蒲公英”金融服务志愿者 12692 名、联

络员 6084 名，联系帮扶贫困村 8763 个。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7 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稳中有

进、转型加快、质量提升、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3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10.2%，增速高于全国 3.3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1

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效，产业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脱贫战果持续扩大，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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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图 6  1978～2017 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

增长率 

（一）投资、消费、对外贸易实现较快

增长 

投资、消费增速较上年小幅回落，但仍保持

在较高水平。对外贸易增速由负转正，较上年实

现大幅增长。 

1.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投资结构继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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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实现 15288 亿元，比上年

增长 20.1%，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2.9 个百分

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5.5%；工业投资增长

5.2%；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2.4%，增速由上年的

负增长转为正增长。高耗能行业投资持续下降，

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太阳能发电等新兴领域投资持续快速增长。房地

产去库存力度加大，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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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从 2013 年起统计口径发生变化，只统计计划总投

资 500 万元及以上的固定资产项目投产和房地产开发项

目投资，因此与 2012 年数据不具有可比性。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图 7  1985～2017 年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及其增长率 

    2.消费市场保持活跃，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154 亿元，较上年增长

1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和人均消费

支出增速分别比城镇居民高 0.9 个和 4.2 个百分

点，汽车类、化妆品类、家具类、金银珠宝类等

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网络零售额保持快

速增长。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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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978～2017 年贵州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及其增长率 

3.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利用外资规模扩大。

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 549 亿元，比上年增长

46.2%，由上年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其中进口

额、出口额分别增长 151.6%和 24.9%。货物贸易

资金流动主要集中在机电、高新技术产品等行业，

贸易方式仍以一般贸易为主。2017 年，全省外商

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总额达 38.9 亿美元，较上年

增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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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从 2015 年起贵州省统计局公布的对外贸易的数据

为人民币口径，因此图中进出口差额的数据为 2015 年以

来的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图 9  1978～2017 年贵州省外贸进出口变动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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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图 10  1995～2017 年贵州省实际利用外资额及

其增长率 

（二）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 

全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次产业比例

调整为 14.9∶40.2∶44.9，第一、第二、第三产业

增加值分别较上年增长 6.7%、10.1%和 11.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特色农业发展

较快，工业结构调整成效明显，服务业拉动能力

明显增强。 

1.农业生产稳定向好。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较

上年增长 6.5%，高于上年 0.6 个百分点。种植业

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增加值较上年增长

7.4%，突出发展蔬菜、茶叶、园林水果等经济作

物，粮经作物种植比调整为 38∶62。产业扶贫取

得实质性进展，通过蔬菜、茶叶、生态家禽、食

用菌、中药材、一县一业等“5+1”产业发展带

动约 83 万贫困人口脱贫，占全年脱贫人口近七

成。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2 个，获批国家农

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 1 个，国家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2 个，“农保贷”金融支农试点获国家层面

立项。 

2.工业经济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4304.8 亿元，较上年增长 9.5%，增速高于全国水

平 2.9 个百分点。19 个重点监测的工业行业中，

16 个行业保持增长，8 个行业增加值增速达两位

数。部分传统行业贡献明显下降，医药、汽车、

电子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企业总体效益持续改

善，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886.3

亿元，同比增长 46.4%，增速较上年加快 40.8 个

百分点，为近五年来最快增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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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3 年以后的规模以上工业统计口径为全部年主营

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之前年度为 500

万元及以上口径。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图 11  1996～2017 年贵州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实际增长率 

3.服务业发展强劲。全年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6080.4 亿元，同比增长 11.5%，高于全国 3.5 个

百分点。旅游业增长保持“井喷”势头，全省旅

游总人数 7.4 亿人次，总收入 7116.8 亿元，分别

较上年增长 40%和 41.6%。交通投资保持高位运

行，连续四年超千亿元，实现贵阳到市（州）中

心城市双通道连接。全面启动农村“组组通”公路

三年大决战，年末已实现 76%。大数据行业加快

发展，贵州成为国家电子政务云数据中心体系南

方节点，“云上贵州”数据共享交换体系整体接入

国家平台，贵阳市成为全国大数据及网络安全示

范试点城市，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会员超 2000 家，

苹果中国云服务数据中心、华为数据中心、腾讯

数据中心等项目落地贵州。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扎实有效去

产能，2017年关闭煤矿120处，淘汰落后产能1749

万吨。稳妥推进去库存，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产成

品存货周转天数比上年下降 1.6 天；商品房屋竣

工面积同比下降 38.4%，销售面积是竣工面积的

4 倍，商品房库存进一步减少。积极推进去杠杆，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62.3%，较

上年下降 1.2 个百分点。多措并举降成本，继续

把降低电价、降低融资成本等作为重点，全年为

实体经济降低成本 600 亿元以上。精准加力补短

板，以打赢脱贫攻坚“四场硬仗”2为主攻重点，

                                                        
2 脱贫攻坚“四场硬仗”指基础设施建设、易地扶贫搬迁、

产业扶贫和教育医疗住房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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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力度补短板。全省教育投资、卫生和社会工

作投资以及移民搬迁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49.4%、

79.1%和 64.4%。 

    5.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全省秉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

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完成营造林 2882 万亩，森林

覆盖率提高到 55.3%，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

100%，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县城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97%。绿色

经济加快发展。据测算，全省绿色经济“四型”3

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 37%。 

（三）居民消费价格增长放缓，工业品

价格持续增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体下

降 

2017 年，全省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全年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0.9%，涨幅比上年回落

0.5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持续增长，全年分别同比增长

9.7%和 7.2%，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体下降，全年

同比下降 1.2%。 

1.居民消费价格平稳增长。全年各月居民消

费价格同比增长总体在 0.4%至 1.8%之间平稳波

动，其中，2 月同比增长 0.4%，1 月同比增长 1.8%。

其中，消费品价格指数、服务项目价格全年分别

上涨 0.6%和 1.5%，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

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

医疗保健类价格全年分别上涨 0%、0.1%、1.5%、

1%、1.9%、1.3%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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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图 12  2008～2017 年贵州省居民消费价格和生

                                                        
3 “四型”分别为生态利用型、循环高效型、低碳清洁型、

环境治理型。 

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2.工业生产价格持续增长，农业生产资料价

格总体下降。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全年各月

同比保持在 5.4%至 11.8%之间持续增长，其中 12

月同比增长 5.4%，3 月同比增长 11.8%。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全年各月保持在 1%至

9.9%之间增长，其中 12 月同比增长 1%，2 月同

比增长 9.9%。农业生产价格指数有所下降，农业

生产资料价格 1 月、2 月分别同比增长 1.9%和

2.4%，之后增速回落，至 5 月起转为负增长，5

月至 12 月各月同比增长在-0.3%至-3.3%之间，其

中 7 月同比下降 3.3%。 

3.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财政补助标准由 420 元提高到 450 元。调增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2017 年，月人均调增基本养老

金 174.2 元，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达 2874.1 元。

月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为：一类地区 1680 元，增加

430 元；二类地区 1570 元，增加 470 元；三类地

区 1470 元，增加 470 元。2017 年实现城镇新增

就业 76.9 万人，同比增长 1.4%；农业劳动力转

移就业 85.4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2%；促

进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 50.6 万人。 

4.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持续推进。深入推进

输配电价改革，完善输配电价体系；建立健全水、

电、天然气差别化价格政策体系；推进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2017 年印发并试运行《贵州能源工业

运行新机制实施方案》，新机制通过打通煤－电－

用产业链，构建煤炭、火电、水电利益紧密联结

新机制；通过完善水电火电发电权交易机制，确

保煤炭企业均衡生产，确保电煤供应稳定，降低

能源供应成本；通过放开竞争性环节电价、配售

电业务和公益性调节性以外的发用电计划，市场

化交易电量居全国第一，同时成为国内电价较低

的省份之一。 

（四）财政收支增速回落，民生支出力

度持续加大 

全省财政总收入较上年增长 10.1%。公共预

算收入呈前高后低走势，全年同比增长 7.2%，较

上年回落 0.9 个百分点。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8%，较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财政支出着力保

障重点领域特别是民生支出需要，民生直接相关

支出同比增长 15.1%，较上年提高 5.1 个百分点。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稳步推进，全年发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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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债券 209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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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图 13  1994～2017 年贵州省财政收支状况 

（五）房地产投资小幅增长，销售持续

回暖，医药产业快速发展 

1.房地产投资小幅增长，库存可控。全省房

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 2201 亿元，同比增长 2.4%，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高开低走，第一季度在上年

基数较低基础上达到最高值（14.6%）以后逐步

回落。土地购置面积、房屋新开工面积在连续三

年下降后有所回暖。 

（1）商品房销售面积实现较快增长。随着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不断

加快，全省商品房销售实现较快增长。全省商品

房销售面积 4696.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3%，增

速较上年同期回落 3.8 个百分点。从商品房销售

面积构成情况看，住宅销售最多，办公楼销售面

积增长最快，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增速持续下

降，增速分别为 13.7%、31.3%和 5.8%。其中，

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13.7%，增速较上年同期

回落 2.7 个百分点；办公楼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31.3%，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21.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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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图 14  2012～2017 年贵州省商品房施工和销售

变动趋势 

（2）商品房销售金额增长较快。全省商品房

销售额 2240.8 亿元，同比增长 25.1%，增速较上

年同期提升 11.2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

1623.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7.9%，增速较上

年同期提升 9.1 个百分点。贵阳市、遵义市 2017

年商品房销售价格继续上涨，涨幅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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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图 15  2017 年贵州省主要城市新建住宅销售价

格变动趋势 

（3）房地产去库存力度加大。房地产市场去

库存政策效应持续发力，2017 年全省商品房销售

面积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3 个百分点，可售

面积继续保持减少趋势，商品房库存进一步减少，

特别是办公用房和商业性用房库存面积总体可

控。 

（4）房地产贷款增速回落。2017 年末，全

省房地产贷款余额、当年新增贷款额占各项贷款

余额和新增额的比例分别为 22.4%和 25.2%，房

地产贷款增速与各项贷款增速之间的差距继续缩

小，基本持平。其中，地产开发贷款增速继续回

落，房产开发贷款增速有所提升，个人住房贷款

增速放缓，房地产贷款不良总体可控。 

2.大健康医药产业加快发展。2015 年以来，

贵州省充分利用生态、资源、区位等优势，决定

利用三年时间，大力实施总投资 2445 亿元的大

健康医药产业“6 个 50 工程”，发布 2016 年、

2017 年大健康产业重点工程包。三年来，贵州

初步构建起涵盖以“医”为支撑的医药医疗产

业、以“养”为支撑的保健养生产业、以“健”

为支撑的运动健康产业、以“管”为支撑的健康

管理服务产业、以“游”为支撑的健康休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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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和以“食”为支撑的健康药食材产业体系，

大健康与大数据、大旅游、科技创新融合发展。

全省“全国500强”制药企业10余家，成立全国

首家“39 互联网医院”，拥有百灵、益佰、信

邦等一批全国优质制药品牌，2017 年全省大健

康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9.2%，

为贵州经济发展不断增添新动力。金融支持大健

康医药产业力度持续加大，2017 年末卫生和社

会工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3.1%。 

 

 

专栏 2  贵州省率先探索金融支持大数据产业发展模式 

近年来，全省金融机构紧密结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战略，积极探索金融支持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有效

方式，全力助推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 

一、在全国率先出台金融支持大数据产业发展政策 

2017 年 4 月，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联合省大数据局等六单位出台《关于金融支持贵州省大数

据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涵盖扩大融资规模、精准对接融资需求、建立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提升金

融服务水平、与金融业融合发展、多种金融工具支持等六方面措施。聚焦三大目标：推动融资规模持续

增长；逐步建立起与全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地位相匹配的大数据产业金融服务体系，形成大数据金融市场；

推动大数据产业金融服务模式成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品牌。 

二、多措并举开展金融支持大数据产业实践 

一是加大对以信息服务为基础的大数据产业的信贷支持。建立了大数据产业贷款专项统计制度，引

导信贷投放于以信息服务为基础的大数据产业。2017 年，全省大数据产业得到近 300 亿元信贷支持。下

阶段将进一步引导金融机构围绕《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引导目录（试行）》加大支持力度。 

二是为大数据园区提供项目融资。积极跟进贵州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三年会战，如工行贵州省分行

为花溪电子商务及服务外包产业园贷款 6亿元；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为中关村贵阳科技园提供表外融资

9.9 亿元，为贵阳综合保税区提供项目融资 9 亿元。多家银行按照政府采购或 PPP 模式，对此类项目予

以支持。  

三是对大数据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在省政府的大力招商引资下，高通、联想、华为、腾讯、印

孚瑟斯等一批知名企业落户贵州，金融机构积极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如中行贵州省分行为高通公

司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协助公司注册资金顺利到位，创造了贵州省最大金额外商直接投资纪录。 

三、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展金融产品创新和风险管理 

一是创新推动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信贷产品。多家银行推出网络贷款业务，改变了以往对企业财务数

据过度依赖的贷前审查模式，综合运用各类可得数据对客户进行风险画像，着力解决信息不对称、信用

风险高等问题。 

二是开发适应行业大数据应用的金融产品。如贵阳银行与“货车帮”合作，基于 ETC 的大数据，为

102 万名货车帮司机进行了 ETC 消费贷款预授信，额度达 51 亿元。目前贵州省已经成为全国货车 ETC

卡发行数量最大的省份。 

三是发放全国首笔数据资产质押贷款。贵阳银行以贵州东方世纪的数据资产作为质押物，为其发放

了金额 100 万元的“数据贷”，有效激活了大数据企业的数据资产的融资功能。 

四是通过大数据进行全面风险管理。如中行贵州省分行尝试开发互联网数据获取与分析平台，通过

对企业工商、税务、法院、新闻舆情等非结构化数据的分析，实现对地域、行业和企业的舆情监控。 

四、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大数据金融中心 

建成大数据金融中心是全省大数据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当前工作推进情况看，一是成立了全

国首家大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成立于 2014 年，2015 年正式挂牌运营，是中国乃至全球第一

家大数据交易所。目前交易额逾 1.2 亿元，会员超 2000 家，可交易数据产品近 4000 个，可交易数据超

150PB。二是建立非法集资大数据预警平台。通过与数联铭品合作，构建非法集资风险识别模型，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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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非法集资疑似企业关联数据，提高预警能力和打击针对性。三是筹划建设“金融云”。旨在为金融

机构与政府部门的数据实现“聚通用”，推动小微企业大数据征信，用大数据手段进行地方金融风险管

理。四是在全国率先设立大数据产业基金。2016 年初，成立大数据产业基金，作为产业引导基金对初创

型企业注资；2016 年中，成立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基金，重点投资核心关联及衍生业态的优质项目。五

是成立全国首家大数据投资机构。成立贵阳数据投行有限公司，致力于为以数据资产为特色的双创服务

资源提供平台和中介服务。 
 

三、预测与展望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全省决战脱贫攻坚、决胜

同步小康、实施“十三五”规划至关重要的一年。

贵州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瓶颈制约

加快破解，发展平台强劲发力，要素资源加速集

聚，后发优势叠加释放的时期。 

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 10%左右，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20

万，16 个贫困县摘帽，2500 个贫困村退出。经济

逐渐走过高速增长阶段，金融监管政策进一步趋 

 

 

 

 

严，预计 2018 年贷款余额维持平稳增长势头的同

时，增速较 2017 年将有所下滑。 

2018 年，贵州金融业将深刻领会“着眼于高

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按照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

架要求，保持全省货币信贷及地区社会融资规模

合理增长。更加注重金融供给的质量和效益，紧

扣全省“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

动，以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大对实

体经济支持力度，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深入推进

金融扶贫，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全力支持贵

州省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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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2017 年贵州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2月24日，华贵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填补全省地方法人保险机构历史空白。 

3月14日，全国首批、全省首只扶贫票据——贵州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扶贫中期

票据成功发行，标志着银行间债券市场在推进全省金融精准扶贫中取得创新突破。 

3月至12月，贵州省实施脱贫攻坚春季攻势、夏季大比武、秋季攻势等三大行动，全省减少农村贫

困人口120万人，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5万个，257万人次享受“四重医疗保障”，完成20万户农村危房

“危改”“三改”，资助贫困家庭学生83万人。 

5月17日，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获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民航局批复，建设临空经济示范区，成

为又一个国家级创新开放平台。 

6月14日，贵安新区获国务院批准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体制机制上探索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 

9月5日，《贵州省“十三五”金融业发展专项规划》获省政府批复实施，对贵州省加快金融改革创

新、补齐金融短板、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和保障作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9月12日，贵州省六盘水市获得农业部批复，成为农村“三变”改革的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 

9月30日，贵州省本外币、人民币贷款余额均突破2万亿元，分别达到20233.6亿元和20132.9亿元。 

12月15日，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债转股签约仪式在贵阳举行，标志着全省市场化、法治

化债转股第一单顺利落地。 

2017年，贵州省经济增速持续领先，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农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

值、电信业务总量五项指标增速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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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贵州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2017 年贵州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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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56.3 24409.5 24995.8 24974.9 25224.5 25612.5 25792.1 25791.1 26334.3 26122.8 27030.6 26194.1

        其中：住户存款 9416.0 9375.4 9415.1 9243.7 9241.8 9365.1 9325.5 9439.1 9581.7 9438.1 9466.0 9602.7

                   非金融企业存款 8950.0 9127.7 9469.1 9501.1 9675.1 9846.3 9850.1 9752.7 9968.9 9820.1 10472.2 10137.7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25.1 353.2 586.3 -20.9 249.6 388.0 179.6 -1.0 543.2 -211.6 907.9 -836.5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8.6 20.2 20.1 14.7 16.1 15.1 12.4 10.9 10.9 10.8 11.9 9.9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8552.1 18779.0 19057.4 19280.0 19133.2 19390.4 19627.0 19877.2 20233.6 20385.0 20873.3 20965.3

        其中：短期 3490.5 3496.9 3540.4 3594.7 3591.5 3632.5 3624.3 3670.2 3684.1 3695.5 3840.9 3812.5

                   中长期 14638.5 14887.9 15149.9 15325.9 15195.6 15405.1 15659.3 15864.3 16210.9 16346.2 16662.2 16798.6

                   票据融资 194.4 156.8 139.3 131.9 115.1 116.0 100.3 101.4 99.9 99.3 116.3 116.6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591.0 226.9 278.4 222.5 -146.8 257.2 236.6 250.1 356.4 151.5 488.3 92.0

        其中：短期 51.6 6.5 43.5 54.2 -3.1 41.0 -8.2 45.9 13.9 11.3 145.4 -28.4

                   中长期 521.8 249.4 262.0 176.0 -130.3 209.5 254.1 205.0 346.6 135.4 315.9 136.4

                   票据融资 -16.3 -37.5 -17.6 -7.4 -16.8 0.9 -15.7 1.1 -1.5 -0.6 17.1 0.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9.2 19.5 19.0 21.0 18.5 17.4 17.8 17.1 17.1 16.7 17.4 16.7

        其中：短期 7.7 6.9 6.2 7.2 6.1 5.2 5.7 5.3 6.0 6.8 8.7 10.9

                   中长期 22.1 22.8 22.5 25.4 22.4 21.3 22.0 21.5 20.7 20.6 21.1 19.0

                   票据融资 -19.8 -31.2 -40.7 -50.8 -56.6 -52.6 -63.1 -66.6 -59.8 -61.6 -58.4 -44.7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855.5 871.5 893.2 915.8 950.8 962.1 970.6 984.4 989.7 1007.2 1099.3 1109.4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937.4 954.0 955.8 948.4 925.0 946.7 931.8 963.9 986.9 1015.5 1031.8 983.3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4.4 4.2 4.7 9.8 9.5 3.1 4.7 28.7 22.6 25.0 41.2 38.2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24.2 23.9 23.8 28.5 25.7 25.3 21.6 26.5 18.2 15.5 17.0 8.0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23993.4 24345.2 24925.1 24898.7 25142.7 25525.5 25703.3 25706.6 26243.7 26027.4 26926.8 26088.9

        其中：住户存款 9391.5 9351.4 9391.2 9220.0 9218.1 9341.3 9302.1 9416.7 9559.3 9415.5 9443.8 9580.3

                   非金融企业存款 8915.3 9091.0 9425.8 9450.0 9618.3 9786.3 9787.1 9692.1 9903.0 9749.3 10392.8 10059.6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22.5 351.8 579.9 -26.4 244.0 382.9 177.7 3.4 537.1 -216.3 899.4 -837.9

        其中：住户存款 858.9 -40.1 39.8 -171.2 -1.9 123.2 -39.2 114.6 142.7 -143.8 28.2 136.5

                   非金融企业存款 -365.2 175.7 334.8 24.3 168.3 168.0 0.8 -95.1 210.9 -153.7 643.5 -333.2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8.9 20.5 20.3 14.8 16.2 15.1 12.4 10.8 10.8 10.6 11.7 9.8

        其中：住户存款 24.1 15.8 15.8 15.8 15.7 15.1 14.0 14.2 13.9 13.5 13.2 12.3

                   非金融企业存款 24.5 31.5 29.2 27.1 26.3 23.4 18.8 12.0 9.4 7.9 13.9 8.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8451.7 18678.3 18952.6 19172.8 19025.3 19284.9 19521.5 19774.7 20132.9 20282.0 20771.6 20860.3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3046.3 3061.5 3119.1 3170.7 3207.7 3260.2 3309.8 3364.5 3428.9 3484.4 3586.7 3617.9

                    票据融资 194.4 156.8 139.3 131.9 115.1 116.0 100.3 101.4 99.9 99.3 116.3 116.6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593.9 226.7 274.3 220.2 -147.5 259.5 236.7 253.2 358.2 149.1 489.6 88.7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51.4 15.2 57.7 51.5 37.0 52.5 49.6 54.7 64.4 55.6 102.3 31.2

                    票据融资 -16.3 -37.5 -17.6 -7.4 -16.8 0.9 -15.7 1.1 -1.5 -0.6 17.1 0.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9.1 19.4 18.8 20.8 18.3 17.4 17.8 17.2 17.2 16.7 17.5 16.8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9.2 19.8 19.5 20.1 19.9 20.1 20.4 20.4 20.4 21.2 21.4 20.8

                    票据融资 -19.8 -31.2 -40.7 -50.8 -56.6 -52.6 -63.1 -66.6 -59.8 -61.6 -58.4 -44.7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9.2 9.4 10.3 11.1 11.9 12.8 13.2 12.8 13.7 14.4 15.7 16.1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38.7 -41.9 -27.0 -20.7 -9.6 9.7 23.2 41.5 32.4 71.0 69.1 84.9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14.6 14.6 15.2 15.5 15.7 15.6 15.7 15.5 15.2 15.5 15.4 16.1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35.8 42.6 59.0 56.9 57.1 3.9 6.9 2.4 3.0 6.1 3.1 7.9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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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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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2001～2017 年贵州省各类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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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 － -0.6 － 0.2 － 2.2

2002 － -1.0 － 0.6 － -2.4 － -1.1

2003 － 1.2 － 4.1 － 6.0 － 3.4

2004 － 4.0 － 9.0 － 12.0 － 8.0

2005 － 1.0 － 10.2 － 7.4 － 7.2

2006 － 1.7 － 5.4 － 7.3 － 4.3

2007 － 6.4 － 5.1 － 7.5 － 5.0

2008 － 7.6 － 13.4 － 12.5 － 12.4

2009 － -1.3 － -3.8 － -6.5 － -4.9

2010 － 2.9 － 1.1 － 9.8 － 4.7

2011 － 5.1 － 11.1 － 15.0 － 5.4

2012 － 2.7 － 0.7 － 2.3 － 1.0

2013 － 2.5 － -1.0 － -3.6 － -2.6

2014 － 2.4 － -1.0 － -1.4 － -1.7

2015 1.4 1.8 7.8 3.1 -4.1 -2.5 -6.2 -3.9

2016 1.5 1.4 2.2 3.0 7.2 -1.5 7.3 -2.1

2017 1.0 0.9 -2.3 -1.2 5.4 9.7 1.0 7.2

2016 1 1.2 1.2 1.2 1.2 -4.0 -4.0 -5.8 -5.8

2 1.8 1.5 1.7 1.5 -4.2 -4.1 -6.0 -5.9

3 1.8 1.6 3.3 2.1 -4.0 -4.1 -5.7 -5.8

4 1.8 1.7 3.5 2.4 -3.5 -3.9 -5.5 -5.7

5 1.2 1.6 3.8 2.7 -3.3 -3.8 -4.2 -5.4

6 1.2 1.5 4.4 3.0 -2.5 -3.6 -3.4 -5.1

7 1.0 1.4 4.3 3.2 -2.6 -4.8 -2.6 -3.4

8 0.7 1.3 3.2 3.2 -2.4 -3.3 -1.9 -4.4

9 1.2 1.3 2.9 3.2 -1.9 -3.2 -0.7 -4.0

10 1.3 1.3 2.9 3.1 0.2 -2.8 0.6 -3.5

11 1.5 1.3 2.5 3.1 3.4 -2.3 3.8 -2.9

12 1.5 1.4 2.2 3.0 7.2 -1.5 7.3 -2.1

2017 1 1.8 1.8 1.9 1.9 9.9 9.9 8.8 8.8

2 0.4 1.1 2.4 2.1 11.4 10.7 9.9 9.4

3 0.5 0.9 0.9 1.7 11.8 11.0 9.4 9.4

4 0.6 0.8 0.2 1.3 10.6 10.9 9.3 9.3

5 1.0 0.9 -0.3 1.0 9.8 10.7 8.8 9.2

6 1.0 0.9 -2.8 0.4 9.2 10.4 7.6 9.0

7 1.1 0.9 -3.3 -0.2 9.1 10.2 6.8 8.7

8 0.9 0.9 -3.0 -0.5 10.0 10.2 7.2 8.5

9 0.8 0.9 -2.9 -0.8 10.9 10.3 8.0 8.4

10 0.8 0.9 -2.9 -1.0 10.7 10.3 7.3 8.3

11 1.0 0.9 -2.7 -1.1 8.4 10.2 3.3 7.8

12 1.0 0.9 -2.3 -1.2 5.4 9.7 1.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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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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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2017 年贵州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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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504.8 - - 5732.4 - - 9499.5 - - 13540.8

    第一产业 - - 339.9 - - 780.9 - - 1457.7 - - 2020.8

    第二产业 - - 1182.5 - - 2459.8 - - 3759.2 - - 5439.6

    第三产业 - - 982.5 - - 2491.8 - - 4282.6 - - 6080.4

工业增加值（亿元） - 707.3 1101.8 1486.1 1913.4 2366.4 2711.0 3082.0 3244.8 3558.0 3955.6 4304.8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1133.3 2215.3 3166.8 4001.2 5714.9 6889.6 7899.1 9541.7 10960.5 12689.3 15288.0

    房地产开发投资 - 233.8 489.8 652.9 827.9 1119.2 1268.3 1376.0 1557.2 1741.2 2016.4 2201.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 959.0 - - 1913.7 - - 2933.5 - - 4154.0

外贸进出口总额（亿元） 31.7 52.8 82.4 116.9 160.3 211.7 259.0 316.1 378.7 425.6 482.8 549.0

    进口 9.1 15.9 24.9 34.7 51.0 66.2 80.2 95.5 111.7 125.2 142.1 158.9

    出口 22.6 36.9 57.5 82.2 109.3 145.5 178.8 220.5 267.0 300.4 340.7 390.2

    进出口差额(出口－进口） 13.6 21.0 32.6 47.5 58.3 79.4 98.7 125.0 155.4 175.1 198.6 231.3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2.8 4.6 9.5 10.3 12.9 19.9 21.9 23.4 30.0 30.4 34.7 38.9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211.1 -334.6 -702.8 -853.2 -1131.6 -1645.6 -1760.8 -1972.1 -2404.3 -2459.0 -2780.3 -2990.9

    地方财政收入 143.2 231.4 429.9 560.4 679.3 871.4 976.0 1057.8 1209.7 1347.0 1489.6 1613.6

    地方财政支出 354.3 566.0 1132.7 1413.6 1810.9 2517.0 2736.8 3029.9 3614.0 3806.0 4269.8 4604.6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度） - - 3.3 - - 3.3 - - 3.2 - - 3.2

地区生产总值 - - 10.2 - - 10.4 - - 10.1 - - 10.2

    第一产业 - - 6.1 - - 6.5 - - 6.5 - - 6.7

    第二产业 - - 10.2 - - 10.4 - - 9.7 - - 10.1

    第三产业 - - 11.4 - - 11.5 - - 11.6 - - 11.5

工业增加值 - 9.6 9.9 9.9 9.8 10.0 9.3 9.1 9.1 9.1 9.3 9.5

固定资产投资 - 20.8 21.0 20.7 20.5 21.0 20.6 20.6 20.5 20.4 20.3 20.1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1.1 14.6 7.4 2.3 4.4 2.7 -2.1 -2.5 -1.7 0.8 2.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 13.0 - - 13.1 - - 12.3 - - 12.0

外贸进出口总额 -5.9 -1.0 6.2 6.7 16.8 23.6 25.4 31.3 37.1 38.0 42.9 46.2

    进口 122.8 108.2 94.8 92.6 108.5 101.2 118.0 130.7 143.5 152.2 152.7 151.6

    出口 -23.6 -19.2 -11.3 -10.2 -3.1 5.1 5.4 10.6 15.9 16.1 21.0 24.9

实际利用外资 2.6 0.9 18.1 7.0 -0.2 18.7 21.5 21.5 24.2 13.6 13.8 21.0

地方财政收入 25.8 18.3 9.9 9.0 11.0 8.4 9.7 9.8 11.3 11.6 10.1 7.2

地方财政支出 41.1 13.3 25.0 28.5 21.5 18.1 15.4 13.3 13.7 11.2 10.8 8.0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贵州省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