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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8年，辽宁省金融体系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货币信贷投放与辽宁经济发展相适应。银行业经受住

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证券业基础性制度建设得到了加强；保险业稳步前行，其中农业险取得突破性

进展；债券融资比重大幅提高，金融市场发展迅速；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辽宁经济继续保持良好

发展态势。三大需求旺盛；社会供给增长强劲，效益指标回升；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领域价格涨幅回落；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经济增长能耗下降。2009年，金融危机对辽宁经济的影响在上半年预计将进一步显

现，但辽宁经济金融会积极应对各方面挑战，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1



 

目  录 
 

一、金融运行情况 ........................................................... 1 

（一）银行业继续健康发展，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初见成效.................................................................... 1 
（二）证券业基础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期货发展较快 ....................................................................... 4 
（三）保险业稳步发展，农业险取得突破性进展 ................................................................................... 4 
（四）债券融资比重大幅提高，金融市场发展迅速 ............................................................................... 5 
（五）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 ............................................................................................................... 5 

二、经济运行情况 ........................................................... 6 

（一）三大需求增长旺盛 ........................................................................................................................... 6 
（二）社会供给增长强劲，效益指标回升 ............................................................................................... 7 
（三）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领域价格涨幅回落 ....................................................................................... 8 
（四）财政收入较快增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 ................................................................................... 8 
（五）节能减排工作扎实推进 ................................................................................................................... 8 
（六）房地产市场形势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 8 

三、预测与展望 ............................................................ 10 

附录： .................................................................... 11 

（一）辽宁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 11 
（二）辽宁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 12 

 

 

 

专 栏 

专栏 1：票据融资增长的原因和作用 ....................................................................................................... 2 
专栏 2：辽宁省农村金融创新情况 ........................................................................................................... 3 
专栏 3：辽宁省城乡居民家庭收支情况调查 ........................................................................................... 6 

 
 

 

表 

表 1  2008 年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 .................................................... 1 

表 2  2008 年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 3 

表 3  2008 年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 3 

表 4  2008 年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 4 

表 5  2008 年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 4 

 2



表 6  2008 年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 5 

表 7  2008 年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表 .............................................. 5 

表 8  2008 年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现利率表 ........................................ 5 

表 9  2008 年大连商品交易所交易统计表 .............................................. 5 

 
 

图 

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1 

图 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2 

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2 

图 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3 

图 5  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6 

图 6  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6 

图 7  辽宁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6 

图 8  辽宁省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7 

图 9  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7 

图 10  辽宁省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8 

图 11  辽宁省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 8 

图 12  财政收支状况................................................................ 8 

图 13  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9 

图 14  沈阳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9 

图 15  大连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9 

 

 3



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8 年，辽宁省金融体系保持平稳健康发

展，年末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初见成效，货币信

贷投放与辽宁经济发展相适应。 

（一）银行业继续健康发展，年末适

度宽松货币政策初见成效 

1.银行业在竞争整合中稳步发展，产业集中

度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实

现盈利大幅增长。在网点个数、法人机构数量减

少的情况下，银行业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增加；

外资银行网点和从业人员大量增加，但资产仅小

幅增长（见表1）。年末银行业不良贷款减少608.9

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6.7个百分点，不良率处于

历史最低水平。 

表 1  2008 年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国有商业银行 3157 75804 9595 0

二、政策性银行 81 2227 2467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254 9013 3929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778 16861 3721 13

五、城市信用社 85 1337 83 11

六、农村合作机构 2513 32875 1899 148

七、财务公司 6 116 278 1

八、邮政储蓄 1506 10009 1059 0

九、外资银行 37 1076 292 0

十、农村新型机构 6 78 0 6

合             计 8423 149396 23323 179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
法人机构

（个）

注：营业网点不包括总部。 

数据来源：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沈阳

分行。 

2.存款增速逐月上涨（见图 1、图 3），外币

存款同比减少，存款定期化趋势明显，金融体系

整体流动性充裕。居民储蓄存款是拉动存款增长

的主要动力。 

受辽宁省经济减速下滑影响，企业生产经营

活动不活跃，企事业单位存款增速趋缓，企业存

款定期化趋势增强。同时，受资本市场持续低迷、

楼市的观望气氛浓厚等因素影响，储蓄存款也呈

现定期化趋势。2008 年前 11 个月，活期存款占

企事业单位存款的比重、活期储蓄存款占储蓄存

款的比重均逐月下降；12 月份，二者均有所上升，

表明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经济行为活跃程度增

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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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3.贷款投放年底增速强力反弹（见图 2、图

3）。 

2008 年，本外币各项贷款同比增速先降后

升，从 1 月份的 15.5%逐步回落至 9 月份的 11.9%

之后，又反弹至 2008 年 12 月份的 19.4%。中长

期贷款增幅先降后升，主要原因是四季度金融机

构普遍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自主创新、产业

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和民生工程等国

家重点支持领域项目的资金支持。短期贷款增势

平稳，但票据融资在后两个月陡然大幅增加，新

增额占全年新增额的 83.5%。 

大多数金融机构贷款增速较上年有所提高；

外资银行贷款增速较上年下降。“五点一线”地区

贷款占比明显提高。 

受存款增长、改革试点各项扶持政策逐步落

实以及利率提高等影响，农村信用社支农再贷款

需求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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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票据融资增长的原因和作用 

 

2008 年, 辽宁省金融机构本外币新增贷款首超 2000 亿元，票据融资同比大量多增。票据融资贷款

余额 870 亿元，增长 92.5%，增速较上年提高 130.8 个百分点；全年新增 418 亿元（占贷款总增量的 20%），

同比多增 699 亿元。前 3 季度票据融资稳定增长，9 月之后加速增长，特别是 11 月和 12 月的大量增加

（两个月增加 349 亿元，占票据融资全年增量的 83.5%）推动了各项贷款增幅的提高。 

票据融资的快速增长，对银行和企业是一种“双赢”。从企业方面讲，票据融资可以有效降低融资

成本。2008 年底，6 个月贷款月利率为 4.05‰，票据贴现月利率仅为 1.6‰～1.8‰。而且，办理票据

贴现简便快捷。因此，企业多选择以票据融资来替代短期贷款。从银行角度讲，尽管全国性商业银行尤

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普遍持鼓励投放的态度，大部分没有新增贷款规模的上限控制，但是，发

放贷款需要经过较长的审查审批环节，加上辽宁省因气候原因，多数项目建设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

贷款需求相对较少，银行只能依靠增加票据融资来完成贷存比等考核指标。而四季度以来许多企业订单

减少、效益下滑，银行出于审慎原则，倾向于对这些企业提供期限较短、风险较低的票据融资。 

一方面，票据融资直接满足了企业生产和销售的融资需要。与中长期贷款主要拉动投资的作用不同，

票据融资能够直接、迅速的满足企业短期流动资金需要，帮助企业完成生产和销售链。四季度辽宁省新

增贷款中票据融资占比接近一半，反映出新增贷款相当一部分投入到目前企业急需的生产和销售等环

节，直接拉动了生产和消费。另一方面，票据融资对金融机构提高盈利的作用有限。目前票据融资业务

增长很猛，占各项贷款的比重较大，反映了当前金融机构盈利渠道较为狭窄，加之金融机构当前资金面

宽裕，使得票据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必须以量取胜，因此金融机构进一步通过票据融资获取盈利的难

度加大。同时还应看到，票据融资量波动对各项贷款稳定性影响明显。票据融资业务自身存在流动性、

波动性大的特点，票据融资业务的大幅增减容易造成贷款规模的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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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图 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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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4.金融机构现金收入与现金支出均同比减

少，但现金收入比现金支出下降的幅度大,导致现

金投放大幅增加（见表 2）。现金收入减少主要是

由于：2008 年辽宁省经济增长趋缓，城乡居民消

费趋于谨慎，导致商品销售现金收入、服务业现

金收入、城乡个体经营现金收入下降；储蓄存款

利率连续下调，居民和个体工商户并不急于将收

到的现金存入银行，而是直接用于消费、持币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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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以及商品进货和资金周转，从而减少了储蓄存

款现金收入。 

 表 2  2008 年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年累计额（亿元）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39885.5 -5.00%

现金支出 40025.4 -4.90%

现金净支出 139.9 124.30%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5.人民币贷款利率、民间融资利率均先升后

降，四季度利率下浮贷款占比显著下降。 

前 3 季度，人民币贷款利率水平一路走高，

到三季度达到最高点。9 月份以后，辽宁省金融

机构各期限贷款利率均有一定幅度的下降。4 季

度，金融机构各期限贷款总的加权平均利率水平

为 6.89%，比 3 季度下降 1.38 个百分点；实行下

浮利率的贷款占比为 28.7%，比 3 季度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 

民间融资利率的高点出现在二季度。全年民

间借贷加权平均利率为 16.91%；利率处于

(15%,20%]区间的借贷占比最大；借贷期限仍以 6

个月-1 年期（含）为主。农户样本与其他样本民

间借款利差的利差为 1.85%，同比扩大了 0.25 个

百分点。 

表 3  2008 年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单位：% 

合计
国有商

业银行

股份制

商业银行

区域性

商业银行

城乡

信用社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0.9-1.0) 26.40 47.69 39.51 13.38 2.28

1.0 21.79 24.88 25.90 31.81 3.47

小计 51.81 27.43 34.59 54.81 94.25

(1.0-1.3] 26.04 25.27 32.82 38.71 6.80

(1.3-1.5] 7.33 2.07 1.65 12.06 14.11

(1.5-2.0] 17.22 0.09 0.12 4.00 68.27

2.0以上 1.21 0.00 0.00 0.04 5.07

上

浮

水

平

 
注：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为[0.9，2.3]。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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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图 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6.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推进。有 6 家村镇银行

批准成立，其中 5 家已经正式开业；另有 37 家小

额贷款公司批准筹建。 

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资金支持工作稳步推

进。2008 年有 19 家县级联社通过专项票据兑付

审核；历年累计有 72 家县级联社实现专项票据兑

付 117 亿元。 

专栏 2  辽宁省农村金融创新情况 

 

近年来，辽宁省金融部门积极探索，努力实践，在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尝试，

取得明显成效。 

目前已经开办、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创新品种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一是产品创新，包括林权抵

押贷款、浅海滩涂抵押贷款等。这类金融创新是针对动产抵（质）押融资的需要，开办的新型贷款业务，

使农村中小企业和广大农户拥有的动产资源可以真正转化为获取信贷资金支持的有效载体。二是组织创

新。2007 年以来，根据人民银行总行、银监会关于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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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政策文件，辽宁省积极开展试点相关工作。截至 2008 年末，辽宁省已有 6 家村镇银行开业，存款余

额为 1.2 亿元，贷款余额为 0.5 亿元，另有 37 家小额贷款公司批准筹建。三是制度创新。这类创新是

在制度层面，将信贷业务与精神文明建设或保险等其他金融服务相结合，主要包括十星级文明户道德信

贷金卡、“保险+信贷”等。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了传统信贷业务的成本和风险，为增加支农信贷投放创

造了良好条件。四是服务方式创新。此类创新在服务方式上有所突破，通过在龙头企业和农户、小企业

以及参加专业合作社的农户间建立联保关系，以群体较高的信用度提升个体的信用水平，达到信用增级

的目的。此外，“惠农直通车”等业务的开展，简化了贷款手续，提高了支农金融服务效率。2008 年，

各类农村金融创新业务贷款余额达 9亿元，同比增长 80%。 

几年来，辽宁省农村金融创新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一是为金融部门服务“三农”发展找到新的有

效途径。创新业务开办后，农户拥有的较为丰富的动产资源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扩大信用

贷款发放也有了实践基础。特别是，部分地区开展创新试点后，示范和带动作用明显。目前，辽宁省内

14 各地市均以不同形式开展了农村金融创新工作。二是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由于有了适应需要

的金融服务形式和载体，农业产业链得以不断延长，农民收入也有了显著提高。辽宁省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实施后，广大林农依靠《林权证》，获得了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进而加大了林业系列产业的开发力

度，提高了林地单位面积产出率。目前，丹东市、本溪市等主要林区的农户从林业发展中获得的收入已

占家庭收入的一半左右。三是增加了金融机构自身经营收益。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的开展，

拓宽了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和服务领域，有效缓解了农村金融机构“难贷款”问题，在扩大经营规模和

提高服务效率的同时，增加了金融机构自身收益。据不完全统计，2006 年以来，辽宁省金融机构通过开

办农村金融创新业务累计实现利润已达 1.3 亿元。 

 

（二）证券业基础制度建设进一步加

强，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深化 

2008 年，辽宁省证券业基础性制度建设进一

步加强，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深化。上市公司资产

质量明显提高，公司运作进一步规范，期货公司

加快发展。 

1.股改清欠工作和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完

成。沈阳新开更名为“联美控股”；中辽国际正进

行股改、重组和恢复上市的准备活动。ST 红阳在

一季度成功实现了“摘帽”。 

2.受股市低迷拖累，股票筹资额减少 3/4 强；

债券筹资额则获得突破性进展，增长 183%（见表

4）。奥维通信在深圳证交所中小企业板成功上市，

募资 2.3 亿元。 

表 4  2008 年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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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55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68.84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184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73

量

 
数据来源：辽宁证监局、大连证监局、中国人民银行沈阳

分行。 

（三）保险业稳步发展，保险市场秩

序进一步好转 

保险业稳步发展。农业险取得突破性进展，

人身险保持高速发展。 

1.保险机构稳步扩张，保险业务发展较快。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数量增长了 34.4%；总资产增

长 25.5%。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大幅提高。保

费收入增长 41.6%（见表 5）。种植业保险和日光

温室大棚保险被省政府纳入财政补贴范围。科技

保险试点工作启动。 

表 5  2008 年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3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1
               寿险经营主体（家） 2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057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913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144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436.13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95.20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340.94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155.39
保险密度（元/人） 1010.7
保险深度（%） 3.24

量

 
数据来源：辽宁保监局、大连保监局、中国人民银行沈阳

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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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险市场秩序进一步好转。辽宁保监局现

场检查的频次和覆盖面为历年之最；出台了《辽

宁保险分支机构市场准入制度》和《保险公司分

支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考察管理办法》；妥善处

理了“岫岩退保事件”。 

（四）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债券融资

比重大幅提高 

1.债券融资比重大幅提高，股票融资大幅下

降（见表 6）。债券融资占非金融机构融资的比重

提高了一倍；发行债券的种类实现多元化。 

表 6  2008 年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1 381.9 96.1 0.0 3.9

2002 644.4 99.6 0.0 0.4

2003 1070.9 95.8 3.8 0.4

2004 761.5 99.1 0.9 0.0

2005 1079.2 99.3 0.7 0.0

2006 1242.0 95.5 3.5 1.0

2007 1678.6 77.8 3.9 18.3

2008 2340.7 89.2 7.9 2.9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辽宁证监局、大连证监局、中国人民银行沈阳

分行。 

2.场内同业拆借增长迅猛，但场外同业拆借

大幅萎缩。全年拆借总量增长 78.8%。在全国银

行间市场，累计拆借资金增长 223.4%，拆入资金

占 97%，盛京银行占 89.7%。网下同业拆借市场，

参与成员 23 家，发生交易 69 笔，交易金额 56.2

亿元，同比均减少。 

3.票据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持续走低。

全年票据交易量及票据余额同比增加，尤其 4季

度增势迅猛（见表 7）。贴现率和转贴现率高位回

落，全年下降幅度较大（见表 8）。一季度票据市

场利率上升；2 季度起票据市场利率持续大幅下

降。 

表 7  2008 年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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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58.9 652.4 452.5 2352.7 33.6 94.8

2 1072.4 647.2 476.1 2403.5 46.3 120.9

3 1157 679.6 463.4 2715.3 37.3 60.4

4 1299.3 829 837.6 3541.6 31.9 95.4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季度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表 8  2008 年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现利率表 

单位：%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票据买断 票据回购

1 6.39 6.17 4.09 4.56

2 5.84 6.33 5.68 4.85

3 5.72 6.46 5.24 4.6

4 3.36 5.62 4 3.16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4.大连期货交易发展势头迅猛（见表 9），但

月度交易情况很不均衡。上半年，成交量和成交

额呈现井喷式增长；下半年增速大幅回落，11 月

份的成交量和成交额甚至同比下跌。分品种看，

玉米和豆粕期货交易增长相对较慢。 

   表 9  2008 年大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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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手） （％）

豆一 95190.2 154.2 22736.3 139.7

豆二 37.8 138.0 8.6 113.6

玉米 21571.5 8.8 11983.7 0.8

线型 11941.7 2287.1 2650.6 3370.9

豆粕 54157.9 38.4 16253.1 25.6

棕榈油 8664.1 1363.0 1260.5 1758.2

豆油 83290.1 283.2 8939.2 236.5

合计 274853.3 130.5 63831.9 72.0

交易品种

数据来源：大连商品交易所。 

5. 银行间外汇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城市商业

银行和外资银行交易较为活跃，外汇市场即期交

易快速增长。2008 年，辽宁省银行间外汇市场即

期交易增长 101.6%；远期交易下降 61.47%；“外

币对”交易下降 82.7%。询价交易占 98.9%。 

6.远期外汇交易等创新业务萎缩。原先交易

频繁的 3 家外资银行改制后退出市场,导致此后

外汇远期交易未有发生。外币对交易量不大。掉

期交易一直没有开展。 

（五）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 

政府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作用进一步加

强。辽宁出台了全省首部信用规章《辽宁省企业

信用信息征集发布使用办法》；发布了《辽宁省社

会信用体系发展规划（2008 年—2012 年）》；建立

了东北三省一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合作机制。鞍

山市成为全省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试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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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8 年，辽宁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见图 5）。节能减排工作扎实推进，经济增长能

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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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一）三大需求增长旺盛 

固定资产投资继续高位运行，城乡消费品市

场持续活跃，对外经济进一步发展。 

1.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位运行（见图 6），

非国有经济投资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重点推

进了 100 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启动实施突破辽

西北战略，提出了 100 个资源开发利用和深加工

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于上年，连续 5 年增

幅保持在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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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图 6  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2. 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城乡消费品市场

持续活跃，增幅均创 10 年新高（见图 7）。城镇

居民经营性收入增长 93.8%，财产性收入同比下

降 6.0%。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其中，转移性收入增长 44.8%，财产性收入

增长 16.0%。居民消费增幅超过年初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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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辽宁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专栏 3   辽宁省城乡居民家庭收支情况调查 

 

2007 年 9 月和 2008 年 1 月，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与省调查总队合作，对辽宁 4000 户城市居民家庭和

2000 户农村居民家庭的收支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采用等距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按地区人口比例

分配样本数量。为提高样本代表性，在编制抽样框时，一是注重样本家庭的地区分布，选取了包括市区、

郊区、近郊农村和偏远乡村的各地区样本；二是注重样本家庭的从业结构；三是注重样本家庭的居住环

境，选取了居住在各档次城市社区、城乡结合部和贫困山区的样本家庭。经辽宁省城市调查总队测算，

可信度在 95%以上。 

城市居民家庭以工资收入为主，农村居民家庭以种养殖业收入为主。2007 年，69.6%城市居民家庭

以工资收入为主，以财产性收入为主的只占 0.3%；农村居民家庭中，63.35%以种养殖业收入为主。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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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养殖业的居民家庭大部分处于中低收入水平，高收入家庭中从事个体经营的比重明显高于低收入家

庭。农村财政救济和补贴的覆盖面达 79.90%，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 2.32%，对收入水平影响不大。 

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加困难。主要原因是：一是外来人口较少和家庭成员外出打工，住房需

求不高，农村居民家庭难以通过房屋租售等方式获取财产性收入；二是金融资产总量较低，且绝大部分

为现金和储蓄存款，国债、基金和股票只占 0.12%；三是 89.6%的农村居民分散居住在县城 5公里以外，

缺乏便利的理财环境；四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规范，农民通过出租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取财产性收入

有限。 

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均处于升级积累期。城市居民家庭中，低收入家庭对大宗消费品购买预期较弱；

中等收入家庭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购买中高档商品意愿较强，对带动消费结构总体升级起示范作用；

高收入家庭消费向品牌化、高档化发展。总体上看，城市居民家庭消费重点正在向改善居住条件、汽车

等转移。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以实惠、实用型为主，消费重点已经由原来的自行车、手表等向电冰箱、电

脑等中高档商品转变。 

八成左右城乡居民民间借贷没有利息。90.9%的城市居民家庭近一年内没有发生 5000 元以上的民间

借贷行为；72.6%的农村家庭没有发生过 1000 元以上的民间借贷行为。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的借贷中，

没有利息的比例分别 85.3%和 77.7%。不愿向银行贷款的被调查者中，30.5%认为利率太高，21.4%认为

手续繁琐，14.8%的居民家庭没有合适的抵押物。城市居民家庭间借贷资金用途列前三位的是买房、医

疗和子女教育，占比分别为 23.9%、20.4%和 19.3%。农村居民家庭间借贷资金用途主要是买农业生产资

料和子女教育，占比分别为 27.4%和 17.9%。 

 

3.进出口稳定增长，出口增幅低于进口增幅

（见图 8），贸易顺差增长趋缓，实际利用外商直

接投资增长 32.1%（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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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图 8  辽宁省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图 9  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二）三次产业稳步协调发展，服务

业发展不断加快 

三次产业稳步协调发展，第二产业拉动作用

继续增强，农业生产快速增长，服务业尚待加强。 

1.县域经济长足进步，粮食丰收，现代农业

建设取得进步。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推进，优质

特色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建设步伐加快。粮食

产量比上年增长 5 亿斤，连续 5 年获得丰收，创

历史最高水平。肉类总产量比上年增长 8%。 

2. 工业生产持续快速增长（见图 10），装备

制造业贡献率突出。受国外金融危机影响，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34.0%，亏损企

业亏损额增加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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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图 10  辽宁省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3. 服务业发展不断加快。出台了加快服

务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设立 2.6 亿元专项

奖励和贴息补助资金，启动了单个投资超百亿的

服务业“十大重点工程”。 

（三）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领域价格

涨幅回落 

1.居民消费价格涨幅逐月回落（见图 11），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比上年上涨 4.6%，涨幅

同比回落 0.5 个百分点。 

2. 生产领域价格涨幅在 3 季度达到最高点，

四季度全面回落，但全年涨幅依然较高。原材料

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农业生产

资料价格涨幅均高于上年（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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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图 11  辽宁省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

趋势 

3. 就业水平提高，社会保障范围进一步扩

大。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8%，首次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工作全面推开。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参保率达到 98.7%，参合农民人均筹资

标准比上年提高近 1 倍。实现了动态管理下的应

保尽保。 

（四）财政收入较快增长，支出结构

进一步优化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

25.2%。各项税收保持增长（见图 12），企业所得

税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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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财政收支状况 

（五）节能减排工作扎实推进 

建立重点节能产品能耗标准制度。出台淘汰

落后产能资金奖励办法。全省单位生产总值能耗

同比下降 4%；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同比

分别下降 4%以上和 5%以上。 

（六）房地产业贷款增速回落，农产

品加工业快速发展 

1. 房地产业贷款增速回落 

（1）房地产投资继续高位运行。全省累计完

成房地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37.4%，比去年同期

提高 6.3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本年资金来

源 2196.5 亿元，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

和其他资金分别占 12.55%、5.19%、51.95%、和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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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购置土地面积同比

下降 8.8%；完成开发土地面积同比下降 2.7%；全

省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 1.5%；房屋竣工面

积同比增长 13.1%。 

（3）商品房销售总额同比上涨 12.8%，销售

面积同比增长 4.9%，二者增速较去年同期均下

降。月度数据看，年底的销售情况较之前已有所

改善（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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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图 13  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4）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维持小幅上涨。12

月，在全国平均房屋销售价格下跌 0.4%的背景

下， 沈阳、大连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

0.4%和 1.7%。月度数据上看，沈阳、大连房屋销

售价格同比涨幅稳步下降（见图 14、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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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 

图 14  沈阳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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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 

图 15  大连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5）房地产业贷款增速回落。年末，辽宁省

金融机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贷款余额 1242.7 亿

元。其中，金融机构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982.2 亿元，同比增长 12.5%，比年初增加 109.4

亿元，同比少增 106.3 亿元。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和当年新增额分别占同期消费信贷余额和当年新

增额的 85.9%和 99.3%，是消费信贷增长的最主要

力量。 

2. 农产品加工业进入快速发展期，成为辽宁

第四大支柱产业 

2003 年，辽宁省将农产品加工业确定为振兴

辽宁老工业基地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6 年来，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年均销售收入增幅、利

税增幅都超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增幅。到

2008 年底，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销售收

入 3158 亿元，实现利税 288 亿元，农民人均从农

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链条中获得收入 1900 元，

涌现出富虹、优格乳等国家级名牌产品 11 个、省

级名牌产品 203 个。碳酸饮料产量全国排名第三，

食用植物油、液体乳、啤酒、家具的产量均在全

国排名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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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测与展望 

2009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和国内

经济增长将进一步趋缓，辽宁经济同样会受波及。

同时，也存在诸多积极因素支持辽宁经济继续保

持平稳较快增长的态势。辽宁消费需求的增长仍

有着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潜力；装备制造业、冶

金、石化、农产品加工业等辽宁主要产业发展势

头良好，抵御冲击的能力显著增强；国家最近出

台的装备制造业等行业振兴规划，将对辽宁经济

发展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五点一线”沿海经济

带建设、中部城市群战略的有效实施，将成为拉

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预计 2009 年辽宁地区生

产总值增幅为 1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3000

亿元，增幅约 30%；进出口总额达到 850 亿美元，

增幅约 15%。 

辽宁省金融机构整体资金充裕，随着金融生

态环境的改善和经济活力的逐步显现，信贷投放

的意愿也将进一步增强。预计 2009 年贷款增长

20%以上，贷款增量超过 2500 亿元。 
 

 
 
 
 
 
 
 
 
 
 
 
 
 
 
 
总  纂：盛松成  闫  力 
统  稿：刘克宫  柳鸿生  陈宁波 
执  笔：王鲁非  张次兰  吴小龙  张  博  赵  越  卢心慧  陈立兴  侯世宇 
提供材料的还有：郭雪丽  由  华  尹  久  于松涛  陈庆海  李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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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辽宁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7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召开了首届东北金融高层论坛。人民银行总行刘士余副行长、东

北三省政府主管省长、三省金融机构负责人及全国著名专家学者近200人参加了会议。 

9月25日，《辽宁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12月1日起

施行，这标志着我省首次将中小企业发展纳入到地方法规加以促进规范。 

9月29日，总长541公里的铁岭至朝阳高速公路全线建成通车，创下了高速公路单项工程总长度的全

国第一。这条高速公路对实施突破辽西北经济发展战略意义重大。 

10月7日至9日，为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辽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一行19

人，就辽宁沿海经济带开放开发情况到营口、大连两市进行视察。目前，21个国家部委前期调研业已完

成，根据国务院要求，正在由国家发改委和省政府共同编制发展规划上报国务院。 

10月17日，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沈阳金融服务外包交易会开幕。该交易会是国内第一个以

促进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为主题的专业活动。500余家国内外投融资机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参会。  

11月4日，国内最大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与全球最大交易所集团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在北京

钓鱼台国宾馆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通过信息共享、人员培训、技术更新和产品研发等领域的合

作，共同发展全球期货期权市场。 

11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在前瞻预判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基础上，组织召开了“深入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金融支持辽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金融机构座谈会，印发了《关于支持东北经济又好

又快发展的指导意见》。辽宁省省长陈政高出席会议并高度肯定了分行的工作。 

11月12日，省政府出台了《辽宁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标志着我省小额贷款公司试

点工作正式启动，这是我省破解信贷瓶颈，支持“三农”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 

12月1日，《辽宁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开始实施。这是辽宁省第一部关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地方

性法规，对推动全省中小企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月15日，《金融时报》将国家外汇管理局辽宁省分局在2004-2007年间为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申请并获批30余项政策措施列为“中国金融改革最具影响力50件大事”备选事件，这

是全部94件备选事件中唯一因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而入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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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辽宁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辽宁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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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5.3 16213.4 16637.1 16816 17045.5 17405.8 17563.8 17899.4 17987.5 18082.3 18349.1 18778.4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8371.5 8690.9 8856.3 8975.2 9093.6 9231.4 9393.4 9521.7 9678.4 9800.6 9993.1 10352.4

                    企业存款 4752.7 4912.1 5057.1 5078.8 5147.9 5240.4 5320.8 5425.2 5440.7 5407.1 5386.2 5626.9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6.0 489.7 423.7 178.5 229.8 360.4 158.0 335.6 88.1 94.9 266.8 429.3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0.6 12.5 13.2 13.9 14.9 15.7 16.8 17.0 16.2 17.7 17.6 19.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1009.7 11271.3 11406.8 11533 11631.1 11780.3 11847.4 11936.3 12095 12122 11956.2 12348.4

        其中：短期 4941 5032.5 5140.2 5189.7 5199.4 5260.6 5275.9 5358.3 5397.6 5414.5 5106.6 5132.8

                    中长期 5441 5580.1 5658.3 5705.5 5746.6 5837 5935.1 5954.2 6043.3 6037 6002.8 6191.3

                    票据融资 519.7 541.7 489.4 505.8 539.6 523.8 486.0 478.7 501.0 521.0 705.1 869.9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46.9 261.1 135.5 126.1 98.1 149.2 67.2 88.9 158.6 27.1 336.4 392.2

        其中：短期 79.9 91.5 107.6 49.5 9.7 61.3 15.2 82.5 39.3 16.9 10.1 26.2

                    中长期 100.9 139.1 78.2 47.2 41.2 90.4 98.0 19.2 89.1 -6.3 142.5 188.5

                    票据融资 67.8 22.0 -52.3 16.4 33.8 -15.8 -37.9 -7.2 22.3 19.9 184.1 164.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5.5 16.7 15.9 13.9 14.2 14.2 13.9 12.1 11.9 12.5 14.7 19.4

        其中：短期 13.2 14.3 13.9 13.7 12.9 12.3 12.4 10.1 10 10.7 10 11.7

                    中长期 25 25.7 25.5 23.6 22.9 21 21.5 19.4 18 14.9 16.3 19.7

                    票据融资 -24.9 -23 -31.3 -39 -31.3 -24.9 -31.9 -31.5 -26.1 -1.5 40.5 92.5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291.8 302.8 312.0 297.9 299.0 321.5 313.8 314.6 312.1 339.8 318.6 378.7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866.7 874.7 887.6 904.5 899.4 903.0 904.7 908.0 926.1 873.0 855.3 864.1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9.0 13.1 8.9 4.0 4.4 12.2 9.6 9.8 8.9 18.6 -5.5 32.2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16.8 17.9 4.4 6.4 5.8 6.2 6.4 6.8 9.0 2.7 -2.0 1.7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5265.8 15777.6 16242.6 16434 16645.5 17006 17135.9 17449.6 17564.5 17665.7 17926.1 18333.3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8167 8493.1 8673.7 8795.3 8911 9047.3 9207.7 9332.1 9485.4 9612.9 9803 10154.7

                    企业存款 4547.7 4713.2 4881 4907.4 4959 5053.2 5132.2 5207.9 5239.1 5207.6 5177.5 5415.6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88.0 511.9 465.0 191.4 211.4 360.5 129.9 313.6 115.0 101.1 260.4 407.2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95.5 326.1 180.6 121.6 115.7 136.3 160.4 124.3 153.4 127.5 190.1 351.7

                    企业存款 -248.9 165.5 167.8 26.4 51.6 94.2 79.0 75.7 31.2 -31.5 -30.1 238.1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1.2 13.3 14.2 15.2 16.4 17.1 18 18.1 17.4 18.9 18.8 20.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5.8 6.1 7.4 10.3 12.7 13.8 15.7 17.9 20.4 24.8 25.2 25.8

                    企业存款 19.9 25.8 24.5 24 23.5 21.3 23.3 18.2 14.6 13.5 9.9 12.9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0716.3 10901.8 11027 11139 11220.7 11347.3 11414.7 11485.8 11608.9 11646.6 11491.7 11891.1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061.6 1063.9 1071.7 1081.7 1094.1 1109.6 1117.4 1129 1142.6 1144.3 1127.5 1142.3

                    票据融资 515.7 538.2 486.1 503.0 537.4 522.4 485.4 478.3 500.7 520.6 704.7 869.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41.2 185.6 125.2 111.6 82.0 126.7 67.4 71.1 123.1 37.7 339.8 399.4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9.4 2.3 7.8 10.0 12.4 15.5 7.8 11.6 13.6 1.8 9.2 14.8

                    票据融资 68.6 22.5 -52.1 16.9 34.4 -14.9 -37.0 -7.2 22.4 19.9 184.1 164.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6.2 16.5 15.4 13.3 13.4 13.1 12.8 10.7 10.2 11 13.4 18.2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8.9 27.4 26.8 25.6 25 22.8 21.1 19.4 16.9 14.9 12.9 13.1

                    票据融资 -24.6 -22.7 -31.1 -38.7 -30.8 -24 -31.2 -31 -25.6 -0.5 42 94.5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62.6 61.3 56.2 54.5 57.6 58.3 62.6 65.8 62.0 61.0 61.9 65.1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1.0 -3.2 -9.0 -15.4 -17.5 -16.0 -8.3 -3.0 -8.6 -11.3 -11.7 -4.8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40.8 52.0 54.1 56.3 59.1 63.1 63.3 65.9 71.3 69.7 68.0 66.9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4.7 34.4 42.4 50.2 53.4 65.2 69.6 82.1 93.2 85.3 71.2 69.8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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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辽宁省各类价格指数 

单位：% 

沈阳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沈阳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沈阳市土地

交易价格指

数

大连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大连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大连市土地

交易价格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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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2001 - 0.0 - 0.5 - 0.0 - -1.4 2.6 0.1 1.7 -0.4 1.9 -0.1

2002 - -1.1 - 1.7 - -1.7 - -2.2 0.1 -0.5 -16.9 -1.6 -1.9 0.0

2003 - 1.7 - -1.6 - 5.1 - 3.6 7.6 1.4 16.1 0.7 0.0 3.5

2004 - 3.5 - 13.3 - 21.1 - 7.1 15.9 -1.0 16.2 4.6 -1.8 12.9

2005 - 1.4 - 10.0 - 8.1 - 5.1 7.6 1.5 11.4 9.2 -1.0 18.6

2006 - 1.2 - 0.5 - 4.2 - 4.1 6.6 3.8 6.0 10.8 1.8 1.2

2007 - 5.1 - 14.2 - 4.8 - 4.4 6.1 1.8 6.5 7.2 -0.3 -

2008 - 4.6 - 28.1 - 11.5 - 10.9 0.4 - - 1.7 - -

2007 1 2.4 2.4 5.0 5.0 4.4 4.4 4.5 4.5 - - - - - -

2 1.3 1.8 6.5 4.2 3.6 4.0 4.0 5.8 - - - - - -

3 3.9 2.5 7.4 6.3 3.6 3.9 4.1 4.2 6.4 3.1 6.1 7.2 -0.7 -

4 3.0 2.7 7.7 6.7 3.6 3.8 3.8 4.1 - - - - - -

5 3.6 2.8 10.3 7.4 3.9 3.8 3.7 4.0 - - - - - -

6 5.2 3.2 12.1 8.2 3.8 3.8 3.0 3.8 5.2 1.9 6.3 6.9 -0.1 -

7 6.3 3.7 15.2 9.2 3.8 3.8 2.9 3.7 - - - - - -

8 7.7 4.1 18.5 10.4 4.8 3.9 3.5 3.7 - - - - - -

9 6.7 4.4 20.2 11.5 4.7 4.0 4.1 3.7 5.2 1.4 7.0 7.0 0.0 -

10 6.3 4.6 20.4 12.4 5.5 4.2 5.1 3.9 - - - - - -

11 7.7 4.9 22.1 13.3 7.3 4.4 6.7 4.1 - - - - - -

12 7.5 5.1 23.8 14.2 9.0 4.8 8.1 4.4 7.7 0.9 6.7 7.6 -0.2 -

2008 1 7.4 7.4 27.3 27.3 9.2 9.2 9.8 9.8 - - - - - -

2 9.1 8.3 29.2 28.3 10.6 9.9 9.6 9.7 - - - - - -

3 7.2 7.9 36.5 31.0 11.9 10.6 12.7 10.7 9.0 2.1 4.7 6.8 -0.5 5.0

4 7.7 7.9 37.4 32.7 12.6 11.1 12.5 11.2 - - - - - -

5 6.9 7.7 35.8 33.3 13.2 11.5 12.7 11.5 - - - - - -

6 5.9 7.4 34.1 33.4 14.0 11.9 14.4 12.0 5.9 0.7 5.2 5.6 0.7 6.8

7 4.7 7.0 33.7 33.5 15.8 12.5 15.9 12.5 - - - - - -

8 3.5 6.6 29.4 32.9 16.2 12.9 16.5 13.0 - - - - - -

9 3.0 6.2 26.2 32.1 14.7 13.1 13.3 13.0 2.8 0.4 6.2 4.4 2.8 4.4

10 2.3 5.8 22.4 31.1 11.9 13.0 10.4 12.8 - - - - - -

11 -0.3 5.2 17.1 29.7 6.4 12.4 3.3 11.9 - - - - - -

12 -1.2 4.6 12.3 28.1 1.7 11.5 -0.5 10.9 0.6 0.2 5.1 2.5 2.2 0.5

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指数

原材料购进价格

指数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

数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沈阳市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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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辽宁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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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488.9 - - 5578.1 - - 8814.7 - - 13461.6

    第一产业 - - 135.9 - - 403.7 - - 687.4 - - 1302.0

    第二产业 - - 1370.8 - - 3386.4 - - 5266.7 - - 7512.1

    第三产业 - - 982.2 - - 1787.9 - - 2860.6 - - 4647.5

工业增加值（亿元） - 828.4 1330.2 1845.2 2430.4 3170.6 3771.6 4359.5 4978.0 5528.7 6058.0 6603.1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145.3 491.9 982.4 1762.5 2980.1 3830.7 4640.6 5775.1 6568.1 7493.9 8879.2

    房地产开发投资 - 25.2 106.7 219.7 393.2 727.4 919.5 1136.1 1421.3 1636.6 1839.9 2058.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814.2 1164.2 1531.3 1946.3 2335.1 2718.8 3125.4 3579.6 4049.6 4470.6 4917.5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 980168 1561198 2145754 2727429 3411523 413 4882324 5590270 6191556 6738750 7243737

    进口 - 426187 695411 944000 1189587 1508990 1773927 2069792 2365646 2599122 2821440 3038000

    出口 - 553980 865787 1201754 1537841 1902532 2353005 2812532 3224625 3592434 3917309 4205447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 127793 170376 257754 348254 393542 579078 742740 858979 993312 1095869 1167447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 178228 301400 389737 526339 676609 769477 850589 953610 1056837 1163682 120200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 -1.7 -22.7 -31.9 -62.9 -101.9 -136.5 -167.4 -215.6 -230.2 -321.8 -795.8

    地方财政收入 - 211.9 303.2 423.5 527.5 672.5 788.7 880.9 1003.3 1120.3 1215.9 1356.1

    地方财政支出 - 213.6 325.9 455.4 590.4 774.3 925.2 1048.2 1218.9 1350.6 1537.7 2151.9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度） - - 4.1 - - 3.9 - - 3.8 - - 3.8

地区生产总值 - - 13.4 - - 14.2 - - 13.8 - - 13.1

    第一产业 - - 4.6 - - 5.0 - - 5.4 - - 6.3

    第二产业 - - 17.9 - - 18.6 - - 17.8 - - 15.5

    第三产业 - - 9.4 - - 8.8 - - 9.4 - - 11.2

工业增加值 - 18.4 19.2 19.3 19.9 20.4 20.0 19.1 19.0 18.5 18.1 17.5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32.7 35.7 31.7 33.5 36.3 36.6 35.8 37.6 35.6 36.0 35.0

    房地产开发投资 - 40.9 57.0 48.4 42.0 51.6 44.5 44.8 43.6 42.4 39.5 37.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8.9 19.4 19.8 20.4 20.5 20.7 21.5 22.1 22.1 22.0 22.0

外贸进出口总额 - 19.4 25.8 22.0 20.7 23.6 24.8 27.2 29.0 28.2 25.1 21.8

    进口 - 31.4 35.1 34.0 31.9 37.8 34.1 34.2 37.4 33.9 29.6 25.8

    出口 - 11.5 19.3 14.0 13.2 14.2 18.6 22.5 23.5 24.3 22.0 19.1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 52.7 67.0 52.0 56.0 43.7 47.8 39.7 40.2 36.1 37.2 32.1

地方财政收入 - 39.7 37.0 34.3 33.6 32.8 30.6 29.1 29.3 27.1 25.6 25.2

地方财政支出 - 41.2 28.2 24.9 30.2 25.7 26.6 22.4 19.8 18.8 16.4 22.0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辽宁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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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金融运行情况 
	（一）银行业继续健康发展，年末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初见成效 
	（二）证券业基础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深化 
	（三）保险业稳步发展，保险市场秩序进一步好转 
	（四）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债券融资比重大幅提高 
	（五）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 
	二、经济运行情况 
	（一）三大需求增长旺盛 
	（二）三次产业稳步协调发展，服务业发展不断加快 
	（三）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领域价格涨幅回落 
	（四）财政收入较快增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 
	（五）节能减排工作扎实推进 
	（六）房地产业贷款增速回落，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 

	三、预测与展望 
	附录： 
	 
	（一）辽宁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二）辽宁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