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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8 年，四川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克服雨雪冰冻、汶川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的

影响，取得抗震救灾的重大胜利。经济虽经历起伏，但发展势头良好：投资持续快速增长，消费扩大，

进出口增势突出，物价回落。不过在地震和金融危机双重因素影响下，工业增速趋缓，经济效益回落。 

四川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大，信贷投放较快，投向与灾后重建和扩大内需要求

一致。证券业运行平稳，规范化水平和整体质量继续提高。保险业覆盖面扩大，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增

强。金融市场交易活跃，融资功能提升。金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经济金融协调互动加强。 

2009 年，按照“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指导方针，四川将继续加快西部经济高地建设，加

快灾后恢复重建。预计投资将进一步加快，经济将止滑、趋稳和回升，物价在合理区间运行。在适度

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金融将进一步提升服务经济建设和灾后重建的能力，为全省经济发展和结构调

整提供有力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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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8 年，四川金融业积极应对雨雪冰冻、汶

川特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挑战，加

快创新，改进服务，加大灾后重建支持，积极履

行社会职责，保持了较好发展势头。全年实现增

加值 459.3 亿元，占全省 GDP 的 3.7%，比上年提

高 0.2 个百分点。 

（一）银行业发展势头良好，但因灾

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下降 

2008 年，银行业资产规模继续扩大，达到 2.2

万亿元，增长 30%（见表 1）。渤海银行、重庆银

行和上海银行跨区域设立成都分行，辖内股份制

商业银行达到 13 家。成都市商业银行更名为成都

银行，开始由地方性银行向区域性银行、全国性

银行发展。因地震灾害，银行业资产质量和盈利

能力下降。银行业金融机构直接经济损失 40 多亿

元，不良贷款增加，若干贷款未来还面临形态下

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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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1 64621 11201 0

二、政策性银行 113 2941 1951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115 4106 2110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432 5996 1589 12

五、城市信用社 32 309 20 1

六、农村合作机构 5276 38899 3612 729

七、财务公司 3 84 86 2

八、邮政储蓄 2931 13286 1191 0

九、外资银行 17 509 122 0

十、农村新型机构 15    - 9 15

合             计 12065 130751 21891 759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
法人机构

（个）

 

数据来源：四川银监局。 

 

在灾后重建和扩大内需投资加大等因素拉动

下，货币信贷加快运行。2008 年末，银行业金融

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18787.7 亿元，同比增长

33.4%；贷款余额 11395.4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

同比增长25.1%。存贷款增速双双创10年来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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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人民币存款增长较快，定期化趋势明显。全

年各项存款增加 4710.5 亿元，增长 33.8%（见图

1）。储蓄存款增加较多，同比多增 1529.9 亿元。

企业存款增势趋缓，同比多增 228.8 亿元。各类

定期存款大幅增加，在新增存款中的占比较上年

提高 20.1 个百分点。 

2008 年，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回调，居民

投资渠道收窄，储蓄回流银行增加。消费者问卷

调查显示，从下半年开始，储蓄再次成为居民投

资首选。9 月以后，尽管央行多次下调人民币存

款基准利率，但居民储蓄意愿依然较强，且以定

期为主。 

受外需不振影响，四川部分企业产品价格大

幅回落，订单明显减少，销售渠道不畅，企业在

原材料和产成品库存环节的资金占用明显增加，

资金面有所趋紧。年末，由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部分企业缩减当期投资，沉淀资金增加，企业存

款有所回升。 

 

 4



-200

0

200

400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
0
月

1
1
月

1
2
月

0

5

10

15

20

25

2007年各月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左坐标）

2008年各月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左坐标）

2007年各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右坐标）

2008年各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右坐标）

亿元 %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图 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人民币贷款增长加快，长期化趋势显著。全

年各项贷款增加 2345.3 亿元，增长 25.5%（见图

2）。第一季度受信贷规划约束，增速逐步减缓；

第二、三季度因支持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增速

趋快；第四季度在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以后，

加快增长态势明显。贷款呈中长期化趋势，新增

中长期贷款占比 60.4%，主要投向交通运输、制

造、电力等行业和灾后重建领域。对经济薄弱环

节的信贷支持加强，农业、中小企业、就业再就

业、助学等方面的贷款较快增长。受宏观调控和

地震影响，房地产贷款萎缩，其中个人购房贷款

同比少增 245.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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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现金净回笼略有增加。2008 年，全省金融机

构累计收入现金28802.3亿元，支出现金28746.7

亿元，收支相抵，累计净回笼 55.6 亿元，略高于

上年（见表 2）。 

表 2 2008 年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 

年累计额（亿元）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28802.3 5.1

现金支出 28746.7 5.4

现金净支出 -55.6 -58.9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再贷款积极支持灾区重建。震后，中国人民

银行 3 次增加四川省再贷款限额，对灾区支农再

贷款实施优惠利率政策，缓解了灾区信贷资金的

紧张状况，为灾后重建提供了有力保障。 
人民币贷款利率波动下行。1－4月各期限加

权平均利率上升，5、6月因支持抗震救灾下降，7、
8月略有反弹，9月以后，随着央行连续5次下调贷

款基准利率、减少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回收和放

开贷款规模管理，市场利率持续走低，全年下降

1.72个百分点。 

表 3 2008 年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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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29.3 18.3 14.1 1.3

1.0 36.8 40.1 46.8 26.0 9.4

小计 43.8 30.6 34.9 59.9 89.3
(1.0-1.1] 13.6 14.5 25.9 16.4 4.8
(1.1-1.3] 12.6 15.2 8.5 23.8 14.6
(1.3-1.5] 9.0 0.8 0.4 14.7 33.8
(1.5-2.0] 7.8 0.0 0.1 4.9 33.7

2.0以上 0.8 0.0 0.0 0.1 2.4

上

浮

水

平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各期限美元大额存款和贷款的利率走势与

LIBOR基本一致，上半年逐月上升，7 月份回落

后继续保持逐月上升态势，年末受LIBOR利率大

幅下降影响快速回落。各期限民间资金借贷利率

前三季度大幅上升，第四季度迅速回落至12.19%。 
金融机构定价策略因势变化。从第四季度起，

固定利率贷款占比回升，按月浮动贷款利率占比

逐月回落。为追求收益实现资金有效运用，金融

机构加大对风险较高的小型、中型企业贷款上浮

占比；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职责，对抗震救灾和

灾后重建贷款维持基准利率或实行下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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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金融支持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地震以后，国家及时颁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等

政策措施。人民银行和各金融机构监管委员会分别下发做好抗震救灾工作紧急通知，同时联合发布《关

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金融支持和服务措施的意见》。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指导救灾和重建发挥了重要作

用。 

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四川各级机构维护基础业务系统正常运行，引导银行机构恢复和增强服务功能。

全国性银行信贷资源向灾区倾斜，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全面放开信贷管理。各银行扩大分支机构审批权

限，对救灾和重建贷款执行优惠利率，对受灾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对灾区不能按时偿还贷款的客

户予以特殊措施，优先支持农房重建和灾后重建重点项目。12 月末，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贷款余额 1280

亿元。 

证监会开辟“绿色通道”，优先支持受灾地区企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公司再融资，减

免证券期货公司费用，启用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化解嘉陵期货历史风险。震后 6家公司实现 A股首发

上市，3家上市公司完成再融资，融资额共计 61.8 亿元。 

保险公司坚持“重合同、守信用”，认真履行保险合同，提高勘查和理赔效率。充分发挥保险专

业优势，为客户提供多元化保险服务。加大产品创新力度，积极开发满足灾后重建需求的工程、财产、

货运、农业以及人身健康和意外伤害保险，并实施优惠费率。全年地震有效报案的结案率 99.4％。 

灾后重建是长期工程。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下行背景下，未来几年，四川金融机构将

继续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和商业可持续的原则，积极应对各项困难和挑战，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把

支持灾后重建作为启动内需的强大“引擎”，服务宏观经济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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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图 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金融改革继续推进，改革重心在农村金融。

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在川分支行继续加强组

织机构建设和业务流程改造，各项内部管理机制

正逐步完善和落实。农行在川机构全面推动“三

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积极开展股份制改造和

不良贷款剥离工作。农信社改革继续推进，央行

票据兑付取得突破，139 家农信社完成专项票据

兑付申请，占应兑付总额的 94.8%。新型农村金融

组织试点深入推动。省政府印发《小额贷款公司

管理暂行办法》，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蓬勃发

展，数量增至 15 家，资产规模 9 亿元，农村竞争

性金融市场雏形初现。 

（二）证券期货业加快发展，震后企

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提速 

证券期货业规范化和整体质量继续提高。国

金证券成功上市，成为省内唯一上市券商，完成

对国金期货的收购及增资扩股，正在发起设立基

金公司。华西证券完成对华西期货的收购及增资

扩股。除小额休眠账户外，辖内证券公司已全部

实施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4 家期货公

司资产规模大幅增长，1 家期货公司风险处置收

尾工作取得新突破。受资本市场持续低迷影响，

证券机构业绩回落。证券公司总资产 210.4 亿元，

比上年下降 16.5%。4 家证券公司实现盈利，但收

益普遍下降。 

四川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 2772.7 亿元，同比

下降 58.8%。全年融资 111.1 亿元，同比下降 28%，

其中首次公开发行融资 17.8 亿元，同比增长 2.3

倍，再融资 93.3 亿元，同比下降 35.6%。震后，

在证监会优惠政策支持下，企业申请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提速，有 6 家公司实现在境内上市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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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灾后重建融资功能得以发挥。与此同时，

上市公司股改继续推进，全省 67 家 A股上市公司

中 56 家公司已实施股改方案，其中 7家上市公司

进行了资产重组。 

表 4 2008 年证券业基本情况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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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67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111.1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28.1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53.5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38.5  

数据来源：四川证监局。 

（三）保险业快速发展，风险补偿机

制作用显现 

保险业呈快速发展态势。新增 10 家省级保险

公司。全省实现保费收入 494.3 亿元，居全国第

7 位，同比增长 47.2%。其中，农业保险实现保费

收入 10.0 亿元，同比增长 38.4%；工程险保费收

入 2.9 亿元，同比增长 85.3%，车险和企业财险

平稳发展。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展开，实现保

费收入 335.6 万元，为 9.7 万户农村居民提供了

风险保障。 

保险业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增强，风险补偿机

制得到体现。保险业各类赔付支出 123.5 亿元，

同比增长 34.5%。其中，接到地震有效报案 22.2

万件，已结案 22.1 万件，累计赔付 7.2 亿元，预

计赔付接近 15.3 亿元，重点险种赔付工作基本完

成，一些较为复杂的企财险、工程险理赔工作仍

在进行。 

表 5 2008 年保险业基本情况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0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0

          寿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47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2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5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494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17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377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123

保险密度（元/人） 607

保险深度（%） 4  

数据来源：四川保监局。 

（四）融资结构有所改善，金融市场

交易活跃 

融资结构有所改善。债务融资市场较快发展，

全年共有 5 家企业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短期融

资券 38.5 亿元，另有 2家企业发行企业债 15 亿

元，合计比上年增长 51.1%。股市融资平稳运行，

全年 13 家上市公司通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IPO）、增发和认股权证行权等实现直接融资

143 亿元。 

表 6 2008 年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1 505.6 88.1 0.0 11.9

2002 652.3 98.6 0.0 1.4

2003 784.1 97.1 2.0 0.9

2004 645.4 98.3 0.0 1.7

2005 580.0 96.5 3.5 0.0

2006 1216.7 91.4 8.3 0.3

2007 1604.7 88.1 2.2 9.7

2008 2559.9 92.5 2.1 5.4

融资量
(亿元人民

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交易活跃，全年

全部交易品种累计成交 17062.7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08.1%。同业拆借拆入资金比上年增长 62.6%，

拆出资金减少 12.4%。债券回购在四川货币市场

交易量中的占比比上年下降 20.5 个百分点，融出

资金增长继续快于融入资金增长。同业拆借和债

券回购利率的波动幅度比上年明显减弱，并在第

四季度大幅走低。市场成员全年净融出资金 1573

亿元，首次成为资金净融出地区。 

票据业务快速增长，全年累计签发银行承兑

汇票增长 18.8%，累计办理贴现下降 23.2%。执行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后，票据签发年末余额比上年

增长 36.2%，票据贴现年末余额增长 61.5%，表明

金融机构不再在期末主动压缩贴现余额以控制贷

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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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42.6 465.9 233.4 238.1 2.2 24.8

2 747.6 907.0 320.7 1370.4 11.4 37.7

3 929.0 1460.0 330.3 2016.9 16.3 60.0

4 952.9 2053.5 452.8 2771.5 13.4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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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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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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      7.55      5.21   5.32   

2 6.00      7.38      6.06   5.17   

3 5.62      6.93      5.09   4.83   

4 3.56      5.20      3.41   4.37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外汇和黄金市场稳步发展。会员单位在全国

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量比上年增长 20.4%。黄金

交易金额 37.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0.7%，会员

企业在上海黄金交易所场内交易活跃，交易金额

比上年增长 5.1 倍。 
中期票据受到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普遍关注，

将在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受次贷

危机和国内股票市场低迷影响，商业银行理财业

务进入调整期，规范理财业务行为、防范跨市场

风险等问题将在调整中得到解决。 

（五）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全面推进，

经济金融协调互动加强 

2008 年，全省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继续全

面推进，以政府为主导的建设工作机制基本形成。

省政府出台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纲要，加快推

进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整顿和规范市场

经济秩序，优化发展环境，积极处置和化解地方

金融风险，政策环境不断改善，经济金融协调互

动加强。一些地区组织开展金融生态环境示范县

创建工作，涌现出一批信用社区、信用企业。一

些地区建立起金融涉诉案件协调工作会议制度，

开展金融涉诉案件集中执法专项整治活动。各地

银企合作力度不断加大，银企协作不断取得新的

成绩。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8 年，四川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

力克服雨雪冰冻、汶川特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

对经济的影响。经济发展经历起伏，但总体保持

良好势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1.25 万亿元，增长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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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局。 

图 5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一）灾后恢复重建拉动需求稳步扩

大 

投资持续快速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 29.5%，增幅与上年持平。全年投资呈 “V”

型走势，地震前各月投资增幅在 35%左右，地震

发生当月，投资同比下降 6.6%，随着经济秩序的

恢复和灾后重建的展开，8 月以后投资平稳较快

增长，各月投资增幅接近 30%左右。与灾后重建

相关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交通运输等行业是

拉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而房地产业、制造业

及电力等前期投资热点增幅呈放缓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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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局。 

图 6 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消费品市场增长较快。受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灾后恢复重建和物价上涨拉动等多种因素影响，

城乡消费品市场呈现较快增长态势，全年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80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6%。受地震影响的住宿餐饮业、零售业等行业

在 6月份以后逐渐恢复正常经营状态。11月以后，

随着居民收入增幅和消费预期下降，建筑及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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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汽车等非必需品消

费降温，全省消费增幅连续两个月回落，增势有

所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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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局。 

图 7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及其增长率 

 

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速度。进出口总额同比

增长 53.3%，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35.5 个百分点。

对外贸易结构优化。初级产品、工业半制品和工

业制成品出口比例为 5.6：19.4：75，对东盟、

印度、俄罗斯和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贸易蓬勃发

展。外商直接投资趋好，合同金额和实际到位金

额均大幅增长。境外投资显著扩大，新增境外投

资额占比 30%，涉及农业、林木业、家电行业、

机械行业、建材行业、文化产品行业等，以及钾

盐、铁、铬、铅锌等矿产资源性领域。投资合作

方式深化。收购、参股、返程投资、股权置换等

新的投资方式频现，部分企业正探索境外上市、

境外参股等新的方式。但同时，外部需求不振对

全省影响逐渐显现。从 11 月起，电子信息、装备

制造、制鞋等行业新增订单减少。第四季度新引

进外资项目减少，部分在建项目进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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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局。 

图 8 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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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局。 

图 9 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二）工农业生产供给能力稳定增强 

农业生产稳定。虽然遭受特大地震，但受灾

地区为非农产品主产区，全省农业生产所受影响

不大，主要农产品获得丰收。全年农林牧渔业增

加值增长 3%，对经济的贡献率为 5.2%。 

工业增速放缓。年初工业增速加快，由于受

到地震的冲击增速放缓，震后快速恢复。但从 9

月起，受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放缓对四川的影响，

工业需求减速，企业库存激增。人民银行成都分

行企业景气调查显示，8－10 月，全省 226 户工

业企业存货平均增幅高达 36%，11 月有所回落，

但仍远高于前 4 年 16%的平均水平。部分企业被

迫缩减生产规模，工业增速连续 3 个月回落。12

月，随着库存逐渐消化和扩大内需各项政策效果

初步显现，工业止滑，同比增长 11.3%。全年工

业利润受 PPI 快速回落、库存跌价和企业劳动力

成本刚性支出等影响，增幅比上年回落 39.4 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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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局。 

图 10 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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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稳定发展。全年实现增加值 4350

亿元，同比增长 8.3%。生产性、民生性服务业和

服务外包产业取得新进展。旅游业因灾受到较大

影响，总收入同比下降 10.3%。 

（三）物价快速回落趋于平稳 

2008 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5.1%，比上年回

落 0.8 个百分点，食品类价格涨幅对总指数的影

响仍居首位。8 月起，受翘尾因素减弱和食品价

格下降影响，物价涨幅快速降至 3%以下。但与全

国物价继续呈下行趋势相比，四川由于受灾后重

建需求等因素拉动，9－12 月呈平稳运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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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局。 

图 11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专栏 2 金融危机下四川省农民工就业和收入情况 

 
四川是农民工劳务输出大省，2008 年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 2023.4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23%；实

现劳务收入 1228 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9.8％。为了解金融危机下农民工就业和收入变化情况，人

民银行成都分行 2009 年初对全省 20 个县 608 户农民工家庭的就业和收入情况进行了调查。 

农民工就业形势不乐观，外出务工意愿下降。42.9%的被调查农民工认为 2008 年找工作困难，这

一比例较上年提高 6个百分点。随着金融危机对沿海企业的冲击不断加深，大批失业农民工提前在春

节前返乡。截至 2009 年 1 月，因失业返乡省外农民工达到 149.4 万，占省外务工总人数的 8%。同时

外出务工意愿下降，明确表达 2009 年不外出务工的占 10.4%，比 2008 年和 2007 年分别提高 5.3 个

和 5.1 个百分点。在不外出务工各项原因中，认为当前企业经营困难、停业、倒闭，找工作困难的超

过 25%。 

农民工收入增幅放缓，预期收入下降。2008 年农民工月均收入 1558 元，同比增长 13.9%，较上

年回落 3.4 个百分点。2009 年收入增收预期普遍不高，预期收入增长的占 26.5%，较上年下降 38.9 个

百分点；预期下降的占 15.8%，比上年提高 12.8 个百分点。其中，预期收入下降 1 成及以上的占 4.2%，

比上年提高 3.6 个百分点。 

收入增幅行业差异较大，地区差距逐渐缩小。采掘业、制造业受金融危机影响，收入增幅缓慢；

其它行业收入呈较快增长，其中交通运输业、农林牧渔业就业的农民工收入增速分别为 20.9%、19.4%，

交通运输业取代采掘业成为务工收入最高的行业。由于劳务市场具有的灵活性、季节性等特点，农民

工“用脚”选择务工地，省外不同地区间、省内与省外间近年来收入差距日益缩小。 

农民工工资收入预期下降直接影响农民工家庭即期消费支出。预期 2009 年家庭收入增长的占

32.4%，较上年下降 24.8 个百分点，而预期家庭收入下降的占 16.4%，较上年提高 13.5 个百分点。

2008 年农民工家庭大件耐用消费品、农机具支出均出现了同比下降；用于食品、服装和交通类支出也

仅增长了 4.4%，低于上年水平。 

 

上游产品价格涨幅大幅回落。年初，上游产

品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但 8 月以后，随着国际大

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和国内需求放缓，生产环节

价格涨幅逐月加速回落，12 月工业品出厂价格上

涨 3.4%，原燃材料和动力购进价格上涨 4.0%，为

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贸易条件改善创造了良

好的物价环境。 

劳动力成本增幅回落。全年职工人均工资增

幅比上年回落 3.1 个百分点，一方面是经济减速

的结果，另一方面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企业倾

斜有关。 

（四）财政收入明显放缓 

地震灾害对成德绵经济带的破坏、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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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和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税源

大幅减少，全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幅同比

回落 16.1 个百分点。同时，灾后重建需求增大，

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增长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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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局。 

图 12 财政收支状况 

（五）节能降耗任务仍然艰巨 

全省强化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节能，积极淘

汰落后产能，推进企业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

关闭和淘汰 192 户落后产能企业及工艺技术装

备，挂牌整治 200 家工业污染企业的任务按期完

成。前三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同比下降 4.5%。 

但同时，地震导致部分环保设施损毁，旅游、

物流、商贸等低能耗产业受到较大冲击，抗震救

灾过程中产生了大量非生产性能耗，灾后重建对

钢材、水泥等高耗能、高排放产品需求增长较快，

影响了原有产业结构调整计划。加之金融危机影

响下部分企业开工不足，导致能源利用效率下降，

增大了控制能耗增量和存量的难度。 

（六）主要行业分析 

 1.房地产业和房地产金融进入调整阶段 

（1）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房价涨幅回落，

成交量减少 

2008 年，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高开低走，增

幅同比下降 37.8 个百分点，其中，土地购置费大

幅减少，商品房新开工和竣工面积继续下降。房

屋销售价格上涨 2.9%，比上年大幅回落，改变了

近几年来连续上涨趋势。商品房销售趋弱，成交

量大幅减少，销售面积比上年减少 34.9%，空置

面积增加，居民购房意愿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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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局。 

图 13 商品房施工及销售变动趋势 

 

2008 年，成都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912.5
亿元，增速 0.3%，为 10 年最低。土地交易较少，

市区土地成交金额较上年大幅下降。商品住宅销

售下降，同比减少近一半。同时商品房供应持续

增加，商品房批准预售面积与实际销售面积之比

连续四年超过 1，市场“供过于求”格局确立。

在市场供求变化、建房成本下降和资金回笼压力

影响下，房价上涨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商品房销

售均价同比回落 2.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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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图 14 成都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2）房地产贷款增速明显放缓，个人住房贷

款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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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末，四川省房地产贷款余额 2378 亿

元，增速同比下降 27.4 个百分点，新增房地产贷

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比上年下降 30.3%。房地产

开发贷款增势放缓，增加额略高于上年。土地储

备贷款逆势增长，在房地产贷款增加额中的占比

提高。个人住房贷款和公积金贷款大幅减少，同

比分别少增 237 亿元、2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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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成都市房地产贷款增速出现明显回落态势。

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比较上年下降 42.3 个百分点，

为 2004 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大

幅下降，主要原因是商品住宅销售萎缩和提前还

贷增加。提前还款额在金融机构住房贷款回收额

中占比达到 56.7%。银行机构发放房地产贷款意

愿降低，三季度起已连续 2 个季度收紧房地产贷

款审批。 

图 15 四川省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三、预测与展望 

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复杂严峻，，对实体经济影

响不断加深，对我国经济负面影响进一步显现。

在地震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四川发展形

势不容乐观，特别 9 月以来经济呈下行态势。 

2. 装备制造业发展势头放缓，但未来发展动

力仍然较强 

但也应看到，四川经济发展存在机遇和有利

条件。一是应对危机能力较强。工业化、城镇化

稳步推进，承接产业转移步伐加快，产业和消费

结构逐步升级，薄弱环节得到加强，连续5年实现

两位数增长，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金融运行

平稳，为应对危机提供有力保障。二是扩大内需

政策创造良好环境。四川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

加速期和市场化、国际化提升期，扩大内需尚存

空间。中央十项扩大内需政策中，灾后重建政策

直接惠及四川，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投入等政策，

也与四川密切相关。三是四川贯彻扩大内需政策

动手早、力度大。及时拟订8000亿元政府资金带

动全社会3万亿元投资规划，2009年将大幅增加

“八项民生工程”、“三农”财政投入，一批大型

重点项目被纳入国家规划正待开工。 

受地震灾害和金融危机影响，四川优势产业

——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势头有所放缓。全年工

业增加值、销售产值、利润总额和利税总额增速

均为 2003 年以来的最低。全省装备制造业采购经

理综合指数(PMI）较上年下降 6.7 个百分点，特

别是 10 月起 PMI 月度综合指数连续 3 个月处于

50%临界值以下。尽管装备制造业景气下滑，但发

展水平仍好于工业平均水平，增加值、销售产值、

利润总额以及利税总额增速均分别快于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平均水平，是推动全省工业经济增长的

重要支撑点。 

在整个经济景气度下滑趋势下，资源型产品

价格走低、国内用电量回落，加上外需环境持续

恶化，四川具有优势的资源开采、大型发电设备

等装备制造产品市场前景不容乐观。但也看到，

国家扩大内需政策、装备制造业振兴规划和四川

装备制造企业自身较强的整体势力，后期发展动

力仍然较强。近期装备制造业 PMI 调查显示，新

订单、原材料库存等指数尽管处于 50%以下，但

自 12 月起已连续两月回升，表明当前装备制造业

收缩幅度明显收窄，预计 2009 年装备制造业将走

出 “逐步企稳、有所回升”的发展轨迹。 

2009 年，随着扩大内需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预计四川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步回升，全年实现平

稳较快增长。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中，金

融业将保持稳健运行，充分发挥对经济发展和灾

后重建的支持作用。 

 

 

总纂：李明昌  张瑞怀 

统稿：方昕  张春清  王龙 

执笔：  熊万良 何迎新 陈丹 杨宇焰 谢保嵩 潘明霞 王越子  

提供材料的还有：朱江 魏哲平 廖卫 肖丹 曾好 何迎新 罗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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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四川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1 月中下旬，四川发生严重雨雪冰冻灾害，全省 960 万亩农作物受灾，绝收 55 万亩，直接经济损

失 35.4 亿元。 

3 月 31 日，四川召开首次承接产业转移工作会议，省委省政府联合下发《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

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的意见》。 

4 月 21 日，四川重大项目金融座谈会在成都召开，省发改委、人行成都分行、四川银监局、四川

保监局、驻蓉 22 家金融机构和重大项目计划表的部分业主参加会议。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 8.0 级强烈地震，近 7 万人遇难，近 1.8 万人失踪，逾 4600 万人

受灾。地震破坏包括了住房、公共基础设施，以及企业生产能力和人民生活秩序等，直接经济损失超

过 8450 亿元。 

5 月中旬起，人民成都分行会同监管部门确保基础业务系统稳定，编制和实施《四川汶川地震灾

后金融网点恢复重建规划》，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金融服务。 

10 月 24 日，省委九届六次全会通过《中共四川省委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的决

定》，对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上台阶作出部署。 

10 月 27 日- 31 日，第九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在成都召开，签署《2008 成都共识》开创了泛亚

区域合作的新格局。 

11 月 20 日，人民银行成都分行下发《关于金融支持扩大内需促进四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

意见》，引导金融机构支持扩大内需和灾后重建。 

11 月 26 日，人民银行成都分行首次发布四川省金融机构利率执行水平，并将在以后各月及时对

外发布，以提高利率政策传导效率和为经济决策提供资金价格信息。 

12 月 19 日，省政府出台《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包括 16 条具体措施，

以加快推进全省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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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川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四川省 2008 年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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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64.4 14825.2 15160.1 15288.3 15922.2 16533.4 16839.8 17133.7 17379.6 17630.5 18072.4 18787.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7718.3 8153.6 8222.5 8252.6 8462.2 8599.7 8772.3 8944.5 9149.7 9293.7 9443.8 9703.4

          企业存款 4155.8 4138.8 4276.9 4305.1 4574.9 4647.2 4677.9 4723.0 4716.8 4793.1 4901.7 5288.6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7.4 460.8 334.9 128.2 633.9 611.2 306.4 293.8 245.9 250.9 441.3 715.3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8.0 20.0 19.8 20.4 24.4 26.1 26.6 27.0 26.3 28.2 29.5 33.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9738.8 9867.0 9933.7 10203.6 10411.7 10655.0 10867.1 11016.3 11206.8 11374.0 11160.9 11395.4

    其中:短期 3899.3 3937.1 3957.8 4074.8 4142.0 4231.3 4253.7 4291.3 4375.2 4399.1 4210.4 4275.4

         中长期 5421.4 5526.5 5594.3 5701.0 5816.9 5954.9 6096.5 6224.1 6340.2 6452.1 6380.7 6520.5

         票据融资 285.0 270.5 246.1 290.9 317.3 334.0 385.1 368.7 351.7 378.5 429.8 450.2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22.9 128.2 66.7 269.9 208.2 243.3 212.1 149.2 190.5 166.8 174.8 234.5

    其中:短期 122.1 37.8 20.7 117.0 67.2 89.3 22.4 37.6 83.9 23.8 60.8 65.0

         中长期 202.3 105.1 67.8 106.7 115.9 138.0 141.6 127.6 116.1 111.9 62.1 139.8

         票据融资 -2.7 -14.5 -24.4 44.8 26.5 16.7 51.1 -16.4 -16.9 26.7 51.4 20.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9.6 19.6 18.1 19.0 19.9 20.0 20.3 20.1 20.0 21.5 23.4 25.1

    其中:短期 17.0 16.9 15.7 17.9 18.1 18.4 17.7 18.3 18.7 18.7 18.8 19.5

         中长期 28.8 29.1 26.6 26.6 27.7 26.0 26.4 25.8 24.7 25.1 26.2 27.7

         票据融资 -42.7 -45.5 -46.3 -41.9 -37.0 -27.4 -17.6 -21.1 -16.8 7.0 40.1 56.5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341.8 336.1 338.0 363.4 379.0 409.9 419.7 431.2 436.8 444.6 441.4 427.0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723.4 738.4 762.0 817.6 838.6 867.4 867.5 884.7 892.0 887.1 883.3 814.7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8.4 6.6 7.2 15.2 20.2 30.0 33.1 36.7 38.5 41.0 42.4 37.7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3.3 5.5 8.8 16.7 19.7 23.9 23.9 26.3 27.4 26.7 27.6 17.8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4236.7 14691.9 15023.7 15167.6 15786.7 16408.5 16710.3 17004.4 17259.7 17499.7 17941.1 18661.0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7665.2 8101.1 8170.9 8201.2 8410.8 8547.9 8719.9 8891.4 9097.0 9240.6 9390.1 9646.8

          企业存款 4082.5 4060.1 4194.4 4238.0 4493.5 4575.1 4602.2 4649.0 4651.2 4717.4 4825.5 5220.2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86.2 455.2 331.9 143.9 619.1 621.8 301.8 294.1 255.3 240.0 440.7 720.0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14.2 436.0 69.8 30.3 209.6 137.2 171.9 171.6 205.5 143.7 149.4 256.7

          企业存款 20.0 -22.5 134.3 43.6 255.5 81.6 27.1 46.8 2.2 66.3 108.1 22.2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8.3 20.2 19.9 20.6 24.4 26.4 26.7 27.1 26.7 28.4 29.9 33.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9.2 11.3 11.5 12.6 16.6 17.7 19.5 21.7 24.4 28.6 29.4 29.5

          企业存款 29.0 32.3 29.2 30.2 33.9 30.7 26.5 22.4 19.6 20.1 29.9 28.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9515.8 9644.9 9694.2 9967.5 10160.7 10405.6 10619.3 10771.8 10970.2 11138.2 10931.0 11163.4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299.4 1310.7 1324.8 1345.5 1359.8 1374.8 1388.5 1401.4 1416.1 1427.3 1433.8 1455.9

          票据融资 284.6 270.3 245.9 290.7 317.1 333.9 384.9 368.5 351.6 378.4 429.8 449.9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14.9 129.1 49.3 273.3 193.2 244.9 213.7 152.5 198.5 168.0 175.7 232.4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50.8 11.3 14.1 20.6 14.3 14.9 13.7 12.9 14.6 11.2 12.2 22.2

          票据融资 -2.6 -14.4 -24.4 44.8 26.5 -43.8 51.0 -16.4 -16.9 26.8 51.4 20.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9.3 19.3 17.6 18.6 19.4 19.5 20.1 20.0 20.2 21.7 23.8 25.5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54.0 50.9 47.3 44.8 42.4 38.1 33.5 28.1 22.2 19.5 17.2 17.1

          票据融资 -42.7 -45.5 -46.4 -41.9 -37.0 -27.4 -17.6 -21.1 -16.7 7.1 40.2 56.6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17.8 18.8 19.4 17.2 19.5 18.2 18.9 18.9 17.6 19.2 19.2 18.5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5.9 5.0 22.8 9.2 31.5 5.2 20.6 27.9 -2.9 10.4 -5.4 -2.4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31.1 31.3 34.2 33.8 36.3 36.5 36.3 35.9 34.8 34.6 33.6 33.9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42.7 44.9 59.7 54.6 61.6 56.2 44.7 36.1 24.7 22.7 14.3 15.2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14



表 2 四川省各类价格指数 

单位：% 

成都市房

屋销售价

格指数

成都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成都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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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 2.1 - -2.2 - - - -1.5 0.3 -3.4 4.6

2002 - -0.3 - 4.1 - -0.8 - -2.3 1.3 0.9 6.4

2003 - 1.7 - 0.8 - 1.7 - 0.5 2.9 0.3 9.1

2004 - 4.9 - 10.9 - 10.3 - 5.4 7.9 2.4 16.3

2005 - 1.7 - 7.2 - 9.3 - 4.0 9.8 0.4 7.8

2006 - 2.3 - 3.3 - 4.3 - 1.9 7.0 7.7 2.9

2007 - 5.9 - 9.0 - 5.7 - 3.9 9.3 1.3 11.1

2008 - 5.1 - 16.6 - 12.4 - 9.3 9.3 1.3 3.1

2007 1 3.1 3.1 5.6 5.6 4.5 4.5 3.7 3.7 - - -

2 3.2 3.1 5.8 5.7 4.7 4.6 3.1 3.4 - - -

3 3.5 3.2 5.3 5.6 4.3 4.5 3.2 3.3 6.7 2.7 7.5

4 4.2 3.5 5.6 5.6 4.8 4.6 3.0 3.3 - - -

5 4.6 3.7 6.9 5.9 4.7 4.6 3.0 3.2 - - -

6 5.3 4.0 7.1 6.1 6.0 4.8 3.2 3.2 6.7 3.0 9.7

7 7.4 4.5 9.1 6.5 5.6 4.9 3.3 3.2 - - -

8 8.9 5.0 9.9 6.9 5.6 5.0 4.0 3.3 - - -

9 8.0 5.3 10.6 7.3 6.1 5.1 4.2 3.4 6.7 0.6 7.5

10 7.9 5.6 12.6 7.9 6.1 5.2 4.9 3.6 - - -

11 7.8 5.8 13.6 8.4 7.4 5.4 5.1 3.7 - - -

12 7.1 5.9 15.4 9.0 9.0 5.7 6.2 3.9 9.3 1.3 11.1

2008 1 7.2 7.2 － － 9.7 9.7 7.4 7.4 - - -

2 8.1 7.7 17.0 16.6 10.6 10.1 8.1 7.7 - - -

3 7.9 7.8 19.2 17.5 13.0 11.1 0.6 0.4 7.9 3.7 5.3

4 7.6 7.7 21.0 18.4 14.3 11.9 10.8 8.8 - - -

5 7.0 7.6 19.6 18.6 14.6 12.4 0.4 0.4 - - -

6 6.3 7.4 19.0 18.7 14.6 12.8 11.1 9.6 5.1 4.0 6.1

7 4.4 6.9 17.6 18.5 16.6 13.3 12.4 10.0 - - -

8 2.5 6.4 16.9 18.3 16.3 13.7 12.2 10.3 - - -

9 2.7 5.9 17.3 18.2 15.2 13.9 11.1 10.3 2.2 4.0 4.6

10 2.4 5.6 14.9 17.8 13.3 13.8 8.8 10.2 - - -

11 2.7 5.3 12.6 17.3 7.0 13.2 5.7 9.8 - - -

12 2.6 5.1 9.4 16.6 4.0 12.4 3.4 9.3 -1.6 3.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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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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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四川省（自治区、直辖市）2008 年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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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555.5 - - 5388.5 - - 9057.7 - - 12506.3

    第一产业 - - 357.0 - - 848.1 - - 1823.0 - - 2366.2

    第二产业 - - 1213.2 - - 2652.8 - - 4122.1 - - 5790.1

    第三产业 - - 985.3 - - 1887.6 - - 3112.6 - - 4350.0

工业增加值（亿元） - 602.9 1020.5 1394.2 1730.3 2305.7 2731.4 3151.1 3603.3 4033.9 4465.4 4939.3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554.4 1211.1 1786.4 2288.7 3278.1 3896.5 4463.3 5147.7 5783.8 6574.0 7581.2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36.0 274.3 417.1 554.5 749.5 859.1 952.1 1061.9 1171.2 1285.0 1430.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752.9 1104.2 1467.5 1819.1 2184.0 2565.7 2945.5 3385.5 3855.8 4299.7 4800.8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146779 260396 406278 612839 778368 962012 1177779 1381867 1588586 1814547 2007305 2203836

    进口 63625 120387 182663 272898 343833 418084 501770 584926 668970 752209 826936 893039

    出口 83154 140009 223615 339941 434535 543929 676008 796941 919615 1062338 1180370 1310796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19528 19623 40951 67044 90702 125845 174238 212015 250645 310128 353434 417757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32002 53886 91810 111057 137438 179284 232040 247663 263298 288717 304191 308842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 -21.0 -107.1 -141.8 -241.8 -295.5 -399.4 -536.3 -696.2 -809.2 -973.4 -1923.4

    地方财政收入 - 184.5 270.8 364.3 442.0 561.5 651.4 711.5 780.5 860.9 928.3 1041.8

    地方财政支出 - 205.5 377.8 506.1 683.8 857.0 1050.7 1247.8 1476.6 1670.2 1901.6 2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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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生产总值 - - 14.5 - - 9.1 - - 9.5 - -

    第一产业 - - 3.7 - - 1.8 - - 2.6 - -

    第二产业 - - 20.3 - - 14.0 - - 14.4 - - 12.9

    第三产业 - - 11.5 - - 5.7 - - 7.1 - -

工业增加值 - 25.2 25.4 25.1 20.3 19.8 19.7 20.4 20.0 19.6 18.8 17.9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36.5 31.8 33.8 22.0 27.7 27.7 29.0 29.5 28.3 29.7 29.5

    房地产开发投资 - 43.6 42.1 40.7 29.2 30.8 24.4 21.7 19.4 14.2 9.9 7.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9.8 20.4 20.7 18.9 18.6 18.8 19.2 19.5 19.9 19.8 19.6

外贸进出口总额 57.2 52.8 59.7 67.0 62.2 57.6 58.4 57.4 56.8 58.9 56.1 53.3

    进口 70.7 90.4 83.2 89.1 80.4 74.9 69.8 64.8 61.5 62.5 58.6 54.7

    出口 48.2 30.6 44.5 52.7 50.2 46.4 50.9 52.3 53.5 56.4 54.3 52.3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226.1 139.1 145.6 144.1 132.6 109.8 139.7 133.1 104.8 101.8 98.5 106.8

地方财政收入 - 42.4 41.2 37.3 33.3 31.8 29.7 26.8 24.8 21.7 18.5 18.9

地方财政支出 - 28.0 32.0 25.1 38.2 42.5 43.3 47.2 51.4 53.4 51.0 68.6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9.5

3.0

8.3

 

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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