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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7 年，河北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继续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持续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出新步伐，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

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2017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7%，连续四年运行在 6.5%-7%

的合理区间。 

具体来看，一是需求结构继续优化。消费增速有所加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60%。投资增速

趋缓、结构优化。2017 年河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2%，增速较上年放缓 2.6 个百分点；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4%，增速较上年加快 0.8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 77.5%，比上年提

高 0.8 个百分点。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扭转了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二是供给结构继续优化。服务业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41.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七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均明显快于全部工业增速，装备制造业可比价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的比重为 27%，比钢铁工业高 2.2 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由增转降。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持续推进。超额完成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年度目标任务；去库存效果明显，商品房待售面积同

比下降约三成；企业去杠杆和降成本力度加大，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比上年下降 0.1 个百

分点，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减少 0.17 元；短板领域投资较快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高于全

部投资 10 个百分点。四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出新步伐。京津冀交通、生态环境、产业三大领域重点突

破深入推进；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

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稳步推进，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扎实推

进；雄安新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共同构筑首都发展的两翼，与冬奥会筹办带动张北地区发展形成河北省

的两翼，为河北省发展注入了强大发展动能。五是财政收入增速加快，物价总体稳定。全部财政收入同

比增长 16.4%，增速较上年加快 8.4 个百分点；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比重达到 80%；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全年涨幅 1.7%。 

2017 年，河北省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认真落实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金融运行

稳中有进，社会融资规模较快增长，贷款增速平稳，信贷结构继续优化，支持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力度加大，金融改革深入推进，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具体来看，一是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2017 年末，河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 4.3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4.8%，比年初增加 5569.4 亿元，同比多增 432.1 亿元。2017 年，河北省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为 8346.4 亿元，同比增加 2018.9 亿元。企业积极利用银行间市场开展直接融资，全年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累计发行 1163 亿元，同比增长 34.1%。二是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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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贷款保持较高增速。2017 年末，全省服务业贷款余额突破 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8%，在全部

行业贷款中的占比达到 57.3%，明显高于行业增加值占比。制造业贷款增速稳步上升。2017年末，全省

制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0.6%，为 2014 年 3月份以来最高增速，且连续 7 个月攀升。对京津冀协同发

展支持力度加大。2017年末，全省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项目授信余额 1.16万亿元，较年初增加 1031.2

亿元；对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升级转移三个率先突破领域授信余额 6181.3 亿元，较年初

增加 968.3 亿元；分地区看，省会石家庄，环首都的廊坊、保定，冬奥会区域的张家口贷款增速较快，

环渤海的秦皇岛、唐山贷款增速回升。三是对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继续加大。2017 年末，全省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超过 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高于全部企业贷款增速 4.5 个百分点。全省 62个贫困

县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7.3%；其中，10 个深度贫困县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7.9%，均高于全省总体贷款增

速。全年累计发放支农再贷款 55.9 亿元，其中累放扶贫再贷款 34.1 亿元，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再贷款实

现全覆盖。小额票据贴现工作扎实推进，有力支持了小微企业融资。五家大型银行省分行均已于 2017

年 8 月底前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信用体系建设的持续推进在便利小微企业融资、农户融资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四是房地产信贷增速趋缓。2017 年末，河北省房地产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6.6%，增速明显放

缓。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7.2%，增速连续 10 个月回落，有效抑制了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

房地产开发贷款一半以上流向保障性住房领域。五是市场利率小幅上行，信贷资产质量稳定。2017 年

12 月，全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6.73%，同比上升 51 个基点，考虑到通胀率的回升，实际利率保

持总体平稳。2017 年末，全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 164 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2.29%，同比

上升 0.09 个百分点，升幅连续两年放缓。关注类贷款率较年初下降 0.94 个百分点，扭转了连续两年的

上升趋势。六是证券期货保险业稳步发展。证券公司分公司、营业部数量继续增加，投资者账户数量较

快增长，上市公司数量平稳增长，直接融资额下降，期货业营业收入下降。保险业平稳发展。保险业机

构数量持续增加，保费收入保持较快增速，赔付支出平稳，保险密度、保险深度继续提高，保险深度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展望未来，河北省既面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筹办冬奥会等重大历史机遇，也

面临着新旧动能转换不快、生态环境治理任重道远、民生领域仍有短板、营商环境尚需改善等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2018 年，河北省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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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

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加大对京津冀协同发展、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筹办北京冬奥会、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农、小微、精准扶贫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的支持力度，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促进金融体系稳健运行，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为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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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7年，河北省金融业认真落实稳健中性的

货币政策，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存款增速趋缓，

贷款增速平稳，信贷结构继续优化，市场利率小

幅上行，金融改革深入推进，金融生态环境不断

优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一）银行业稳中有进，支持实体经

济力度加大 

1.银行业稳步发展，机构体系更加完善。

2017年末，河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达到

7.4万亿元，同比增长8.3%，放缓8.1个百分点；

从业人员达到18万人，增加8000余人；法人机构

271个，营业网点181096个。其中，城市商业银行

资产总额超过1.6万亿元，占全省银行业资产总额

的比重达到22%；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达到

450.7亿元。2017年末，全省已开业新型农村金融

机构97家，全省银行业组织体系更加完善。 

表 1  2017 年河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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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4 75405 27776.0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165 3571 5082.7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506 10774 4814.1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1114 22309 16312.0 11

五、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4901 47501 14931.1 152

六、财务公司 7 226 705.4 7

七、信托公司 1 254 140.1 1

八、邮政储蓄银行 1461 16792 3186.6 0

九、外资银行 2 68 38.5 0

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265 3934 450.7 97

十一、其他 3 262 593.5 3

合             计 11689 181096 74030.7 271

营业网点

机构类别
法人机构
（个）

 
注：营业网点不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

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总部数据；大型商业

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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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银监局。 

2.存款增量下降，增速总体趋缓。2017 年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突破 6 万亿

元，达到 60451.3 亿元，同比增长 8.1%，新增

4522.4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60033.0亿元，

同比增长 8.1%，增速同比放缓 6.2个百分点，新

增 4519.8 亿元，同比少增 2442.6 亿元。分季度

看，存款增速逐季下行，第一至第四季度末人民

币存款增速分别为 13.7%、11.4%、9.6%和 8.1%。

分类型看，2017 年末，住户存款余额同比增长

8.8%，较年初增加 2861.1 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

余额同比增长 2.9%，较年初增加 419.4 亿元；政

府存款余额同比增长 17.8%，较年初增加 1454.9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同比下降

22.4%，较年初下降 218.7 亿元。2017 年末，河

北省外币存款余额为 64.0 亿美元，比年初增加

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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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图 1  2016～2017 年河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

增长变化 

3.各项贷款增速平稳，政策调控效果明显。

2017年末，河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达到

4.3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增速同比回落1个百

分点；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42891.2亿元，同比增

长14.8%，增速比上年末回落1.4个百分点，比年

初增加5538.9亿元，同比多增338.1亿元。贷款增

速与存款增速之间的剪刀差较上年度有所扩大。

2017年末，河北省外币贷款余额达到64.9亿美元，

同比增长14.4%，较年初增加8.2亿美元，结束了

连续三年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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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图 2  2016～2017 年河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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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图 3  2016～2017 年河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

贷款增速变化 

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大。2017 年

末，全省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项目授信余额 1.16

万亿元，较年初增加 1031.2 亿元；对交通一体化、

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升级转移三个率先突破领域

授信余额 6181.3 亿元，较年初增加 968.3 亿元。

分地区看，省会石家庄，环首都的廊坊、保定，

冬奥会区域的张家口贷款增速较快，环渤海的秦

皇岛、唐山贷款增速回升。 

对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大。2017 年

末，全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破万亿元，达到

10213.5 亿元，同比增长 18.4%，高于全部企业贷

款增速 4.5个百分点。全省 62个贫困县贷款余额

4486.1 亿元，同比增长 17.3%，高于全省贷款增

速。其中，10个深度贫困县贷款余额 804.1 亿元，

同比增长 17.9%，均高于全省总体贷款增速。 

再贷款和再贴现的定向支持作用有效发挥。

全年累计发放支农再贷款 55.9亿元，其中累放扶

贫再贷款 34.1 亿元，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再贷款实

现全覆盖。推广上海票交所再贴现模块，鼓励金

融机构线上办理票据质押操作，全年累计办理再

贴现 221.6 亿元，其中小微企业票据占比 67%。

积极发挥再贷款工具引导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利

率下行作用，第四季度全省金融机构借用支农再

贷款资金发放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其自有资金

发放的涉农贷款利率低 3.31 个百分点。 

小额票据贴现工作深入推进，进一步便利小

微企业融资。截至 2017 年末，全省已建立 28 家

小额票据贴现分中心，其中市级分中心 18 家，县

级分中心 10 家。2017 年，共办理小额票据贴现

291.7 亿元，有力支持了小微企业融资。 

表 2  2017 年河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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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16.6 17.2 11.8 15.0 10.1

基准 16.9 17.3 15.4 10.8 12.2 16.3

小计 67.6 66.1 67.3 77.4 72.9 73.6

(1.0,1.1] 13.9 17.0 10.8 15.0 13.6 10.9

(1.1,1.3] 13.6 16.5 14.7 17.9 14.5 18.3

(1.3,1.5] 10.1 10.1 9.1 10.9 9.4 11.6

(1.5,2.0] 16.6 12.8 17.5 18.4 19.3 18.1

2.0以上 13.4 9.7 15.2 15.2 16.0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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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5.8 6.5 8.6 10.1 7.8

基准 16.2 13.7 14.2 13.7 13.7 16.2

小计 76.8 80.5 79.3 77.7 76.2 75.9

(1.0,1.1] 10.1 8.9 10.1 13.1 11.0 12.4

(1.1,1.3] 20.3 17.6 20.7 16.0 14.6 15.6

(1.3,1.5] 11.4 14.1 11.1 11.6 12.5 11.5

(1.5,2.0] 17.6 20.4 19.1 17.9 19.4 17.6

2.0以上 17.3 19.6 18.3 19.1 18.6 18.8

月份

月份

上

浮

上

浮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4.市场利率小幅上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

推进。2017年12月，全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为6.73%，同比上升0.51个百分点，考虑到通胀率

的回升，实际利率保持总体平稳；河北省金融机

构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中，实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

比较1月上升8.3个百分点；3个月以内大额美元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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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加权平均利率较1月上升0.25个百分点。利率市

场化改革继续推进，河北省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

制的运行架构、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河北省各

市、石家庄各县均建立了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

在推进金融机构定价能力建设、维护市场利率定

价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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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图 4  2016～2017 年河北省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

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5.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深入推进。河北省国

有商业银行发挥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积极推

进普惠金融事业部设立，不断完善普惠金融制度

体系，五家大型银行省分行均已于 2017 年 8 月底

前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推

进，截至 2017 年末，全省 125 家县级联社完成或

启动组建农商银行，其中，已开业农村商业银行

43 家，筹建中 17 家（含合并组建 1 家）。全省 60
家已组建（含批筹）农商银行 2017 年末资产总额

占全省农村合作类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 47.4%，

平均资本充足率高于农村合作类金融机构平均水

平 1.7 个百分点，平均不良贷款率较之低 1.2 个百

分点，平均拨备覆盖率较之高51.7个百分点，2017
年实现拨备后利润占全省农村合作类金融机构总

额的 54%。2017 年，河北省新设 2 家非银行金融

机构，分别是东旭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河北幸福

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河北幸福消费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河北省首家消费金融公司。

截至 2017 年末，全省已开业村镇银行 96 家，筹

建中 7 家；全省村镇银行县域覆盖率达 76%，全

省 62 个贫困县中，有 37 个县已设立村镇银行。 
6.银行盈利能力上升，信贷资产质量稳定。

2017年，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利润率为

0.90%，同比上升0.02个百分点，净息差同比下降

0.05个百分点，连续三年下降。银行业金融机构

净利润达到641亿元，较上年增加78.9亿元，结束

了连续两年下降的趋势。盈利能力上升的同时，

信贷资产质量总体稳定。2017年末，全省金融机

构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164亿元，不良贷款率

为2.29%，同比上升0.09个百分点，升幅连续两年

放缓。关注类贷款率较年初下降0.94个百分点，

扭转了连续两年上升的趋势。 

7.跨境人民币业务稳步推进。中国人民银行

石家庄中心支行坚持发展改革与风险防范并重，

稳步推进全省跨境人民币业务工作开展。制定印

发《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风险评估集体审

议工作制度》等多项规范性文件，完善业务管理。

多渠道开展宣传培训，扩大政策影响力。围绕市

场需求，鼓励银行业务创新，产品种类和业务结

构不断优化。引导企业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使用

人民币计价结算，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2017 年，全省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 371 亿元，收

付比为 1:1.26，收支结构趋于平衡。截至 2017

年末，河北省跨境人民币累计收付金额达 3862

亿元，办理结算企业 5187家，较 2016 年新增 584

家，业务主体更加壮大。“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

跨境使用呈现亮点，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

人民币收付金额 54 亿元，占同期全省跨境人民币

收付的 15%，较 2016年提高 6个百分点,覆盖 57

个国家和地区。 

 

 

 

 

 

专栏 1  金融助力河北省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先后制定了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做好科技金融服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并综合运用各项货币信贷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

加大对河北省新旧动能转换的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围绕建设制造业强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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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新兴产业集群、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围绕优化产业结构，引导金融机构加大

对生产性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围绕优化需求结构，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消费的支持力度，

促进增长动能从投资为主向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转变；围绕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导金融机构加

大金融产品、服务创新，在支持河北省新旧动能转换方面取得一系列新成效。 

从金融运行来看，对新动能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一是服务业贷款保持较高增速。2017 年末，全省

服务业贷款余额突破 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8%；在全部行业贷款中的占比达到 57.3%，明显高于行

业增加值占比；较年初新增 1719 亿元，同比多增 402.4 亿元。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速达到 74.6%，较年初增加 41.7 亿元，同比多增 38.1 亿元。二是个人消费贷款较快

增长。2017年末，全省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到 11276.5 亿元，同比增长 29%，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达

到 26.3%。三是制造业贷款增速稳步上升。2017 年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 6931.9 亿元，同比增长 10.6%，

为 2014 年 3 月以来最高增速，且连续 7 个月攀升；比年初增加 663.0 亿元，同比多增 510.9 亿元。其

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分别高达 66.1%、38.1%和 16.7%。 

河北省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呈现一系列可喜变化。一是服务业加快发展。2017 年，河北省服务业增

加值增速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占比达到 41.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9.3%，比上年提高 10.4 个

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 45.1 个百分点。二是消费贡献率提升。2017 年，河北省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为 61.9%，高于投资需求 14.6 个百分点，在全省 6.7%的经济增长中，有 4.1 个百分点是由消费

需求拉动的。服务业投资占全省投资的 46.1%，同比提高 1.3 个百分点，而六大高耗能行业投资同比下

降 0.3%。三是新产业加快成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2.4%，比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快 9 个百分点。四是新产品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太阳能电池和锂离

子电池新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1.4 倍、26.7倍、34.6%和 75.7%。五是新主体快速增加。年末法人单位 105.3

万个，比上年末增加 26.8 万个，增长 34.1%。 

2018 年，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指

示要求，围绕省委九届六次全会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署，强化信贷政策导向作用，进一步

加大对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钢铁行业转型升级、现代服务业、创业创新等的支持力度，将更多金融

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在支持新动能培育上发

挥更大作用。 

 

（二）证券期货业稳步发展，多层次

资本市场体系日趋完善 

1.证券机构稳步发展。截至 2017 年末，河

北省共有法人证券公司 1 家，证券分公司 26 家，

新增 6 家，证券营业部 255 家，新增 31 家。2017
年末，投资者证券账户数为 1088.1 万户，同比增

长 20.0%，全年实现证券交易额 4.3 万亿元，与

上年基本持平。2017 年，河北省证券经营机构营

业收入 20.6 亿元、净利润 4.4 亿元。 

表 3  2017 年河北省证券业基本情况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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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56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170.0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297.0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70.0
        中期票据筹资额（亿元） 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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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证监局、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2.期货机构业务收入有所下降。截至 2017
年末，河北省共有法人期货公司 1 家，期货营业

部 36 家。2017 年，全省期货营业部全年营业收

入和手续费收入分别为 6615.9 万元和 5665.0 万

元，同比分别下降 0.9%和 5.5%。 
3.上市公司数量增加。截至 2017 年末，河

北省上市公司共计 56 家，较上年增加 4 家。其中，

主板上市公司 36 家，中小板 10 家，创业板 10
家；在沪深两市挂牌交易的股票 57 只，总市值

8308.1 亿元。2017 年，上市公司境内直接融资总

额 278.2 亿元。截至 2017 年末，新三板挂牌家数

达到 241 家，较上年增加 46 家，实现融资 21.8
亿元；境外上市公司 49 家，较上年增加 3 家，融

资 18.4 亿元。 

（三）保险业平稳发展，服务民生能

力提升 

1.分支机构数量持续增加，保费收入保持较

快增速。2017年末，河北省共有法人保险公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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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省级分公司68家，新增3家，分支机构5021

家，较上年增加227家。2017年，河北省保险业累

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1714.5亿元，同比增长

14.7%。其中，财产险和人身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

入分别增长10.2%和16.5%。其中，万能险、中短

存续期产品明显降温，保障型业务加快发展，业

务结构进一步优化。 

2.保险保障功能充分发挥，保险深度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2017年，河北省保险业累计赔付支

出547.6亿元，同比下降0.12%，其中，财产险业

务赔付支出同比增长4.6%，人身险业务赔付支出

同比下降3.2%；河北省保险密度为2287.5元/人，

较上年增加291.9元/人，保险密度较全国低351.1

元/人；保险深度达到4.8%，较上年增加0.07个百

分点，河北省保险深度高于全国0.35个百分点。 

表 4  2017 年河北省保险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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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身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68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31
               人身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37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714.5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487.4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227.0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547.6
保险密度（元/人） 2287.5

保险深度（%） 4.8  
数据来源：河北保监局。 

（四）社会融资规模较快增长，金融

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社会融资规模较快增长。2017年，河北省

社会融资规模为8346.4亿元，同比增加2018.9亿

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

66.3%，同比下降15.9个百分点；委托贷款占比为

1.2%，同比下降6.7个百分点；信托贷款占比为

22.5%，同比上升13.4个百分点；企业债券占比为

3.6%，同比下降5.4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

票融资占比为2.0%，同比下降3.4个百分点。2017

年，河北省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累计发行

1163亿元，同比增长34.1%，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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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图 5  2017 年河北省社会融资规模分布结构 

2.货币市场交易活跃，拆借规模较快增长。 

2017 年，河北省法人金融机构同业拆借市场

交易活跃。全年累计发生 2030笔拆借交易，同比

增加 153 笔；拆借发生额合计 5900.1 亿元，同比

增加 1725.7 亿元。从期限看，2017 年度拆入业

务仍以隔夜拆入为主。其中：河北省内成员单位

同业拆入业务期限为 1 天的占比 81.9%，7 天的占

比 8.8%；拆出业务期限为 1 天的占比 56.0%，7

天的占比 22.6%。从利率看，同业拆借市场利率

同比上升。其中：隔夜拆出利率 2.88%，同比增

加 58 个基点；7天拆出利率 3.95%，同比增加 123

个基点。隔夜拆入利率 2.76%，同比增加 57 个基

点；7 天拆入利率 3.65%，同比增加 105个基点。 

表 5  2017 年河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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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1.6 1865.3 2086.4 2880.5 167.1 251.8

2 3334.7 1112.0 2004.1 3331.7 238.3 205.1

3 3550.2 1403.6 1907.7 1767.7 161.4 66.8

4 3392.6 1344.7 1833.8 2233.4 123.6 138.9

季度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贴  现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表 6  2017 年河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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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6.10 4.16 4.32

2 5.15 6.02 4.72 4.42

3 5.22 6.26 4.40 3.59

4 4.90 6.21 4.50 3.89

贴  现 转贴现
季度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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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业汇票签发量继续下降。2017 年，全省

累计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5725.6 亿元，同比减少

1295.4 亿元，较 2016 年降幅有所收窄。2017 年

末，全省银行承兑汇票余额 3392.6 亿元，同比减

少 493.2 亿元；全省票据融资余额 1957.4 亿元，

同比减少 451.4 亿元。票据贴现利率呈先降后升

态势，第三季度为全年最高点，第四季度利率环

比略降；票据转贴现利率第四季度环比小幅上升。

2017 年第四季度，全省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加权平

均利率为4.90%，较第一季度上升0.47个百分点，

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加权平均利率为 6.21%，较第

一季度上升 0.11 个百分点；2017 年第四季度，

票据买断式和回购式转贴现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

4.50%和 3.89%，分别较第一季度上升 0.34 个和

下降 0.43 个百分点。 

（五）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金融

基础设施更趋完善 

1.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推进。金融信用信

息基础数据库日益完善。截至 2017 年末，已为河

北省 42 万户企业和 3377 万个自然人建立信用档

案，全年提供 1328 万次信用报告查询服务。稳步

开展信息采集与更新，截至 2017 年末，全省采集

更新小微企业信用信息 5.8 万户，1.1 万户小微

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贷款余额 2215 亿元。全省共

评定信用农户 460 万户，信用村 8882 个，信用乡

镇 586 个，共向 284万户信用农户累计发放贷款

2435 亿元，余额 694 亿元。“河北省农户信用信

息管理系统”已在全省 11 个地市 22 个县（市）

正式上线，为 27 万户农户建立信用档案，发放贷

款 635 亿元，余额 554 亿元。信用体系试验区建

设成效显著。张家口市试验区、廊坊市试验区分

别带动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 413 亿元和 1429 亿

元。沧州市肃宁试验区累计投放农户贷款 34 亿

元，邢台市威县试验区信息服务体系基本建成，

采集了 2.6万户农户信用信息，涵盖全县 522 个

行政村，农户贷款余额 22 亿元。河北省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官方门户网站“信用河北”平稳运行，

全省政务、商务、个人诚信建设全面加强。 

2.支付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全年共

处理支付业务 38645.9 万笔，金额 120.6 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29.8%和 4.4%。其中，大额实时支

付系统和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量呈稳步增长态

势，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全年共处理往来业务

7113.3 万笔，金额 117.6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8%和 4.3%；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全年共处理往

来业务 27278.3 万笔,金额 26684.1 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29.1%和 8.6%。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

务量及金额与上年基本持平，全年共处理往来业

务 57.6 万笔，金额 524.3 亿元，同比分别上升

2.1%和 2.2%。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量持续

快速增长，全年共处理往来业务 4196.7 万笔，金

额 3198.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5.2%和 62.3%。

支付系统的平稳运行对畅通货币政策传导、维护

金融稳定、改善金融服务、加速社会资金周转、

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3.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持续推进。2017

年，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的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实施办法》，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和

评估评价，全省人民银行系统共对 64 家银行业金

融机构、6 家非银行支付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对

1414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评估评价。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事项，全年共受

理处理消费者投诉 237 件。推进金融消费者投诉

分类标准应用试点工作，为进一步优化标准、全

面推广应用提供可行性建议和可复制经验。强化

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开展金融知识进老区、进农

村、进社区、进工地等集中宣传活动，组织省内

10 个地市、133 个县级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及金融

机构，走进 796 所学校课堂，面向 8.5万余名中

小学学生开展“加油开学季•金融知识进课堂”系

列活动；积极利用新闻、网络媒体公布典型案例，

普及金融知识，提升消费者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组织开展消费者金融素养问卷调查，增强金融知

识宣传教育针对性。2017年，全省金融系统累计

开展宣传活动 1.2 万余次，发放宣传资料 6.3 余

万份，微信推送点击量240万余次，媒体报道5000

余次，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7 年，河北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

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成效，新动能加快

壮大，协同发展迈出新步伐，经济结构继续优化、

质量效益稳步提高，物价保持平稳。2017 年，全

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35964.0 亿元，同比增长

6.7%，较上年略降 0.1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 3507.9 亿元，同比增长 3.9%；第二产

业增加值 17416.5 亿元，同比增长 3.4%；第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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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增加值 15039.6 亿元，同比增长 11.3%。第三

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1.8%，较上年小

幅上升 0.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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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图 6  1978～2017 年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

长率 

（一）投资结构改善，消费驱动力强 

1.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不断优化。2017年，河

北省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3012.2亿元，

同比增长5.3%。其中，民间投资25577亿元，同比

增长6.4%，比上年加快0.8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

的比重为77.5%，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分产

业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7%、2.5%和8.3%。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6.3%，

快于全部投资1个百分点，占工业投资的比重为

61.6%。装备制造业投资比重提高，占工业投资的

比重为34.1%，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六大高

耗能行业投资同比下降0.3%。大项目支撑作用明

显，亿元以上在建项目完成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

的比重为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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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图 7  1981～2017 年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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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图 8  1978～2017 年河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及其增长率 

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17 年，

河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15907.6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0.7%，增速比上年加快 0.1 个百分点。

乡村市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12324.3 亿元，同比增长 10.6%；乡村消费品零售

额 3583.3 亿元，同比增长 11.4%。消费升级类商

品较快增长。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零售

额中，通信器材类、中西药品类、建筑及装潢材

料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分别同比增长 44.8%、

18.5%、15%和 10.3%，较上年分别加快 40.3 个、

3.2 个、2.7个和 9.2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超过60%，高于投资需求14.6个百分点。 

3.进出口规模扩大。2017 年河北省外贸进出

口总值为 49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8%。以人民

币口径计算，2017 年，全省进出口总值 3375.8



 

12 
 

亿元，比上年增长 9.7%，扭转了连续两年下降的

局面。其中，出口总值 2126.2 亿元，增长 5.5%；

进口总值 1249.6 亿元，增长 17.5%。出口结构调

整优化。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19%，占全省出口总

值的比重为 30.5%，比上年提高 3.4 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18%，占全省出口总值的

比重为 6.9%，比上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对“一

带一路”沿线的俄罗斯、波兰、哈萨克斯坦出口

分别增长 32.2%、19.7%和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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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978～2017 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4.实际利用外资呈现较快增长。2017 年，全

省实际利用外资 89.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9.7%。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84.9 亿美元，增长 15.4%。

全省新设立外资项目 194 个，增长 19.8%；合同

外资额 37.1亿美元，增长 10.8%。其中，新设合

同外资额 1000 万美元以上大项目 48 个，增长

29.7%，占全省新设外资项目的 24.7%,合同外资

额 34.4 亿美元，增长 9.4%，占全省合同外资额

的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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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1991～2017 年河北省实际利用外资额及

其增长率 

（二）三次产业平稳发展，产业结构

继续优化 

1.农业经济稳定增长，粮食生产再获丰收。

2017年，河北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为3674.8亿元，

比上年增长4.0%，增速较上年加快0.3个百分点。

畜牧、蔬菜、果品三大优势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的69.6%。全年粮食总产量3508万吨，比

上年增加47.8万吨，增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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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1992～2017 年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实际增长率 

2.工业生产平稳运行，企业利润增长加快。2017

年，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3.4%。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1.3%，

快于规模以上工业 7.9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18.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 12.1%，快于规模以上工业 8.7 个百分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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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制造业可比价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比重为 27%，比钢铁工业高 2.2 个百分点。六大

高耗能行业增加值由 2016 年增长 1.4%转为下降

2.1%。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118.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增速比上年加快

2.1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率为 6%，比上年提高 0.4个百分点。 

3.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现代服务业

快速发展。全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1.3%，比上

年加快1.4个百分点，快于全省生产总值增速4.6

个百分点。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41.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七成，高于第二

产业45.1个百分点，服务业比重和贡献率均达到

历史最高水平，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其中，

金融业增加值增长1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等营利性服务业增长31%。全年规模以上

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2.7%，比上年加快7.2

个百分点。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增长14.3%，现代

服务业增长13.3%。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利润总额

比上年增长22.3%。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成效。去产能全

力推进。超额完成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年度目标任务，全年原煤、焦炭产量比上年分别

下降6.4%和7.2%，生铁下降3.4%，水泥下降8.5%。

去库存效果明显。商品房待售面积比上年末减少

525.9 万平方米。企业去杠杆和降成本力度加大。

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5.2%，比

上年下降 0.1 个百分点；全年每百元主营业务收

入中的成本为 87.33 元，较上年减少 0.17 元。短

板领域投资较快增长。基础设施投资 8232.7 亿

元，增长 15.3%，增速高于全部投资 10 个百分点。

其中，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城市市政公用事业

投资分别增长 18.4%和 34.1%。 

（三）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

生产者价格涨中趋稳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7%，涨幅比上

年扩大 0.2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 1.9%，农

村上涨 1.4%。分类别看，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

“七升一降”。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下降 0.7%，

衣着类上涨 1.4%，居住类上涨 3.0%，生活用品及

服务类上涨 0.8%，交通和通信类上涨 0.4%，教育

文化和娱乐类上涨 1.6%，医疗保健类上涨 6.9%，

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涨 10.1%。12 月，居民消费

价格同比上涨 2.1%。 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同比上涨 15%，12 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

上涨 11.1%。全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14.5%，12 月，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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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图 12  2001～2017 年河北省居民消费价格和生

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四）财政收入增速加快，财政支出

结构不断优化 

2017 年，河北省全部财政收入完成 5086.9

亿元，比上年增收 713.9 亿元，增长 16.4%，增

速同比上升 8.4 个百分点。其中，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3233.3 亿元，比上年增收 382.50 亿元，

增长 13.5%，增速同比上升 5.9 个百分点，为近

五年最高水平。 

财政预算支出稳步增长。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6615.2 亿元，比上年增加 577.2 亿元，同比

增长 9.1%，较上年同期提高 1.8 个百分点。财政

支出结构不断优化，全省民生支出完成 5294.2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80%，比上

年增长 9.3%。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节能环保

等重点领域支出增长较快，较好落实了国家和河

北省制定的各项民生政策。 

省级国库现金管理工作进展顺利。全年河北

省共实施 10 期地方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

存款操作，累计操作金额 1360亿元，收回 9 期，

累计收回金额1240亿元，实现利息收益5.6亿元，

年末余额 2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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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图 13  1978～2017 年河北省财政收支状况 

专栏 2  河北省借助银行间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2017 年，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积极推动河北省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融资。一是融资规模

较快增长。全省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市场累计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达到 1163 亿元，

同比增长 34.1%。二是创新品种不断推出。实现四个债券品种的全国首创，分别是雄安新区首只债券成

功注册，全国首单非银行金融机构绿色金融债券成功发行，全国首单 PPP项下资产支持票据落户河北，

以及全国首单京津冀协同发展债务融资工具成功发行。三是市场秩序不断好转。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稳步推进河北省银行间债券市场风险处置机制建设，信用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维护了河北省金融生

态环境。 

为不断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更好地引导金融资源支持河北省实体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

心支行多措并举，扎实开展工作。一是协调联动，构建协同合作机制。推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与京津冀三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金融工作局（办公室）签署《借助银行间市场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合作协议》，为债券市场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二是加强沟通，及时传递市场信息。加强与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日常沟通联系汇报，减少信息不对称，积极争取交易商协会对河北省重点优质企业的

支持，省内优质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与发行速度明显提升。三是精准发力，支持重点地区率先发展。

针对雄安新区建设中遇到的前期资金问题，与交易商协会赴雄安新区开展联合专题调研，并召开“债务

融资工具支持雄安新区发展座谈会”，引导资金向雄安新区汇聚。会同京津两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与

唐山市人民政府签署《金融支持唐山（曹妃甸区）协同发展共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合作备忘录》。

四是加强培训，提升河北省债券市场参与度。与河北省国资委、河北省金融票据协会联合举办“2017

年河北省银行间债券市场业务培训会”，各市和直管县的国资监管机构、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以及

51 家省属、市属企业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培训，进一步提升河北省企业直接融资意识。 

 

（五）房地产市场趋于降温，政策调

控效果显现 

1.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2017 年，全省

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4823.9 亿元，同比增长

2.7%，增速较上年回落 6.9 个百分点。随着限购

限贷政策逐步推进，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自

4 月份以来，已连续 8 个月持续回落。2017 年，

全省房屋施工面积 30318.3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0.5%，增速较上年回落 0.6 个百分点；新开工面

积 8417.2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1%，增速较上

年回落 9.9个百分点；房屋竣工面积 3416.0 万平

方米，同比下降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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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河北省统计局。 

图 14  2002～2017 年河北省商品房施工和销售

变动趋势 

2.商品房销售放缓，库存继续下降。在房地

产限购政策和银行收缩信贷双重影响下，投机性

购房得到有效遏制，商品房销售放缓。2017年，

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6425.9万平方米，同比略降

3.8%，增速同比回落17.9个百分点。其中，商品

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5.5%，增速同比回落19.8
个百分点。从分市情况看，承德、张家口、唐山、

廊坊、保定、沧州六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均出现不

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张家口、保定、廊坊受限

购政策影响较为明显，商品房销售面积分别同比

下降12%、21.9%和39.1%。2017年，全省商品房

销售额4628.4亿元，同比增长7.6%,增速同比回落

20个百分点。2017年末，河北省商品房待售面积

为1056.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3.2%，其中，住宅

待售面积同比下降38%，河北省房地产市场保持较

快去库存态势。 
3.房地产贷款余额增速放缓。2017年末，河

北省房地产贷款余额12870.5亿元，同比增长

26.6%，增速明显放缓。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9829.3亿元，同比增长27.2%，增速连续10个月回

落，有效抑制了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房地产开

发贷款余额2316.9亿元，同比增长19.9%，一半以

上流向保障性住房领域。雄安新区房地产贷款余

额较年初下降1亿元，雄安新区周边县市房地产金

融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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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图 15  2016～2017 年石家庄市新建住宅销售价

格变动趋势 

（六）协同发展迈出新步伐，雄安新

区规划建设稳步推进 

协同发展迈出新步伐。京津冀交通、生态环

境、产业三大领域重点突破深入推进，京唐城际

铁路、津石高速公路开工建设，互联互通的交通

一体化格局逐步形成，共享共治的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京津产业转移承接

齐头并进，一批产业项目建成投产。党中央、国

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继深圳经济特

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

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稳步推进，新区着力强化土地、房地产管控，大

力实施白洋淀及上游流域环境综合治理，新区管

理机构和投融资平台组建运行。冬奥会、冬残奥

会筹办工作扎实推进，高质量编制张家口赛区场

馆和相关建设规划并获国家批准，43 个项目开工

建设。雄安新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共同构筑首都

发展的两翼，与冬奥会筹办带动张北地区发展形

成河北省的两翼，为河北省发展注入了强大发展

动能。 

三、预测与展望 

展望未来，河北省既面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筹办冬奥会等重大历史机遇，

也面临着结构性矛盾突出、新旧动能转换不快、

生态环境治理任重道远、风险隐患不容忽视、民

生领域仍有短板、营商环境尚需改善等发展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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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不充分的问题。2018年，通过扎实推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着力推动转型升

级、加大重点领域改革、推动全面开放、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三大攻坚战等一系列举措，

河北省将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迈出新步

伐。预计2018年全省经济增速在6.5%左右，经济

结构更优，发展质量更高，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在

2%左右。 

2018年，河北省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将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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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

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着力提升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加大对京津冀协同

发展、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三

农、小微、精准扶贫等河北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促

进金融体系稳健运行，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

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

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

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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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2017 年河北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1 月 20 日，东旭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获批开业。 

4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

大计、国家大事。 

6 月 13 日，河北省内首家消费金融公司—河北幸福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获批开业。 

7 月 20 日，唐山曹妃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发行 10 亿元京津冀协同发展债务融资工具，这是全

国首单京津冀协同发展债务融资工具，为协同发展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 

7 月 24 日，河北省成功办理首笔地方法人银行（廊坊银行）全口径跨境融资提款业务，标志着河北省全

口径跨境融资政策的直接受益主体由单一企业扩大至企业和银行。 

7 月 27 日，河北省首笔中资企业（张家口远大建设集团）跨境人民币贷款落地，标志着河北省全口径跨

境人民币融资企业由外资企业拓宽到了中资企业。 

8 月 21 日，全国首单 PPP 项目资产支持票据在河北成功发行。 

12 月 1 日，《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经河北省人大常委会议表决通过，标志着河北省地方金融

监管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 

12 月 5 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获批筹建河北雄安分行，这是雄安

新区首批获批的分行级银行业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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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河北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2017 年河北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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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58.5 57803.3 58827.1 58237.3 58983.3 60076.0 59872.3 59869.7 60451.9 60591.2 60459.7 60451.3

        其中：住户存款 34432.7 34556.0 34942.6 34364.8 34493.7 34966.1 34786.4 34910.2 35503.6 35238.3 35437.7 35719.2

                   非金融企业存款 13335.2 13782.0 14071.2 13828.9 13839.3 14057.1 13855.1 13772.0 13704.4 13686.6 13677.7 14073.5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029.6 844.9 1023.8 -589.8 746.0 1092.7 -203.7 -2.6 582.3 139.2 -131.4 -8.5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4.1 14.2 13.6 11.3 11.9 11.4 10.9 9.3 9.6 9.9 9.0 8.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38786.3 39311.0 39804.9 40266.8 40794.9 41433.5 41759.4 42085.1 42536.7 42858.6 43141.5 43315.3

        其中：短期 12943.4 13096.1 13358.2 13413.8 13481.8 13764.7 13894.4 14002.5 14087.1 14163.6 14183.5 14328.2

                   中长期 23040.5 23469.8 23769.9 24151.7 24575.5 24968.4 25185.2 25482.1 25862.8 26085.7 26331.2 26492.8

                   票据融资 2400.3 2325.8 2253.6 2265.1 2282.5 2242.4 2210.2 2113.7 2069.1 2081.5 2084.3 1957.4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040.4 524.7 494.0 461.9 528.1 638.6 325.9 325.6 451.6 321.9 283.0 173.8

        其中：短期 205.4 152.6 262.2 55.5 68.0 282.9 129.7 108.0 84.7 76.5 19.9 144.7

                   中长期 811.6 429.2 300.1 381.8 423.8 392.9 216.8 296.9 380.7 222.9 245.5 161.5

                   票据融资 -8.5 -74.5 -72.3 11.6 17.4 -40.1 -32.2 -96.5 -44.6 12.3 2.8 -126.9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6.0 17.4 17.2 17.7 17.9 18.0 17.5 17.8 17.3 17.1 16.4 14.8

        其中：短期 3.9 4.4 5.1 5.9 6.2 7.7 8.7 9.4 9.3 10.7 11.7 12.4

                   中长期 23.9 26.8 25.9 26.0 26.0 25.2 24.3 25.0 24.1 23.2 22.1 19.2

                   票据融资 13.7 8.9 8.9 8.7 8.9 5.9 0.4 -4.8 -8.2 -9.1 -13.7 -18.7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1015.9 1042.4 1053.6 1084.4 1076.8 1107.8 1098.3 1156.4 1203.9 1223.9 1231.7 1228.5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1928.2 1981.8 2010.1 2010.6 2049.4 2100.3 2137.0 2131.5 2120.7 2142.3 2169.8 2167.5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24.5 24.3 24.6 28.4 28.6 31.8 28.7 36.2 38.7 37.7 38.4 35.5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18.9 23.7 20.7 18.7 20.4 22.4 24.5 24.7 22.0 22.0 23.8 17.8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56544.8 57385.1 58411.0 57825.4 58596.7 59676.3 59448.9 59482.1 60059.5 60181.6 60062.1 60033.0

        其中：住户存款 34274.5 34400.2 34788.2 34211.8 34340.9 34814.7 34634.9 34767.3 35360.9 35093.2 35293.1 35573.3

                   非金融企业存款 13121.1 13560.6 13850.9 13600.9 13616.5 13819.0 13600.6 13548.0 13475.3 13449.9 13458.0 13839.6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031.6 840.3 1025.9 -585.7 771.3 1079.6 -227.4 33.3 577.4 122.1 -119.5 -29.1

        其中：住户存款 1562.2 125.7 388.0 -576.3 129.1 473.8 -179.8 132.4 593.6 -267.7 199.9 280.2

                   非金融企业存款 -299.0 439.5 290.2 -250.0 15.7 202.5 -218.4 -52.5 -72.7 -25.4 8.1 381.6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4.1 14.3 13.7 11.4 12.0 11.4 10.9 9.2 9.6 10.0 9.1 8.1

        其中：住户存款 15.6 12.3 11.9 11.3 11.3 11.2 10.5 10.0 9.6 9.4 9.2 8.8

                   非金融企业存款 15.2 20.7 18.2 13.3 12.9 10.9 9.4 7.3 5.7 5.7 4.1 2.9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38376.2 38895.4 39378.4 39836.7 40375.6 41026.7 41362.7 41709.3 42156.0 42471.5 42742.6 42891.2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9063.5 9276.3 9553.6 9768.1 9984.8 10263.5 10496.4 10706.0 10950.1 11084.0 11220.7 11276.5

                    票据融资 2400.3 2325.8 2253.6 2265.1 2282.5 2242.4 2210.2 2113.7 2069.1 2081.5 2084.3 1957.4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023.9 519.2 483.0 458.3 538.9 651.1 336.0 346.6 446.8 315.4 271.1 148.5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324.3 212.8 277.3 214.5 216.7 278.7 232.9 209.6 244.1 133.9 136.7 55.8

                    票据融资 -8.5 -74.5 -72.2 11.6 17.4 -40.1 -32.2 -96.5 -44.6 12.3 2.8 -126.9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6.3 17.7 17.4 17.8 18.1 18.1 17.7 18.1 17.4 17.2 16.6 14.8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44.9 47.4 46.6 45.7 44.5 43.1 42.3 40.2 37.3 34.8 31.9 29.0

                    票据融资 13.7 8.9 8.9 8.7 8.9 5.9 0.4 -4.8 -8.2 -9.1 -13.7 -18.7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60.3 60.8 60.3 59.8 56.3 59.0 62.9 58.7 59.1 61.7 60.2 64.0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0.3 0.6 -5.3 -3.4 0.7 0.1 9.6 16.2 0.9 6.7 4.3 6.8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59.8 60.4 61.8 62.4 61.1 60.1 59.0 56.9 57.3 58.3 60.4 64.9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12.1 -7.0 -1.8 0.7 0.8 0.9 -1.0 -3.7 3.1 9.1 10.3 14.4

本
外

币

人

民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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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2017 年河北省各类价格指数 

单位：%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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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5 － 0.2 － 1.0 － -0.2

2002 － -1.0 － 0.4 － -2.8 － -0.6

2003 － 2.2 － -0.2 － 9.4 － 7.1

2004 － 4.3 － 6.7 － 18.4 － 11.6

2005 － 1.8 － 6.8 － 7.0 － 4.4

2006 － 1.7 － 1.6 － 5.0 － 0.8

2007 － 4.7 － 6.9 － 7.8 － 6.9

2008 － 6.2 － 18.6 － 15.9 － 16.7

2009 － -0.7 － 0.6 － -6.5 － -10.9

2010 － 3.1 － 4.4 － 10.9 － 9.0

2011 － 5.7 － 12.6 － 10.9 － 7.7

2012 － 2.6 － 8.2 － -3.8 － -5.3

2013 － 3.0 － 1.1 － -2.4 － -3.4

2014 － 1.7 － -0.9 － -4.4 － -4.8

2015 － 0.9 － -0.2 － -9.7 － -10.9

2016 － 1.5 － 0.0 － -1.7 － -0.1

2017 － 1.7 － 1.0 － 14.5 － 15.0

2016 1 1.8 1.8 -1.2 -1.2 -9.8 -9.8 -10.7 -10.7

2 1.5 1.7 -1.1 -1.2 -9.4 -9.6 -9.4 -10.1

3 1.8 1.7 -1.4 -1.2 -8.3 -9.2 -7.2 -9.1

4 1.6 1.7 -0.7 -1.1 -6.5 -8.5 -2.9 -7.6

5 1.3 1.6 -0.1 -0.9 -4.8 -7.8 -1.9 -6.5

6 1.0 1.5 0.8 -0.6 -4.1 -7.2 -2.9 -5.9

7 0.9 1.4 0.7 -0.4 -2.9 -6.6 -0.6 -5.1

8 0.7 1.3 0.3 -0.3 -1.6 -6.0 1.6 -4.3

9 1.7 1.4 0.5 -0.3 0.7 -5.2 4.0 -3.4

10 2.1 1.4 0.3 -0.2 4.3 -4.3 5.7 -2.6

11 1.8 1.5 0.8 -0.1 9.7 -3.1 10.3 -1.5

12 1.9 1.5 1.3 0.0 13.9 -1.7 16.3 -0.1

2017 1 2.3 2.3 2.0 2.0 17.5 17.5 18.0 18.0

2 0.7 1.5 2.2 2.1 20.3 18.9 19.7 18.8

3 0.7 1.2 2.9 2.3 20.7 19.5 18.9 18.8

4 1.2 1.2 2.4 2.4 18.0 19.1 11.8 17.0

5 1.7 1.3 1.2 2.1 15.9 18.5 11.2 15.8

6 1.8 1.4 0.0 1.8 14.3 17.8 13.3 15.4

7 1.7 1.4 -0.3 1.5 13.6 17.1 14.4 15.2

8 1.9 1.5 -0.2 1.2 14.2 16.8 16.2 15.4

9 1.9 1.5 -0.3 1.1 14.4 16.5 16.8 15.5

10 2.4 1.6 0.3 1.0 12.2 16.0 16.3 15.6

11 2.4 1.7 0.9 1.0 8.7 15.3 13.5 15.4

12 2.1 1.7 0.6 1.0 6.5 14.5 11.1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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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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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7 年河北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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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512.2 - - 16404.9 - - 25603.5 - - 35964.0

    第一产业 - - 580.6 - - 1436.3 - - 2309.8 - - 3507.9

    第二产业 - - 3672.6 - - 8126.6 - - 12650.3 - - 17416.5

    第三产业 - - 3259.2 - - 6842.0 - - 10643.4 - - 15039.6

工业增加值（亿元） - 1691.1 2817.4 3836.6 4931.7 6205.7 7319.1 8441.9 9675.5 10861.6 12019.0 13002.7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1004.6 4189.9 6999.2 10416.2 14722.8 17861.2 21080.7 24787.9 28167.7 30961.9 33012.2

    房地产开发投资 - 220.5 717.9 1167.0 1657.6 2239.8 2702.7 3202.0 3757.6 4228.5 4580.2 4823.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 3508.3 - - 7065.9 - - 10938.7 - - 15907.6

外贸进出口总额（亿元） 293.4 518.0 814.8 1092.5 1392.4 1676.5 1966.7 2257.8 2541.6 2800.1 3096.5 3357.8

    进口 109.3 201.5 316.8 414.9 526.8 629.6 732.0 835.8 948.8 1043.6 1157.4 1249.6

    出口 184.1 316.5 498.0 677.6 865.6 1046.8 1234.6 1422.0 1592.8 1756.4 1939.1 2126.2

    进出口差额(出口-进口） 74.8 115.0 181.2 262.7 338.8 417.2 502.6 586.2 644.0 712.8 781.7 876.6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1.2 7.1 17.1 19.1 29.3 52.0 53.2 57.5 64.7 72.3 83.6 89.4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85.0 -98.4 -519.9 -685.6 -1031.5 -1495.6 -1623.7 -1909.6 -2170.4 -2399.4 -2875.3 -3381.9

    地方财政收入 333.9 535.6 873.0 1142.0 1391.8 1804.8 2100.0 2309.9 2617.3 2850.5 2995.3 3233.3

    地方财政支出 418.9 634.0 1392.9 1827.6 2423.3 3300.4 3723.7 4219.5 4787.7 5249.9 5870.6 6615.2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3.6 - - 3.6 - - 3.6 - - 3.7

地区生产总值 - - 6.5 - - 6.8 - - 6.7 - - 6.7

    第一产业 - - 3.4 - - 3.5 - - 3.4 - - 3.9

    第二产业 - - 4.1 - - 4.5 - - 3.9 - - 3.4

    第三产业 - - 10.2 - - 10.4 - - 11.0 - - 11.3

工业增加值 - 3.0 4.5 4.8 4.8 5.0 4.5 4.0 3.7 3.4 3.2 3.4

固定资产投资 - 10.1 8.4 7.3 6.9 6.8 6.2 4.8 5.1 5.2 5.2 5.3

    房地产开发投资 - 6.8 4.8 8.9 8.4 6.2 5.9 5.3 5.0 4.0 3.2 2.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 9.7 - - 10.6 - - 10.8 - - 10.7

外贸进出口总额 22.0 19.9 22.0 18.2 18.3 15.2 14.3 13.6 13.5 12.1 10.8 9.7

    进口 50.2 48.4 40.5 31.0 30.2 29.4 27.6 26.5 27.2 24.5 22.0 17.5

    出口 9.8 6.9 12.5 11.5 12.1 8.1 7.7 7.2 6.6 5.8 5.1 5.5

实际利用外资 2.2 7.4 18.9 24.4 86.2 28.0 18.7 25.9 11.9 23.3 13.5 9.7

地方财政收入 11.4 11.2 10.0 7.6 7.6 12.5 17.7 17.6 17.1 16.5 14.3 13.5

地方财政支出 101.5 5.8 5.8 6.6 10.2 12.9 14.7 13.0 10.4 9.7 12.4 9.1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