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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金融运行报告（2018）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内容摘要]

2017 年，吉林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深入贯彻落实新一轮东北振兴各项举措，千方

百计稳定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基本处于合理区间，综合经济实力持续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推进，

新旧动能转换取得突破，三次产业结构得到优化；需求侧管理于困境中砥砺前行，投资和消费需求增势

趋缓，净出口基本保持稳定；吉林老工业基地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

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288.9 亿元，同比增长 5.3%。一是内需增长动力略显不足，

经济外向度水平不高。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明显回落，投资增速同比下降 8.7 个百分点。民间投资规模保

持稳定，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73.6%。消费需求稳中趋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同比回落 2.4 个百

分点。进出口额形势较上年有所改善，但增幅逐季收窄，全年进出口总额小幅增长 3%。二是产业升级积

极推进，供给侧改革成效显现。农业生产基本稳定，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3%。工业经济总体平

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服务业发展较快，增速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快 2.2 个百分点，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6.2%，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给经济的发展动力和结构调整均带来积极变化。过剩

产能有效压减，企业交易费用和税收负担大幅下降。三是消费品价格整体运行较为平稳，工业品价格由

降转升。居民消费价格涨势平稳，累计上涨 1.6%。生产价格由降转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

升 3.1%，增幅比上年提高 4.7 个百分点。四是财政收入负增长，财政支出结构有改善。受经济增长动

能不足、减税降费政策优惠力度较大和上年一次性收入基数较高等因素综合影响，财政收入自 6月份起

由正转负，降幅逐月扩大，全年地方级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4.1%。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改善，财政对民生

的投入占全部财政支出的 82%。五是房地产市场景气度不高，医药产业健康平稳发展。房地产投资同比

下降较多，增速较上年下降 20.5 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景气度不高，房地产企业筹集资金难度增大，

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商品房供给意愿不强，房地产开发企业购置土地面积为近 10 年来最低水平。房屋销

售增速回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8%。具有区域特色的医药产业呈现健康平稳发展态势，医

药企业积极响应新一轮药品招标采购和“两票制”等医药体制改革，加快项目建设和新产品研发，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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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研发成效显著，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年规模以上医药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1217.6 亿元。

吉林省金融业认真贯彻落实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一

是各项贷款受政策性因素影响明显，信贷结构持续优化。本外币各项存款整体增长缓慢，年末同比增速

仅为 2.6%，非金融企业存款同比少增较多。本外币贷款增速持续回落，年末增速为 4.7%，增速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7.4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粮食收储市场化改革和粮食去库存导致粮食收储贷款减少较多。

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新兴产业贷款快速增长，小微企业贷款、消费贷款、精准扶贫贷款持续增加，金

融对吉林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二是利率水平稳中有升，银行业机构资产质

量下迁压力加大。2017 年 12 月，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6.12%，较上年同期上升 21 个基点。受产能

过剩行业贷款质量向下迁徙影响，吉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有所降低，年末不良贷款率同比

上升 0.46 个百分点。金融机构积极通过诉讼回收、批量转让、核销等方式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地

方法人银行机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超额备付率等指标均高于监管标准，风险抵御能力仍然较强。

三是改革创新持续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稳步发展。银行业改革创新积极推进，农村金融综合改革顺利

实施，东北首家民营银行——亿联银行和省内首家金融租赁公司——九银金融租赁公司相继开业，两家

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吉林省设立分支机构，金融机构类型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跨境人民币业务稳步发展，

全年业务量达到 300.3 亿元，七成有实际进出口经营业绩的企业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对俄、对韩

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快速发展。四是证券业平稳发展，市场交易活跃。机构数量持续增加，市场交易活

跃，证券交易额同比增长 6.2%，“新三板”挂牌公司融资量较快增长，挂牌公司全年融资额同比增长

144.2%，私募基金稳步发展，备案基金管理资金规模达到 2934 亿元。五是保险业呈现快速发展趋势，

农业保险特色明显。保险机构数量持续增加，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104.2%，保险业务加快发展，保费收入

同比增长 15.2%，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同比增加，分别达到 2361.2 元/人和 4.2%。农业保险覆盖面进

一步提高，承保面积同比增长 6.8%，大豆收入、玉米价格等新型保险产品陆续推出，“保单+期货”试

点稳步推进。六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放缓，直接融资占比提升。直接融资发展加快，年内增量占地区社

会融资规模的三成。货币市场业务回归理性，交易额同比下降 48.4%。票据业务量减价升。外汇市场和

黄金市场稳健运行，银行结售汇同比增长 2.1%，商业银行黄金交易额成交额同比减少。七是金融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更趋完善。信用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征信系统累计收录 17 万户企业和 1936

万自然人信用信息。支付体系高效平稳运行，银行卡受理环境不断改善，助农取款服务点达到 1.3 万个，

农村地区支付环境持续优化。金融消费软环境持续改善，金融消费者投诉办结率及消费者满意度均为

100%。

2018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加快吉林全面振兴的关键一年。当前，推动吉林

全面振兴发展仍面临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但东北振兴政策措施的深入实施、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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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省产业结构的持续调整优化、新旧动能的加速转化，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必将为吉林经

济高质量增长和转型升级提供基础和动力。2018 年，吉林省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加快实施“三个五”
1
战略，统筹推动中东西“三大板块”

2
建设，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预

计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左右，物价涨幅控制在 3%左右。

2018 年，吉林省金融业将继续贯彻落实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着力调整优化信贷结构和融资结构，

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入，支持吉林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将防控

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吉林振兴发展营造良好的货

币信贷环境。

1 “三个五”：是吉林省政府提出的突出发挥“五个优势”，推进“五项举措”，加快“五大发展”，即：突出发挥吉林老

工业基地振兴优势，推进体制机制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创新发展；突出发挥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优势，推进

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加快统筹发展；突出发挥吉林沿边近海优势，推进长吉图战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转化，加快绿色发展；突出发挥吉林科教、人才、人文优势，推进高教

强省、人才兴省、文化大省和法治吉林建设，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排除各类风险隐患，加快安全发展。
2 “三大板块”：吉林东部绿色转型发展区、中部创新转型核心区和西部生态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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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7 年，吉林省金融业运行基本稳健，银行

业发展有所放缓，证券业务稳步发展，保险业务

快速发展，金融市场融资功能不断增强，金融资

源向小微、扶贫、新兴产业等民生领域和关键环

节倾斜力度加大，有效发挥了对吉林实体经济发

展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

（一）银行业发展有所放缓，信贷支

持重点突出

1.银行业机构发展趋缓。2017 年，吉林省银

行业机构积极落实金融“去杠杆”各项要求，资

产总额、负债总额、利润额分别减少 3.3%、3.6%

和 32.3%。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稳步增加，年末

银行机构营业网点数量同比增长 8.9%。

表 1 2017 年吉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情况

注：营业网点不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

业银行、股份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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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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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银监局。

2.本外币存款整体增长缓慢。2017年，吉林
省各项存款增速逐月放缓，年末，本外币各项存

款余额同比增长 2.6%，增速同比下降 10.6个百
分点，为近 15年来最低增速。分存款结构看，住

户存款增量同比微降，受贷款增长乏力进而派生

存款减少等因素影响，非金融企业存款增量同比

减少1600亿元。分币种看，人民币存款增长2.7%，
外币存款下降 5.5%。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图 1 2016～2017 年吉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

增长变化

3.本外币贷款增速持续回落。2017 年，吉林

省粮食市场化收储改革深入推进，粮食库存去化

进度加快，致使粮食收储贷款减少较多，加之地

方政府债务置换量占比较高以及实体经济有效信

贷需求不足，吉林省本外币各项贷款增速持续回

落，各项贷款余额同比仅增长 4.7%，增速同比下

降 8.1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增速 7.4 个百分

点。其中，人民币和外币贷款同比分别增长 4.8%

和-22.5%。同时，银行机构积极优化信贷结构，

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贷款同比增长

378.8%，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贷款同比增长

75.4%。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 14.2%，消费信贷

同比增长 19.6%，精准扶贫贷款持续增加，年末

余额达到 555.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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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图 2 2016～2017 年吉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

款增长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图 3 2016～2017 年吉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

贷款增速变化

4.理财产品增速企稳回升。2017 年前三季

度，吉林省理财产品延续了 2016 年的下滑态势，

存续期理财产品增速在第三季度末达到 1.7%的

低点，四季度明显回升，年末同比增长 13.7%，

仅低于上年同期 0.1 个百分点，高于各项存款余

额同比增速 11.1 个百分点。其中，表外理财期末

资金余额同比增长 6.6%，表外理财产品规模占比

达到 72.5%。

5.存贷款利率稳中略升。2017 年，吉林省银

行机构自律意识显著增强，主动维护市场正当竞

争秩序，各类银行机构间分层有序的定价格局进

一步形成。吉林省 12 月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6.12%，比年初上升 0.21 个基点；定期存款加权

平均利率2.14%，比年初小幅上升0.01个百分点。

同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积极推进利率定价能力

建设，存贷款定价科学性进一步增强，2017 年，

吉林省共有 30 家银行业法人金融机构通过合格

审慎评估，成为全国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成员。

表 2 2017 年吉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各利率

区间占比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6.信贷资产质量有所降低。2017 年，金融机

构积极通过诉讼回收、批量转让、核销等方式加

快不良贷款处置，全年处置不良贷款 186.7 亿元。

但受区域产能过剩行业贷款质量向下迁徙影响，

吉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同比上升

0.46 个百分点。年末，省内地方法人银行机构流

动性比例、资本充足率、超额备付率等指标均高

于监管标准，保障存款支付和资金清算的能力较

强。

7.银行业改革创新积极推进。吉林省农村金

融综合改革顺利实施，年内 3家农村商业银行开

业，全省农村商业银行数量占农合机构数量的

73%，已开业村镇银行 63 家，村镇银行实现全省

县域全覆盖。中国工商银行吉林省分行和中国农

业银行吉林省分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东北地

区首家民营银行——亿联银行正式开业，吉林省

首家金融租赁公司——吉林九银金融租赁公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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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渤海银行和广发银行在吉林省设立分支机构，

银行机构服务体系更趋完善。

8.跨境人民币业务稳步发展。2017 年，吉林

省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量达到 300.3 亿元，业务

办理网点扩大到全省25家银行机构的344个银行

网点，累计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企业达

1282 家，占吉林省有实际进出口经营业绩企业总

数的 71.2%。图们江区域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迅

速，2017 年，吉林省对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占

吉林省对俄本外币结算的 37.2%，占比是上年同

期的 2.1 倍；中韩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占吉林省

对韩本外币结算的 12.3%，同比提高 5.2 个百分

点。

专栏 1：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支组织创建金融扶贫示范区探索助力老弱病残脱贫有效路径

2017 年初，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在吉林省少数民族国家级贫困县和龙市创建金融扶贫示范

区，通过构建政府主导、职能部门协作、金融机构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探索出契合吉林特色的金融精

准扶贫模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截至 2017 年末，示范区金融精准扶贫信贷累计投放达到 41064 万元，

惠及贫困人口 7360 户，已经实现脱贫 2620 人，占全部贫困人口的 19.2%。

一、建立联动工作机制，统筹推进示范区建设。一是下发指导意见，明确创建目标和任务。二是推

动和龙市成立由市长任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强化部门协作，建立市、乡（镇）、村三级金融扶贫

服务网络。三是协调各省级金融机构在示范区信贷规模等方面出台具体的优惠政策，并建立金融扶贫主

办行制度，将金融机构与示范区 87 个贫困村进行对接，避免金融扶贫真空。四是制定示范区金融机构

扶贫考核办法，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到宏观审慎评估和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中。

二、强化激励引导作用，完善扶贫政策传导机制。一是通过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合理调增示范区法

人金融机构合意贷款规划、发放扶贫再贷款，定向支持示范区法人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和龙市法人金融

机构扶贫贷款占当地扶贫信贷增量的 81%。二是推动示范区政府整合财政资金 7531 万元设立扶贫贷款风

险补偿基金，由金融机构按 3-10 倍发放扶贫贷款。三是协调示范区政府整合各类扶贫资金 1 亿元成立

扶贫担保公司，金融机构已借助风险担保基金发放扶贫贷款 13659 万元。

三、创新信贷扶贫模式，实现精准扶贫全覆盖。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组织示范区金融机构结

合贫困户家庭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发信贷产品和制定扶贫模式，重点支持人参、木耳种植和养貂、养驴以

及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发展，并创新形成了四大精准扶贫信贷模式。一是小额农贷助贫。对有贷款意愿，

有就业潜质，有技能素质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 5万元（含）以下、期限在 3 年以内（含）、利率不

高于基准利率，并由政府全额贴息的扶贫小额贷款。截至年末，此类贷款余额 3528 万元，带动 1142 户

贫困户增收。二是金穗农贷扶贫。以专业合作社作为承贷主体，农业银行和龙市支行按每户 5-10 万元

的标准发放“金穗惠农精准脱贫贷款”，政府按所发放贷款的十分之一向承贷行注入风险基金，并辅以

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抵押等方式保全信贷资金安全。截至年末，示范区共发放此类贷款 4013 万元，

带动 479 户贫困户增收。三是龙头企贷帮贫。银行采用“抵押+担保”方式给龙头企业发放贷款，企业

按每万元带动 1人脱贫匹配贫困人口，并以不低于 6%的比例向贫困农户计提分红基金。和龙市政府以扶

贫风险基金形式对该类贷款承担 70%的损失代偿责任。截至年末，市政府以该种模式注入风险担保基金

853 万元，撬动信贷资金 8530 万元，带动 3597 户贫困户增收。四是政府保贷脱贫。成立扶贫合作社 158

个，农商行以每个贫困人口 1万元标准向合作社发放扶贫贷款，整合扶贫资金 1亿元成立融资担保公司，

对不良贷款承担 100%代偿责任。目前已发放此类精准扶贫贷款 13359 万元，带动 6218 户贫困户增收。

四、加强普惠金融建设，提升示范区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一是改善示范区支付服务水平。示范区内

ATM 和 POS 机具布放量分别较创建前增长 8.3%和 7.5%，助农取款服务点实现行政村全覆盖。二是积极推

进示范区诚信机制建设。及时将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录入农村信用信息数据库内，开展建档立卡贫困户

信用评级，实现贫困户信息在金融机构间共享。三是深入开展金融知识宣传。组织示范区金融机构深入

农村，普及信贷、支付、反假币、征信等金融知识，提升广大农民金融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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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券业平稳发展，市场交易活跃

1.证券机构数量持续增长。2017 年，吉林省

新增证券公司分公司 7 家，营业部 7 家，证券营

业部覆盖全省 9 个地区，网点布局渐趋合理。证

券市场活跃，吉林省证券交易额同比增长 6.2%。

2.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截至年

末，吉林省辖区共有上市公司42家，总市值4156.3

亿元。当年有 10 家公司在新三板挂牌，累计达到

88 家，挂牌公司全年合计融资 11.1 亿元，较上年

增长 144.2%。私募基金较快发展，辖区已完成登

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共 70 家，备案基金 100 只，

管理资金规模 2934 亿元。

表 3 2017 年吉林省证券业基本情况

注：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额指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

融资。

数据来源：吉林证监局。

（三）保险业快速发展，农业保险特色

明显

1.保险机构稳步发展。2017 年末，吉林省内

的法人保险公司 2 家，新设保险分公司 1 家，省

级保险分公司达到 35 家，财产险公司和人身险公

司分别为17家和18家。各保险公司从业人员17.6

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 2.5 万人。保险业总资产

较快增长，吉林省保险业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104.2%。

2.保险业务较快增长。2017 年，吉林省保险

业实现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5.2%，保险密度2361.2

元/人，保险深度 4.2%，分别比上年提高 13.7%和

上升 0.5 个百分点。吉林省农险保障覆盖面进一

步提高，承保面积同比增长 6.8%。创新开办大豆

收入、玉米价格等新型保险产品，为生产主体提

供价格风险保障 1877 万元。稳步推进“保单+期

货”试点，提供风险保障 1.6 亿元。

表 4 2017 年吉林省保险业基本情况

数据来源：吉林保监局。

（四）直接融资发展较快，金融市场运

行平稳

1.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放缓。2017 年，吉林省

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 6.6%，比全国低 5.4 个百

分点。其中，表内融资同比增长 4.7%；表外融资

同比增长 12%；直接融资同比增长 19.7%，年内直

接融资增量占比达到 31.6%。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图 4 2017 年吉林省社会融资规模分布结构

2.货币市场业务回归理性。2017 年，吉林省

积极稳妥推进货币市场去杠杆，金融机构在全国

银行间市场拆借成交 5003.3 亿元，同比下降

48.4%。市场经过优化调整，隐性风险逐步化解。

3.票据业务量减价升。2017 年，吉林省票据

承兑累计发生额同比下降 20.5%，票据融资总量明

显减少，贴现累计发生额同比下降 76.5%。票据市

场利率呈上升态势，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加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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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在 4.35%-5.17%区间运行，转贴现加权平均利

率在 3.67%-4.77%区间运行。

表 5 2017 年吉林省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表 6 2017 年吉林省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现

利率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4.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稳健运行。企业积极运
用外汇交易工具应对汇率波动，全年银行结售汇

规模 193.9亿美元，同比增长 2.1%。黄金市场保
持稳健发展，全年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销售黄金

量同比增长 0.5%。15家商业银行开办了上海黄金
交易所黄金代理业务、账户金、自营品牌金等六

大类业务，全年人民币业务累计成交额同比减少

38.8%。

（五）金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金融基

础设施更趋完善

1.信用体系建设扎实推进。依托“信用吉林”
网站构建公共信用信息长效共享机制，为社会公

众提供便捷的公共信用信息查询渠道。截至 2017
年末，吉林省征信系统累积收录 17万户企业、1936
万个自然人信用信息，148家金融机构接入人民银
行征信系统，全年提供个人信用报告查询 560.9万
次，同比增长 24.3%，企业信用报告查询 22.1万
次，同比下降 18.7%。持续开展信用企业、信用农
户等信用评定工作，累计为全省 4.8万家中小微企
业和 347万户农户建立信用档案。联合政府有关
部门出台涉及多领域的合作备忘录，不断强化信

用联合奖惩合力。

2.支付体系高效平稳运行。2017 年，吉林省

支付系统处理业务 6.8 亿笔，金额 50.3 万亿元。

银行卡受理环境不断改善。截至年末，吉林省联

网商户、POS终端和 ATM数量分别同比增长 39.5%、

37.1%和 6.2%。银行卡助农取款、“联银快付”等

项目助推农村地区支付环境持续优化，助农取款

服务点达 1.3 万个，“联银快付”全年交易金额

668.6 亿元。银行卡消费较快增长，吉林省银行卡

消费总量和人均卡消费分别同比增长 23.2%和

22.5%。银行卡信贷规模和授信使用率持续提升，

分别同比增长 40.3%和 31.9%。

3.金融消费软环境持续改善。2017年，中国
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对 120家金融机构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工作进行了综合量化考评，对 30家银
行机构和 5家支付机构开展了现场检查，督导辖
内金融机构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妥善处理金融消

费者咨询投诉，继续加强“12363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咨询投诉电话”及“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信息管

理系统”的管理和使用，全年共受理处置金融消

费者咨询和投诉 65笔，投诉办结率及消费者满意
度均为 100%。积极组织开展消费者权益宣传活
动，开发金融知识“益易农”手机 APP软件，消
费者的风险意识和为自己决策承担责任的意识进

一步增强。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7 年，吉林省经济在困境中砥砺前行，经

济运行基本保持在合理区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15288.9 亿元，同比增长 5.3%。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达到 56263.1 元，同比增长 3.7%。

数据来源：吉林省统计局。

图 5 1981～2017 年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

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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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需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外向度

水平待提高

1.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明显回落。2017 年，吉

林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3130.9 亿元，同比增长

1.4%，比上年同期回落 8.7 个百分点。分产业看，

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852.9亿元、6351.3

亿元、5926.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8.9%、-4.4%、

5.1%。从重点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 2155.7 亿元，

同比增长 8.3%；房地产开发投资 910.1 亿元，同

比下降 10.5%。民间投资规模保持稳定，全年完成

民间投资 9666.7 亿元，同比增长 1.3%，占全部投

资的比重为 73.6%。

数据来源：吉林省统计局。

图 6 1984～2017 年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及其增长率

2. 消费需求稳中趋缓。2017 年，吉林省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55.8亿元，同比增长7.5%，

增速同比回落 2.4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消费增

长 7.5%，乡村消费增长 7.4%。新兴消费模式日益

受到欢迎，电子商务交易额实现 4530 亿元，同比

增长 37%。农村电商发展步入快车道，农村网络零

售额同比增长 72.4%，高出全部网络零售额增速

29.6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吉林省统计局。

图 7 1981～2017 年吉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及其增长率

3.进出口额微幅增长。受全球经济温和复苏、

国际市场需求回暖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企稳等因素

影响，吉林省进出口形势较上年有所改善，但增

幅逐季收窄。2017 年，吉林省实现进出口总值

18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1.2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299.9 亿元，同比增

长 8.2%；进口 954.2 亿元，同比增长 1.5%。对外

经济合作积极开展。实际利用外资 92.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8.0%。

数据来源：吉林省统计局。

图 8 1981～2017 年吉林省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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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吉林省统计局。

图 9 1987～2017 年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额及其

增长率

（二）产业转型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成效显现

2017 年，吉林省三大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0.1:48:41.9 调整为 9.3:45.9:44.8，服务业比

重提高了 2.9 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呈现积极变化。

1.农业生产基本稳定。2017 年，吉林省实现农

林牧渔业增加值 1482.1 亿元，同比增长 3.3%，比

上年同期回落 0.5 个百分点。农业生产再获丰收，

粮食总产量达 744 亿斤，总量创历史新高。新兴

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园艺特产业产值增长 9%，人

参、食用菌产值分别增长 8.9%和 6%，棚膜经济种

植面积增长 28%。农业现代化基础工作扎实推进，

建成高标准农田 233 万亩，基本完成农村土地确

权登记试点工作，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占比提

高 5个百分点。

2.工业经济总体平稳。2017 年，吉林省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比上年同期回落0.8

个百分点。重点产业支撑作用突出，全年列入产

业跃升计划的八大重点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8%，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1.4%，

拉动增长 4.5 个百分点。其中，汽车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3.9%，贡献率达到 30.8%，拉动增长

1.7 个百分点。食品、石化和医药产业增加值分别

增长 7.4%、5.6%和 1.9%。

数据来源：吉林省统计局。

图 10 1981～2017 年吉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实际增长率

3.服务业发展较快。2017 年，吉林省积极推

进服务业攻坚战，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给经济的发

展动力和结构调整均带来积极变化。全年服务业

实现增加值 6846.9 亿元，同比增长 7.5%，比地区

生产总值增速快 2.2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为 56.2%，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3.0 个百分

点。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见成效。去产能方面，

有效压减过剩产能，2017 年，吉林省水泥产量下

降 12.5%，铁合金产量下降 45.1%。降成本方面，

企业交易费用和税收负担大幅下降，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每百元收入中的销售、财务、管理三项费

用为 9.2 元，同比减少 0.3 元。补短板方面，基

础设施领域投资保障有力，全年基础设施投资同

比增长 8.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

1.2 个百分点。

5.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2017 年，吉林

省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节能减排任务全面

完成。与“十二五”末相比，吉林省环境空气优

良天数比例上升 9.7 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减少

了 68%，优良水体比例上升了 10.4 个百分点，单

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 31.4%，完成造林面

积 83979 公顷。

（三）消费品价格整体平稳，工业品价

格由降转升

1.居民消费价格涨势平稳。2017 年，吉林省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累计上涨 1.6%，与上年持平。

八大类商品“七涨一跌”。吉林省全面完成公立医

院改革，药品价格涨跌互现，医疗服务类价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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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累计上涨10.9%，拉动总指数上涨1.1个百分点，

对总指数上涨的贡献率达 69.4%，是物价上涨的核

心因素。

数据来源：吉林省统计局。

图 11 2001～2017 年吉林省居民消费价格和生

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2.生产价格由降转升。2017 年，吉林省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累计同比上升 3.1%，与上年

同期相比，增幅提高 4.7 个百分点。生产资料类

产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6.7%，拉动总指数上涨约

3.8 个百分点。生活资料类产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1.7%，拉动总指数下降约 0.7 个百分点。工业生

产者购进价格指数走势与出厂价格走势一致，全

年累计同比上升 3.4%。

3.劳动力成本保持不断上升趋势。2017 年，

吉林省城市低保月标准达到 484 元，同比增长

8.8%；农村低保年保障标准达到 3734 元，同比增

长 9.4%。2017 年，退休人员养老金平均水平提高

5.5%。

（四）财政收入负增长，财政支出结构

有改善

2017 年，受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减税降费政

策优惠力度较大、上年一次性收入基数较高等因

素综合影响，吉林省财政收入自 6 月份起由正转

负，降幅逐月扩大。全年实现地方级财政收入

1210.8 亿元，同比下降 4.1%，较上年下降 6.9 个

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 853.9 亿元，同比下降

0.9%；非税收入 356.9 亿元，同比下降 10.9%。财

政收入结构优化。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达

到 70.5%，比上年同期提升 2.2 个百分点。非税收

入比重由上年的 44.2%下降至 29.5%。2017 年，吉

林省完成财政支出 3725.7 亿元，同比增长 3.1%。

其中，财政对民生的投入超过 3000 亿元，占全部

财政支出的 82%，比上年提高 1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吉林省统计局。

图 12 1981～2017 年吉林省财政收支状况

专栏 2：强化综合服务 突出风险防控 吉林省龙井市多措并举有效推进农地抵押贷款试点

吉林省龙井市作为国家级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2013 年先于国家层面试点开展承包土地的经营

权抵押贷款。自试点以来，该市以“集合式”物权融资公司为依托，建立扎实有效的风险防控及抵押物

处置机制，配套优惠的贷款贴息政策，形成了特点鲜明、成效显著的“物权融资公司+承包土地的经营

权抵押贷款”模式，有力推动了区域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顺利发放，切实盘活了农民手中的土

地资源，有效促进了当地农业规模化经营。

一、主要做法

（一）建立高效能的综合服务平台。2013 年 4 月，龙井市政府成立物权融资公司，该公司与龙井市

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合署办公，集土地确权、产权Ƒƒ、ƓƔ评估、ƕƖƗƘ和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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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贷款担保等ƙ能于一ƚ，推动龙井市土地经营权融资创新形成政策合力。物权融资公司ƛ通过发Ɯ农

村土地ƕƖ和抵押的综合服务ƙ能，对借款人办理土地抵押有Ɲ手ƞ实行“一Ɵ式”服务，业务经办Ơ

ơ 5Ƣ，比吉林省内ƣƤ试点地区ƥ省一Ʀ以Ƨ时间。

（二）形成规范化的增信担保体ƨ。借款人Ʃƪ借款时，物权融资公司对借款人土地经营权进行权

ƫ核实和ƓƔ评估，在借款期间将土地经营权ƕƖ至物权融资公司并ƬƭƕƖ合Ʈ，物权融资公司为ƣ

提供借款担保以获得银行贷款，当贷款结Ư时ƕƖ合Ʈ自动ưƱ。物权融资公司的贷款担保对Ʋ以经营

土地面积 10 公Ƴ以Ƨ的家庭农ƴ为主，以ƵƶƷ小面积Ƹ种农户为辅。

（三）构建ƹ层ƺ的风险防控机制。一是在借款人提出借款Ʃƪƻ，物权融资公司借助农经部门下

ƫ乡镇经管Ɵ及村Ƽƽ对借款农户信用状况、经济状况、借款用ƾ等方面信息全面了ư的优ƿ，先于银

行进行ǀ户ǁǂ，ǃǄ贷款准入Ɲ。二是物权融资公司建立风险保ǅ基金ǆ，目前基金规模达 1500 万

元，Ʊ政府少量注入Ǉ，主要由借款人按借款金额的 5%按年筹集ǈ纳，ǉ由物权融资公司、承贷银行及

全体借款人三方共管，当贷款结ƯƻǊƛ借款人。三是出现贷款ǋ期时，物权融资公司先以风险保ǅ基

金ǌ付，再将抵押的土地经营权优先在基金ǈ纳人内部进行ǍǎƕƖ，ƖǏ收入用于偿ƛ代偿基金，ǐ

余部分Ǒƛ借款人。四是为进一ǒ覆盖风险，借款人Ǔ在指定保险公司参加农业保险，在发ǔǕǖ、Ǘ

重ǘǙ等自ǚǛǜ导ǝ贷款ǋ期时，保险公司的Ǟ付款优先用于偿ƛ贷款。

（四）享ǟ优惠的补贴政策。物权融资公司对借款人办理融资增信所有Ǡƥǡ不收取任Ǣǣ用，借

款人ƛ享ǟ吉林省政府对家庭农ƴ贷款 60%贴息的政策。

二、取得的成效

（一）有效推动了贷款发放。龙井市物权融资公司通过扎Ǥƹǥ风险防控Ǧǧ，有效保ǅ了银行的

信贷资产安全，调动了金融机构开办农地抵押贷款的积极性。截至 2017 年末，龙井市农村承包土地的

经营权抵押贷款余额 6834 万元，自试点工作以来，累计发放贷款 1477 Ǩ，累放金额 3.02 亿元。通过

龙井市物权融资公司担保办理的农地抵押贷款一ǩ保持“Ƶ不良”。

（二）极大地降低了农民融资成Ǫ。通过龙井市物权融资公司担保Ʃƪ贷款的利率ǫ行基准利率Ƨ

Ǭ 30%，低于当地农信社等金融机构ƧǬ 60%-70%的普通农户贷款利率水平。在政府对农ƴ实行优惠贴

息的政策下，以当前 1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4.35%计ǭ，专业农ƴ及家庭农ƴ实Ǯǯ担的贷款利率Ơ为

2.26%，真ǰ做到了Ǐ利于民。

（三）有力地促进了农业规模化发展。物权融资公司成立 5年来，龙井市土地ƕƖ率由 13%提高至

80%，家庭农ƴ数量由Ƶ发展至目前 220 家。家庭农ƴ平ǡƸ地面积 45 公Ƴ，ǱƸ地面积 2.3 万公Ƴ，

占全市Ƹ地面积的 34.5%。家庭农ƴ年ǡǲǳǱ产量达 5万Ǵ，占全市ǲǳǱ产量的 36%。家庭农ƴ平

ǡ年收入 25 万元，较试点前提升 208%。

（五）房地产市场呈现一定分化，医

药产业健康平稳发展

1.房地产市场景气度不高。2017 年，吉林省

房地产投资、房屋新开工面积、新建商品房销售

面积同比下降，二手住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保

障房建设积极推进，棚户区改造搬迁货币化安置

比例较高，在完成棚改任务同时促进了库存商品

房的消化。受相关政策调控影响，房地产开发贷

款同比下降较多，导致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速回落。

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较多。2017 年，吉林省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为 910.1 亿元，同比下降

10.5%，增速较上年下降 20.5 个百分点。房地产

开发投资实际到位资金 1090.1 亿元，同比下降

13.1%。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中的国内贷款和

自筹资金占比分别为 9.7%和 40.8%，较上年同期

分别下降 1.3 个和 5.7 个百分点；其他资金来源

占比为 49.5%，较上年同期上升 7.3 个百分点。

房地产企业供给意愿不强。由于房地产市场

景气度不高，筹集资金难度增大，加上房地产供

给侧改革持续推进等，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商品房

供给意愿不强。土地购置面积、房屋新开工面积

等同比下降。2017 年，吉林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购

置土地面积为 668.1 万平方米，为近十年来最低

水平，同比下降 4.5%；房屋新开工面积 1907.9

万平米，同比下降 9.8%。房屋施工面积和竣工面

积同比增长。其中，房屋施工面积 11887.3 万平

方米，同比上升 0.8%；房屋竣工面积 1478.9 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 9.4%。



15

商品房销售状况不够理想。受银行机构住房

信贷规模趋紧导致房贷利率上升，以及房屋价格

逐步上升等因素影响，房屋销售增速逐步回落。

2017 年，吉林省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1885.2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8%；二手住房销售面积为

1617.5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6%。

数据来源： 吉林省统计局。

图 13 2002～2017 年吉林省商品房施工和销售

变动趋势

商品房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上升较多。2017

年，吉林省商品房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为 6021 元/

平方米，同比上升 12.25%。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价格指数来看，长春市和吉林

市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也有较大幅度上升。2017 年

12 月，长春市和吉林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分别同

比上升 8.8%和 6.9%。吉林省商品房住宅平均销售

价格有较大幅度上升，部分原因在于学区房价格

大幅上升，带动住房均价上升。

数据来源：吉林省统计局。

图 14 2017 年吉林省主要城市新建住宅销售价

格变动趋势

房地产贷款增长回落。受土地储备机构不得

再向银行业金融机构举借土地储备贷款，以及政

府债务置换导致棚改贷款减少较多等因素影响，

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速有所回落。2017 年，吉林省

房地产贷款余额 3624.8 亿元，同比增长 9.3%，

增速较上年回落 5.3 个百分点。其中，地产开发

贷款同比下降 51.1%，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同比

下降 1.6%。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2368.3 亿元，同

比增长 20.3%，较好地支持了居民贷款购房需求。

2.医药产业发展呈现健康平稳态势。2017

年，吉林省医药产业积极应对新一轮药品招标采

购和“两票制”等医药体制改革，加快项目建设，

加强新产品研发，全年规模以上医药企业完成工

业总产值 1217.6 亿元。一是重大项目建设进展顺

利。医药产业 3000 万元以上项目 234 个，总投资

835 亿元。其中，新开工项目 63 个，投资 165 亿

元；续建项目 171 个，投资 670 亿元。二是新药

产品研发成效显著。全年申报药品临床批件 24

个，申报生产批准文号 16 个；获得临床批件 43

个，获得药品批准文号 17 个。三是关键技术取得

重大突破。吉林先进医疗器械制造业创新中心首

创“产学研医用”协同创新模式，集聚省内研发、

生产、临床资源，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目前

肝储备功能分析仪、皮肤 CT2 个项目进入临床研

究，红外诊断平台等 5个项目完成基础研究。四

是生物制药产业快速发展。

医药产业发展中的深层问题仍需破解。一是

企业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2017 年，企业在

研发投入上虽然有所增加，但与国际水平相比投

入甚微。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现实要求尚有较大

差距。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偏少，化学新

药以仿制药为主，生物制药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

较大，中药现代化水平不高。二是政策调整对行

业发展带来的冲击较大。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

艺核对等政策导致企业压力增大。

金融对医药产业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强。2017

年末，吉林省医药产业贷款余额为 314.7 亿元，

同比增长 6.0%。金融机构优先支持行业经营优势

明显，拥有市场畅销成熟品牌，在细分市场处于

优势地位，具有产品研发、原料、规模、市场等

竞争优势，主要产品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或医

保目录，自有现金流充足的优质大型医药集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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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属核心生产型企业；择优支持年销售额较小、

品牌单一、自主研发能力较弱、网络渠道较少的

医药生产企业。采用供应链金融服务等模式，为

医药行业提供全产业链条产品与服务，有力保障

医药企业快速发展的融资需要。

三、预测与展望

2018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加快吉林全面振兴的关键一年。吉林经

济虽然面临结构性矛盾突出、实体经济发展困难

较多、新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还相对偏弱

等问题，但东北振兴政策措施的深入实施，吉林

省产业结构的持续调整优化，新旧动能的加速转

化，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必将为吉

林经济高质量增长和转型升级提供基础和动力。

2018 年，吉林省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

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加快实施“三个五”战略，

统筹推动中东西“三大板块”建设，全面做好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

作，预计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左右，物价涨幅控

制在 3%左右。

2018 年，吉林省金融业将深入贯彻落实稳健

中性的货币政策，着力调整优化信贷结构，支持

吉林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防控金融风险放到

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

险的底线，为吉林振兴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信贷

环境。

总 纂：张文汇 孙维仁

统 稿：丁树成 曹鲁峰 杨 珩 连 飞 叶骏骅 景祥云

执 笔：佟训舟 邵 洋 孟繁博 周飞虎 安立环 赵 锋 曹 楠 陈 亮 马 琳 刘鸿鹄

王春萍 王宇洋 王伟树 柴文梁 王宇光

提供材料的还有：郑凯元 刘 健 杨彬彬 杨 爽 杨 柳 任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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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2017 年吉林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1 月，吉林省首家金融租赁公司——九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获批开业，注册资本金 5亿元。

1月，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成为继重庆农商

行后第二家成功登陆 H股的内地农商银行。

4月，吉林中部（长春-吉林-松原）获批成为全国首批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5月，东北首家民营银行——吉林亿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长春开业。

6月，长春地铁 1号线正式载客运营，全长 40.1 公里。

7月，第十四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在长春举行，参展厂家 139 个，参展品牌 145 个，新

车型占比超过 80%，新能源车的展出数量创历届展会新高。

9月和 10 月，渤海银行长春分行和广发银行长春分行正式开业。

11 月，长春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商用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吉林一号”04、05、

06 星发射成功，“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在轨运行卫星达到 8颗。

12 月，东北首家成功登陆新三板的商业新闻网站吉报集团旗下吉和网在京挂牌敲钟。

2017年，吉林省粮食总产量达到744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单产达到987斤/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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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吉林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2017 年吉林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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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2017 年吉林省各类价格指数

单位：%

数据来源：吉林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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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7 年吉林省主要经济指标

数据来源：吉林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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