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吉林省金融运行报告（2020）》摘要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2019 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吉林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砥砺奋进，负重前行，深入

实施“三个五”1战略，扎实推进“一主、六双”2产业空间布局，全面抓好稳定

增长、深化开放、优化布局、改善民生等各项工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

济指标在四季度企稳回升，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全面振兴迈出新步伐，“十三五”

规划主要指标进度符合预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全年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 11726.8 亿元，同比增长 3.0%。 

具体来看，一是内需仍显不足，外贸形势严峻。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较多，投

资完成额同比下降 16.3%。其中，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民间投资分别同

比下降 38.2%、2.8%和 26.7%。消费需求增长稳中微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速同比回落 1.4 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吃类商品销售降幅有所收窄，大宗商

品特别是汽车销售形势不乐观，消费升级类产品情况较好。进出口形势较为严峻。

受海外经济体需求走弱和贸易摩擦潜在影响，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 4.5%。对外

经济合作稳步推进，实际利用外资额同比增长 21.2%，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125.5%。二是三次产业继续调整，结构有所优化。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农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2.5%，粮食增产 49 亿斤，占全国总增量的 41.3%。农业新技术新

业态新模式推广取得实效，启动创建首批 55 个特色产业小镇。工业经济增长稳

中略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1%，增速同比回落 1.9 个百分点。新兴

产业迅速成长，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是上年的 4 倍和 3.4 倍，中车长春轨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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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开放发展；突出发挥吉林生态资源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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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主要包含 13 个专项规划，一主即《长春经济圈规划》，还包括双廊、双带、

双线、双通道、双基地、双协同六个规划，涵盖工业走廊建设、通道建设、城市协同发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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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股份有限公司时速 400 公里高速动车组研制成功并顺利投产。服务业发展呈积

极变化，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3.8%，对经济发展支撑作用持

续增强。寒地冰雪经济、避暑休闲产业成为新增长点，全域旅游业接待人次和总

收入分别增长 12.5%和 17.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过剩产能有效压减，

减税降费使市场主体活力明显增强。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地级以上城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89.3%。三是消费品价格涨幅总体可控，工业品价格略有下降。

居民消费价格涨势平稳，全年同比上涨 3.0%。食品烟酒类价格全年同比上涨 7.5%，

是物价上涨的核心因素。生产价格略有下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1.1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0.8 个百分点。四是财政收入

增长乏力，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受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家更大规模减

税降费政策陆续落地等因素综合影响，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10.0%，税收占地方级

收入比重达到 71.4%。在收入增长困难的背景下，积极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大力

压缩一般性支出，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积极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优先保

障重点民生、稳定经济增长、“三大攻坚战”等重点支出，民生支出占全部财政

支出的 80.2%。五是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医药重点企业保持较快增长。随着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建设的推进，房地产市场逐渐趋于理性，房地产

投资增速回落，商品房销售有所减缓，商品房销售均价涨幅较上年收窄 9.9 个百

分点。具有区域特色的医药产业发展速度略有放缓，但医药重点企业继续保持较

快增长。 

吉林省金融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改进金融服务，切实加

大信贷投入，不断优化信贷结构，为吉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营造了良好的货币信贷环境。 

具体来看，一是银行业稳健运行，货币信贷平稳较快增长。本外币贷款平稳

较快增长，增速同比提高 4.5 个百分点，达到 10%。贷款主要投向基础设施、民

营小微企业、战略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信贷结构不断优化，对吉林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本外币存款增速逐月波动回升，同比

增长 9.5%，住户存款和非金融企业存款同比分别增长 15.3%和 1.4%。二是表外

业务稳健发展，贷款利率小幅回落。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积极调整资产负债结构，

同业投资同比减少 14.3%。银行机构认真落实人民银行贷款市场利率改革各项部

署，12 月份，吉林省新发放贷款中参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定价占比达 9

成，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上年高点下降 0.26 个百分点。三是不良贷款实现

“双降”，跨境人民币业务快速增长。银行业机构积极采取措施清收化解不良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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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年末，吉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减少 8.7 亿元，不良贷款率

同比下降 0.42 个百分点。在外贸收支下滑的背景下，吉林省跨境人民币结算业

务量快速增长，增速达到 29.2%。充分发挥边疆省份区域优势，积极推进人民币

在周边国家的使用，对俄、对韩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占对俄和对韩本币结算的比

例分别为 30.4%和 13.3%。四是证券业平稳发展，市场交易活跃。证券交易额、

股票交易额和代理期货交易额分别同比增长 10.6%、9.3%和 139.4%。吉林省上

市公司总市值同比增长 31.0%，但市场融资能力仍显不足，募集资金同比减少

7.6%。五是保险业稳步发展，农业保险保障作用进一步增强。保险业资产总额

同比增长 9.2%，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有所提升，分别达到 2524.9 元/人和 5.8%。

农业保险较快发展，支农惠农水平不断提升，全年为 141.8 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

保障 734.6 亿元，同比增长 25.2%。六是直接融资较快发展，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 10.1%，为近 27 个月新高，直接融资同比增速高于间接

融资增速 2.2 个百分点。同业拆借市场和现券市场交易额均较快增长，票据业务

量价齐跌，黄金市场快速发展。七是金融基础设施更趋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扎实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吉林省征信系统收录企业和自然人信贷信息

数量持续增加。着力增加征信查询服务有效供给，持续开展信用建档评定工作，

依托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积极推动动产融资业务发展，吉林省成为东北地区首

个实现供应链核心企业与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系统对接的省份。支付体系稳定

运行，银行卡受理环境不断改善，银行卡、“银联快付”等项目助推农村地区支

付环境持续优化，吉林省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设持续推进，云闪付用户占全省人

口总数的比例达到 20.1%。全面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企业银行账户开立、变

更和撤销的便利度得到明显提升。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有效推进，消费者纠纷

处理机制不断完善，投诉办结率达到 100%。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当前，吉林振兴

正处于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老工业基地长期积累的老问题与转型升

级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经济发展压力较大。但吉林振兴发

展也面临新的重大机遇，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支持东北地区深化改革创

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将在重大生产力布局、重点项目建设、深化改革等

方面给予一系列政策支持。此外，吉林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动能性、内生

性积极因素正不断积累并日益显现，经济运行预计将企稳回升。2020 年，吉林

省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振兴工作重要指示，深入实施“三个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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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落实“六保”任务，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2020 年，吉林省金融部门将深入贯彻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

坚定不移聚焦服务实体经济，积极改进金融服务，不断调整优化信贷结构，着力

加大对吉林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支持力度，切实增强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营造良好的货币信贷环境。 

 

 

全文链接：http://changchun.pbc.gov.cn/changchun/124662/4029979/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