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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0年，是山西省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关键一年，是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为“十二五”发展奠定基础的重要一年。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

任务，山西省着力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推进节能减

排，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全省金融业继续保持平稳、

健康的运行态势，存、贷款总量增长适度，结构不断优化，金融机构经营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金融改

革向纵深推进，较好地实现了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2011年，山西省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推进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全省金融机构在贯彻落实稳健货币政策的

同时，将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金融创新，充分发挥金融核心作用，促进山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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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0年，山西省各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适

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证券、保险业协调发

展，金融机构体系建设日臻完善，市场融资能力

逐步增强，生态环境建设持续改善，金融运行总

体稳健。 
（一）银行业健康发展，服务水平有

效提高 
2010年，山西省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建设日

趋完善，各项存贷款稳定增长，利率市场化程度

进一步提高，金融改革逐步深化，支持地方经济

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 

1.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建设成效显著。2010
年，山西省银行类金融机构在加大对地方经济支

持力度的同时，机构体系建设卓有成效。多家股

份制银行设立地市级分支机构，各商业银行不断

增加网点和自助银行，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小

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等服务县域

经济与“三农”领域的农村新型机构相继成立。

截至2010年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5477家，资

产总额达到22175亿元，同比增长20.5%。 

 

表 1  201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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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1592 42544 9943

二、国家开发银行及政策性银行③ 57 2174 1451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④ 76 3739 3068

四、城市商业银行 175 4526 1198

五、城市信用社

六、农村合作机构 2952 34099 4754 115

七、财务公司 4 126 345 4

八、邮政储蓄 614 5260 1385

九、外资银行 1 30 6

十、农村新型机构⑤ 6 84 24 6

合             计 5477 92582 22175 125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①
法人机构

（个）

 
注：①营业网点不包括总部。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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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④包括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

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和渤海银行。 

⑤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 

⑥包括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 

数据来源：山西银监局。 

 

2.存款增速回落，活期化程度明显。截至2010

年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8639.8亿

元，同比增长18.3%；当年新增2878亿元，同比少

增48.5亿元。从结构上看，企业存款增量高于储

蓄、活期增量高于定期。企业生产形势向好、货

款回笼加快以及政府对企业实行有关费用减免缓

缴政策是企业存款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受股市

转暖、国家和地方政府刺激消费政策实施、农村

社保面扩大、居民购买国债等影响，储蓄存款增

速减缓，活期化程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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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3.贷款节奏平稳，投向集中，消费信贷业务

发展迅速。截至2010年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

各项贷款余额9728.7亿元，同比增长22.9%，当年

新增1816.4亿元，同比少增56.8亿元。全年贷款

新增占全国比重为2.3%，居全国第17位，中部第5

位。与上年度相比，今年信贷投放节奏更加均衡、

平滑。分机构看，农村信用社全年新增贷款312.6

亿元，占全省17.2%，居全省第一。从贷款结构看，

中长期贷款全年新增1492.9亿元，占全省82.3%。

从贷款投向看，采矿业、交通运输、批发和零售、

水利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新增贷款占到六成。个人

消费业务发展迅速，全年新增97.2亿元，增长

44.4%，增速高于各项贷款2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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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图 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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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4.现金收支规模大幅增长，净投放再创新高。

2010年，全省现金收支总体增长较快，投放增势

强劲。全年现金累计收入26113.4亿元，同比增长

20.1%；现金支出累计26472.2亿元，同比增长

29.5%。收支轧差，累计净投放358.9亿元，同比

增长29.5%。全年现金收支主要体现以下特点：一

是现金收支规模大幅增长，再创历史新高;二是经

济增长活跃因素增加，收入项目同比增长，支出

项目降幅收窄;三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仍为现金

投放主力军,农村合作机构的现金净投放量达到

626.6亿元，占到净投放机构投放总量的78.6%。 

 

 

表 2  2010年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单位：亿元、% 

年累计额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26113.4 20.1

现金支出 26472.2 29.5

现金净支出 358.9 29.5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表 3  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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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55.8 37.1 4.0 0.9

1.0 21.9 29.2 28.9 18.0 0.8

小计 45.1 15.0 34.0 78.0 98.2

(1.0-1.1] 8.4 8.1 12.2 10.6 1.6

(1.1-1.3] 12.3 6.2 21.0 27.5 2.7

(1.3-1.5] 2.9 0.7 0.9 7.8 8.2

(1.5-2.0] 9.7 0.1 0.0 14.4 38.9

2.0以上 11.8 0.0 0.0 17.6 46.8

上

浮

水

平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5.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民间借贷利率水平

趋于理性。2010年，辖内金融机构议价能力提升，

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提高，其中，大、中、

小型企业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分别为

16.61%、57.47%、83.65%，同比提高了5.0、9.0

和2.7个百分点，企业融资成本有所上升。民间借

贷利率出现理性回落，据抽样监测，2010年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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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图 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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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利率为22.335%，同比下降了

1.9个百分点。 

6.金融改革继续深化，农村金融服务水平进

一步提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进一步

深化，盈利水平、收益结构、风险管理等方面都

有了明显的改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确立了“支

持优势企业、扶持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不断

加快自身建设，晋商银行成立了小微企业金融部，

晋城市商业银行引进先进的小微企业审贷模式。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和服务质量进一

提高。农业银行省分行“三农”事业部机构架设

顺利完成；农村信用社改革继续深化，服务“三

农”能力日益增强；尧都农村商业银行挂牌成立；

年内6家村镇银行、1家农村资金互助社和138家小

额贷款公司相继成立。 

 

专栏 1：对山西省担保创新情况的调查分析 

 
目前山西省担保创新的主要特点：一是围绕主导行业展开。从所属行业来看，主要分布在矿产资源、

金属加工、化工企业的融资过程，农业养殖、房地产和运输业类企业也有分布，第三产业企业基本没有。

二是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主导。在调查的22个案例中，其中工行、农行和中行的分支机构占到15个，

占比达68.2%，在担保创新中占据优势。三是数额不大、利率较高、期限较短。在调查的案例中，单笔

超过1000万元的有6次，100万-1000万元之间的有9次；就利率来看，上浮幅度一般在10%-30%；期限上，

大多为短期贷款。四是担保物范围扩大、担保方式进一步扩展。担保物已经逐步扩大到动产和债权的范

围；担保方式扩展到利用部分所有权、使用权、财产支配权、订单的抵押、质押、信誉担保和准信誉担

保及多种担保物的联合式担保。 

阻碍山西担保创新的症结：一是法律依据不足，操作程序难以统一，利率过高，中介组织缺位等因

素制约担保创新的发展。二是基层金融机构缺乏估值能力，造成信贷期限以短期为主。三是担保物的托

管存有较大漏洞。采用第三方托管的较少。四是担保创新合同的标的物变动，为合同纠纷埋下隐患。 

探讨发展山西担保创新的路径：一是继续完善法律制度。应加快《担保法》和《物权法》的解释、

补充和修订工作，为担保创新构建完善的法律支持。二是加强金融中介组织的作用。一方面要大力发展

以价值评估、法律咨询等服务为主业的社会中介组织。另一方面要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优化金融机构服

务边界，加快全省统一的担保登记机构建设，同时简化司法和管理程序，增强执法力度，保障抵质押权

利的有效实现。三是尝试建立担保基金对担保创新业务进行保险。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体或以金融机构

分拆入股的方法建立创新担保基金，获取担保创新业务在金融机构业务中较高的通过率。四是继续加强

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地方金融改革步伐，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综合水平，不断满足群众金融服务需求，

不断加强金融创新能力，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打造更加完善、全面和优良的金融生态环境。 

 

 

（二）证券业稳健运行，市场呈现多

元格局 

2010年，山西省证券期货业防范风险和创新

发展并重，市场交易平稳，融资能力提升。 

1.证券机构健康发展、经营稳健。截至2010

年末，全省证券、期货在晋营业部分别为100家和

17家，从业人员2044人，机构数及从业人员均较

上年有所增长；法人证券、期货机构资产分别增

长11.8%和27.8%。全年累计证券交易额10779.8

亿元、期货交易额72014.4亿元，证券、期货分别

实现净利润9.3亿元、0.1亿元，主要经营指标较

同期小幅下降。 

表 4  2010年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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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末境内上市公司数(家) 31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223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283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114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山西证监局、山西省

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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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证券市场平稳发展。2010年全省新增3家上

市公司，形成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多元上市格

局。截至年末，全省31家上市公司总市值6249.2

亿元，同比增长5.6%。当年股票市场融资233亿元，

为同期3.7倍，其中：IPO 融资34.8亿元，以公开

增发、定向增发和公司债券方式实现再融资198.3

亿元。上市资源培育工作取得长足发展。 

（三）保险业加速发展，服务领域不

断拓宽 

2010年，山西保险业规范有序运行，业务较

快增长，服务能力持续提高。 

1.保险业有序快速增长。截至2010年末，全

省共有财产险公司17家、寿险公司14家，保险中

介机构79家；保险业从业人员11万人。年末保险

公司总资产同比增长27.7%，全年保费收入同比增

长26.3%，赔款和给付支出增长1.7%。 

2.保险渗透度、贡献度不断提高。截至2010

年末，全省保险密度1065.6元/人，同比增长

26.5%；保险深度4.2%，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农业保险继续推进，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

贴试点正式启动，在5个地市承保玉米126万亩、

承保金额3.3亿元；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覆盖人群和

承保金额同比增长119.6%和113.2%。出口信用保

险和大额医疗补充保险等新产品发展效果良好。 

 

表 5  2010年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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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30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6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4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365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96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70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80
保险密度（元/人） 1066
保险深度（%） 4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山西保监局。 
 

（四）市场主体增多，直接融资比例

稳步提高 

2010年，山西省各金融机构合理优化融资结

构，辖内金融市场平稳运行。金融机构参与市场

意识增强，货币市场交易活跃。 

1.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上升。2010年，山西省

融资结构继续改善，直接融资占比21.8%，较上年

提高6个百分点；直接融资内部比例大体均衡，股

票融资有较大发展。 

 
表 6  2001-2010年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1 278.7 97.8 0.0 2.2

2002 476.1 99.6 0.0 0.4

2003 667.2 97.3 0.0 2.7

2004 563.4 99.6 0.0 0.4

2005 436.3 97.7 2.3 0.0

2006 971.1 59.2 15.0 25.8

2007 758.9 79.9 15.5 4.6

2008 875.8 85.8 8.7 5.5

2009 2226.8 84.2 15.0 0.8

2010 2321.9 78.2 12.2 9.6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2.市场参与主体增多，交易量大幅攀升。截

至2010年末，全省加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债

券市场的金融机构数分别新增5家和9家。全年市

场累计成交30592亿元，同比上升181.5%。 

3.票据市场交易量稳步提高。截至2010年末，

全省各金融机构累计签发银行承兑汇票1597.2亿
元，同比增长4%。累计办理贴现1956.1亿元，同

比增长4.4%。 
 

表 7  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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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96.9 449.69 336.9 379.93 0.26 0.26

2 630.4 566.81 410.5 1036.63 0.54 1.45

3 742.6 1158.04 396.9 1641.05 0.43 3.22

4 854 1597.19 359.2 1948.54 0.48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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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表 8  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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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05 5.6103 2.7558 2.4397

2 3.6303 3.0618 2.5122

3 4.301 5.606 3.3133 2.89

4 5.5759 5.8976 4.1313 3.9648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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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融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征信

体系建设再结硕果 

2010年，山西省立足“拓展宣传深度与广度、

营造社会诚信环境”，积极开展形式多样、面向不

同社会群体的征信知识宣传活动，以中小企业信

用体系建设和企业资信评级为重点，推动辖区金

融生态环境不断深化。一是继续完善中小企业信

用档案管理。截至年末，全省累计收集中小企业

信用档案5.8万户，其中，4347户中小企业取得银

行授信意向，1990户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830.6

亿元。二是资信评级工作发展良好。全年全省共

推荐参加资信评级企业和担保机构1300户，已评

定级别户数1198户，其中，评定担保机构户数75

户。三是积极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辖内农村

信用体系建设模式不断充实，五种新模式得以建

立，全年全省共评定信用户218万户，信用村6213

个，信用乡（镇）206个，累计为443万农户发放

贷款577亿元。四是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不断完

善。截止2010年末，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分别收

录19.7万户企业和1300.8万名自然人的基本信

息，同比增加5000户和168.3万人。金融机构通过

查询个人征信系统共拒绝有潜在风险的个人贷款

申请2164笔，金额12431.75万元；通过查询企业

征信系统，拒绝信贷业务申请167笔，金额7.7亿

元。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0年，山西省经济整体运行态势进一步趋

稳，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
9
7
8

1
9
8
0

1
9
8
2

1
9
8
4

1
9
8
6

1
9
8
8

1
9
9
0

1
9
9
2

1
9
9
4

1
9
9
6

1
9
9
8

2
0
0
0

2
0
0
2

2
0
0
4

2
0
0
6

2
0
0
8

2
0
1
0

-5

0

5

10

15

20

25

地区生产总值(左坐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右坐标)

亿元 %

 
数据来源：山西省统计局。 

图 5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十一五”规划目标如期实现。全年生产总值完

成9088.1亿元，同比增长13.9%，比上年加快8.5

个百分点。 

（一）需求旺盛，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1.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强劲，基础设施投资增

长较快。2010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

完成6352.6亿元，同比增长26.2%，增速快于全国

2.4个百分点。重点工程投资额和新开工项目数量

均创近年来较高水平。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592.2

亿元，同比增长24.1%，增幅较上年下降21.4个百

分点，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效应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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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西省统计局。 

图 6  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2. 消费市场购销两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日益明显。在全面落实国家“家电下乡”、“农机

下乡”等相关政策的同时，省政府又出台了12项

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包括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

收入，实施季节性扩大旅游消费措施，推进“万

村千乡市场工程”等，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培育

消费热点、优化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快速增长。

2010年，全省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207.9亿元，同比增长18.4%。全年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5647.7元，增长11.8%，消费支出

9792.7元，增长4.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36.3

元，增长11.6%，消费支出3663.9元；城乡居民消

费倾向分别达到63%和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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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西省统计局。 

图 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3.进出口规模大幅增加，境外投资加速推进。

2010年，全省对外贸易恢复性增长，进出口总值

为125.8亿美元，同比增长46.8%。其中，出口为

47.1亿美元，增长了66%，进口78.7亿美元，增长

了37.3%，贸易逆差31.6亿美元。不锈钢板材、焦

炭、煤炭、和金属镁四大类商品共出口21.1亿美

元，同比增长182.2%，拉动全省出口增长48个百

分点。在进口商品中，原材料进口占到七成。境

外投资加速推进，全年外商直接投资5.5亿美元，

同比增长66.6%。 

 

-80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
9
8
6

1
9
8
8

1
9
9
0

1
9
9
2

1
9
9
4

1
9
9
6

1
9
9
8

2
0
0
0

2
0
0
2

2
0
0
4

2
0
0
6

2
0
0
8

2
0
1
0

-80

-40

0

40

80

120

进出口差额(右坐标）
出口总值增长率(左坐标）

进口总值增长率(左坐标）

% 亿美元%

 
数据来源：山西省统计局。 

图 8  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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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西省统计局。 

图 9  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二）三大产业结构优化特征明显 

1. 农业基础进一步增强。2010年，山西省全

面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在继续实施上年“五

项农业补贴”的基础上，又出台了蔬菜补贴等“八

项惠农政策”，实施了盐碱地改造等“七大强农工

程”。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加强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完成中低产田改造200万亩，农田实灌

面积达到1700万亩，积极发展旱作农业和节水农

业，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2010年，全省

粮食总产量为108.5亿公斤，同比增长15.2%，创

历史新高。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3877.3千公顷，

同比增长17.6%，为近7年来的最高。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1075.6亿元，同比增长6.2%。 

2. 工业经济增速创历史新高。2010年，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4446.3亿元，同比增长

23.2%，增速创“十一五”以来新高。煤炭行业高

速高效安全发展，成为全省工业高速增长的“稳

定器”和转型跨越发展的先导，全年原煤产量达

到7.4亿吨，同比增长20.4%。工业经济的持续上

涨，带动全省用电量、货运量快速提升，全年发

电量212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1%；太原铁路局

铁路货运量突破5亿吨，公路货运量达6.1亿吨，

同比增长18.8%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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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西省统计局。 

图 10  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3.服务业发展亮点频出。2010年，山西省服

务业发展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服务业呈

现平稳较快发展态势。全省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完

成3363.4亿元，同比增长9.1%。二是服务业投资

持续高位增长。全省第三产业投资完成3127.2亿

元，同比增长30.9%，投资额和投资增幅远高于第

一、二产业。三是服务业从业人数突破200万，服

务业吸纳劳动力能力进一步提升。四是交通运输、

批发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成为促进转型

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价格上涨较快，劳动力成本增

加 

1、物价同比上涨，食品价格涨幅居首。全年

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累计上涨3.0%，比上年涨幅扩

大3.4个百分点。八大类商品及服务呈现“五升三

降”，其中，食品类上涨8.5%。原材料燃料动力购

进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均

呈上涨态势，分别上涨9.5%、9.0%和2.0%，涨幅

分别比上年提高17.5、12.4和0.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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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2、劳动力供求基本平衡，工资实现翻番。2010

年，全省劳动力需求与供给基本持平，分别为

24109人和26280人，同比增长14.6%和6.1%。用人

需求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业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

操作工两大职业，约占全部用人需求的74%。2010

年，全省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达33000元，比“十

五”末增长一倍，实现翻番。 

（四）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支出保障

有力 

2010年，全省财政总收入完成1810.7亿元，

同比增长17.8%。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完成969.7

亿元，同比增长20.3%。一般预算支出1928.4亿元，

同比增长23.9%，增幅同比提高5.1个百分点。全

省财政收支主要体现以下特点：一是财政收支实

现新跨越。从规模看，全省财政总收入突破1800

亿元关口，一般预算收入是2005年的2.6倍，年均

增速达到21.4%。全省预算支出规模迅速扩大，实

现了较快增长，是2005年的2.9倍，年均增速达到

23.6%，为全省转型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基础。

二是税收实现恢复增长，成为财政收入最重要、

最稳定和最直接的增收源泉。2010年，税收全年

增长16.8%；从增量来看，全省税收实现1533.7

亿元，同比增收220.2亿元。三是支出结构进一步

优化。2010年，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农林水事

务、医疗卫生、城乡社区事务、环境保护及住房

保障等重点民生支出增量占到支出增收额的60%

以上，体现了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等一系列

调控政策得到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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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西省统计局。 

图 12  财政收支状况 
 

（五）节能减排、环境治理措施有力，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2010年，山西省大力淘汰落后产能，全面启

动生态省建设，深入实施“蓝天碧水工程”、造林

绿化工程、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工程，严格实行节

能减排目标责任制，重点加强对高能耗行业和企

业的节能监管，综合实施结构、工程、技术和管

理节能减排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全年共关

停小火电机组163万千瓦，淘汰落后钢铁产能1008

万吨、水泥832万吨、焦炭532万吨、电石23万吨、

电解铝4.2万吨。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比

2005年末分别削减16.3%、13.5%，万元 GDP 综合

能耗下降22%，全部完成或超额完成 “十一五”

节能减排目标任务。截至2010年末，全省11个重

点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平均达到347天，优良率

提高33个百分点；完成营造林2335万亩，森林覆

盖率提高到18%，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专栏 2：加强金融支持  促进煤炭行业低碳发展 

 
煤炭行业低碳发展现状：一是延伸产业链条，发展煤炭深加工。目前，山西省煤炭行业已经形成煤

－电－铝、煤－电－化，煤－煤矸石－煤矸石发电，煤－煤矸石砖，煤－煤层气－煤层气发电－余热利

用等多层次、多结构的复合型产业链条。二是引进先进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煤基多联产技术，可以

实现煤炭及煤基产品的清洁化利用，减少煤炭生产中排放的废弃物、伴生物，实现循环经济；同煤塔山

电厂的石膏脱硫技术，脱硫效率达到95.1%，比国家要求高出5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1903

万吨。三是推广园区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塔山循环经济园区是全国煤炭行业第一个产业链条最完整

的循环经济园区。园区内建成包括年产1500万吨的塔山煤矿和坑口电厂、甲醇厂、粉煤灰砖厂、高岭土

加工厂等“一矿八厂一条路”的10个项目，形成了煤电建材和煤化工两大循环产业链条。 

煤炭行业低碳发展的金融支持状况：一是人民银行发挥职能引导绿色信贷。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结合山西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实施金融支持山西转型发展的“138”金融工程，引导金融机

构合理调整信贷投放，积极支持煤炭产业链条承接，推动煤炭行业实现“降碳”发展。二是金融机构调

整措施支持低碳发展。工商银行从节能环保、新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对项目贷款进行划分，在信

贷管理系统中启用了“绿色信贷项目标识”，对所有项目贷款进行分类管理；建设银行加大对高耗能、

高污染行业的信贷风险防范等。 

 
（六）保障性住房供给增加，国家调

控效果显现 

2010年，山西省积极贯彻各项房地产调控政

策，把保增长与调结构、惠民生有机结合，注重

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住房市场供给加大，房地

产市场发展基本平稳。 

（1）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经济适

用房投资高速增长。2010年，山西省房地产开发

投资592.2亿元，同比增长24.1%。商品住宅投资

完成457.5亿元，同比增长21.1%，其中经济适用

房投资完成22.5亿元，同比增长71.6%，增幅同比

提高69.4个百分点。 

（2）住房供给加大，保障性住房供应量明显

增加。2010年，全省保障性住房项目中房屋施工

面积同比增长48.3%。全省房屋竣工面积增幅同比

提高33个百分点，供给加大。其中，保障性住房

竣工面积同比增长75.7%，占全省房屋竣工面积的

比重由上年的7.9%上升到11%。 

（3）商品房销售量保持增长。2010年，山西

省商品房销售面积1163.4万平方米、销售额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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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分别增长12.5%和44.5%，商品房销售额增

幅高于销售面积增幅3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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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西省统计局。 

图 13  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4）销售价格上涨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0年太原市商品房累计成交均价、二手房申报

均价同比分别增长37.7%和9.1%。太原市新建住房

价格同比价格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9个百分

点，位居七十个大中城市第64位。分月看，太原

市房价除8、9两月由于高品质楼盘集中签售拉动

上涨以外，其他月份均保持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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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图 14  太原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5）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增速放慢，房地产贷

款增速趋缓。2010年 ，全省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

资金786.5亿元，同比增长37.7%，增幅同比下降

18.5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87.5亿元，同比

下降1.4%。2010年，全省房地产贷款余额增长

35.9%，增速同比回落4.1个百分点，房地产调控

政策效应显现。 

三、预测与展望 

2011年，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

从国际形势看，世界经济有望继续恢复增长，但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幅度

可能进一步加大，西方主权债务危机和地区冲突

也将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

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复苏进程艰

难曲折。能源的低碳绿色应用和科技的创新开发

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战略制高点，将对以资源型

经济为主的山西产生较大影响。从国内形势看，

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长期向好

的趋势没有改变，对山西煤炭资源的需求依然强

烈。 

当前，山西正处于加快发展、向好发展的黄

金期，不仅因为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

阶段，而且转型跨越发展和国际、国内对能源的

需求也为山西展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国家在“十

二五”期间，将在山西布局煤制天然气、煤制液

态燃料和煤制烯烃项目，加大对共伴生矿产资源、

粉煤灰、煤矸石的综合利用，为山西以煤为基、

多元发展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国家批准山西设立

循环经济试点省，设立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

配套改革实验区，为山西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和新

支撑。预计2011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将增长12%

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2%以上，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增长16%，财政总收入、一般预算收入均增长

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

均增长10%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

4%左右。货币信贷增长将在稳健货币政策的指引

下回归常态，经济金融增长的步调将更加协调，

在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总量前提下，直接融资比

例将持续提高，融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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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山西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4月19日, 由人行太原中心支行牵头推动的“138”工程全面启动，为山西经济转型发展安装金融 “引

擎”。 

8月8日，2010年中国（山西）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在太原举行，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500多家装备制

造类企业齐聚，4000多名专业客商应邀出席盛会，参观人数超过3万人。 

9月16日，第三届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将在太原隆重举行，18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及

政府代表团共计627家，专业客商28281人参加盛会。 

11月2日，山西省质监局通报：全省太原、长治、晋城、运城四市成为国家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建

设城市 。 

11月24日，山西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出台了包括确保市场供应、强化价格监管调控、完善应急预

案、建立市场价格调控联席会议制度等12项措施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以努力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

群众基本生活。 

12月6日，第三届“9+10”区域旅游合作交流会议在太原开幕。 

12月13日，山西获批“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中国设立的第９个国家级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中国第一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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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西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1  山西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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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61.9 16562.0 16955.3 17296.9 17487.3 17805.6 17796.2 18076.4 18323.8 18590.2 18619.8 18639.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8253.4 8593.7 8762.7 8682.2 8717.2 8882.8 8863.0 8883.2 9102.4 9008.7 9070.9 9259.4

                    企业存款 4527.9 4509.6 4618.7 4862.3 4932.1 4974.4 4976.8 5100.4 5074.6 5422.4 5382.0 5357.0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502.1 300.1 393.3 341.6 190.5 318.2 -9.4 280.3 246.5 266.4 29.6 20.0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4.2 22.9 21.5 22.2 22.4 20.7 18.5 18.9 18.9 18.7 17.8 18.3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8147.0 8394.8 8511.2 8630.3 8748.0 8923.6 9051.0 9212.6 9373.5 9520.3 9621.6 9728.7

        其中：短期 3440.5 3488.4 3515.0 3514.1 3523.0 3550.7 3528.5 3573.7 3627.2 3670.1 3699.0 3744.3

                    中长期 4129.6 4326.6 4448.4 4524.6 4607.1 4780.7 4958.6 5101.8 5204.7 5323.0 5395.7 5443.0

                    票据融资 497.3 470.8 438.6 463.1 486.4 466.8 432.0 403.3 399.1 380.4 375.4 374.8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61.7 220.8 116.4 119.1 117.7 175.6 127.5 161.5 160.9 146.8 101.3 107.1

        其中：短期 104.0 47.9 26.7 -0.9 8.9 27.7 -22.2 64.1 53.5 43.0 28.8 45.4

                    中长期 179.5 197.0 121.7 76.2 82.5 173.6 177.9 124.3 102.9 118.3 72.6 47.4

                    票据融资 -37.4 -26.4 -32.3 24.6 23.3 -19.6 -34.7 -28.8 -4.2 -18.7 -5.0 -0.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9.7 30.6 26.3 25.7 26.2 21.2 21.4 20.8 20.9 20.9 21.7 22.9

        其中：短期 19.0 18.1 13.7 13.1 12.1 9.6 7.5 7.0 6.5 7.3 9.9 12.1

                    中长期 44.7 47.5 45.7 45.1 47.2 42.5 41.9 40.8 38.5 38.9 38.4 37.8

                    票据融资 3.5 -1.5 -17.1 -19.5 -18.9 -32.9 -29.3 -31.3 -21.8 -29.4 -31.8 -29.9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125.4 130.4 124.5 126.2 128.6 114.8 117.8 123.8 136.1 134.6 140.1 142.8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132.5 134.1 136.1 139.1 140.2 138.1 138.1 136.6 140.9 146.9 147.0 140.7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2.5 14.2 -8.6 -3.2 -1.7 -15.2 3.9 -5.7 6.6 4.3 9.8 11.4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52.9 55.0 35.9 30.4 23.9 13.0 7.1 5.1 7.0 5.3 6.1 9.6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6201.7 16500.9 16889.9 17234.0 17420.4 17736.7 17733.4 18014.4 18261.4 18522.8 18551.4 18575.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8214.2 8554.0 8723.1 8643.9 8678.3 8844.1 8823.9 8845.3 9065.3 8971.5 9034.0 9223.0

                    企业存款 4510.7 4491.7 4598.0 4842.1 4908.4 4949.3 4958.8 5081.4 5055.2 5398.1 5356.2 5333.8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503.3 299.1 389.0 344.2 186.3 316.3 -3.3 281.0 246.2 261.3 28.7 24.3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14.8 339.8 169.1 -79.2 34.5 165.8 -20.2 21.4 220.0 -93.8 62.5 188.9

                    企业存款 320.7 -19.0 106.3 244.1 66.3 40.8 9.6 122.5 -26.1 349.5 -42.0 -22.4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4.3 23.0 21.5 22.2 22.4 20.7 18.5 19.0 19.0 18.8 17.9 18.3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1.2 13.9 14.0 12.8 12.8 13.6 13.3 13.8 15.3 14.0 14.0 13.9

                    企业存款 42.9 36.7 32.0 34.3 35.1 29.4 24.3 22.8 19.8 24.4 23.2 25.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8069.5 8288.8 8406.6 8527.1 8643.5 8825.3 8950.0 9111.0 9280.3 9427.9 9526.3 9634.3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32.0 230.6 239.9 246.7 256.9 262.9 265.2 273.0 287.1 296.1 308.0 316.3

                    票据融资 497.3 470.8 438.6 463.1 486.4 466.8 432.0 403.3 399.1 380.4 375.4 374.8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57.9 219.3 117.8 120.5 116.4 181.8 124.7 161.0 169.3 147.6 98.4 108.0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7.4 4.6 9.3 6.7 10.2 6.0 2.3 7.9 14.1 9.0 11.9 8.3

                    票据融资 -37.4 -26.4 -32.3 24.6 23.3 -19.6 -34.7 -28.8 -4.2 -18.7 -5.0 -0.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30.1 30.5 26.2 25.6 26.0 21.3 21.4 20.9 21.4 21.4 22.1 23.3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37.6 36.2 35.5 39.6 43.2 40.5 40.5 40.9 43.4 46.9 48.1 46.0

                    票据融资 3.5 -1.5 -17.1 -19.5 -18.9 -32.9 -29.3 -31.3 -21.8 -29.4 -31.8 -29.9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8.8 9.0 9.6 9.2 9.8 10.1 9.3 9.1 9.3 10.1 10.3 9.7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3.6 5.4 3.1 4.0 14.6 20.9 10.1 -1.3 9.0 3.3 13.9 7.8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15.3 15.5 15.3 15.1 15.3 14.5 14.9 14.9 13.9 13.8 14.3 14.3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34.3 40.5 38.0 41.6 43.0 19.8 23.1 15.0 -11.1 -9.9 -8.2 -3.3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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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山西省各类价格指数 

太原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太原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太原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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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5 － 1.9 — 1.8 — 0.3 -0.9 -0.7 26.4

2002 － -2.2 － 0.9 — 3 — 3.6 3.4 5 27.1

2003 － 1.6 － -1.6 — 7.8 — 2.2 3.6 1.9 2.2

2004 － 4.1 － 7.3 — 14.5 — 16.1 6.4 -0.4 0.7

2005 － 2.3 － 13.3 — 8.2 — 10.2 5.6 7.5 2.8

2006 － 2.0 － 3.6 — 2.6 — 1.0 3.9 5.4 2.6

2007 － 4.6 － 6.2 — 5.3 — 7.4 4.4 5.6 2.2

2008 － 7.2 － 18.7 — 18.3 — 22.4 5.4 4.3 1.8

2009 － -0.4 － 1.6 — -3.4 — -8.0 0.6 1.6 2.0

2010 － 3.0 － 2.0 － 9.0 － 9.5 3.5 3.0 5.3

2009 1 0.5 0.5 18.5 18.5 7.4 7.4 7.3 7.3 — — —

2 -1.8 -0.6 15.0 16.7 4.9 6.2 4.9 6.1 — — —

3 -1.6 -1.0 7.7 13.6 0.7 4.3 -1.3 3.6 2.3 2.7 0.4

4 -1.3 -1.0 2.8 10.7 -0.8 3.0 -5.7 1.3 — — —

5 -0.5 -0.9 -0.9 8.2 -3.7 1.7 -10.7 -1.3 — — —

6 -0.9 -0.9 -1.5 6.4 -6.6 0.3 -14.2 -3.3 0.2 1.5 1.2

7 -0.8 -0.9 -1.8 5.2 -8.6 -1.0 -17.4 -5.3 — — —

8 -0.6 -0.9 -2.7 4.1 -9.0 -2.0 -19.3 -7.1 — — —

9 -0.4 -0.8 -2.4 3.4 -8.7 -2.7 -18.3 -8.3 -0.5 1.0 2.1

10 -0.8 -0.8 -3.8 2.6 -8.1 -3.3 -14.8 -9.0 — — —

11 0.9 -0.7 -3.8 2.0 -5.1 -3.4 -6.3 -8.7 — — —

12 2.4 -0.4 -2.5 1.6 -2.9 -3.4 -0.4 -8.0 0.5 1.3 4.2

2010 1 2.0 2.0 -0.2 -0.2 3.2 3.2 5.3 5.3 — — —

2 2.9 2.4 1.7 0.2 4.6 3.9 5.2 5.2 — — —

3 1.9 2.3 2.6 1.0 7.9 5.2 9.0 6.5 3.5 1.4 7.1

4 2.1 2.2 2.1 1.3 10.3 6.5 11.9 7.8 — — —

5 1.9 2.2 2.5 1.5 12.0 7.6 13.6 9.0 — — —

6 2.1 2.1 1.0 1.4 11.1 8.2 10.7 9.3 4.5 1.3 4.9

7 2.6 2.2 0.9 1.3 10.0 8.4 8.9 9.2 — — —

8 3.1 2.3 1.6 1.4 8.5 8.5 6.8 8.9 — — —

9 3.3 2.4 1.3 1.4 8.0 8.4 8.2 8.8 3.5 0.1 5.0

10 4.5 2.6 2.7 1.5 8.7 8.4 10.3 9.0 — — —

11 5.3 2.9 4.3 1.8 11.8 8.7 12.1 9.3 — — —

12 4.6 3.0 4.8 2.0 11.5 9.0 12.3 9.5 2.3 0.2 4.0

数据来源：山西月度统计、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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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山西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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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807.7 - - 4143.4 - - 6262.6 - - 9088.1

    第一产业 - - 74 - - 231.9 - - 449.6 - - 563.5

    第二产业 - - 988.8 - - 2242.9 - - 3494 - - 5161.2

    第三产业 - - 744.9 - - 1668.6 - - 2319 - - 3363.4

工业增加值（亿元） 292.7 558 906.7 1200.2 1558.2 1933.1 2292.1 2677.8 3075.8 3494.3 3956.8 4446.3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78.9 364.1 669.9 1073.6 1818.2 2310.2 2836.5 3434.9 4017.4 4653.1 5816

    房地产开发投资 - 9.1 40.6 76.9 120.3 187.5 245.9 305.3 368 426.1 487.3 592.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514.1 758.9 1003.5 1266 1534.9 1796.6 2060.5 2338.4 2635.1 2919.5 3207.9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75347 150155 247636 340982 460675 581273 695758 786346 908863 1017443 1142661 1257839

    进口 46214 96938 162195 227039 294369 365131 434498 488108 568191 639295 715784 786909

    出口 29133 53217 85441 113943 166307 216143 261260 298238 340671 378148 426876 470930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17081 -43721 -76754 -113096 -128062 -148988 -173238 -189870 -227520 -261147 -288908 -315979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9387 19629 24114 30566 43447 54403 70684 79554 93215 123768 145735 150964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32.2 -0.9 -5.4 -38.9 -76 -189.8 -209 -283.2 -447.1 -469 -580.1 -958.7

    地方财政收入 91.1 143.9 250.2 324.2 395.9 522.9 599.9 661.1 738.9 815.3 882.5 969.7

    地方财政支出 58.9 144.8 255.6 363.1 471.9 712.7 808.9 944.3 1186 1284.3 1462.6 1928.4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 - - - - -

地区生产总值 - - 19.4 - - 17.5 - - 15.7 - - 13.9

    第一产业 - - 6.7 - - 5.5 - - 7.1 - - 6.1

    第二产业 - - 27.8 - - 25.2 - - 22.2 - - 18.6

    第三产业 - - 11.3 - - 10.9 - - 9.5 - - 9.1

工业增加值 43.1 36.1 39.8 39.4 37.6 30.4 25.3 23.8 23.3 24 23.8 23.2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30.3 27.1 25.3 23.8 26.5 24.8 25.7 27.8 29.7 29.6 26.4

    房地产开发投资 - 29.4 30.5 30.5 28.6 24.4 24.6 26.9 26.8 28.2 29.1 2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8.6 18.1 18 18 18 17.9 17.9 18 18.1 18.3 18.4

外贸进出口总额 13.5 36.7 59.1 58.8 67.2 67.3 61.7 57 51 50.7 51.3 46.8

    进口 18.6 41.1 67.3 69.2 69 63.3 52.3 48.2 42.1 43.4 42.6 37.3

    出口 5.8 29.4 45.7 41.4 64.1 74.5 80.1 74.1 68.6 64.7 68.4 66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636.6 81.5 13.6 20.7 13 41.5 -3.2 -4.8 9.1 36.4 53 11.5

地方财政收入 8.8 5.8 15.6 16.8 15.7 12.6 15.3 15.9 17.2 19 20.1 20.3

地方财政支出 -15.3 16.7 5 4.1 6.5 21.9 19.6 18.4 22.9 23.2 26 23.9

数据来源：山西月度统计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