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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7年，辽宁省金融业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银行业健康发展，信贷增速由

快转缓，贷款投放与地区经济发展基本适应；证券业发展实现突破，保险业稳步发展；企业直接融资比

重显著提高，金融市场配置资源功能有所增强；金融生态建设取得新进展。 

2007年，辽宁省经济保持了又好又快发展态势，经济整体运行质量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好水平。地

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经济增长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全面下降，但物价上涨压力较大。 

200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实施《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的第一年，也是执行从

紧货币政策的一年。国内外环境对于振兴中的辽宁总体有利，地区经济良好发展态势不会改变，增长质

量将继续改善，但增速将低于2007年水平；辽宁省货币信贷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但储蓄分流

和存款活期化趋势将继续存在，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节奏将有所调整，在地区经济增幅放缓情况下，金融

机构在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的同时，投放重点将继续保持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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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7 年，辽宁省金融业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

控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银行业健康发展，证券

业发展实现新突破，保险业稳步推进，直接融资

比重显著提高，金融市场配置资源功能有所增强，

金融生态建设取得新进展。 

（一）银行业健康发展，货币信贷调

控成效初显 

2007 年，辽宁省银行业在积极应对储蓄存款

分流、切实贯彻落实控制信贷过快投放政策的同

时，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信贷增长与地区经济

发展基本适应。 

1.银行机构规模稳步扩大，资产质量继续改

善，经营效益显著提高，对外开放进程加快。2007

年，辽宁省非外资银行机构
1
机构数、从业人数、

资产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4.4%、7.9%、14.0%，年

末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不良率分别比年初下降

20.3 亿元、2.3 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全年实现利

润 166.3 亿元，同比增长 160.5%。21 家外资银行

在辽宁省设立了分行或代表处，资产总额同比增

长 33.5%（见表 1）。 

表 1  2007 年辽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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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1 69750 7810 0

二、政策性银行 80 2169 1806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401 11607 3716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670 12772 2789 12

五、城市信用社 225 3544 318 12

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2550 29797 1539 182

七、财务公司 4 116 183 2

八、邮政储蓄 1496 6673 677 0

九、外资银行 26 187 283 0

合             计 8613 136615 19122 208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
法人机构

（个）

 

注：营业网点不包括总部。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银监局、大连银

监局 

2.各项存款增速整体趋缓且增量活期化明

显。股票、基金等资本市场走强及金融理财产品

                                                        
1 不包括财务公司、邮政储蓄和外资银行。 

收益增加等因素，分流了大量储蓄存款，同比少

增 437.1 亿元，4、5 月份和 8、9 月份更是出现

历史上少有的连续两个月负增长现象（见图 1）。

在企业效益大幅提升、直接融资渠道拓宽和贷款

派生效应等推动下，企业存款大幅增加，成为拉

动各项存款增长的主要力量，同比多增 272.1 亿

元，企业存款新增量占全部存款新增量的 69.8%，

同比提高 22.9 个百分点。年末，本外币各项存款

增速同比回落 1.9 个百分点（见图 5）。其中，人

民币、外汇存款增速同比分别下降 2.1 个、上升

4.6 个百分点（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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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辽宁省城镇居民持有的主要金融资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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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辽宁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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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辽宁省金融机构外汇贷款增长变化 

 

由于股市大盘波动上行、存款利率与其他投

资收益相比仍较低、对未来物价上涨预期较强等

因素影响，储蓄存款活期化态势明显，导致全年

新增活期存款占新增存款的比重为 72.9%，同比

上升了 22.9 个百分点（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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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辽宁省金融机构新增存、贷款中活期存款、

中长期贷款占比变化 

 

3.各项贷款增速冲高回落，信贷投放重点突

出，与地区经济发展基本适应。国家控制过快信

贷投放政策效果明显，贷款增速在 9 月末达到近

3 年来最高水平后逐步回落，12 月末贷款增速降

为 2007 年 3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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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辽宁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分币种看，受中资企业短期外汇贷款多增拉

动，外汇贷款前 10 个月比年初下降态势逆转，增

速逐月上升（见图 3）；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增

速冲高回落（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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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辽宁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分期限看，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同比分别

多增 188.3 亿元、289.3 亿元，新增贷款中长期

化明显（见图 4）；主要是金融机构主动收缩票据

贴现业务，同时，票据市场利率持续走高，抑制

了票据需求，票据融资大幅萎缩。 

从机构和地区看，政策性银行、地方金融机

构贷款投放增幅高，股改后的国有银行则是新增

贷款的主体（见图 7）。信贷投放集中在沈阳、大

 2



连少数地区的态势有所改善
2
，“五点一线”地区

3
、

中部城市群
4
贷款增量分别占全省增量的 17.2%、

45.6%。 

33%

22%

15%
30%

国有银行 政策性银行

股份制银行 地方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图 7  2007 年辽宁省新增贷款机构分布 

 

从投向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

业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支持，对消费、下岗失业、

贫困学生等经济薄弱环节和弱势群体的信贷扶持

进一步增强。全年累计发放农业贷款同比增长

59.2%；新增贷款中，基本建设、制造业贷款分别

占 34.5%、18.5%；消费信贷增速较上年同期回升

了 26.4 个百分点；累计发放下岗失业人员担保贷

款、助学贷款分别为 3.0 亿元、7.9 亿元，分别

支持了 8358 人再就业、24573 名贫困学生就学。

从投放进度看，各季趋于平衡（见表 2）。 

表 2  辽宁省金融机构贷款季度投放占比 

2006年 2007年 2006年 2007年

1 45 30 45 30

2 22 36 21 36

3 17 38 18 38

4 16 -4 16 -4

本外币贷款增量占比（%） 人民币贷款增量占比（%）
季度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4.金融机构现金净投放扩大，投放的“节假

日”特征明显，小面额票币投放回笼难。2007 年，

                                                        
2 2007 年末，政策性银行、地方金融机构贷款同比分别增

长 18.6%、18.3%；国有银行贷款年增量同比多增 162.7

亿元；沈阳、大连全年新增贷款占全省增量的 49.7%，占

比较上年同期下降 8.3 个百分点。 
3 “五点一线”地区包括大连、营口、锦州、丹东、葫芦

岛。 
4 中部城市群包括沈阳、鞍山、营口、辽阳、本溪、抚顺、

铁岭。 

辽宁省现金同比多投 28.9 亿元（见表 3），现金

净投放高峰为元旦、春节、“五一”和“十一”长

假前期。食品类价格持续上涨、资源类产品价格

维持高位、工资水平提升等，是带动现金支出增

加的主要影响因素，此外，受人民币升值影响，

结汇量增加，也是一个因素。 

由于小面额票币重量大、面值小、占压库存，

投放不畅。同时，小面额票币携带不便，大量沉

淀。应从投放、回笼和流通等多环节入手加以解

决：采取大小面额票币比例供应；提高支付商业

银行辅币回收费用标准；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设

立兑换窗口；搭建小面额票币余缺信息发布平台，

鼓励企业间直接融通、自行兑换调剂余缺。 

 表 3  2007 年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年累计额（亿元）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42001.7 20.4

现金支出 42064.0 20.4

现金净支出 62.4 86.2  

数据

定准备金率（14.5%）5.4 个百分点。 

表 4 2007 年辽宁省各类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分

季度的流动性比率 

单位：%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5.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流动性比率保持较高水

平，支付能力总体正常（见表 4、图 8）。四季度

末，辽宁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流动性比率为

46.9%，比一季度末提高 4.1 个百分点。年末实际

准备金率为 19.9%，高于一般存款类金融机构法

 

城市商业银行 38.1 38.3 32.9 38.6

农村金融机构 57.9 57.7 59.9 74.3

城市信用社 32.6 40.4 28.4 46.1

全部法人金融机构 42.8 43.3 39.2 46.9

4季度末
　　　　时间

机构
1季度末 2季度末 3季度末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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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图 8  辽宁省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12 月 25 日超

额备付率分布 

 

6. 人民币贷款利率波动上行，利率下浮贷款

占比增加，美元存款和美元贷款浮动利率窄幅下

行，美元贷款固定利率宽幅波动。随着贷款基准

利率连续六次提高，4 季度，辽宁省金融机构人

民币贷款实际加权平均年利率达到 7.71%，同比

上升 0.83 个百分点（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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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辽宁省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变动情况 

 

受优质信贷资源竞争激烈、金融机构着眼老

工业基地振兴等因素影响，贷款实际利率增幅低

于一年期基准利率上调幅度，且实行下浮利率贷

款占比略有上升（见表 5）。其中，地方法人金融

机构实际利率与全部机构利差达到近年来最低水

平（见图 9），除上述因素外，定价机制的逐步完

善是另一重要影响因素。 

表 5  2007 年辽宁省金融机构各利率浮动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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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39.8 39.0 17.7 1.7

1.0 26.1 23.9 26.6 21.2 1.6

小计 48.9 36.3 34.4 61.1 96.7

(1.0-1.3] 27.6 34.9 31.5 46.3 8.9

(1.3-1.5] 6.6 1.4 2.8 12.7 16.4

(1.5-2.0] 13.8 0.1 0.0 2.0 66.9

2.0以上 0.9 0.0 0.0 0.1 4.5

上

浮

水

平

 

注：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为[0.9，2.3]。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随着 9 月以来美联储连续降息，辽宁省金融

机构美元存、贷款利率整体下行。其中，金融机

构外汇存款与美元存款利率走势基本呈正相关，

但美元贷款利率对外汇贷款影响尚不显著（见图

10、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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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辽宁省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美元 

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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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图 11  辽宁省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及美元 

贷款利率 

7.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城市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置换成效显著，城市信用社分

类处置过半，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城市商业银行近5年来置换不良资产140多亿元，

不良贷款率下降近 30 个百分点，盛京银行、大连

银行成功实现跨省经营，锦州市商业银行实现了

省内跨市经营；43 家城市信用社已有 33 家处置

完毕；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兑

付家数和金额均超过 70%，年末不良率较改革基

期下降 46.1 个百分点，账面利润同比增加 2.9

亿元。 

 

 

 

专栏 1：基金销售分流城乡储蓄存款现象应予关注 

 

近年来，我国基金销售快速增长，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存款分流现象明显。从辽宁情况看，受资本

市场影响，基金销售与储蓄存款呈现极大的负相关性。 

2007 年前 3 季度，辽宁省储蓄存款余额出现先增后降起伏波动的特点，增速整体趋缓，4、5 月份

和 8、9 月份更是出现历史上少有的连续两个月负增长现象。与储蓄存款余额先增后降现象相伴的是，

辽宁省基金销售猛增。除 2月份外，前 3季度，辽宁省当月基金销售量均超过百亿，基金销售月环比增

长态势与储蓄存款月环比减少的态势对比鲜明，（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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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  辽宁省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与基金销售对比  图 13  上证指数与辽宁省县域基金销售占比 

2007 年前 3 季度，辽宁省基金销售迅猛增长，销售量为 2223 亿元，为 2006 年全年销售量的 9.8

倍，占辽宁省同期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的 29.2%，较 2006 年全年占比提高了 26.3 个百分点，1～9月

辽宁省储蓄存款余额增幅为 2.3%，比 2006 年下降 8.5 个百分点。 

沈阳分行城镇居民储蓄问卷调查显示：虽然国家大幅缩减了利息税，多次上调存款利率，但仍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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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本市场的高收益率相比，居民将手中的储蓄存款大量转入基金、股票市场。居民拥有的主要金融资

产中，基金占比从 2006 年 4 季度的 8.1%上升至 2007 年 4 季度的 23.2%。 

基金销售的城市分布看，大城市占大部分，中小城市份额有所增加。2006 年辽宁省基金销售量中，

沈阳、大连两市合计占 74.5%，另 12 家中小城市合计占 25.5%。2007 年该态势出现一定变化，大城市份

额下降 3.4 个百分点，中小城市则相应提高，反映了资本市场财富效应影响广度和深度的进一步加大。 

从农村情况看，农村居民储蓄水平与资本市场变化的相关性增强，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分支机构的

基金销售情况可以间接反映出农村储蓄水平与资本市场变化的相关性（见图 13）。 

基金销售对储蓄的分流，一方面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改善资产负债管理，创造了商业银行新的利润

增长点，如招行沈阳分行 2007 年由基金销售实现的代理业务收入达 1.08 亿元，同比增加 1.1 亿元，增

幅 14.5 倍。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密切关注并积极应对基金分流储蓄对其负债业务的影响。 

（二）证券业发展实现突破，国内股

票筹资及股票基金交易额大幅增长 

2007 年，辽宁省证券业发展实现突破，股改、

清欠、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基本完成，证券公

司综合治理工作圆满完成，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大

幅上升。 

1. 证券经营机构和期货经纪机构数量与上

年基本持平（见表 6），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圆

满完成，完成了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独立存

管工作。期货公司保证金存取业务得到规范，保

证金封闭管理办法和责任制得到落实。 

2. 上市公司股改、清欠收尾工作顺利推进。

和光商务、沈阳新开先后通过了股改方案。除 1

家上市公司外，其他公司均规范了关联交易。辖

内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圆满完成，进一步建立

健全了内控机制，规范了治理结构，完善了信息

披露制度，提高了信息披露质量。辖内境内上市

公司股票市值年末达到近 6000 亿元，辖内境内上

市公司
5
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了 35.1%。 

3.出版传媒、荣信股份成功上市，首次发行

9.52 亿元。股票筹资额及股票基金交易额同比分

别增长了 32.0%、515.2%。 

表 6  2007 年辽宁省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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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52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307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65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65

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证监局、大连证

监局 

                                                        
5 不含大连。 

（三）保险业稳步发展，保费收入和

“三农”保险取得重大进展 

2007 年，辽宁省保险业稳步发展，保险主体

整体实力稳步增强，财产险高速增长，寿险结构

分化，“三农”保险实现新的突破。 

1.保险主体整体实力稳步增强，外资保险机

构业务快速增长。在保险公司精简的情况下，保

险公司总资产同比增长 7.2%，保险从业人员超过

9 万人；全省保费收入和保险密度同比分别增长

21.1%、18.0%，保险深度与上年持平（见表 7）。

其中，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达到 6家，保费收入

同比增长了 92.6%. 

2. 财产险业务在交强险业务推动下，整体呈

现近年少有的高速增长态势，但品种过于依靠车

险的格局仍未改观。寿险业务规模持续增长，但

波动性较大。受加息和资本市场火爆影响，与资

本市场关联性较强的投资型产品增长较快，储蓄

型的传统产品出现萎缩，同时，引起了寿险业的

退保问题。 

3. “三农”保险实现新的突破。辽宁省政府

正式启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确定五个

试点市（县），财政对参保农户给予保费补贴；能

繁母猪保险试点取得积极进展，累计承保能繁母

猪 1.68 万头；新农合试点进展顺利，参合农民达

105.3 万人，参合率 81%，累计筹集合作基金 3600

万元，补偿农民 2.1 万人次。 

4.保险业在整顿中得到规范。辽宁保监局确

立了“强强联动、以大带小、全面规范、实现共

赢”的整顿规范工作方针，加强检查和行政处罚，

保险市场秩序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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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07 年辽宁省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2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1
               寿险经营主体（家） 1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531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648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883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308.1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87.2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20.9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117.5
保险密度（元/人） 716.8
保险深度（%） 2.8

数量

 

数据来源：辽宁保监局、大连保监局 

（四）金融市场配置资源功能有所增

强 

2007 年，企业直接融资比重显著提高，金融

市场交易活跃，短期融资券发行、外汇远期及“外

币对”交易、“纸黄金”交易取得突破性发展，金

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有所增强。 

1. 企业直接融资比重显著提高，但企业债券

融资发展滞后。企业股票融资占比达到近年最高，

全年 7 家企业获准发行短期融资券 65 亿元，分别

为 2005～2006 年的 3.5 倍、1.1 倍；东北特钢被

国家发改委列入 2007 年首批发行企业债券名单，

2008 年将发行。 

表 8  2007 年辽宁省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1 381.9 96.1 0.0 3.9

2002 644.4 99.6 0.0 0.4

2003 1070.9 95.8 3.8 0.4

2004 761.5 99.1 0.9 0.0

2005 1079.2 99.3 0.7 0.0

2006 1242.0 95.5 3.5 1.0

2007 1678.6 77.8 3.9 18.3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省发改委、辽宁

证监局、大连证监局 

 

2. 货币市场场内交易活跃，场外交易略有萎

缩，场外市场同业拆借利率整体上行。2007 年，

辽宁省内金融机构在全国银行间市场融资额

12693.3 亿元，同比增长 92.1%；场外市场融资额

173.1 亿元，同比下降 1.2%。2007 年，场外市场

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 4.08%，同比上升了

0.72 个百分点。 

3. 票据市场呈现交易量增长但余额减少态

势，票据市场利率连续走高。全年累计办理商业

汇票承兑、贴现量同比分别增加 9.1 亿元、608.1

亿元，余额同比分别减少 19.2 亿元、281.0 亿元

（见表 9）。分机构看，全国性商业银行分支机构

累计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签发、贴现量同比分别减

少 154.4 亿元、1237.2 亿元，地方性金融机构累

计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签发、贴现量同比分别增加

120.2 亿元、1761.0 亿元。4 季度，金融机构票

据贴现、转贴现利率水平均达到近年最高（见表

10）。 

表 9  2007 年辽宁省金融机构票据业务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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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84.4 506.4 638.7 2055.7 66.9 62.5

2 1009.0 651.5 570.3 2355.0 117.3 81.7

3 1019.7 584.6 605.2 2542.1 67.6 65.9

4 994.0 601.7 399.0 1692.7 48.1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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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表 10  2007 年辽宁省金融机构票据贴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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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28 3.9955 2.8184 2.6714

2 3.3658 4.1228 3.2249 3.3310

3 3.9153 4.0830 3.3655 3.6163

4 5.3985 7.4571 5.2541 5.3753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4. 债券市场交易快速增长，债券结算代理业

务平稳起步。全年辽宁省银行间市场成员在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交易债券 12518.1 亿元，增

长 91.4%；辽宁省商业银行完成代理结算业务

112.3 亿元，增长 288.5%。 

5. 大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量及成交金额

创交易所历史最高纪录，交易量连续 8 年位居全

国各期货交易所首位（见表 11）。7 月，推出线型

低密度聚乙烯期货（LLDPE），实现品种在工业品

领域的突破；10 月，棕榈油期货上市，开创了国

内期货市场上市纯境外品种的先河。 

 7



表 11  2007 年大连商品交易所交易统计表 

累计成交金额 同比增长 累计成交量 同比增长

（亿元） （％） （万手） （％）

豆一 37440.6 668.2 9486.5 433.1

豆二 15.9 -98.4 4.0 -99.0

玉米 19821.8 -2.7 11887.3 -12.1

LLDPE 500.3 - 76.4 -

豆粕 39138.7 165.9 12943.9 105.1

棕榈油 592.2 - 67.8 -

豆油 21735.9 94.1 2656.8 28.6

合计 119245.4 128.6 37122.8 54.2

交易品种

 
注：1、成交金额、成交量为双向计算；2、合约大小：LLDPE

为 5 吨/手，其余均为 10 吨/手。 

数据来源：大连商品交易所 

6. 外汇市场即期交易快速增长，外汇远期交

易和“外币对”交易实现零的突破。2007 年，辽

宁省银行间外汇市场即期交易折合 28.9 亿美元，

增长 64.9%，远期交易折合 4410.8 万美元，“外

币对”交易折合 6280.0 万美元。 

7. 黄金交易大幅增加。2007 年，辽宁省金

融机构和金交所成员累计交易实物金 15.4 亿元，

“纸黄金”本币累计交易 11202 千克，金额 20.0

亿元，同比增长了 9.5 倍；外币金累计交易 69217

盎司，金额 0.5 亿元。 

8. 民间融资活跃，利率快速上行。据中国人

民银行沈阳分行抽样调查显示，41.6%的样本企业

和个人参与了民间融资，经测算，2007 年辽宁省

民间融资总规模约为 480 亿元，同比增长 12.4%。

民间融资利率差异较大，活跃程度与区域经济发

展快慢关系密切。据抽样监测，2007 年下半年，

辽宁省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利率为 16.4%，比上半

年提高了 4.5 个百分点，为 4 季度金融机构人民

币贷款利率水平的 2.1 倍。金融机构基准利率上

调、金融机构控制过快信贷投放是民间融资活跃

和利率水平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 

（五）金融生态环境继续改善 

辽宁省政府《关于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意见》得到认真落实。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继

续推进城市信用社区创建，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农

户信用评价体系试点，首次向辖内金融机构发布

了以金融机构维权和社会评信机构对企业信用评

级指标为主的、涉及辽宁省十四个地市的银行机

构金融生态环境状况指标。 

积极创建金融生态环境试点模范城市，探索

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有效措施和运作机制，

促进辽宁省经济金融良性互动和健康可持续发

展。在辽宁省政府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

行根据各市政府对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和社

会氛围，将营口和朝阳两市确定为金融生态环境

试点城市加以重点推动。 

在各方不懈努力下，辽宁省金融生态环境建

设成效显著。全省银行业不良贷款继续保持“双

降”；信用社区总数达到 49 个，覆盖全省 11 个地

市；征集建立 405 万户农户信用档案，基本涵盖

了与金融机构发生信贷关系的农户，对 288 万农

户进行了信用评价，大连、营口、朝阳市跻身国

家级金融生态城市之列。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7 年，辽宁省地区经济在连续四年高增长

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又好又快的良好发展态势，

经济整体运行质量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好水平。

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见图 14），

人均生产总值 25725 元，实际增长 13.8%。节能

减排工作扎实推进，经济增长能耗和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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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图 14  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一）三大需求增长旺盛，积极拉动

地区经济发展 

2007 年，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继续高位运

行，城乡消费品市场持续活跃，对外经济进一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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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位回落，投资重点突

出，非国有投资份额继续扩大。2007 年，辽宁省

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投资，加快淘汰

落后产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在保持较快增长的

前提下，连续 3 年增幅呈回落趋势（见图 15）。

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投资分别增长

51.3%、33.0%。“五点一线”重点区域入区注册项

目投资 1250 亿元，完成 100 个高新技术产业化项

目投资 113.0 亿元；非国有投资占比为 72.4%，

同比提高 16.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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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图 15  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2. 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城乡消费品市场

持续活跃，增幅均创近 10 年新高（见图 16）。经

济快速发展和老工业基地振兴成果惠及百姓，城

乡居民收入实现历史性突破。2007 年全省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300 元，实际增长 13.4%；

农民人均纯收入 4773 元，实际增长 9.1%。随着

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居

民消费需求日益多元化并继续优化升级，促进了

消费的稳定增长。其中，城市、县及县以下消费

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7.3%、17.6%。与人民生

活密切相关的粮油、肉蛋禽等食品类零售额快速

增长，全年食品中的粮油类、肉禽蛋类零售额同

比分别增长 83.5%和 66.3%。从收入构成看，财产

性收入增长迅猛。城乡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同比

分别增长 80.0%、26.5%，增速均领先于其他收入。

从消费支出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倾向与上年持

平，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倾向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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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辽宁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3. 外贸进出口增长较快，出口结构进一步优

化，实际利用外资成果显著（见图 17、图 18），

海外投资稳步发展。2007 年，辽宁省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4.2%、51.9%，加工

贸易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下降 0.8 个百分

点。随着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和投资环境的改

善，招商引资规模继续扩大。但现代服务业实际

利用外资比重较低，外资的投向过分集中在房地

产业且增势迅猛，应予关注。现代服务业占全部

实际利用外资额的 10.1%，房地产业实际利用外

资同比增长 169.2%，占全部实际利用外资的

45.1%。在海外新办企业和机构投资额 3.1 亿美

元，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新签合同金额增长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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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图 17  辽宁省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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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二）社会供给增长强劲，效益指标

回升 

2007 年，辽宁省三次产业稳步协调发展，结

构由上年的 10.5：51.0：38.5 调整为 10.7：52.9：

36.4（见图 19），第二产业拉动作用继续增强，

农业生产快速增长，服务业尚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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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辽宁省产业结构变化情况 

 

1.县域经济长足进步，粮食产量虽遇特大暴

雪灾害仍创历史新高，现代农业建设取得进步。

全省 44 个县（市）生产总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

收入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农业产业化经营

积极推进，优质特色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建设

步伐加快。全省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销

售收入、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农产品出口额同

比分别增长 30.0%、24.3%、27.4%。在支农政策

激励和市场价格攀升的双重效应驱动下，农民种

粮积极性高涨，全省粮食生产总产量 367 亿斤，

增长 6.4%，连续四年获得丰收，创历史最高水平。

全省肉类、禽蛋产量分别增长 6.1%、6.2%，增幅

均较上年有所下降。 

2. 工业生产持续快速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

率突出，企业效益继续改善。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工业增加值连续四年增速保持在 20%以上

（见图 20）。其中，装备制造业工业拉动全省工

业增长 8.4 个百分点，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39.9%。规模以上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同比提高

25.5 个百分点，总资产贡献率同比提高 1.51 个

百分点，全员劳动生产率同比增加 3.1 万元／人，

利税增长 40.0%，利润增长 62.1%。上年同期盈利

水平偏低，2007 年工业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升，

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盈利

水平全面提高等，是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改善的主

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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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图 20  辽宁省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3.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待增强。2007

年辽宁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与上年基本持平，

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领先其他行业增长，

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近 1 个百分点。与第

二产业相比，服务业增长的速度、比重及对经济

增长拉动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增强。服务业增加值

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上年的 38.5%降至

36.4%，对经济增长拉动率由 4.1 个百分点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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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个百分点。 

（三）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领域价格

全线上行，劳动力成本提高 

1.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达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全

年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 5.1%，创下 1997 年以

来的新高（见图 21）。其中，食品类是拉动居民

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累计上涨 12.8%，其

次，居住类上涨 4.8%。据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

队对辽宁省 6 个县农村集贸市场调查，全年大豆、

玉米、面粉、豆油均价同比分别上涨 20.9%、

16.0%、9.6%、40.3%，活猪、猪肉均价分别上涨

76.2%、64.5%，牛肉、羊肉、活鸡、鸡蛋均价同

比分别上涨 34.0%、40.4%、36.5%和 23.2%。 

2. 生产领域价格全面上涨。全年原材料、燃

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4.8%，工业品出厂价

格上涨 4.4%（见图 22），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14.2%，农产品生产者价格上涨 16.6%，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上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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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图 21  辽宁省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

趋势 

 

3. 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最低工资和最低

生活保证金标准继续提高，农民外出务工报酬稳

步增长。全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达到 23233 元，

同比增长 18.4%； 14 个地市最低工资标准从每月

420～650 元调整为每月 500～700 元，上调幅度

为 50～150 元/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将由原来

的 853 元提高到 1000 元。据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

总队抽样调查显示，全省农民外出务工报酬增长

10.3%。 

（四）财政收入突破千亿元，支出结

构进一步优化 

2007 年，辽宁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快速

增长（见图 23）。其中，各项税收增长 30.1%。地

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与税收相关度较高的固定

资产投资额、企业利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金

融机构存款余额等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较快，

为税收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税源基础。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教育、科技、社

会保障和就业、环保支出同比分别增长 30.9%、

41.2%、24.8%和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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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图 22  辽宁省财政收支状况 

 

（五）环境治理保护与节能减排扎实

推进，经济增长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全面下降 

预计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单位生产总值电耗、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分别较上年下降 4.5%、

10.2%、7.2%；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首次

实现双下降，分别比上年下降 2.1%和 2.0%。 

辽宁省自 2007 年起加大了重点污染源治理

力度，将投资 73 亿元，实施为期三年的重点区域、

重点行业污染整治行动，主要整治污染河流，关

闭污染造纸厂、印染厂等企业，集中在 14 个重点

区域和造纸、印染、火电、冶金、石化等 7 个重

点行业。2007 年，全省关闭大气污染企业 699 家，

减排二氧化硫 4.9 万吨。到 2007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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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平均达到 320

天，同比增加 8 天。 

2007 年起，在沈阳、大连、抚顺等城市，开

展优化城市产业布局行动计划，实施了重点工业

企业整体搬迁改造等重大工程。全省已对 700 多

家企业实施了清洁生产审核，已建成冶金、电力、

选矿等行业废水零排放企业 50 多家。 

2007 年，辽宁省积极淘汰落后产能，全面推

进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全省已淘汰 280.8

万吨立窑水泥、40 万吨焦炭、2.4 万吨电石、1

万吨铁合金、5.5 万吨造纸以及 10 万千瓦以下发

电机组共 54.7 万千瓦装机容量等落后产能基础

上，2007 年淘汰落后产能累计降低能源消耗 100

万吨标准煤。 

辽宁生态省建设全面展开，初步形成了生态

市县系列创建的工作局面。全省各级各类自然保

护区 89 个，面积约占全省土地面积 9.7%，建成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22 个，居全国前列。 

 

专栏 2：人民币汇率改革对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的影响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鞍钢）是我国国有特大型钢铁联合生产企业，至 2007 年末，钢、铁

产量均达到 1600 万吨，近年来，鞍钢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钢材出口量和出口占比稳居全国同行业

前位。为准确评估人民币汇率改革对钢铁行业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和鞍山市中心支行对鞍钢

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从人民币汇率改革对鞍钢的影响看，鞍钢原料来源以自有矿山为主，进口矿粉约占总量的 20%，汇

改后的人民币升值虽有利于降低进口矿粉的采购成本，但对整体产品成本影响有限；近两年，鞍钢出口

钢材以年均 40%的幅度递增，2007 年上半年，其出口收入占总收入的 25.7%，由于以外币计价的出口销

售比重增加，人民币升值对其销售收入影响明显；鞍钢对外付汇主要用于进口矿粉、设备以及支付设计

咨询费用和 H 股红利等，合计年均增幅在 20%以上，2007 年上半年鞍钢外汇支出与 2005 年汇改后及上

年同期汇率水平相比，分别节约资金 2.57 亿元、1.98 亿元人民币；鞍钢外债余额较小且以日元贷款为

主，至 2007 年 9 月末，其外债余额仅为 0.54 亿美元，日元贷款占 96.5%，人民币升值对偿债成本影响

甚微。与此同时，鞍钢通过加强内部管理、节能降耗减排、扩大经营范围、改善出口产品结构、提高谈

判能力等多种方式，积极消化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压力。 

通过利用趋势移动平均法，在忽略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进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与鞍钢换汇成本单因

素定量测算，以及选取与换汇成本相关的汇率、出口产品销售收入、出口产品总成本等相关因素，对未

来三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分别持续升值幅度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未来三年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保持 2007 年度的升值幅度，将不会对鞍钢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六）房地产业稳步发展，装备制造

业迅速发展壮大 

 1. 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基本保持健康

稳定发展。 

2007 年，辽宁省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市场

保持供求两旺，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继续较快上

涨。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增加较多。

总体看，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基本保持健康

稳定发展。 

（1）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全年完成房地产

投资总额 1497.6 亿元，同比增加 355.4 亿元，增

长 31.1%，同比提高 0.5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

投资总额 1165.8 亿元，同比增加 326.8 亿元，增

长 39.0%，同比提高 2.5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

投资本年资金来源 1651.5 亿元。其中，国内贷款、

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分别占 14.3%、

4.2%、49.0%、32.5%。 

（2）土地供应增加，土地开发加快，商品房

供给增强，棚户区改造成效明显。房地产开发企

业本年购置土地面积、完成开发土地面积同比分

别增长 43.8%、16.4%，商品房施工、竣工面积继

续保持快速增长（见图 24），1 万平方米以上城市

连片棚户区改造基本完成，42.3 万户、143 万人

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 

（3）商品房特别是住宅销售继续保持旺盛，

商品房空置面积下降。商品房销售额、销售面积

同比分别增长 43.5%、25.6%，其中，住宅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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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面积分别增长 49.3%、27.7%。全省商品房空

置面积 1372.0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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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图 23  辽宁省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4）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涨幅整体回落（见

图 25、图 26），全省现房住宅价格小幅上涨，期

房住宅价格大幅上扬。12 月份，沈阳市新建商品

住房、二手房价格分别上涨 9.4%、9.4%，大连市

新建商品住房、二手房价格分别上涨 8.3%、8.7%，

两地涨幅均低于全国平均涨幅 2～3个百分点。全

省现房商品住宅平均价格由上年同期的 2670 元/

平方米上升到 2794 元/平方米，上升 4.6%，期房

商品住宅平均价格由上年同期的 3058 元/平方米

上升到 3694 元/平方米，上升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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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 

图 24  沈阳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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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 

图 25  大连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5）房地产业贷款投入有所加快，个人住房

贷款同比大幅多增。12 月末，辽宁省金融机构房

地产业贷款余额增长 24.5%，增幅较上年同期提

高 2.3 个百分点，当年新增房地产业贷款占金融

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的 12.7%，较上年同期提高

2.5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32.7%。 

2. 装备制造业成为第一支柱产业并迅速发

展壮大。 

辽宁是国家从“一五”时期开始重点扶持建

设的装备制造业科研生产基地，被誉为“共和国

装备部”。《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明确的目标之一，

就是努力将东北地区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

制造业基地。 

近年来，辽宁省政府加大投资，积极推进产

业结构升级，全力提升装备制造业的民族核心技

术和国际竞争力。2007 年，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51.7%，增幅分别高于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

业和工业投资增速 21.0 个、14.4 个、13.1 个百

分点。沈阳和大连机床集团数控机床等重点项目

竣工投产，渤海船舶重工大型船舶设施建造等项

目正加快推进。 

2006 年，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突破 1000

亿元，首次超过石化工业，标志着以数控机床、

船舶制造为重点的装备制造业成为全省第一支柱

产业。2007 年，完成工业增加值 1432.4 亿元，

增长 32.3%，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1.3 个百分

点，其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28.4%，比上年

提高 2.8 个百分点。 

金融业积极支持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发展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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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2007 年末，金融机构制造业贷款余额 2639.7

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 24.9%，全年新增贷款

中，制造业贷款占 18.5%，两个比例均居各行业

之首。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还积极引导和支持

装备制造业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拓宽了企业低

成本融资渠道。 

三、预测与展望 

2008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全

面实施《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的第一年，也是执

行从紧货币政策的一年。对于全力实现振兴中的

辽宁而言，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年。 

从全球经济看，世界经济总体基本面依然稳

健，但扩张势头有所放缓，一些消极因素不容忽

视。如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尚不明朗、国际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仍居高不下等

等。从国内看，十七大明确了未来五年改革与发

展战略，《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开始全面实施，国

家宏观调控政策成效明显等积极因素仍将发挥较

大作用。总体上，国内外形势对经济发展仍是有

利的，辽宁全面振兴的良好发展势头不会改变。

预计地区生产总值和三大需求继续保持较快增

长，但增速将低于 2007 年水平，随着节能减排工

作推进，经济增长质量将继续改善；城乡居民收

入将持续增加；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将控制在 2007

年幅度内。 

从紧货币政策和“有保有压”原则将继续得

到落实，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因此，2008 年，辽宁省货币信贷运行将继

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信贷投放节奏将有所调整，

各季度投放将趋于均衡，投放重点将保持与地区

经济发展的协调；金融机构在培育和拓展中间业

务等新的利润增长点领域的竞争将日趋激烈，金

融市场的发展对企业融资结构和商业银行经营行

为将产生积极的影响。预计 2008 年辽宁省金融机

构存、贷款增加额将分别达到 1600 亿元、1300

亿元左右。 

 

 
 
总  纂：盛松成  闫  力 
统  稿：宋慧中  柳鸿生  李文丰 
执  笔：乔  宇  赵  越  高新宇  姚  勇  李  东  郭雪丽  吴小龙  张次兰  由  华 
提供材料的还有：马  力  于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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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辽宁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2月2日，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成立，标志着商业类养老保险在辽宁起步。 

2月17日，盛京银行获准在天津建立第一家省外分行，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全国第三家跨省设立

分行的城市商业银行。 

3月31日，在第三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上，大连市被评选为“2006中国最具国际化金融生态城

市”；10月28日，营口、朝阳市在第二届中国金融市长年会暨中国金融生态城市发展年会上双双被评为

中国金融生态城市。 

6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建设的小额支付系统正式在辽宁上线运行，辽宁成为全国第五个成功开通

该系统的省份。8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与中国人民银行、各商业银行开发建设的“税库银横向联网电子

缴税系统”在辽宁省全面推广应用。 

7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省政府金融办、辽宁省中小企业厅联合组织召开了“辽宁

省中小企业融资对接大会”。 

7月31日，大连期货交易所的线型低密度聚乙烯期货（LLDPE）成功上市，实现品种在工业品领域的

突破。10月29日，棕榈油期货在大连期货交易所上市，开创了国内期货市场上市纯境外品种的先河。 

8月6日，“2007年辽宁中部城市群书记市长联席会议”召开，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建设步入全新

发展阶段。 

8月20日，国务院发布《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明确“十一五”时期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东

北振兴进入全面提升阶段。 

9月4日，第六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暨航空航天配套零部件展览会在沈阳召开。 

9月6日，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在大连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0月26日，全国金融知识展览沈阳巡展暨沈阳金融博览会开幕，为期七天的展览接待参观人员8.6

万余名，发放宣传品约20万份。 

12月27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辽宁省分行正式挂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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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辽宁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辽宁省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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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3.4 14417.9 14696.8 14761.0 14832.8 15046.0 15042.2 15292.9 15474.9 15366.2 15602.4 1567.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8002.4 8287.3 8355.8 8245.4 8166.8 8211.0 8211.1 8156.2 8116.4 7937.4 8050.7 8285.6

                    企业存款 3943.8 3907.7 4072.0 4140.2 4240.0 4388.5 4378.7 4621.7 4800.5 4824.8 4965.1 5043.9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4.7 204.5 278.9 64.3 71.7 213.2 -3.8 250.7 182.0 -108.7 236.2 75.4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2.6 12.3 11.8 11.2 11.0 11.1 11.1 11.8 13.2 12.0 12.7 11.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9528.6 9661.5 9845.8 10124.6 10186.7 10320.0 10404.9 10650.2 10810.3 10777.8 10860.4 10762.8

        其中：短期 4365.7 4402.6 4512.0 4565.1 4606.6 4684.2 4692.7 4866.1 4907.5 4893.1 4932.3 4879.6

                    中长期 4352.1 4438.9 4510.4 4616.2 4674.5 4823.9 4886.9 4986.6 5123.3 5256.3 5315.6 5321.7

                    票据融资 691.9 703.9 712.8 828.8 785.8 697.5 713.5 698.4 677.6 528.6 502.0 451.9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72.4 132.9 184.3 278.8 62.1 133.3 84.9 245.3 160.2 -32.6 82.7 -97.6

        其中：短期 62.8 36.9 109.4 53.1 41.6 77.6 8.4 173.4 41.4 -14.4 39.2 -52.7

                    中长期 40.7 86.8 71.6 105.7 58.4 149.4 63.0 99.7 136.7 133.0 59.3 6.1

                    票据融资 -41.1 12.0 8.9 116.0 -43.0 -88.3 16.0 -15.1 -20.8 -149.0 -26.7 -50.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0.9 11.0 11.8 14.2 14.4 13.8 14.3 15.5 16.7 16.1 15.9 13.8

        其中：短期 8.8 9.2 9.8 11.0 11.2 11.6 11.6 14.3 14.3 13.3 13.9 13.2

                    中长期 20.4 21.7 20.7 21.4 21.0 22.6 22.6 23.0 24.1 25.9 26.5 23.7

                    票据融资 -19.7 -24.3 -17.4 -2.2 -0.6 -15.1 -15.1 -11.8 -7.7 -22.4 -30.5 -38.3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230.5 212.6 222.9 230.0 241.4 251.1 254.2 280.4 288.4 296.3 296.7 286.4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694.7 707.5 710.0 732.7 751.0 777.5 772.3 776.5 791.6 850.4 851.7 849.9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3.1 11.6 -7.3 -4.4 0.4 4.4 5.7 16.6 19.9 23.2 23.3 19.1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1.8 3.6 4.0 7.3 10.0 13.9 13.1 13.7 15.9 24.5 24.7 24.5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3731.7 13927.6 14219.2 14264.3 14298.6 14517.6 14525.7 14780.1 14965.2 14852.3 15083.8 15177.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7719.2 8004.6 8078.5 7977.6 7907.7 7951.5 7960.8 7912.6 7881.0 7702.5 7829.5 8071.5

                    企业存款 3792.5 2747.1 3920.2 3958.9 4017.1 4164.9 4162.3 4405.7 4572.9 4588.8 4712.5 4796.6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51.7 196.0 291.5 45.1 34.3 219.0 8.1 254.4 185.1 -112.8 231.4 94.0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8.6 285.4 74.0 -100.9 -69.9 43.8 9.3 -48.2 -31.6 -178.5 127.0 242.0

                    企业存款 -47.3 -45.4 173.2 38.7 58.2 147.8 -2.6 243.4 167.2 15.9 123.7 84.0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3.0 12.7 12.2 11.5 11.2 11.3 11.4 12.2 13.7 12.5 13.1 11.5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7.3 9.3 9.0 7.4 6.0 5.8 6.0 5.1 4.1 1.7 2.8 4.8

                    企业存款 24.1 21.1 21.7 19.4 20.6 20.3 20.1 22.8 28.1 28.0 28.2 24.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9225.1 9361.7 9551.8 9835.5 9892.4 10029.1 10122.1 10376.5 10532.9 10497.3 10566.7 10475.1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823.8 834.8 844.9 860.9 875.6 903.6 922.8 945.8 977.7 995.6 1020.3 1031.7

                    票据融资 684.0 696.6 705.6 820.2 776.1 687.6 705.8 692.9 672.8 523.4 496.4 447.1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65.0 136.6 190.1 283.7 56.8 136.7 93.0 254.4 156.4 -35.6 69.4 -91.6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3.4 11.0 10.1 16.0 14.6 28.0 19.2 23.0 31.8 17.9 24.7 11.3

                    票据融资 -41.2 12.6 8.9 114.6 -44.0 -88.5 18.1 -12.9 -20.1 -149.4 -27.0 -49.3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1.6 11.5 12.4 14.9 15.1 14.7 15.2 16.5 17.5 16.9 16.6 14.4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8 3.9 5.2 7.0 15.7 17.9 22.4 24.1 26.2 27.4 28.2 27.1

                    票据融资 -19.9 -24.4 -17.5 -2.2 -0.6 -15.4 -11.0 -11.6 -7.4 -22.4 -30.6 -38.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61.9 63.3 61.8 64.5 69.8 69.4 68.2 67.8 67.9 68.8 70.1 68.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4.8 5.7 3.4 8.5 12.8 9.4 9.1 5.6 7.0 4.7 9.5 9.3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39.0 38.7 38.0 37.5 38.5 38.2 37.3 36.2 36.9 37.6 39.7 39.4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2.1 -0.5 -2.1 -0.4 -2.0 -3.9 -4.8 -8.2 -3.6 -2.5 2.1 3.9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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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辽宁省各类价格指数 

沈阳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沈阳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沈阳市土地

交易价格指

数

大连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大连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大连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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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2000 - -0.1 - -2.5 - 3.9 - 8.9 3.0 2.3 1.8 0.2 5.4 0.0

2001 - 0.0 - 0.5 - 0.0 - -1.4 2.6 0.1 1.7 -0.4 1.9 -0.1

2002 - -1.1 - 1.7 - -1.7 - -2.2 0.1 -0.5 -16.9 -1.6 -1.9 0.0

2003 - 1.7 - -1.6 - 5.1 - 3.6 7.6 1.4 16.1 0.7 0.0 3.5

2004 - 3.5 - 13.3 - 21.1 - 7.1 15.9 -1.0 16.2 4.6 -1.8 12.9

2005 - 1.4 - 10.0 - 8.1 - 5.1 7.6 1.5 11.4 9.2 -1.0 18.6

2006 - 1.2 - 0.5 - 4.2 - 4.1 6.6 3.8 6.0 10.8 1.8 1.2

2007 - 5.1 - 14.2 - 4.8 - 4.4 6.1 1.8 6.5 7.2 -0.3 -

2006 1 1.2 1.2 3.0 3.0 4.9 4.9 4.5 4.5 - - - - - -

2 2.0 1.6 2.6 2.8 4.5 4.7 3.3 3.9 - - - - - -

3 1.3 1.5 -0.3 1.7 3.6 4.3 3.3 3.7 6.6 2.2 12.1 14.9 0.0 4.6

4 1.5 1.5 -1.4 0.9 2.9 4.0 3.6 3.7 - - - - - -

5 1.1 1.4 -2.1 0.3 3.1 3.8 3.2 3.6 - - - - - -

6 1.0 1.4 -1.3 0.0 4.1 3.8 4.9 3.8 6.6 1.4 5.5 11.9 0.4 -

7 0.5 1.2 -1.2 -0.1 4.4 3.9 4.8 3.9 - - - - - -

8 0.1 1.1 -1.4 -0.3 4.7 4.0 4.5 4.0 - - - - - -

9 0.1 1.0 -1.4 -0.3 5.0 4.1 4.5 4.1 6.3 3.9 2.2 8.3 4.8 0.0

10 1.3 1.1 1.3 -0.1 4.3 4.1 4.4 4.1 - - - - - -

11 1.5 1.1 2.6 0.1 3.7 4.1 4.1 4.1 - - - - - -

12 2.6 1.2 4.6 0.5 5.1 4.2 4.6 4.1 6.8 7.5 4.3 8.2 2.1 0.0

2007 1 2.4 2.4 5.0 5.0 4.4 4.4 4.5 4.5 - - - - - -

2 1.3 1.8 6.5 4.2 3.6 4.0 4.0 5.8 - - - - - -

3 3.9 2.5 7.4 6.3 3.6 3.9 4.1 4.2 6.4 3.1 6.1 7.2 -0.7 -

4 3.0 2.7 7.7 6.7 3.6 3.8 3.8 4.1 - - - - - -

5 3.6 2.8 10.3 7.4 3.9 3.8 3.7 4.0 - - - - - -

6 5.2 3.2 12.1 8.2 3.8 3.8 3.0 3.8 5.2 1.9 6.3 6.9 -0.1 -

7 6.3 3.7 15.2 9.2 3.8 3.8 2.9 3.7 - - - - - -

8 7.7 4.1 18.5 10.4 4.8 3.9 3.5 3.7 - - - - - -

9 6.7 4.4 20.2 11.5 4.7 4.0 4.1 3.7 5.2 1.4 7.0 7.0 0.0 -

10 6.3 4.6 20.4 12.4 5.5 4.2 5.1 3.9 - - - - - -

11 7.7 4.9 22.1 13.3 7.3 4.4 6.7 4.1 - - - - - -

12 7.5 5.1 23.8 14.2 9.0 4.8 8.1 4.4 7.7 0.9 6.7 7.6 -0.2 -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沈阳市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工作人员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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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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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辽宁省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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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016.5 - - 4419.9 - - 7029.0 - - 11021.7

    第一产业 - - 110.9 - - 340.5 - - 597.0 - - 1178.4

    第二产业 - - 1050.3 - - 2536.5 - - 3966.0 - - 5829.5

    第三产业 - - 855.4 - - 1542.9 - - 2466.0 - - 4013.8

工业增加值（亿元） 330.0 636.2 996.9 1388.6 1788.6 2327.6 2766.0 3173.1 3658.4 4087.8 4541.4 5047.0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109.5 362.5 746.1 1319.8 2186.9 2804.9 3416.9 4198.1 4842.6 5509.3 6576.0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7.9 68.0 148.0 276.9 479.9 636.3 784.8 989.9 1149.6 1319.3 1497.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345.8 684.3 975.1 1278.8 1616.9 1938.3 2252.6 2572.0 2932.3 3317.0 3663.8 4030.1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417000 821100 1240700 1758100 2260817 2762243 3310000 3839000 4334000 4832000 5388000 5947200

    进口 163000 324200 514700 704000 901100 1096400 1324500 1542900 1723000 1941000 2176000 2414700

    出口 255000 496800 726000 1054600 1359700 1665873 1985000 2296000 2611000 2891000 3212000 3532500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92000 172600 211300 350600 458600 569473 660500 753100 888000 950000 1036000 111780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 117000 181000 256000 337000 471000 521000 609000 680000 776000 848000 91000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24.2 -0.1 -33.0 -50.9 -60.1 -109.5 -126.7 -173.7 -241.6 -258.7 -353.2 -681.0

    地方财政收入 92.2 151.6 221.3 315.2 394.9 506.5 604.1 682.4 776.1 881.3 968.3 1082.0

    地方财政支出 68.0 151.7 254.3 366.1 455.0 616.0 730.8 856.1 1017.6 1140.0 1321.5 1763.0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5.0 - - 4.7 - - 4.4 - - 4.4

地区生产总值 - - 13.7 - - 14.8 - - 15.1 - - 14.5

    第一产业 - - 6.1 - - 6.0 - - 6.6 - - 5.5

    第二产业 - - 17.9 - - 19.1 - - 20.1 - - 19.6

    第三产业 - - 10.0 - - 10.2 - - 9.9 - - 10.1

工业增加值 20.0 20.9 19.5 19.7 19.4 22.0 21.7 21.2 22.4 21.9 21.5 21.0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33.3 36.1 39.1 38.4 37.7 37.1 36.9 37.1 36.7 36.2 32.1

    房地产开发投资 - 38.3 37.3 43.6 34.2 31.1 31.7 32.6 34.7 34.9 34.1 31.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8 16.1 15.6 15.5 15.8 16.1 16.2 16.4 16.8 17.0 17.1 17.3

外贸进出口总额 38.5 42.1 28.6 31.3 31.4 29.7 29.2 27.9 24.7 24.7 24.1 22.9

    进口 34.4 32.7 26.0 22.7 22.8 22.1 21.8 22.9 18.1 20.1 20.7 20.3

    出口 41.3 48.9 30.5 37.7 37.7 35.3 34.7 31.5 29.4 28.0 26.5 24.7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 117.3 95.1 116.0 129.6 125.3 120.4 110.0 94.2 76.3 68.8 52.0

地方财政收入 26.2 34.7 32.3 33.5 35.4 36.1 36.2 36.5 37.4 37.5 37.4 32.3

地方财政支出 1.4 36.0 32.8 20.1 23.4 28.3 27.4 32.1 35.5 35.6 33.8 23.9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辽宁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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