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年辽宁省金融运行报告 /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9

ISBN 978- 7- 205- 06650- 5

Ⅰ. 2… Ⅱ. 中… Ⅲ. 金融事业—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辽宁省—2008 Ⅳ.F832.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173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数据CIP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沈阳市第六印刷厂书画彩印中心

幅面尺寸：210mm×285mm

印 张：17 34
字 数：420 千字

出版时间：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伯 灵

封面设计：杨 勇 白 咏

版式设计：王珏菲

责任校对：蔡桂娟

书 号：ISBN 978- 7- 205- 06650- 5

定 价：118.00 元



本 书 编 委 会

总 编 盛松成

总 纂 闫 力 刘克宫

审 稿 刘克宫 史长俊 王希军 刘田军 王 川

王宪伟 李立君 郝 哲 刘 群 李

统 稿 柳鸿生 陈宁波

执 笔 柳鸿生 陈宁波 王鲁非 张次兰 吴小龙

张 博 赵 越 卢心慧 陈立兴 侯世宇

郭雪丽 于松涛 王 可 全景红 李 东

潘 登 李璐媚 孙 勇 刘 涛 陈庆海

王玉平 凌 冰 高 艳 姚 勇 高新宇

李丽丽 张冬梅

玫群



辽宁省金融运行报告

2008 年

2008nian
liaonings he ngjinrong
yunxingbaogao

1

2008 年辽宁省金融运行报 !!!!!!!!!!!!!!!!!!!!!!!!!!!告 1

2008 年辽宁省利率监测报 !!!!!!!!!!!!!!!!!!!!!!!!!!!告 15

2008 年辽宁省金融市场运行情 !!!!!!!!!!!!!!!!!!!!!!!!!况 21

2008 年辽宁省票据市场运行情 !!!!!!!!!!!!!!!!!!!!!!!!!况 27

2008 年辽宁省民间融资报 !!!!!!!!!!!!!!!!!!!!!!!!!!!告 31

2008 年辽宁省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效果评价报 !!!!!!!!!!!!!!!!!!!告 35

2008 年辽宁省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效果评价报 !!!!!!!!!!!!!!!!!!!告 39

金融危机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流动性的影 !!!!!!!!!!!!!!!!!!!!!响 43

2008 年沈阳市住房抽样调查报 !!!!!!!!!!!!!!!!!!!!!!!!!告 47

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

———以辽宁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为 !!!!!!!!!!!!!!!!!!!!!!例 57

辽宁省钢铁行业遭遇寒流对经济的影响将陆续显 !!!!!!!!!!!!!!!!!!现 63

以奥运为契机 着力促进辽宁省银行卡产业快速发 !!!!!!!!!!!!!!!!!展 69

2008 年度辽宁省人民币流通状况分析报 !!!!!!!!!!!!!!!!!!!!!告 73

2008 年辽宁省国库现金流预测分析报 !!!!!!!!!!!!!!!!!!!!!!告 77

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分析

———以阜新为 !!!!!!!!!!!!!!!!!!!!!!!!!!!!!!例 81

金融危机对辽宁省涉外经济的影 !!!!!!!!!!!!!!!!!!!!!!!!!响 85

2008 年辽宁省经常项目外汇收支形势分析及预 !!!!!!!!!!!!!!!!!!测 89

2008 年辽宁省资本项目外汇形势分 !!!!!!!!!!!!!!!!!!!!!!!析 93



2008nian
liaonings he ngjinrong
yunxingbaogao

2008 年沈阳市金融运行报 !!!!!!!!!!!!!!!!!!!!!!!!!!!告 97

2008 年大连市金融运行报 !!!!!!!!!!!!!!!!!!!!!!!!!!!告 111

2008 年鞍山市金融运行报 !!!!!!!!!!!!!!!!!!!!!!!!!!!告 121

2008 年抚顺市金融运行报 !!!!!!!!!!!!!!!!!!!!!!!!!!!告 133

2008 年本溪市金融运行报 !!!!!!!!!!!!!!!!!!!!!!!!!!!告 143

2008 年丹东市金融运行报 !!!!!!!!!!!!!!!!!!!!!!!!!!!告 153

2008 年锦州市金融运行报 !!!!!!!!!!!!!!!!!!!!!!!!!!!告 163

2008 年营口市金融运行报 !!!!!!!!!!!!!!!!!!!!!!!!!!!告 171

2008 年阜新市金融运行报 !!!!!!!!!!!!!!!!!!!!!!!!!!!告 183

2008 年辽阳市金融运行报 !!!!!!!!!!!!!!!!!!!!!!!!!!!告 195

2008 年铁岭市金融运行报 !!!!!!!!!!!!!!!!!!!!!!!!!!!告 203

2008 年朝阳市金融运行报 !!!!!!!!!!!!!!!!!!!!!!!!!!!告 213

2008 年盘锦市金融运行报 !!!!!!!!!!!!!!!!!!!!!!!!!!!告 223

2008 年葫芦岛市金融运行报 !!!!!!!!!!!!!!!!!!!!!!!!!!告 233

附 !!!!!!!!!!!!!!!!!!!!!!!!!!!!!!!!!!!!录 247

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辽宁省金融运行报告

2008 年

2008nian
liaonings he ngjinrong
yunxingbaogao

2008 年辽宁省金融运行报告

1

2008 年，辽宁省金融体系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货币信贷投

放与辽宁经济发展相适应。银行业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考

验；证券业基础性制度建设得到了加强；保险业稳步前行，其

中农业险取得突破性进展；债券融资比重大幅提高，金融市场

发展迅速；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辽宁经济继续保持良好

发展态势。三大需求旺盛；社会供给增长强劲，效益指标回升；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领域价格涨幅回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

经济增长能耗下降。2009 年，金融危机对辽宁经济的影响在上

半年预计将进一步显现，但辽宁经济金融会积极应对各方面挑

战，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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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8 年，辽宁省金融体系保持平稳健康发

展，年末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初见成效，货币

信贷投放与辽宁经济发展相适应。

（一） 银行业继续健康发展，

年末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初见成效

1. 银行业在竞争整合中稳步发展，产业集

中度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实现盈利大幅增长。在网点个数、法人机构数

量减少的情况下，银行业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

增加；外资银行网点和从业人员大量增加，但

资产仅小幅增长 （见表 1）。年末银行业不良贷

款减少 608.9 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 6.7 个百分

点，不良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2. 存款增速逐月上涨 （见图 1、图 3），外

币存款同比减少，存款定期化趋势明显，金融

体系整体流动性充裕。居民储蓄存款是拉动存

款增长的主要动力。

受辽宁省经济减速下滑影响，企业生产经营

活动不活跃，企事业单位存款增速趋缓，企业存

款定期化趋势增强。同时，受资本市场持续低

迷、楼市的观望气氛浓厚等因素影响，储蓄存款

也呈现定期化趋势。2008 年前 11 个月，活期存

款占企事业单位存款的比重、活期储蓄存款占储

蓄存款的比重均逐月下降；12 月份，二者均有

所上升，表明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经济行为活跃

程度增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初见成效。

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3. 贷款投放年底增速强力反弹 （见图 2、

图 3）。2008 年，本外币各项贷款同比增速先降

后升，从 1 月份的 15.5% 逐步回落至 9 月份的

11.9% 之 后 ， 又 反 弹 至 2008 年 12 月 份 的

19.4% 。中长期贷款增幅先降后升，主要原因是

四季度金融机构普遍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

自主创新、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生态建

设和民生工程等国家重点支持领域项目的资金

支持。短期贷款增势平稳，但票据融资在后两

个月陡然大幅增加，新增额占全年新增额的

83.5% 。

大多数金融机构贷款增速较上年有所提高；

外资银行贷款增速较上年下降。“五点一线”

地区贷款占比明显提高。

受存款增长、改革试点各项扶持政策逐步

落实以及利率提高等影响，农村信用社支农再

贷款需求有所降低。

2

表 1 2008 年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 法人

机构

（个）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国有商业银行 3157 75804 9595 0

二、政策性银行 81 2227 2467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254 9013 3929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778 16861 3721 13

五、城市信用社 85 1337 83 11

六、农村合作机构 2513 32875 1899 148

七、财务公司 6 116 278 1

八、邮政储蓄 1506 10009 1059 0

九、外资银行 37 1076 292 0

十、农村新型机构 6 78 0 6

合 计 8423 149396 23323 179

注：营业网点不包括总部。
数据来源：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

沈阳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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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专栏 1 票据融资增长的原因和作用

2008 年, 辽宁省金融机构本外币新增贷款首超 2000 亿元，票据融资同比大量多增。票据

融资贷款余额 870 亿元，增长 92.5% ，增速较上年提高 130.8 个百分点；全年新增 418 亿元 （占

贷款总增量的 20%），同比多增 699 亿元。前 3 季度票据融资稳定增长，9 月之后加速增长，特

别是 11 月和 12 月的大量增加 （两个月增加 349 亿元，占票据融资全年增量的 83.5%） 推动了

各项贷款增幅的提高。

票据融资的快速增长，对银行和企业是一种“双赢”。从企业方面讲，票据融资可以有效降

低融资成本。2008 年底，6 个月贷款月利率为 4.05‰，票据贴现月利率仅为 1.6‰～1.8‰。而

且，办理票据贴现简便快捷。因此，企业多选择以票据融资来替代短期贷款。从银行角度讲，

尽管全国性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普遍持鼓励投放的态度，大部分没有新增

贷款规模的上限控制，但是，发放贷款需要经过较长的审查审批环节，加上辽宁省因气候原因，

多数项目建设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贷款需求相对较少，银行只能依靠增加票据融资来完成

贷存比等考核指标。而四季度以来许多企业订单减少、效益下滑，银行出于审慎原则，倾向于

对这些企业提供期限较短、风险较低的票据融资。

一方面，票据融资直接满足了企业生产和销售的融资需要。与中长期贷款主要拉动投资的

作用不同，票据融资能够直接、迅速的满足企业短期流动资金需要，帮助企业完成生产和销售

链。四季度辽宁省新增贷款中票据融资占比接近一半，反映出新增贷款相当一部分投入到目前

企业急需的生产和销售等环节，直接拉动了生产和消费。另一方面，票据融资对金融机构提高

盈利的作用有限。目前票据融资业务增长很猛，占各项贷款的比重较大，反映了当前金融机构

盈利渠道较为狭窄，加之金融机构当前资金面宽裕，使得票据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必须以量

取胜，因此金融机构进一步通过票据融资获取盈利的难度加大。同时还应看到，票据融资量波

动对各项贷款稳定性影响明显。票据融资业务自身存在流动性、波动性大的特点，票据融资业

务的大幅增减容易造成贷款规模的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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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机构现金收入与现金支出均同比减

少，但现金收入比现金支出下降的幅度大,导致

现金投放大幅增加 （见表 2）。现金收入减少主

要是由于：2008 年辽宁省经济增长趋缓，城乡

居民消费趋于谨慎，导致商品销售现金收入、

服务业现金收入、城乡个体经营现金收入下降；

储蓄存款利率连续下调，居民和个体工商户并

不急于将收到的现金存入银行，而是直接用于

消费、持币待购以及商品进货和资金周转，从

而减少了储蓄存款现金收入。

5. 人民币贷款利率、民间融资利率均先升

后降，四季度利率下浮贷款占比显著下降。前 3

季度，人民币贷款利率水平一路走高，到三季

度达到最高点。9 月份以后，辽宁省金融机构各

期限贷款利率均有一定幅度的下降。四季度，

金融机构各期限贷款总的加权平均利率水平为

6.89% ，比三季度下降 1.38 个百分点；实行下浮

利率的贷款占比为 28.7% ，比三季度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

民间融资利率的高点出现在二季度。全年

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利率为 16.91% ；利率处于

(15% ,20% ]区间的借贷占比最大；借贷期限仍以

6 个月—1 年期 （含） 为主。农户样本与其他样

本民间借款利差的利差为 1.85% ，同比扩大了

0.25 个百分点。

图 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6. 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推进。有 6 家村镇银

行批准成立，其中 5 家已经正式开业；另有 37

家小额贷款公司批准筹建。

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资金支持工作稳步推

进。2008 年有 19 家县级联社通过专项票据兑付

审核；历年累计有 72 家县级联社实现专项票据

兑付 117 亿元。

表 3 2008 年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注：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为[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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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

1.0

100 100 100 100 100

26.40 47.69 39.51 13.38 2.28

21.79 24.88 25.90 31.81 3.47

上

浮

水

平

小计 51.81 27.43 34.59 54.81 94.25

(1.0-1.3］ 26.04 25.27 32.82 38.71 6.80

(1.3-1.5］ 7.33 2.07 1.65 12.06 14.11

(1.5-2.0］ 17.22 0.09 0.12 4.00 68.27

2.0 以上 1.21 — — 0.04 5.07

4

表 2 2008 年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年累计额 （亿元） 同比增速 （%）

现金收入 39885.5 -5

现金支出 40025.4 -4.9

现金净支出 139.9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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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券业基础制度建设进一步加

强，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深化

2008 年，辽宁省证券业基础性制度建设进

一步加强，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深化。上市公司

资产质量明显提高，公司运作进一步规范，期

货公司加快发展。

1. 股改清欠工作和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完成。沈阳新开更名为“联美控股”；中辽国际

正进行股改、重组和恢复上市的准备活动；ST

红阳在一季度成功实现了“摘帽”。

2. 受股市低迷拖累，股票筹资额减少 3/4

强；债券筹资额则获得突破性进展，增长 183%

专栏 2 辽宁省农村金融创新情况

近年来，辽宁省金融部门积极探索，努力实践，在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方面进行了大量

有益尝试，取得明显成效。

目前已经开办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创新品种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一是产品创新，包括

林权抵押贷款、浅海滩涂抵押贷款等。这类金融创新是针对动产抵 （质） 押融资的需要，开办

的新型贷款业务，使农村中小企业和广大农户拥有的动产资源可以真正转化为获取信贷资金支

持的有效载体。二是组织创新。2007 年以来，根据人民银行总行、银监会关于村镇银行、小额

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一系列政策文件，辽宁省积极开展试点相关工作。截至 2008 年

末，辽宁省已有 6 家村镇银行开业，存款余额为 1.2 亿元，贷款余额为 0.5 亿元，另有 37 家小

额贷款公司批准筹建。三是制度创新。这类创新是在制度层面，将信贷业务与精神文明建设或

保险等其他金融服务相结合，主要包括十星级文明户道德信贷金卡、“保险 + 信贷”等。通过

制度创新，降低了传统信贷业务的成本和风险，为增加支农信贷投放创造了良好条件。四是服

务方式创新。此类创新在服务方式上有所突破，通过在龙头企业和农户、小企业以及参加专业

合作社的农户间建立联保关系，以群体较高的信用度提升个体的信用水平，达到信用增级的目

的。此外，“惠农直通车”等业务的开展，简化了贷款手续，提高了支农金融服务效率。2008

年，各类农村金融创新业务贷款余额达 9 亿元，同比增长 80%。

几年来，辽宁省农村金融创新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一是为金融部门服务“三农”发展找

到新的有效途径。创新业务开办后，农户拥有的较为丰富的动产资源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资

金支持，扩大信用贷款发放也有了实践基础。特别是，部分地区开展创新试点后，示范和带动

作用明显。目前，辽宁省内 14 个地市均以不同形式开展了农村金融创新工作。二是促进了农业

生产和农民增收。由于有了适应需要的金融服务形式和载体，农业产业链得以不断延长，农民

收入也有了显著提高。辽宁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后，广大林农依靠《林权证》，获得了金融

机构的信贷支持，进而加大了林业系列产业的开发力度，提高了林地单位面积产出率。目前，

丹东市、本溪市等主要林区的农户从林业发展中获得的收入已占家庭收入的一半左右。三是增

加了金融机构自身经营收益。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的开展，拓宽了金融机构的业

务范围和服务领域，有效缓解了农村金融机构“难贷款”问题，在扩大经营规模和提高服务效

率的同时，增加了金融机构自身收益。据不完全统计，2006 年以来，辽宁省金融机构通过开办

农村金融创新业务累计实现利润已达 1.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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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4）。奥维通信在深圳证交所中小企业板成

功上市，募资 2.3 亿元。

（三） 保险业稳步发展，保险市场

秩序进一步好转

保险业稳步发展。农业险取得突破性进展，

人身险保持高速发展。

1. 保险机构稳步扩张，保险业务发展较快。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数量增长了 34.4% ；总资产

增长 25.5% 。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大幅提高。

保费收入增长 41.6% （见表 5）。种植业保险和

日光温室大棚保险被省政府纳入财政补贴范围。

科技保险试点工作启动。

2. 保险市场秩序进一步好转。辽宁保监局

现场检查的频次和覆盖面为历年之最；出台了

《辽宁保险分支机构市场准入制度》和《保险公

司分支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考察管理办法》；

妥善处理了“岫岩退保事件”。

（四） 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债券融资

比重大幅提高

1. 债券融资比重大幅提高，股票融资大幅

下降 （见表 6）。债券融资占非金融机构融资的

比重提高了一倍；发行债券的种类实现多元化。

2. 场内同业拆借增长迅猛，但场外同业拆

借大幅萎缩。全年拆借总量增长 78.8% 。在全

国银行间市场，累计拆借资金增长 223.4% ，拆

入资金占 97% ，盛京银行占 89.7% 。网下同业

拆借市场，参与成员 23 家，发生交易 69 笔，

交易金额 56.2 亿元，同比均减少。

3. 票据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持续走低。

全年票据交易量及票据余额同比增加，其四季

度增势迅猛 （见表 7）。贴现率和转贴现率高位

回落，全年下降幅度较大 （见表 8）。一季度票

据市场利率上升；二季度起票据市场利率持续

大幅下降。

6

表 4 2008 年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数据来源：辽宁证监局、大连证监局、中国人民银行

沈阳分行。

项 目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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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部设在辖内的期货公司数 （家） 8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 （家） 55

当年国内股票 （A 股） 筹资 （亿元） 68.84

当年发行 H 股筹资 （亿元） —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 （亿元） 184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 （亿元） 73

表 5 2008 年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数据来源：辽宁保监局、大连保监局、中国人民银行

沈阳分行。

项 目 数 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 （家） 3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 （家） 1

寿险经营主体 （家） 2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 （家） 2057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 （家） 913

财产险保费收入 （中外资，亿元） 95.20

人寿险保费收入 （中外资，亿元） 340.94

各类赔款给付 （中外资，亿元） 155.39

保险密度 （元 /人） 1010.7

保险深度 （%） 3.24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 （家） 1144

保费收入 （中外资，亿元） 436.13

表 6 2008 年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数据来源：辽宁证监局、大连证监局、中国人民银行

沈阳分行。

2002 644.4 99.6 — 0.4

2003 1070.9 95.8 3.8 0.4

2004 761.5 99.1 0.9 —
2005 1079.2 99.3 0.7 —
2006 1242.0 95.5 3.5 1

2007 1678.6 77.8 3.9 18.3

2008 2340.7 89.2 7.9 2.9

2001 381.9 96.1 — 3.9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

年度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表 7 2008 年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表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季度

银行承兑汇票

承兑

1 452.5 2352.7 33.6 94.8

2 476.1 2403.5 46.3 120.9

3 463.4 2715.3 37.3 60.4

4 837.6 3541.6 31.9 95.4

余额 累计发生额

958.9 652.4

1072.4 647.2

1157 679.6

1299.3 829

贴 现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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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连期货交易发展势头迅猛 （见表 9），

但月度交易情况很不均衡。上半年，成交量和

成交额呈现井喷式增长；下半年增速大幅回落，

11 月份的成交量和成交额甚至同比下跌。从品

种看，玉米和豆粕期货交易增长相对较慢。

5. 银行间外汇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城市商

业银行和外资银行交易较为活跃，外汇市场即

期交易快速增长。2008 年，辽宁省银行间外汇

市 场 即 期 交 易 增 长 101.6% ； 远 期 交 易 下 降

61.47% ；“外币对”交易下降 82.7% 。询价交

易占 98.9% 。

6. 远期外汇交易等创新业务萎缩。原先交

易频繁的 3 家外资银行改制后退出市场,导致此

后外汇远期交易未有发生。外币对交易量不大。

掉期交易一直没有开展。

（五） 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

政府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作用进一步

加强。辽宁出台了全省首部信用规章 《辽宁省

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发布使用办法》；发布了《辽

宁省社会信用体系发展规划 （2008 年—2012

年）》；建立了东北三省一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合作机制。鞍山市成为全省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试点城市。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8 年，辽宁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见图 5）。节能减排工作扎实推进，经济增长能

耗下降。

图 5 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一） 三大需求增长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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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位运行 （见图 6），

非国有经济投资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重点

推进了 100 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启动实施突

破辽西北战略，提出了 100 个资源开发利用和

深加工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于上年，连

续 5 年增幅保持在 3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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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08 年大连商品交易所统计表

数据来源：大连商品交易所。

交易品种
累计成交

金额（亿元）

同比增长

（%）

累计成交

量 （万手）

同比增长

（%）

豆一 95190.2 154.2 22736.3 139.7

豆二 37.8 138.0 8.6 113.6

玉米 21571.5 8.8 11983.7 0.8

线型 11941.7 2287.1 2650.6 3370.9

豆粕 54157.9 38.4 16253.1 25.6

棕榈油 8664.1 363.0 1260.5 1758.2

豆油 83290.1 283.2 8939.2 236.5

合计 274853.3 130.5 63831.9 72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季 度
贴 现 转贴现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票据买断 票据回购

1 6.39 6.17 4.09 4.56

2 5.84 6.33 5.68 4.85

3 5.72 6.46 5.24 4.6

4 3.36 5.62 4 3.16

表 8 2008 年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现利率表

单位：%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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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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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年新高 （见图 7）。城

镇居民经营性收入增长 93.8% ，财产性收入同

比下降 6.0%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其中，转移性收入增长 44.8% ，财

产性收入增长 16.0% 。居民消费增幅超过年初

预期目标。

图 7 辽宁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3. 进出口稳定增长，出口增幅低于进口增

幅 （见图 8），贸易顺差增长趋缓，实际利用外

商直接投资增长 32.1% （见图 9）。

图 8 辽宁省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图 9 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专栏 3 辽宁省城乡居民家庭收支情况调查

2007 年 9 月和 2008 年 1 月，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与省调查总队合作，对辽宁 4000 户城市居

民家庭和 2000 户农村居民家庭的收支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采用等距随机整群抽样的方

法，按地区人口比例分配样本数量。为提高样本代表性，在编制抽样框时，一是注重样本家庭

的地区分布，选取了包括市区、郊区、近郊农村和偏远乡村的各地区样本；二是注重样本家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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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次产业稳步协调发展，服务

业发展不断加快

三次产业稳步协调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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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县域经济长足进步，粮食丰收，现代农

业建设取得进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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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

食产量比上年增长 5 亿斤，连续 5 年获得丰收，

创历史最高水平。肉类总产量比上年增长 8% 。

2. 工业生产持续快速增长 （见图 10），装

备制造业贡献率突出。受国外金融危机影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34.0% ，

亏损企业亏损额增加 46.3% 。

图 10 辽宁省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的从业结构；三是注重样本家庭的居住环境，选取了居住在各档次城市社区、城乡结合部和贫

困山区的样本家庭。经辽宁省城市调查总队测算，可信度在 95% 以上。

城市居民家庭以工资收入为主，农村居民家庭以种养殖业收入为主。2007 年，69.6% 城市

居民家庭以工资收入为主，以财产性收入为主的只占 0.3% ；农村居民家庭中，63.35% 以种养殖

业收入为主。从事种植养殖业的居民家庭大部分处于中低收入水平，高收入家庭中从事个体经

营的比重明显高于低收入家庭。农村财政救济和补贴的覆盖面达 79.9% ，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

2.32% ，对收入水平影响不大。

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加困难。主要原因是：一是外来人口较少和家庭成员外出打工，

住房需求不高，农村居民家庭难以通过房屋租售等方式获取财产性收入；二是金融资产总量较

低，且绝大部分为现金和储蓄存款，国债、基金和股票只占 0.12% ；三是 89.6% 的农村居民分散

居住在县城 5 公里以外，缺乏便利的理财环境；四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规范，农民通过出

租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取财产性收入有限。

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均处于升级积累期。城市居民家庭中，低收入家庭对大宗消费品购买预

期较弱；中等收入家庭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购买中高档商品意愿较强，对带动消费结构总体

升级起示范作用；高收入家庭消费向品牌化、高档化发展。总体上看，城市居民家庭消费重点

正在向改善居住条件、汽车等转移。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以实惠、实用型为主，消费重点已经由

原来的自行车、手表等向电冰箱、电脑等中高档商品转变。

八成左右城乡居民民间借贷没有利息。90.9% 的城市居民家庭近一年内没有发生 5000 元以

上的民间借贷行为；72.6% 的农村家庭没有发生过 1000 元以上的民间借贷行为。城市和农村居

民家庭的借贷中，没有利息的比例分别为 85.3% 和 77.7% 。不愿向银行贷款的被调查者中，

30.5% 认为利率太高，21.4% 认为手续繁琐，14.8% 的居民家庭没有合适的抵押物。城市居民家庭

间借贷资金用途列前三位的是买房、医疗和子女教育，占比分别为 23.9% 、20.4% 和 19.3% 。农

村居民家庭间借贷资金用途主要是买农业生产资料和子女教育，占比分别为 27.4% 和 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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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务业发展不断加快。出台了加快服务

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设立 2.6 亿元专项奖

励和贴息补助资金，启动了单个投资超百亿的

服务业“十大重点工程”。

（三）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领域

价格涨幅回落

1.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逐月回落 （见图 11），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比上年上涨 4.6% ，涨

幅同比回落 0.5 个百分点。

2. 生产领域价格涨幅在 3 季度达到最高点，

四季度全面回落，但全年涨幅依然较高。原材

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农业

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均高于上年 （见图 11）。

图 11 辽宁省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3. 就业水平提高，社会保障范围进一步扩

大。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8% ，首次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工作全面推开。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参保率达到 98.7% ，参合农民人均

筹资标准比上年提高近 1 倍。实现了动态管理

下的应保尽保。

（四） 财政收入较快增长，支出结构

进一步优化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 25.2% 。

各项税收保持增长 （见图 12），企业所得税增长

较快。

图 12 财政收支状况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五） 节能减排工作扎实推进

建立重点节能产品能耗标准制度。出台淘

汰落后产能资金奖励办法。全省单位生产总值

能耗同比下降 4% ；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

量同比分别下降 4% 以上和 5% 以上。

（六） 房地产业贷款增速回落，农产

品加工业快速发展

1. 房地产业贷款增速回落

（1） 房地产投资继续高位运行。全省累计

完成房地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37.4% ，比上年

同期提高 6.3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本年资

金来源 2196.5 亿元，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

筹 资 金 和 其 他 资 金 分 别 占 12.55% 、 5.19% 、

51.95% 和 30.3% 。

（2） 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购置土地面积同

比 下 降 8.8% ； 完 成 开 发 土 地 面 积 同 比 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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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全省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 1.5% ；

房屋竣工面积同比增长 13.1% 。

（3） 商品房销售总额同比上涨 12.8% ，销售

面积同比增长 4.9% ，二者增速较上年同期均下

降。从月度数据看，年底的销售情况较之前已

有所改善 （见图 13）。

图 13 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

（4） 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维持小幅上涨。

12 月，在全国平均房屋销售价格下跌 0.4% 的背

景下，沈阳、大连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了 0.4% 和 1.7% 。从月度数据上看，沈阳、大连

房屋销售价格同比涨幅稳步下降 （见图 14、图

15）。

图 14 沈阳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

图 15 大连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

（5） 房地产业贷款增速回落。年末，辽宁

省金融机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贷款余额 1242.7

亿元。其中，金融机构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余

额 982.2 亿元，同比增长 12.5% ，比年初增加

109.4 亿元，同比少增 106.3 亿元。个人住房贷

款余额和当年新增额分别占同期消费信贷余额

和当年新增额的 85.9% 和 99.3% ，是消费信贷增

长的最主要力量。

2. 农产品加工业进入快速发展期，成为辽

宁第四大支柱产业

2003 年，辽宁省将农产品加工业确定为振

兴辽宁老工业基地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6 年

来，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年均销售收入增

幅、利税增幅都超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

增幅。到 2008 年底，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实现销售收入 3158 亿元，实现利税 288 亿元，

农民人均从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链条中获

得收入 1900 元，涌现出富虹、优格乳等国家级

名牌产品 11 个、省级名牌产品 203 个。碳酸饮

料产量全国排名第三，食用植物油、液体乳、

啤酒、家具的产量均在全国排名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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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测与展望

2009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和国

内经济增长将进一步趋缓，辽宁经济同样会受

波及。同时，也存在诸多积极因素支持辽宁经

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态势。辽宁消费需

求的增长仍有着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潜力；装

备制造业、冶金、石化、农产品加工业等辽宁

主要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抵御冲击的能力显著

增强；国家最近出台的装备制造业等行业振兴

规划，将对辽宁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建设、中部城市群战略

的有效实施，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预计 2009 年辽宁地区生产总值增幅为 11% ；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3000 亿元，增幅约 30% ；

进出口总额达到 850 亿美元，增幅约 15% 。

辽宁省金融机构整体资金充裕，随着金融

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经济活力的逐步显现，信贷

投放的意愿也将进一步增强。预计 2009 年贷款

增长 20% 以上，贷款增量超过 25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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