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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金融运行报告（2021）》摘要

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2020年，山西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强力推动“六

新
①
”突破，扎实推进三大攻坚战，经济总体回升强劲，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新

兴动能活力提升。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651.9亿元，同比增长3.6%，高于全国1.3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三驾马车”呈现不同程度恢复。投资增长持续

加快，2020年山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6%，为2016年以来最高点，其中

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6.4%，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高达55.9%，是投资快速增长的

主要动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4.0%，降幅持续收窄，但受餐饮和旅游

消费复苏缓慢以及消费倾向下降影响，消费增速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1个百

分点。外贸进出口快速回稳，全年全省进出口总额1505.8亿元，增长4.0%，较年

初回升12.9个百分点，其中加工贸易占比近六成。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

总额50.5亿美元，增长5.4%；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加，全年实际利用外资16.9

亿美元，同比增长24.4%。二是三次产业稳步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

农业生产稳步向好，全年粮食总产量达142.4亿公斤，创历史新高，现代农业实

施“特”“优”战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业经济快速恢复，全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快于上年同期0.4个百分点。新动能加快

成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6%，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全年服务业增加值

①
“六新”：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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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2.1%，较前三季度回升2.2个百分点，实现由负转正。现代服务业增势

良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22.6%，金融业增长6.8%，均明显

快于服务业增速。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有效推进，有力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煤炭去产能任务圆满完成。重点改革领域纵深推进，完成全国最大规模的省属国

企重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有效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价格指数和居

民就业总体稳定。2020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9%，涨幅较前三季度回落0.8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3.3%，较前三季度收窄0.1个百分点。就业

形势稳定向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控制在4.5%目标内。居民收入稳步增加，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793元，同比增长4.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13878元，同比增长7.6%。四是财政收入降幅收窄，支出持续保持正增长。全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96.5亿元，同比下降2.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110.9

亿元，同比增长8.0%，财政资金更多用于“六稳”“六保”和支持经济增长。

2020年，山西省金融业稳健运行，货币信贷合理适度增长，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支持力度持续加大，金融市场健康运行，改革和创新力度增强，金融生态环

境持续优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能力增强。

具体来看，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银行业稳健运行，货币信贷合理适度增长。

银行业金融机构规模不断扩大，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较上年增加262家，

资产总额52987.4亿元，同比增长8.6%。存款保持较快增长，全年新增存款4115.6

亿元，同比多增1086.6亿元，其中住户存款新增2941.3亿元，占到全部增量的七

成以上。各项贷款稳步增长，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0640.9亿元，同比增长

9.0%。贷款投向重点突出，有效落实两项直达政策工具，运用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延期支持工具累计向法人金融机构提供激励资金9623.4万元，支持其6-12月对普

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本金共计96.2亿元，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

划资金9.0亿元，支持地方法人机构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22.5亿元。金融

助力脱贫攻坚顺利收官，全省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987.6亿元，同比增长7.7%。

推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全年全省金融机构发放贷款

参考LPR定价的占比在99%以上，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比例为97%，金融机构贷

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55%，同比降低0.7个百分点。全省不良贷款余额600.6亿元，

比年初减少51.9亿元，不良贷款率2.0%，比年初下降0.4个百分点，实现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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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良贷款“双降”。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156.5亿元，同比增长0.9%。二是

证券期货业稳步发展。全省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账户总数为516.9万户，客户总

资产6047.3亿元，累计代理证券交易总额79099.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1%、

54.2%、32.4%。期货经营机构投资者开户数8.5万户，客户保证金余额34.6亿元，

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47267.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9%、41.5%、131.0%。经

纪业务收入占比同比下降3.4个百分点，证券公司依赖经纪业务的盈利模式有所

改善。2020年上市公司总市值7685.6亿元，同比增长49.0%。三是保险业健康发

展。全年原保险保费收入达到933亿元，同比增长5.6%，保险业提供风险保障近

60万亿元，是上年的1.5倍，赔付311亿元，同比增长11.7%，高于上年同期7.5

个百分点。四是金融市场健康运行。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加4688.8亿元，较上年

多增467.0亿元。银行间市场平稳运行，累计完成现券交易84613.2亿元，同比增

加63.5%。票据市场运行平稳，全年商业汇票贴现发生额为3689.8亿元，同比减

少23.4亿元。商业汇票转贴现发生额8221.4亿元，同比增加792.3亿元。五是金

融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加快。支付体系平稳运行，支付服

务环境不断改善。金融科技应用水平稳步提升。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深入推进。

2021 年，山西省进入转型出雏型的开局之年，但全省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仍面临着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矛盾，防控金融风险的任务重，山

西省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
②
”总体思路

和要求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

套改革试验区建设为统领，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把创新驱动放在转型发展全

局的核心位置，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转型发展道路上砥砺奋进。金融业将继

续贯彻落实稳健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要求，着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全力支持转型综改，深化 LPR 改革，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降，防范金融

风险，优化金融营商环境，为山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全文链接：http://taiyuan.pbc.gov.cn/taiyuan/133956/4264492/index.html

②
“四为四高两同步”：“四为”，指坚持转型为纲、项目为王、改革为要、创新为上；“四高”，指推动高质

量发展、高水平崛起、高标准保护、高品质生活；“两同步”，指到 2020 年山西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到 2035 年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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