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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6 年，河北省经济在近几年高增长的平台上，继续保持了增长快、效益好、物价低

的良好态势，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增强，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金融整

体运行平稳。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当年新增量再创历史新高，增长率是 1999 年以

来最高水平，信贷结构逐步优化，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稳步提升；证券业受股市活跃影响，

经营状况、效益明显改善；保险业发展较快；农村信用社改革稳步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

设力度加大。 

2007 年，河北省围绕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目标，预计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将进一步加快。金融机构继续优化信贷结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金融资

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力推动金融创新，保持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着力配合河北省优化经济

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积极支持促进河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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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6 年，河北省金融系统认真贯彻落实稳健

的货币政策和国家宏观调控措施, 紧密结合河

北实际, 合理调控信贷投入。总体看，全省银行、

证券、保险业等金融机构经营状况良好，金融运

行平稳。  

（一）银行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金融机构分布不断优化，资产实力增强，

效益大幅度提高（见表 1）。2006 年，河北省金融

分支机构按区域经济发展要求合理调整，金融机

构比上年减少 488 个，商业银行网点覆盖的有效

性和农村信用社机构设置的集约性有所增强。 

资产总量和利润稳定提升，总资产比上年增

加 1815.1 亿元，增长 14.7%。全年本外币账面盈

利 82.9 亿元，同比多盈利 54.8 亿元。 

表 1  2006 年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类别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国有商业银行 3345 71952 7890

二、政策性银行 165 3801 845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108 2836 850

四、城市商业银行 215 5572 661

五、城市信用社 84 1805 191

六、农村信用社 5063 37868 2887

七、财务公司 2 58 30

八、邮政储蓄 1250 12140 791

九、外资银行 — — —

合             计 10232 136032 14145  
注：银行类金融机构包括总部及其所有下属分支机构。 

数据来源：河北银监局 

 

2.各项存款快速增长（见图 1），增幅创 8 年

来之最。2006 年，人民币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6.6%。 

在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的支撑下，储蓄存款稳

定增长，人民币储蓄存款增长 13.1%，受投资产

品活跃的影响，储蓄增长波动性明显，5 月份出

现负增长。在贷款高增长和企业效益增加的影响

下，人民币企业存款增长 19.7%。 

存款活期化趋势明显，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

企业和储蓄活期存款新增 737.4 亿元，比上年多

增307.3亿元，定期存款则比上年少增51.3亿元。

说明企业即期支付和投资能力增强；居民以储蓄

存款作为投资的意愿降低，转而投向获利丰厚的

其他金融资产，如股票、基金和理财产品等。新

增存款市场份额发生变化。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

额下降，其人民币存款增量占全部金融机构的

56.2%，比上年下降 5.7 个百分点。 

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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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3.信贷增长较快，贷款增量创历史新高。2006

年信贷投放扭转了自 2004 年以来增速下降的态

势，增速走高，本外币贷款增长 15.4%（见图 3），

当年新增 1000 亿元，贷款增速比 GDP 增速高 2.2

个百分点，与经济增长基本相适应。 

贷款投放先快后慢（见图 2），宏观调控效果

明显。上半年投放较多，各项贷款增加 718.8 亿

元，占全年贷款增量的 72%，下半年受宏观调控

影响，投放速度放慢，新增贷款 278 亿元。 

受曹妃甸等一批大项目的拉动，新增贷款中，

中长期贷款增长较快，基建贷款占比高。中长期

贷款当年新增 556.3 亿元，比上年多增 239.5 亿

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 55.8%，比上年提高 9.4

个百分点，基建贷款占中长期贷款比重为 47.3%；

个人消费、农业等薄弱环节贷款相应增加，个人

消费、农业贷款当年分别新增 55.1 亿元、136.4

亿元，分别比上年多增 23.3 亿元、36.3 亿元；

贷款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唐山、石家庄和邯郸

三市的贷款合计占全省新增贷款总量的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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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的行业集中度较高，全省新增贷款中，钢铁、

电力、石化、纺织、制药、电信等行业和基础设

施建设的贷款达 523 亿元，占全省贷款增量的

52.5%。 

图 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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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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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4.现金净投放量较大（见表 2）。全年投放呈

现总体平缓增长，节假日大投放、大回笼的总体

特征。2006 年现金投放回笼态势与 2005 年基本

同步，但现金运行的时间性、季节性更加明显，

收支相抵全年净投放现金 456.1 亿元。 

表 2  2006 年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年累计（亿元）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33036.5 9.7

现金支出 33492.6 9.5

现金净支出 456.1 0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5.票据市场交易活跃，波动较大。票据市场

全年交易量先扬后抑，上半年票据贴现量增幅较

大，下半年受宏观调控影响，各商业银行压缩贷

款规模，票据贴现急剧下降，特别是转贴现业务

下降幅度较大。 

全年票据贴现利率在波动中上扬（见表 4）。

4 月份贴现加权平均利率达到最低点 2.2%，转贴

现加权平均利率最低 1.4%。此后受货币政策宏观

调控的影响，贴现加权平均利率一路上扬，7 月

份转贴现利率急剧上升，加权平均利率由 6 月份

的 1.5%飓升至 3.4%，第 3 季度利率小幅上升，第

4 季度利率稳中微跌。 

表 3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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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48.8 349.2 680.8 742.9 7.4 6.9

2 700 751 753.7 1734.6 5.8 18

3 751.7 1154.6 702.1 2533.6 7.5 27.7

4 776.1 1896.4 616.2 3341 7.9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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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表 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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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4.4 1.8 1.8

2 2.6 4.3 2.1 2.9

3 2.9 4.7 3.0 3.2

4 3.2 4.8 3.0 3.2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6.贷款利率回升，金融机构利率定价能力提

高。受央行两次调高贷款基准利率的影响，2006

年省内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利率稳中有升，加权

平均利率达到 8.2%，比 2005 年提高 0.48 个百分

点。全年发放的全部贷款中，实行基准利率的贷

款占比上升，实行下浮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均

比 2005 年下降。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主要实行上浮

利率，其中城乡信用社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其

全部贷款的九成以上。自 2004 年 10 月 29 日放开

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限，扩大城乡信用社贷款利

率浮动区间的政策实施以来，金融机构贷款定价

能力逐步提高，按照贷款风险状况确定贷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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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局初步形成。 

表 5  2006 年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单位：% 

合计
国有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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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36.5 40.5 16.3 0.8

1.0 16.7 29.9 22.8 30.8 3.9

小计 65.0 33.6 36.7 52.9 95.4

(1.0-1.3] 16.1 27.2 31.0 24.1 5.5

(1.3-1.5] 10.8 6.1 4.9 23.1 13.7

(1.5-2.0] 29.0 0.3 0.8 5.6 58.7

2.0以上 8.4 0.0 0.0 0.0 17.2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7.金融机构改革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2006 年，河北省国

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进展顺利，取得明显成

效。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分别按照各

家总行的要求，认真执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

念，进一步推进风险管理体制改革，积极实施信

贷流程和风险管理模式再造，经营管理能力和市

场竞争能力逐步提高，业务呈现较快发展态势；

河北省农村信用社以改革、发展、管理并重，稳

步推进产权制度和组织形式的改革，在完善法人

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增强服务功能等方面

取得较大进展。2006 年以县（市、区）为单位统

一法人组建工作步伐加快，146 家县级联社获准

开业。全年农村信用社业务经营呈现出规模、质

量和效益协调并进的良好势头；城市商业银行改

革稳步展开。全省有 3家城市商业银行进行了资

本金扩充，增资扩股后资本充足率均达到的 8%以

上，有 2 家实施了不良资产处置和综合治理工作，

降低了不良贷款率，有 1 家市级城市信用社联合

社整体改制为城市商业银行。 

 

专栏 1：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外部因素的综合，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

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不仅对金融业自身发展，而且对整体经济发展都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区域金融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吸引外部资金流入，提高区域金融竞争力。 

2006 年，河北省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

作，以《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的正式颁布为标志，全省金融生态环

境建设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市、县政府纷纷出台实施方案，有的还专门成立专司诚信体系建

设工作的组织机构。与此同时，河北省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顺利升级为全国统一的企业信用信息基础

数据库，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平稳运行，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开展诚信宣传教育

活动，引导社会公众树立诚实守信的观念，推动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经过各方努力，河北省已经形成

了多方参与、相互配合、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氛围。在河北省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成绩的同

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具有吸纳资金能力的优质客户少，经济环境有

待进一步提高；社会信用意识淡薄，借款人逃债、赖债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仍然处于弱

势；社会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担保、咨询评估等机构的服务有待规范和提高等。 

    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涉及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针对河北省当前金融生态环境面

临的实际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和改善：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金融生

态环境建设提供更好的经济基础；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宣传优势，引导舆论监督，创造良好的金融舆论

环境；加大执法力度，切实维护金融债权，严厉打击各类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为金融机构提供安全保

障；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充分发挥金融在支持“三农”中的作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继

续加大企业和个人非银行信用信息采集工作力度，加强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信息资源的开发利

用；逐步推进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工作，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证券业改革取得进展，效益提高 

2006 年，证券业改革取得新进展。法人证券

公司经过全面整改，通过了规范类券商的评审；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走在全国前列，32 家公司

 6



完成改革，占应股改公司的 94.1%；上市公司融

资量增加，河北省共有上市公司 47 家，累计融资

393.6 亿元。 

受经济持续向好、股权分置改革取得重大进

展等有利因素的影响，股市转暖，交投活跃，全

省证券机构经营状况和效益明显改善。全省投资

者开户新增 6 万余户，累计已突破 100 万户，证

券交易额（含基金）达到 2184 亿元，较上年增加

168%；实现利润 32467.5 万元，同比增长近 11
倍。 

表 6  2006 年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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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47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22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18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50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40

量

 
数据来源：河北省证监局、河北省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

石家庄中心支行 

（三）保险业发展强劲，行业实力进一

步提升 

河北省保险业增长动力强劲，自 2000 年以

来，保费收入保持高速增长（见表 7）。2006 年，

河北省保险机构比去年增加 762 家，保险公司总

资产共计 610.5 亿元，增长 26.7%，保费收入增

长 16.6%，赔款与给付支出增长 29.4%，增幅大于

保费收入，稳定社会功能进一步增强，社会效益

明显。保险深度与上年基本持平；保险密度比上

年增加 49 元，增长 15.8%。 

自 2006 年 7 月《机动车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条例》实施以来，全省共实现交强险保费收

入 12 亿元。交强险的实施有效带动了机动车辆投

保率上升，促使车险业务扭转了 2005 年停滞不前

局面，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22%，对全年产险业务

整体实现健康快速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表 7  2006 年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
               寿险经营主体（家） —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710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844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866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53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63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90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52
保险密度（元/人） 367
保险深度（%） 2

量

 
数据来源：河北省保监局 

（四）市场融资规模扩大 

2006年河北省货币市场交易量增长迅速。债

券及拆借市场网上、网下年累计交易总量为

5502.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038.5亿元，增长

58.9%。 

短期融资券发行额不断扩大。继2005年唐钢

发行20亿元短期融资券后，2006年河北省5家企业

共发行短期融资券40亿元。 

直接融资大幅上升，比重略有增加。2006年

直接融资90亿元，同比增长208%,直接融资占比提

高4.2个百分点（见表8），但从近6年发展趋势看，

直接融资占比均在10%以下，并且波动明显，与间

接融资相比，直接融资的规模仍然较小，企业直

接融资的参与度仍然较低。 

表 8  2006 年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0 513.6 91.7 0.3 8.0

2001 401.8 96.8 0.0 3.2

2002 593.4 94.9 0.0 5.1

2003 684.1 92.9 2.9 4.2

2004 682.7 90.3 1.0 8.7

2005 701.8 95.8 2.9 1.3

2006 1090.0 91.7 4.6 3.7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省发改委、

河北省金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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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6年，河北省经济延续了自2002年以来在

高平台上持续增长的格局（见图4），呈现出速度、

效益同步提高，结构、质量继续改善，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但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

方式粗放、国有企业改革总体滞后、环境保护压

力较大等深层次、体制性、长期性问题不容忽视。 

图 4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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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一）总需求增长动力增强，投资依赖

度仍然较高 

从三大需求的拉动作用看，投资依然是河北

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7.4%。消费需求稳中趋旺。受国际贸易摩擦增多

和国家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等因素影响，

出口总值增速减缓。 

图 5 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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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1.投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见图5）。2006年，

全省投资快速增长，投资增幅全年呈现高位小幅

回落态势。重大项目建设取得新突破，全年163

个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947亿元。投资结构继

续优化，第一、三产业投资增长加快，第二产业

增速略缓。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支撑力得到提

升，发展的后劲增强。能源、交通、水利、通信

等建设扎实推进，港口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从

投资主体看，非国有经济类型投资比重继续上升，

集体和私营个体投资增势强劲，股份制经济投资

比重首次超过国有投资。 

2.消费需求稳步提高。受居民收入增长加快

的影响，城乡市场活跃，消费需求稳中有升，汽

车、石油及制品类和服装鞋帽类成为消费热点集

中的领域。200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5.1%（见图6），同比加快0.5个百分点。受农民

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以及农村市场流通网络

的制约，农村消费市场仍处于较低水平。 

图 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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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3.对外贸易较快增长（见图7），出口商品结

构继续调整优化。外贸出口在机电和高技术产品

出口的强力带动下，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初级

产品所占比重继续下降，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提

高到85%。机电产品出口超过纺织服装成为第一大

出口商品。 

图 7 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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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4. 利用外资规模扩大（见图 8）。利用外资

方式中外资并购成为全省吸引外资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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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成为全省投资最多，增长较快的行业，

并与食品、装备制造和石化三个行业一起，成为

推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力量。 

图 8  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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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5.财政收入平稳较快增长，支出结构有所改

善。2006年，全省财政收入在2005年突破千亿大

关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同比增长

18.1%。受调高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税额标准和铁

矿石资源税征收比例的影响，资源税增长58.8%；

受工业经济效益提高，尤其是钢铁形势好转的影

响，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大幅增收，对

全省收入增长的贡献达七成以上。 

财政支出结构有所改善，重点支出得到有效

保障。用于科技、公共事业和新农村建设的支出

明显增加，2006年，科技支出增长15.4%，农业、

水利、气象支出增长10.4%，社会保障支出增长

14.3%，医疗卫生支出增长10.7%。 

图 9 财政收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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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口径为全部财政收入和全部财政支出 

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二）经济结构继续优化，三次产业平

稳发展，供给能力不断增强 

1.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结构调整继续深化。

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农、牧、渔各业保

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在粮食播种面积略有减少

的情况下，总产量却创造了2000年以来的新高，

总产达2702.8万吨，增长4%。畜牧、蔬菜、果品

三大产业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达七成，农业

产业化经营率51.5%，提高2.1个百分点。 

2.工业主导产业支撑作用增强。钢铁、石化、

装备制造等七大工业主导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的比重上升到80.5%，产业集中度明显提高。

产销衔接趋好，工业产品销售率达98.2%，利润稳

步提高，利润增长30.4%。 

图 10  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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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3.服务业发展步伐加快。服务业增加值3937

亿元，增长13.9%。房地产业和其他服务业快速增

长，增加值分别增长23.1%和15.2%。现代物流、

文化旅游等新兴服务业加快发展，传统服务业继

续向农村延伸。 

（三）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

进展，发展的可持续能力增强 

万元生产总值能耗较上年有所下降，初步扭

转了“十五”期间连年上升的趋势；化学需氧量

及二氧化硫排放分别下降3.5%和3.6%，工业固体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略有提高。 

冶金、建材、轻工、医药、化工等重点行业

推行清洁生产，获准审核企业158家。积极组织国

家首批循环经济试点，发展循环经济，引导企业

从生产源头和生产全过程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物

产生，节能降耗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全省森林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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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盖率达到23.3%，比2000年提高3.8个百分点，环

境保护逐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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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价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 

1.居民消费价格略有上涨（见图11）。2006

年，全年消费价格指数为101.7。受粮食、油脂、

肉类等价格上涨影响，食品类价格上涨成为推动

CPI上升的主要动力。居住价格受居民生活用品价

格、散煤价格、房屋贷款利率上涨等因素影响，

其涨幅在八大类价格中位居首位。此外，受国内

石油价格上涨影响，石油产品如汽油、液化石油

气价格的上涨，对全年的总指数影响也较大。 

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3.劳动报酬稳步提高。2006年，城镇单位从

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16413元，同比增长12.6%。

河北省于2006年10月1日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

其中，石家庄、保定、秦皇岛、唐山、廊坊等地

月最低工资为580元，小时最低工资6.6元；邯郸、

邢台等市及各县（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均有不同

程度增长。全省已有9个市超过河北省城市低保标

准规定。 

2.生产价格小幅上扬。2006年原材料、燃料、

动力购进价格与工业品出厂价格均呈小幅上扬趋

势。其中，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在二季度末实现

负转正，11月份成为河北省当年首次高于全国平

均价格水平的月份。从生产价格走势来看，河北

省工业生产企业面临的产品购销价格倒挂形势有

所好转，但成本压力尚未完全缓解。 
 
 

 

专栏 2： 河北省消费需求不足原因探析 

 
近年来，消费需求不足制约了河北省经济的发展及经济结构的调整。2006 年，消费对河北省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为 41.2%，拉动 GDP 增长 5.4 个百分点；同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7.4%，拉动 GDP

增长 7.6 个百分点。 

一、现阶段河北消费增长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人均消费水平偏低，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大。2006 年河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

7343.5 元，同比增长 9.6%，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 3.5 个百分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71.2%；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 2495.3 元，同比增长 15.2%，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6个百分点，

但仅占农民人均总收入的 58.7%。二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 GDP 比重偏低。2006 年河北省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实现 3397.4 亿元，占 GDP 的 29.25%，低于全国水平 7.24 个百分点。2002 年以来这一比重逐年走

低，5年来分别为 32.71%、31.47%、30.39%、29.25%、29.25%。 

二、制约河北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 

一是社会保障水平低。2006 年河北省社会保障支出人均 516 元。城市低保金月人均补助 76 元，刚

刚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农村低保初步建立，月人均补助 21 元。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刚刚铺开还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有待确立。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造成

居民有钱不敢花的主要原因。 

二是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影响低收入居民的消费预期。2006年河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04.6

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454.4 元；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2002 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 2.49：

1、2.54：1、2.51：1、2.62：1、2.71：1。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状况不容乐观，统计资料显示，1995-2006

年河北省城镇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递增仅为 4%左右，远低于全省城镇居民 10%的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速；低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一直在 2000-3000 元徘徊，而全省平均水平已突破 10000 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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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偏低和城市低收入者收入增长缓慢导致消费增长缺乏坚实的基础。 

三是消费信贷发展缓慢。2006 年末，全省居民个人消费贷款余额为 563.44 亿元，同比增长 10.8%，

落后于同期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长率 2.33 个百分点。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借贷消费很难为人们接受, 农

村消费信贷发展落后。据对河北省 18 县的消费信贷调查，2006 年末县域消费贷款余额占人民币各项贷

款余额的 5.8%，低于全省城乡总水平 1.7 个百分点。 

三、促进河北消费增长的对策建议 

一是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增加社会保障范围，

稳定人们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心理与支出预期。二是改革收入分配政策，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农

民和城市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促进农民增收，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水平。三是积极发展消费信

贷，创新适合不同人群的消费信贷产品，改革农村消费信贷政策，健全配套的金融服务促使居民借贷消

费，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五）房地产及钢铁行业健康发展 

1.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见图 12、13）。近

年来全省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率逐步提高、河

北省房地产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以及国家加快环渤

海地区和京津冀都市圈发展重大战略举措的逐步

实施，推动了河北省房地产业在较低平台上的平

稳发展。总体看，2006 年，河北省房地产开发投

资对调控政策敏感度提高，增幅逐月回落，商品

房供应结构有所改善，市场需求旺盛，销售形势

较好。 
 

图 12 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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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房地产金融发展迅速，新增量创近年来最高

水平。贷款质量较好，房地产不良贷款实现了双

降，不良率处于较低水平。全省房地产市场和房

地产金融呈稳健发展态势，但是期房价格的快速

上升，商品房开发和销售中违法违规行为的存在

等问题将制约全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 

图 13 主要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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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铁行业持续发展，但制约因素增多 

自2001年以来，河北省钢产量连续6年保持全

国第一，年均增长率高达35%。钢铁工业是拉动全

省工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2006年完成增加

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三分之一，增加值位居全

省38大类工业行业之首。同时钢铁行业整合、淘

汰落后产能步伐加快，新唐钢成立，邯钢与民营

钢企组建战略联盟，唐山、邯郸对落后装备进行

强制拆除，企业效益大幅度提高。 

钢铁行业近几年快速发展的支撑因素主要

是：首先，河北省具有发展钢铁工业得天独厚的

优势。其拥有丰富的铁矿、煤炭和冶金辅料资源。

随着曹妃甸大型矿石专用码头的建成投运，对进

口铁矿石的接卸能力将大幅度提高，从而为钢铁

企业低成本利用国外铁矿资源创造了有利的条

件。其次，河北省地处华北腹地，内环京津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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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钢材消费市场，随着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和

环渤海地区经济崛起，为钢铁产品提供广阔的市

场空间。第三，民营钢铁企业异军突起。全省民

营钢铁企业钢产量占比由2000年的14.6%，上升到

2006年的65%。 第四，各金融机构为钢铁行业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据统计，各主要金融机构对

钢铁行业贷款总量逐年增加，贷款余额由2001年

的150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625亿元，占同期河北

省银行全部贷款余额的8.4%，高于其他行业的贷

款水平。 

在钢铁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

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结构

调整的任务艰巨，概括起来就是“三多二少”，

即企业数量多，单一生产企业多，民营及其他所

有制形式企业多；达到最低经济规模的企业少，

达到标准以上的设备少。二是钢铁行业可持续发

展受到制约。钢铁工业是资源消耗密集型产业，

现有产业链条短，资源、能源消耗大，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三是信用风险

不断加大。随着国家钢铁行业政策调整，商业银

行钢铁行业贷款不良率有所上升。2006年底，河

北省各主要商业银行钢铁行业不良贷款率同比提

高1.7个百分点。 

在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和资源紧张的约束下，

河北省钢铁产能扩张受到抑制，出路是向钢铁制

品的深加工延伸。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向高附

加值的钢制品发展，强化钢材消费能力，改变出

口钢产品结构。河北省钢铁集中度也将在市场机

制和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力的要求下大幅度提升。 

三、预测与展望 

2007年，全省金融机构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货

币政策，合理增加信贷投放，加大信贷结构调整

力度，增加对三农和经济社会薄弱环节的贷款投

放力度，货币信贷总量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信贷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经济全球化深入

发展、国际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加快、“环渤海”

加速崛起、京津冀都市圈区位优势等许多机遇。

但也面临着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后市场竞争

更加激烈、企业核心竞争力弱、能源资源约束日

益突出等许多挑战。综合判断，2007年，全省经

济将继续保持速度较快、效益提高的发展趋势，

预计全省生产总值的增速将略有降低，居民消费

价格将小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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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河北省 2006 年经济金融大事记 

1 月 23 日，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导意见》，金融机构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贯彻落实，效果显著。 

2 月 28 日，由唐钢、宣钢、承钢三大钢铁企业联合重组而成的新唐钢集团正式成立。11 月 29 日，

河北省发改委向社会公布全省 2007 年底前第一批淘汰落后钢铁生产装备企业名单，钢铁业结构调整步

伐加快。 

2 月至 7 月，京石、京沪、津秦、石武河北段先后通过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京津冀立体快速交通

网络有望形成。 

3 月 17 日，曹妃甸工程写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河北一号工程”打造科学发展示范区。 

4 月 7 日，河北省“十一五”规划纲要正式出台，河北绘就五年发展新蓝图。 

7 月 10 日，河北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提高河北省上市公司质量的实施意见》。 

8 月 31 日，河北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 

10 月 11 日，河北省、北京市政府签署《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 

11 月 9 日－13 日，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举行。提出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

强省的奋斗目标。 

11 月 11 日，河北省政府出台了《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 

12 月 18 日，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CIS）河北省试点正式上线运行。即日起，北京、天津、上海、

广东、河北、深圳等六省(市)之间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个人签发的支票实现互相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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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北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河北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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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5.6 11383.2 11585.4 11697.2 11842.3 12040.8 12167.0 12222.7 12330.8 12462.2 12644.8 12675.9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7462.3 7574.5 7628.0 7646.5 7644.2 7742.4 7803.1 7823.8 7890.6 7926.5 8013.1 8079.9

                    企业存款 2330.0 2382.9 2471.8 2504.0 2630.3 2694.9 2738.1 2753.1 2748.5 2776.2 2801.8 2870.4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73.2 217.6 202.2 111.8 145.1 198.5 126.2 55.7 108.1 131.4 182.6 31.1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5.7 15.8 15.4 15.9 16.2 16.0 16.8 15.8 14.9 15.2 16.0 16.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6651.8 6659.8 6869.7 7029.6 7120.8 7204.8 7287.1 7347.8 7404.1 7404.9 7462.1 7480.2

        其中：短期 3462.1 3477.0 3536.3 3579.7 3598.7 3652.4 3708.2 3726.8 3763.6 3790.1 3808.3 3752.8

                    中长期 2547.4 2567.7 2607.5 2632.1 2677.5 2751.8 2766.9 2813.6 2894.7 2929.1 2982.5 3053.5

                    票据融资 606.3 579.0 688.6 780.2 805.1 760.0 772.2 769.6 710.0 649.0 627.4 624.7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71.7 7.9 209.9 159.9 91.2 84.0 82.3 60.7 56.3 0.9 57.2 18.1

        其中：短期 70.1 14.8 59.4 43.3 19.1 53.7 55.8 18.6 36.8 26.6 18.1 -55.5

                    中长期 45.1 20.2 39.9 24.6 45.3 74.4 15.1 46.7 81.1 34.5 53.4 71.0

                    票据融资 56.6 -27.3 109.6 91.6 24.9 -45.1 12.2 -2.6 -59.6 -61.0 -21.6 -2.7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1.0 10.8 12.1 13.5 14.2 14.1 15.4 15.1 14.4 15.0 15.7 15.4

        其中：短期 8.4 8.3 8.5 8.8 9.2 9.4 10.6 10.5 10.6 10.8 11.2 10.5

                    中长期 15.4 16.0 15.7 15.8 16.6 16.7 16.7 18.1 19.0 19.8 21.2 22.2

                    票据融资 10.4 5.9 21.7 33.9 35.5 31.3 40.5 30.6 19.1 22.0 20.3 13.6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130.2 129.4 133.4 135.7 133.7 138.3 139.7 140.9 140.0 141.5 147.8 148.0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220.5 222.4 230.7 228.0 235.5 245.4 250.0 256.0 257.0 261.5 267.3 256.9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6.6 5.9 9.2 11.1 9.4 13.2 14.4 15.3 14.6 15.8 21.0 21.2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1.8 2.7 6.6 5.3 8.8 13.3 15.5 18.2 18.7 20.8 23.4 18.6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1045.4 11257.4 11461.4 11577.1 11717.5 11911.6 12038.1 12094.7 12206.6 12327.8 12515.7 12551.6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7394.2 7506.8 7560.3 7579.0 7576.1 7674.2 7733.8 7752.6 7821.3 7856.5 7945.3 8014.2

                    企业存款 2295.3 2345.6 2430.9 2467.0 2588.8 2649.7 2693.4 2710.8 2709.0 2728.3 2755.3 2825.4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76.3 212.0 204.0 115.7 140.4 194.1 126.6 56.6 111.9 121.2 187.9 35.9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310.5 112.6 53.5 18.6 -2.9 98.0 59.7 18.8 68.8 35.2 88.8 68.8

                    企业存款 -60.7 50.3 85.3 36.1 121.8 60.9 43.7 17.4 -1.9 19.4 27.0 70.1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6.0 16.1 15.7 16.2 16.5 16.3 16.9 16.1 15.1 15.3 16.1 16.6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6.5 14.0 13.9 13.7 13.2 13.4 13.5 13.3 13.0 13.2 13.3 13.1

                    企业存款 10.6 16.4 13.6 15.2 19.2 17.2 21.0 19.1 17.5 17.7 18.8 19.7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6587.4 6595.6 6803.4 6961.0 7050.5 7134.0 7218.8 7282.2 7340.7 7343.5 7398.8 7411.9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513.3 508.6 517.0 527.8 493.0 508.5 514.8 523.9 539.4 545.9 560.4 563.4

                    票据融资 605.7 578.4 688.4 779.9 804.8 759.8 772.0 769.4 709.8 648.8 627.2 624.3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72.3 8.2 207.7 157.7 89.5 83.5 84.8 63.4 58.5 2.9 55.2 13.1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4.9 -4.7 8.4 10.7 -34.8 15.6 6.3 9.1 15.5 6.5 14.5 3.1

                    票据融资 56.5 -27.3 110.0 91.5 24.9 -45.1 12.2 -2.6 -59.6 -61.0 -21.6 -2.9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1.3 11.1 12.4 13.7 14.4 14.3 15.6 15.4 14.7 15.3 16.0 15.5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6.7 6.7 7.0 9.6 2.0 3.9 4.8 5.8 7.7 8.4 10.6 10.8

                    票据融资 10.4 5.9 21.7 33.9 35.5 31.3 40.6 30.6 19.2 22.1 20.4 13.7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14.9 15.6 15.5 15.0 15.6 16.2 16.2 16.1 15.7 17.0 16.5 15.9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6.7 -3.8 -4.0 -4.8 0.2 -0.3 6.1 0.1 0.6 8.3 10.0 4.2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8.0 8.0 8.3 8.5 8.8 8.9 8.6 8.3 8.0 7.8 8.1 8.8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15.4 -14.4 -15.4 -11.6 -5.8 0.8 -1.3 -8.4 -8.0 -9.6 -4.9 7.8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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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河北省各类价格指数 

石家庄市

房屋销售

价格指数

石家庄市

房屋租赁

价格指数

石家庄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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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 -0.3 - 1.5 - 3.3 - 5.3 1.8 2.2 7.7

2001 - 5.0 - 0.2 - 1.0 - -0.1 3.9 4.9 -2.7

2002 - -1 - 0.4 - -2.7 - -0.6 1.4 0.5 -0.3

2003 - 2.2 - -0.2 - 9.4 - 7.1 0.2 -0.7 -0.6

2004 - 4.3 - 6.7 - 18.4 - 11.6 3.6 0.1 0.3

2005 - 1.8 - 6.8 - 7.0 - 4.4 5.6 0.6 0.2

2006 - 1.7 - 1.6 - 5.0 - 0.8 4.4 0.5 0.3

   

2005 1 1.8 1.8 7.5 7.5 12.5 12.5 6.3 6.3 - - -

2 3.5 2.6 7.0 7.3 10.2 11.4 5.0 5.7 - - -

3 2.9 2.7 7.4 7.3 8.0 10.2 5.5 5.6 6.5 0.5 0.1

4 2.4 2.6 7.1 7.3 7.1 9.5 5.3 5.6 - - -

5 2.0 2.5 7.3 7.3 7.4 9.0 7.7 6.0 - - -

6 1.8 2.4 7.4 7.3 7.3 8.8 6.8 6.1 6 0.4 0.1

7 2.2 2.4 7.3 7.3 7.3 8.5 5.7 6.1 - - -

8 1.6 2.3 7.5 7.3 7.2 8.4 4.5 5.9 - - -

9 0.6 2.1 6.9 7.3 5.7 8.1 3 5.5 4.3 0.5 0.2

10 0.7 1.9 5.6 7.1 4.8 7.8 1.9 5.2 - - -

11 0.9 1.9 5.6 7 3.6 7.4 0.6 4.7 - - -

12 1.2 1.8 5 6.8 3.1 7 0.5 4.4 5.4 0.8 0.2

2006 1 1.8 1.8 2.6 2.6 3.9 3.9 -1.7 -1.7 - - -

2 1.3 1.6 2.5 2.6 3.9 3.9 -1.7 -1.7 - - -

3 1.2 1.5 0.9 2.0 3.7 3.8 -1.7 -1.7 6.1 0.3 0.2

4 1.8 1.5 0.1 1.5 2.9 3.6 -2.5 -1.9 - - -

5 2.1 1.7 -0.1 1.2 5.0 3.9 -0.7 -1.7 - - -

6 1.8 1.7 1.7 1.3 5.3 4.1 2.5 -1 4.5 0.7 0.2

7 0.9 1.6 1.5 1.3 5.6 4.3 2.2 -0.5 - - -

8 1.1 1.5 1.3 1.3 6.1 4.6 1.2 -0.3 - - -

9 1.8 1.5 1.6 1.3 5.7 4.7 1.9 -0.1 3 0.6 0.2

10 1.6 1.5 1.9 1.4 5.2 4.7 2.8 0.2 - - -

11 1.8 1.6 2.3 1.5 5.8 4.8 3.1 0.5 - - -

12 3.1 1.7 2.8 1.6 6.8 5 4 0.8 3.8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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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河北省调查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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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河北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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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084.3 - - 5146.9 - - 8321.4 - - 11613.7

    第一产业 - - 271.9 - - 662.7 - - 1290.2 - - 1605.4

    第二产业 - - 1161.7 - - 2747.2 - - 4347.4 - - 6071.3

    第三产业 - - 650.7 - - 1737 - - 2683.8 - - 3937

工业增加值（亿元） - 443.6 748.8 1042.5 1356.1 1735.4 2059 2398.5 2761.3 3124.3 3488.4 3816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93.3 503.8 839.5 1219.9 1844.2 2220.2 2559.4 3063 3483.2 3939.2 4430.6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2.5 68.9 105.4 150.6 207.4 248.6 289.8 341.7 388 430.3 48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556.8 804.6 1048.7 1310.4 1576.3 1839.7 2104.7 2400.2 2719.9 3044.6 3397.4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125627 236957 392098 531352 667679 832027 990778 1171415 1342707 1504740 1680122 1852616

    进口 38140 71689 125401 167331 206077 259785 314112 376250 419293 470586 520022 569147

    出口 87487 125268 266697 364021 461601 572242 676666 798765 923468 1034154 1160100 1283469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49347 93679 141296 196690 255524 312457 362554 426115 504229 563568 640078 714322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15129 29309 40743 47889 75859 106607 121767 128948 139979 153180 168370 201434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9.5 17 -2 -40.9 -57.6 -80.1 -97 -129.2 -162.3 -167.9 -246.1 -551.2

    地方财政收入 60.2 97.4 159.6 214.4 258.7 322.8 371.8 416.3 468.2 521.8 563.2 620.2

    地方财政支出 50.7 80.4 161.6 255.3 316.3 402.9 468.8 545.5 630.5 689.7 809.3 1171.4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3.8 - - 3.84 - - 3.85 - - 3.84

地区生产总值 - - 13.1 - - 13.5 - - 13.2 - - 13.2

    第一产业 - - 5.3 - - 5.2 - - 5.7 - - 5

    第二产业 - - 14.9 - - 16.1 - - 16 - - 15

    第三产业 - - 13.3 - - 12.7 - - 12.6 - - 13.9

工业增加值 - 16.3 17.8 18.2 18.4 19.2 19.2 19.3 19.4 19.5 19.7 19.8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45.6 46.8 43.5 43.2 44.4 42.8 40.2 37.9 35.6 35.7 33.9

    房地产开发投资 - 25.3 26.4 30.3 35.9 34.9 32.9 27.3 26.4 25.2 22.3 22.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4.6 14.5 14.6 14.8 14.8 14.9 15 15 15 15.1 15.1

外贸进出口总额 9.6 10.1 11.3 9.6 11 12.9 13.7 15.4 15 14.7 15.4 15.3

    进口 -3.1 0.2 7.9 6.7 7.7 10.7 12.4 12.7 10.6 11 11 10.6

    出口 16.2 15 12.9 11 12.5 14 14.4 16.7 17.2 16.5 17.6 17.5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24.4 17.5 4.1 -7.3 21.5 16.4 23.2 22.7 13.1 10.4 5.6 5.3

地方财政收入 14.6 15.4 18.7 19.5 19.2 20.1 20.5 21.6 18.6 19.8 20.4 20.3

地方财政支出 13.9 12.9 8.5 20.7 20.6 16.8 16.2 18.6 11.8 11.3 12.8 19.6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填表说明： 1.如无特殊说明，本表数字均为累计数。 
           2.地方财政收入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地方财政支出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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