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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8 年，江西积极克服年初雨雪冰冻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在外贸需求增速放缓的情况

下，加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投资增速居全国前列，消费增长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保

持了 12.6%的增速。物价涨幅高位回落，三次产业结构继续调整，工业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但进出口

贸易、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年末有所下行。全省银行业积极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稳步

扩大资产规模，存贷款增速创近五年来新高，市场利率下浮弹性加大；证券市场交易萎缩，债券融资增

势良好；保险市场体系继续完善，保费收入快速增长，农业保险发展加快。2009 年，江西省将围绕“保

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发展目标，加强财政资金与金融信贷的配合运用，重点加大对基础设施、农

业和中小企业领域的有效投入，大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发展，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不断增强经济金

融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均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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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8 年，全省金融业积极落实国家各项宏观

调控政策，加大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整体运

行健康平稳。  

（一）银行业健康发展，货币信贷运

行平稳 

2008 年，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继续平稳发

展，存贷款增长较快，贷款利率明显下降，银行

业改革稳步推进。 

1.银行业资产与利润同步增长。银行业机构

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24.8%，实现账面利润较上年

增长 26.8%，不良贷款占比同比下降 7.1 个百分

点。其中，财务和信托公司积极应对市场需求变

化，加快业务创新力度，资产负债规模增长均快

于银行业平均水平。 

表 1  200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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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 35854 4466.6 0

二、政策性银行 96 2334 870.4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27 1082 411.3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156 3102 650.0 4

五、城市信用社 14 206 28.3 1

六、农村合作机构 2559 20255 1490.0 92

七、财务公司 2 102 42.4 2

八、信托投资公司 2 117 6.5 1

九、邮政储蓄 1406 9623 768.9 0

十、外资银行 1 20 2.4 0

十一、农村新型机构 2 28 — 2

合             计 6085 72723 8736.7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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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银监局。 

2.存款增长持续加快。在储蓄存款拉动下，

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幅自 4 月开始持续高于上年同

期水平，年末增速达到 22.1%，为 2003 年 6 月以

来的最高点；随着人民币汇率逐步趋稳，外币存

款平稳增长，全年同比增长 8.9%。 

新增存款结构变化明显。资本市场和房地产

市场年度内的持续调整引导居民资金大量回流银

行，全年储蓄存款同比增长 24.0%；而在经济调

整大背景下，企业利润的增长放缓和融资来源的

减少，使企业存款增长减缓，11 月份同比增速达

到全年低点 12.8%，在 12 月份贷款派生存款增多

拉动下，增速快速反弹至 19. 7%。存款收益稳定

的优势显现，新增存款中定期存款占比超过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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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3.贷款增长年末加速。上半年，金融机构贷

款增速持续下降，7 月末达到全年低点 13.0%，随

着货币政策逐步转向适度宽松，贷款增速四季度

迅速回升，新增贷款占全年的 29.6%。年末本外

币贷款同比增速 18.3%，创 2004 年以来的新高。  

在票据融资快速增加带动下，流动资金贷款
1

占全部贷款比例较上年提高 9.8 个百分点，期限

结构中长期化趋势明显缓解。 

新增人民币信贷呈现“抓大保小顾农”的特

点。一是向基础重大建设项目倾斜，新增基础设

施贷款占全部贷款的 29.3%，较上年提高 15.7 个

百分点；二是向保障性需求倾斜。成长型和就业

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5.2%，小额担保

贷款、助学贷款、经济适用房按揭贷款增速均快

于贷款平均增长；三是向“三农”倾斜，全省涉

农贷款增速快于贷款平均增速近两个百分点。与

此同时，房地产业和个人消费贷款增长明显放缓，

同比分别少增 16.0 和 74.3 亿元。 

                                                        
1 流动资金贷款包含金融机构短期贷款和票据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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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图 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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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4.现金收支出现负增长。全省金融机构现金

净回笼量继续居全国前列，收支增幅出现近 3年

来的首次负增长。主要原因：一是在经济下行趋

势逐步明确的情况下，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对

现金的交易性和投资性需求减少；二是非现金支

付工具快速发展。2008 年全省银行卡交易量达到

1480 亿元，其中 POS 机交易量占全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的 25.1%。 

 表 2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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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88.9 -0.5

现金支出 16040.0 -0.8

现金净支出 -449.0 13.3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5.贷款利率水平先扬后抑。前三季度，由于

市场流动性偏紧，人民币贷款利率执行水平维持

相对高位；四季度，受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存

款准备金率连续下调影响，贷款利率水平快速下

降，一年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6.62%，较上季

度下降了 1.46 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下浮弹性有所

增强，全年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的占比较上年

下降了 7.6 个百分点。 

随着人民币贷款利率的下行，外汇贷款利率

呈现同步回落，四季度一年期以内美元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为 6.57%，较上季度下降了 88 个基点。 

表 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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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32.1 29.2 2.0 2.4

1.0 31.3 37.7 41.1 11.6 4.8

小计 44.8 30.3 29.7 86.3 92.9

(1.0-1.1] 14.2 15.3 17.3 7.2 8.9

(1.1-1.3] 14.9 11.0 12.2 29.4 23.6

(1.3-1.5] 7.0 0.7 0.2 27.9 26.8

(1.5-2.0] 7.4 3.3 0.0 15.6 28.7

2.0以上 1.3 0.0 0.0 6.3 4.9

上

浮

水

平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注：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为[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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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图 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6.银行业改革稳步推进。2008 年，全省成功

引进了 2 家外资银行和 1 家股份制银行，农业银

行江西省分行股改工作进展顺利。农村金融改革

取得阶段性成果，赣州、抚州等地市的 15 家二级

联社获准筹建统一法人社；全省 92 家农村信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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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亿元央行票据全部兑付。城市商业银行跨区

域发展步伐加快，南昌银行萍乡分行于 2008 年年

底正式开业，赣州市商业银行和九江银行分别在

江西省南康市和广东中山市小榄镇发起设立村镇

银行。 

专栏 1  积极破解贷款瓶颈，金融支持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成效显著 

 
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是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和关心的民生大事，国务院专门以国发[2007]24 

号文《国务院关于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做出部署。在推进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过程中，

针对低收入家庭购房难以满足商业性房贷要求，全省普遍存在按揭贷款难的现象，在人民银行南昌中心

支行的积极建议下，江西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解决经济适用住房按揭贷款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赣府

厅发[2008]4 号，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政府主导，政策配套，银行支持，防范风险”的指导思想和

操作原则，解决了政策操作、风险防范等实质性问题，收到良好效果。 

《意见》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细化政府回购，解决银行贷款的后顾之忧。通过明确政府

回购的主体、流程、资金来源以及处置等问题，建立经济适用住房与廉租房之间的回购-转换机制，打

消了商业银行对贷后管理的顾虑；二是发挥信用强化手段的作用，缓解低收入与偿还能力之间的矛盾。

对收入证明、收入标准尚不能满足贷款条件的购房者，《意见》明确了通过增加共同借款人、固定收入

人员提供担保以及以自有或他人房屋进行抵押担保等形式，增强借款人的信用和还款能力，有效防范按

揭贷款风险；三是建立正向激励机制，调动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意见》明确省及各市、

县财政设立专项奖励资金，对经济适用住房按揭贷款支持力度较大的商业银行进行适当奖励，从而形成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财政和商业银行目标一致、分工协作的工作合力。 

全省金融机构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以支持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为着力点，积极发挥金融支持民

生工程的重要作用。截至 2008 年末，全省对新建经济适用住房的贷款余额为 19.5 亿元，当年累计发放

按揭贷款 6.2 亿元，惠及 10220 户低收入家庭，贷款申请满足率 94.9%。目前全省经济适用住房按揭贷

款总体呈现“多层次、全覆盖、零不良”的良好态势。一是多层次。贷款种类既有商业性按揭贷款，也

有政策性的公积金委托贷款，贷款银行既有国有商业银行，也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二是

全覆盖。以赣府厅发[2008]4 号文件出台为标志，金融机构发放经济适用住房按揭贷款出现了由“不愿

贷”向“争着贷”的质的转变。全省 11 个设区市全部开办了按揭贷款业务；三是零不良。经济适用住

房按揭贷款全年持续保持不良贷款余额为零的良好记录，为保障性住房金融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二）证券市场持续调整，债券融资

创历史新高 

2008 年，全省证券业经营利润快速减少，市

场基础性制度建设稳步推进，上市公司再融资额

位居全国前列。 

1.证券业经营利润快速减少。2008 年全省新

增 3 家证券经营机构和 3 家期货经营机构。受股

票市场持续调整影响，证券业经营效益明显下滑，

辖内各证券营业部实现税前利润同比下降

48.4%。期货公司经营效益上半年增长较快，但受

下半年国际市场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急跌影响，交

易金额和利润增长同步放缓，全年实现税前利润

同比增长 38.1%，增幅较上半年快速下降。 证券

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稳步推进，辖内投资者账户

规范清理工作有序开展，证券公司防范和化解经

营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 

2.上市公司融资方式发生变化。在证券市场

低迷的情况下，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发行方式融入

资金量下降，全年仅诚志股份通过非公开增发募

集资金 3.1 亿元。但江西铜业、赣粤高速、新钢

股份 3 家公司通过发行可分离交易债、可转换债

共募集资金 107.6 亿元，全省境内上市公司融资

额居全国第 8 位，占历年累计融资总额的 1/3。 

表 4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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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26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3.1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116.6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4.0  
数据来源：江西省证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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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险市场发展良好，保障功能

逐步增强 

全省保险市场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保费收

入快速增长，农业保险发展加快。 

1.保险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全省共新增 6 家

保险公司，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21.5%；保险从业

人员超过 6万。 

2.保险保障功能进一步增强。全省保费收入

增长 50.3%。其中，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能繁母

猪保险、林木火灾保险、森林病虫害保险、奶牛

保险等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发展，保费收入同比

增长 74.1%。全年累计赔款和给付支出同比增长

43.5%。其中，支付雨雪冰冻灾害赔款 7.4 亿元，

促进了灾后重建和生产生活的及时恢复。 

表 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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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0

         寿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5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4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1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71.4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33.5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37.9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57.6

保险密度（元/人） 392.3

保险深度（%） 2.6  
数据来源：江西省保监局。 

（四）金融市场交易活跃，融资结构

变化明显 

2008 年，江西省辖内金融市场发展平稳，直

接融资大幅增长，融资结构明显变化。 

1.企业直接融资比重继续提高。2008 年，全

省境内非金融企业通过贷款、债券、股票方式融

资总额较上年增长 29.4%。其中，直接融资在总

量继续上升的同时，结构调整较大，可转债、短

期融资券、企业债等债券融资成为企业直接融资

的主要来源。 

 

 

 

 

 

 

表 6  2008 年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1 153.8 87.9 0.0 12.1

2002 250.4 96.4 0.0 3.6

2003 427.6 98.4 0.0 1.6

2004 425.1 99.4 0.0 0.6

2005 374.1 94.6 2.7 2.4

2006 479.7 93.0 5.7 1.3

2007 710.5 82.1 4.8 13.1

2008 919.0 82.5 15.7 1.8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江西省证监局。 

2.货币市场交易活跃。2008 年，货币市场交

易量同比增长 80.4%，城市商业银行仍然是货币

市场的主要交易者。其中，受证券市场行情低迷

和流动性充足影响，金融机构资金需求减弱，对

债券的配置需求增加，同业拆借交易量较上年下

降 72.6%，债券回购交易量较上年增长 94.1%；全

年通过回购交易净融出资金 392.7 亿元。 

3.票据业务总量快速增长。全年金融机构累

计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及办理贴现分别较上年增长

12.3%和 48.3%。分季度看，与往年票据业务量 

“年初增加，年末收缩”的特点不同，全年银行

承兑汇票签发及贴现量均呈逐季攀升状态，票据

融资成为银行扩大信贷业务的重要途径；贴现利

率随着票据规模的增加逐季下行。 

表 7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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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89.6 186.6 172.3 231.4 0.2 0.2

2 333.2 193.1 179.6 371.1 1.8 1.2

3 284.7 90.4 219.6 305.6 0.7 1.2

4 351.2 317.5 278.6 394.3 0.9 0.7

商业承兑汇票

贴  现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季度 银行承兑汇票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表 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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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8.2 5.8 5.5

2 5.7 6.9 5.3 5.4

3 5.6 6.7 5.2 4.9

4 4.7 5.9 3.3 2.0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4.外汇、黄金交易量继续活跃。2008 年，全

省银行间外汇市场成员交易总额较上年增长

116.1%。 其中，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的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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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交易量环比较上季下降了 53.1%。黄金避

险功能受到投资者青睐，全年商业银行“纸黄金”

交易量为上年的 4.2 倍。 

5.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仍然呈现明显的“跷

跷板”效应。上半年民间融资交易活跃，利率稳

步上升；下半年随着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加快，融

资量和利率均明显回落。 

6.金融创新日益活跃。在信贷领域，全省银

行业机构围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相继推出了奉新

工业园区孵化融资模式、再就业劳动密集型小企

业贷款模式、“一村一品”农业小企业贷款模式和

微小企业贷款模式等。同时，银行与信托、证券、

保险机构的融合进一步加深，推出了多种贷款类

信托理财产品，积极开办企业年金、期货保证金

托管、保险协议存款等业务，并探索了信贷客户

保单质押贷款、“农村商业财产保险＋信贷”等新

模式。 

（五）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稳步推进 

2008 年，江西省政府进一步完善金融生态

环境建设，出台了《江西省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和

使用暂行办法》。人民银行与政府部门加强联动合

作，征信系统信息采集范围不断扩大，目前已将

公积金缴存、环保违法处罚、企业拖欠工资等 11

类非银行信息纳入征信系统。企业信用评级试点

工作稳步推进，信贷担保体系建设进一步强化，

省信用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开始运营。 

全省继续深入开展 “文明信用农户”、“文明

信用村(组)”创评活动，截止 2008 年末，累计发

放“文明信用农户”贷款 56 亿元，对农民优惠

利息总额达 0.39 亿元。共有 12 个县区开展了农

村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建立农户信用档案 33

万多户。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8 年，江西克服雨雪冰冻灾害以及全球金

融危机蔓延的影响，经济保持了平稳健康的发展

态势，全年生产总值增长 12.6%，第二产业占生

产总值的比重稳步上升，节能减排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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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江西统计年鉴》。 

图 5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一）投资消费需求强劲增长，进出

口增速出现回落 

2008 年，外部经济环境的调整使全省外贸需

求增速减缓，但投资、消费均呈加速增长态势，

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柱作用日益明显。 

1.投资保持高位增长。在“重大项目带动发

展战略”的推动下，全省投资快速增长，城镇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自 5 月后持续保持在 40%以上高

位运行。全年增速达到 43.5%，较上年加快 18 个

百分点，居全国首位。投资资金来源中，自筹资

金占比达到近 2/3，而对国内贷款的依赖有所减

弱，投资的自主增长动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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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江西统计年鉴》。 

图 6  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2.消费需求加速上升。在城镇职工工资平稳

增长和农产品价格快速增长的推动下，全省城乡

居民收入均保持了 14%的增长，为消费快速增长

提供了有力支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连续

12 年创出新高。农村消费增长加快，城乡消费增

速差距较上年缩小 0.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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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江西统计年鉴》。 

图 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3.进出口贸易增速同比回落。受出口退税率

政策调整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省进出口增

速全年基本维持同比回落态势，出口增速回落快

于进口，年末增速较上年回落 8 个百分点，但总

体仍保持了 45.1%的高位增长。在外贸进出口增

速放缓影响下，全省跨境外汇收支总额同比增长

41.2%，回落 30 个百分点。其中 10 月、11 月跨

境外汇收支总额出现快速下降，但 12 月有所回

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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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江西统计年鉴》。 

图 8  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江西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承接沿海产业向内

地梯度转移，全年实际利用外资增幅较上年加快

5.5 个百分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受国际金融危机

影响，新批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利用外资增速等

指标出现明显下滑。 

-10

0

10

20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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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0

100

200

300

400

外商直接投资额（亿美元） 增长率(%)

亿美元 %

 

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江西统计年鉴》。 

图 9  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工业主导

作用增强 

2008 年，江西省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16.4：

52.7：30.9，第二产业比重同比提高 1 个百分点。 

1.农业基础地位继续巩固。全省大力实施造

地增粮富民工程，新增耕地 8.7 万亩，粮食总产

量达到 391.6 亿斤，连续五年创历史新高。农业

结构继续优化，棉花、油料、蔬菜等经济作物发

展较快，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逐步上升。金融对

农业支持继续快速增加，农林牧渔业贷款增速

20.8%，新增信贷在支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规模

化经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新型工业化快速推进。全省积极推进产业

经济“十百千亿”工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21.9%，居全国第 5 位，占 GDP 的比重较上年

提高 2.6 个百分点。但是全球经济衰退对省内经

济运行带来的影响加大，工业生产增速四季度出

现快速下降，12 月份增速较 6 月份回落了 10 个

百分点，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和利税也

分别较上半年有所回落。11 月末，企业产成品库

存占用资金增长35.4%，同比提高16.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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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江西统计年鉴》。 

图 10  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3.服务业稳步发展。2008 年，全省服务业增

加值增长 10.1%。金融业、商贸物流业、旅游业

等主要行业发展实力继续增强。 

（三）物价由年初快速上涨转为年末

全面回落，通胀压力消退 

全年价格运行“前高后低”，下半年各类价格

指数回落加快，通胀压力基本消退。 

1.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持续回落。随着国家一

系列遏制通胀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CPI 自 2 月

份后逐月回落，下半年下跌加快，12 月份回落到

1.8%。食用油、猪肉等食品价格的快速下降是 CPI

回落的主要原因，而衣着、居住类价格 11 月份开

始出现同比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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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江西统计年鉴》。 

图 11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2.生产资料价格下半年涨幅回落。受国际期

货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半年大幅下跌影响，全省

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购进价格

涨幅在下半年逐月放缓，并分别在 11 月和 12 月

开始出现同比下降。全年涨幅分别为 6.4%和

14.2%。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自 9 月后涨幅有所回

落，但全年涨幅仍然高达 19.9%。 

3.职工劳动报酬稳步增加。2008 年，江西城

镇单位平均工资为 20970 元，同比增长 14.0%。

月最低工资标准平均上调 8.7%，城市低保较上年

提高 29.4%。据人民银行南昌中支农民工劳动力

价格抽样调查显示，全省农民工工资水平较上年

增长 15.9%，增速同比提高 13.0 个百分点。 
（四）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民生投入

力度加大 

2008 年，全省财政总收入增长 22.8%，增速

较上半年回落3.8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回落5.4

个百分点。随着“省直管县”和“乡财县代管”

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县级财政总收入快速

增长。财政支出增长 32.9%，增幅为近 30 年来最

快，其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

保护等重点民生领域的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超过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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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江西统计年鉴》。 

图 12  财政收支状况 

（五）加强鄱阳湖生态保护，节能减

排工作扎实推进 

江西省大力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积

极开展“五河”源头及鄱阳湖污染治理，85 个县

（市、区）污水处理设施全面开工。省政府建立

了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机制，并开展环境

专项督查，节能减排工作成效明显。全省主要河

流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达 80%。万元生产总值能

耗、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

降 4.4%、4.5%、3.5%。金融业积极支持节能减排

工作，国家开发银行等 8 家金融机构与江西省政

府签署了 53 亿元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银团贷款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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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江西省多措并举支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 

 
江西省作为拥有2600多万农业人口的农业省份，是典型的劳务输出大省。2008年，全省外出务工人

员达680万，其中向沿海省份输出约400万。自2008年10月份开始，由于沿海地区部分出口企业受国际金

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减员、停产甚至关闭，江西部分在外打工的农民工陆续提前返乡。据江西省劳动

社会和保障厅统计，2008年后两个月返乡农民工约48万人，春节前后返乡人数达到168万人左右。据人

民银行南昌中支年末对全省390位提前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显示，返乡农民工年龄以18-30岁青年为主（占

43.59%），工作的城市集中在珠三角（占56.92%）和长三角（占26.41%），所从事的行业主要分布在玩

具、服装、制鞋等制造业（占56.92%）。 

为帮助提前返乡农民工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江西省各级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从增加工作岗位、培训

就业技能和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引导和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和就业。 

一是为返乡农民工搭建就业平台。省劳动部门在建立返乡农民工信息登记制度的基础上，积极为返

乡农民工搭建就业平台，在省内举行了返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 546 次，引导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同时分赴全国 52 个城市，收集省外岗位信息 20.8 万个，为跨省务工人员提供及时有效的就业信息。为

了提高返乡农民工就业技能，江西省还安排了 2亿资金，用于工业园区企业新招收员工的免费培训和技

能提升培训，对返乡农民工优先发放培训券。 

二是为返乡农民工积极办理社保接续手续。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通绿色通道，及时为农民工办

理社会保险关系接续手续，而且手续简便，解决了返乡农民工的后顾之忧。目前，全省已为一万余名返

乡农民工办理了接续手续。 

三是为返乡农民工创业与就业提供金融支持。江西一直重视针对农民工的金融服务，2008 年全省农

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业务量达 6.4 亿元，居全国第 6位。为了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就业，金融部门及时

将农民工纳入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扶持对象，并对吸纳返乡农民工达到规定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

200 万元以内的贴息贷款。2009 年初步计划发放 7.2 亿小额贷款帮助困难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增加就业

岗位。 

在各方面的大力帮扶下，农民工的就业安置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目前全省 168.2 万返乡农民工中

已实现就业 116 万人，占返乡人员总数的 69.5%，其中返回省外就业的有 89.8 万人，省内实现就业的有

26.2 万人。 

 

（六）主要行业分析 

 1.房地产市场供需减少，融资增速回落。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平稳。2008 年，江西房

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25.0%，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其中，90 平米以下住房投资增长 42.9%，而别墅、

高档公寓投资减少 24.9%。在房地产开发投资资

金来源中，自筹资金占 46.7%，较上年同期提高

8.1 个百分点。 

房地产供给增长明显放缓。当年房屋新开工

面积和房屋竣工面积分别减少 7.5%和 23.4%。供

给结构继续调整，90 平米以下住房施工面积增长

40.3%。 

房地产销售快速萎缩。尽管金融机构对房地

产信贷政策进行了调整，政府也围绕促进住房消

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由于经济整体下行

趋势明显，居民购房意愿减弱，商品房销售额、

销售面积分别较上年下降 28.7%和 32.7%。值得注

意的是，全年 90 平米以下住房和经济适用房销售

面积较上年分别增长 20.8%和 130.1%，表明中低

端刚性需求仍然相对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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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江西统计年鉴》。 

图 13  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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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融资增速显著回落。在市场供销趋冷

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信贷进入谨慎，房地产开发

贷款和个人贷款新增额仅为上年的一半左右，全

年房地产贷款增速同比回落 25.3 个百分点。四季

度，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影响下，政府土地储备

机构贷款有所增长，但住房贷款增长仍然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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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江西统计年鉴》。 

图 14  主要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2.光伏产业支柱作用彰显。江西省光伏产业

作为全省三大支柱产业，在省政府的大力推动和

支持引导下，从无到有，快速发展，已形成了以

新余为主产地、以赛维 LDK 为核心企业，从硅料、

硅片到太阳能电池组件及配套产品的完整产业

链，在国内激烈竞争的光伏产业市场中，具有较

明显的规模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目前，全省已形

成多晶硅片生产能力 2000 兆瓦，太阳能电池生产

能力 100 兆瓦，并启动了高纯度硅料、薄膜太阳

能电池项目建设。2008 年，在总体经济调整格局

下，全省光伏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74.5 亿元，

增长 2.3 倍；实现利税 37.7 亿元，增长 2.0 倍。 

面对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欧洲主要

国家调整光伏发电补贴政策，光伏产品国际需求

急剧下降的严峻形势，辖内光伏产业采取措施积

极应对。一是提高硅片产能，建立国内原材料生

产线，降低产品成本；二是调整合同期限规避价

格风险。缩短了原材料采购合同期限，并签订产

品出口长期订单合同；三是调整支付结算方式应

对汇率风险。及时采取信用证或货到付款结算方

式，降低预付货款比重；四是合理分布客户分散

市场风险。目前市场客户分布在国内、欧美和其

他地区的比重各占 1/3。 

光伏产业良好的发展态势增强了其对外融资

的能力。2008 年，赛维 LDK 集团在境外先后发行

了 4 亿美元可转换债券和 480 万股美国存托股份

（ADS）。截止 2008 年末，LDK 公司拥有 4.6 亿美

元的现金储备以及总计超过 4.3 亿美元未使用的

信用担保额度，资金储备充足。国内金融业也通

过外汇贷款、贸易融资、信托理财等形式对光伏

产业提供了多元支持。目前，江西省光伏产业发

展还需在技术创新、人才储备、减少污染等方面

进一步加强。 

三、预测与展望 

江西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体会议确定了 2009

年江西省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

11%，投资、消费、外贸出口三大需求分别增长

30%、15%和 20%。在目前美国金融危机尚未见底，

国际金融形势和物价走势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情

况下，要实现这些指标任务，面临较大的压力。

但同时，江西的经济发展也有相当多的有利因素。

首先是全省 2009 年一大批重大建设项目和农林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会陆续开工，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建设也将进入实质性阶段，使投资增长

动力进一步加强。其次，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完

善、农业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以及“家电

下乡”等政策的实施将有效刺激农村消费，使全

省消费在农村消费的带动下保持较快的增长；外

贸进出口虽仍然面临国际市场需求减少的严峻考

验，但是出口企业已开始在出口国方向和产品结

构方面作出调整，重点出口企业目前已落实的订

单情况较好。此外，江西经济 30 年来保持平均

11.7%的高增长，以及资源能源、劳动力成本和生

态环境优势等也为江西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资金供应保障。

金融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贷款总量将

会保持适度增长，预计 2009 年全省贷款增幅将不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国家调控政策的引导下，

随着中小企业和农业担保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的

逐步完善，金融对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将进

一步加大。同时，企业融资方式将更加灵活，票

据和债券等直接融资规模将有新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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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江西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2 月 29 日，针对年初遭受的特大雨雪冰冻灾害，江西省举行灾后重建恢复生产银企集中对接活动，

达成信贷资金支持意向资金金额 20.71 亿元。 

3 月 8 日，全国人大江西代表团正式提出建立“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的构想。 

5 月 23 日-6 月 13 日，人民银行南昌中支与各设区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金融形势与货币政策”

巡回宣讲活动。 

7 月 3 日-4 日，由中国人民银行举办、南昌中心支行承办的第五届中国信用评级发展前景论坛在南

昌举行。 

9 月 16 日-9 月 28 日，2008 年江西省政银企融资对接活动在全省 11 个设区市巡回举行，共有 20

家金融机构和 4000 余家企业参与对接活动，签约总金额达到 508.8 亿元。 

10 月 15 日，江西省被确定为全国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省份。 

11 月 11 日，江西省第一家外资银行——渣打银行南昌分行正式开业。 

12 月 5 日，全省 92 家农村信用社中央银行专项票据工作全面完成。 

12 月 15-17 日，中共江西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在南昌召开。会议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

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全面部署明年工作。 

12 月 30 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我省当前金融促进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若干措施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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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西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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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5.8 6362.3 6469.5 6522.9 6580.5 6720.8 6768.4 6923.3 7049.4 7063.1 7174.6 7262.0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3504.4 3767.7 3809.7 3786.2 3812.8 3868.8 3901.6 3966.5 4032.0 4065.9 4105.7 4193.5

                    企业存款 1580.4 1581.3 1621.0 1661.3 1652.5 1689.0 1671.2 1722.7 1820.3 1771.5 1796.4 1871.0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51.4 256.0 107.2 53.4 57.6 140.3 47.6 154.9 126.1 13.8 111.4 87.2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2.9 15.2 13.5 15.3 15.9 16.3 16.8 18.3 19.0 20.7 20.8 22.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4188.8 4251.6 4294.0 4369.9 4421.2 4470.4 4496.0 4570.4 4606.3 4617.4 4500.9 4613.3

        其中：短期 1923.6 1934.2 1937.2 1973.0 1987.3 2021.5 2021.2 2069.4 2087.2 2012.0 1887.4 1965.0

                    中长期 2099.2 2128.7 2167.7 2190.3 2212.5 2240.5 2252.8 2269.9 2276.9 2351.7 2321.7 2352.3

                    票据融资 154.2 175.1 172.5 186.4 196.2 181.5 199.9 210.0 220.3 233.2 276.5 279.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16.4 62.7 42.5 75.8 51.4 49.2 25.5 74.5 35.9 11.1 100.8 112.4

        其中：短期 60.7 10.5 3.0 35.8 14.3 34.2 -0.3 48.2 17.8 -75.2 19.0 77.5

                    中长期 70.3 29.5 39.0 22.6 22.2 28.0 12.3 17.1 7.0 74.9 43.2 30.6

                    票据融资 -17.1 20.8 -2.6 13.9 9.8 -14.7 18.4 10.1 10.3 12.9 43.4 3.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6.5 16.3 15.5 15.5 14.7 14.8 13.8 13.9 14.1 14.3 15.9 18.3

        其中：短期 13.9 13.4 11.6 12.2 10.6 10.8 9.6 10.2 10.6 6.6 6.9 11.1

                    中长期 22.9 21.8 21.9 21.3 21.2 19.7 17.9 17.4 15.8 19.1 20.2 21.0

                    票据融资 -18.7 -11.0 -11.4 -11.4 -12.5 -4.4 4.8 7.8 24.1 38.2 61.7 63.1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72.2 72.0 73.1 75.4 82.0 84.8 83.4 83.9 84.6 86.3 90.2 102.6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294.9 297.7 296.7 300.7 300.0 297.5 293.8 288.9 294.9 298.5 303.1 305.6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3.2 2.9 4.4 7.7 17.1 21.2 19.2 19.8 20.9 23.2 32.2 49.8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3.0 4.0 3.6 5.0 4.8 3.9 2.6 0.9 3.0 4.3 7.0 7.9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6058.0 6315.4 6424.6 6473.0 6530.0 6667.0 6717.6 6866.8 6986.4 7007.2 7120.1 7206.6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3477.3 3740.8 3783.5 3760.7 3786.9 3843.1 3875.8 3940.1 4005.9 4038.9 4079.3 4166.2

                    企业存款 1562.9 1563.4 1604.6 1638.8 1630.7 1662.8 1647.8 1694.4 1784.5 1744.1 1769.6 1845.6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58.0 257.4 109.2 48.4 56.9 137.1 50.5 149.3 119.6 20.8 112.9 86.5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16.6 263.4 42.7 -22.7 26.2 56.2 32.7 64.2 65.8 32.9 40.4 86.9

                    企业存款 20.6 0.5 41.3 34.2 -8.2 32.1 -15.0 46.6 90.0 -40.3 25.5 76.0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3.2 15.4 13.9 15.4 16.0 16.5 17.1 18.5 19.0 20.9 21.0 22.1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9.5 8.9 8.4 10.1 12.8 13.2 14.6 16.9 19.0 23.0 23.0 24.0

                    企业存款 17.4 23.8 19.5 20.5 15.8 15.1 13.7 10.5 14.3 13.0 12.8 19.7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4116.9 4172.5 4212.6 4280.9 4330.0 4378.8 4414.4 4493.0 4531.8 4540.0 4434.7 4544.8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482.3 486.6 493.3 495.1 501.0 511.7 516.9 522.0 529.4 535.9 541.8 552.0

                    票据融资 154.2 175.1 172.5 196.3 196.2 181.4 199.8 209.9 220.3 233.1 276.5 279.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01.3 55.7 40.1 68.3 49.1 48.8 35.7 78.5 38.8 8.2 110.0 110.2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7.7 4.2 6.7 1.8 5.9 10.7 5.2 5.1 7.4 6.5 7.8 10.2

                    票据融资 -17.1 20.8 -2.6 13.8 9.8 -14.8 18.4 10.1 10.3 12.9 43.4 3.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5.8 15.4 14.6 14.4 13.5 13.7 13.0 13.3 13.7 13.9 15.8 18.2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53.4 48.8 44.5 38.5 34.7 32.3 28.1 26.5 20.7 18.8 17.6 18.9

                    票据融资 -18.8 -11.0 -11.4 -11.4 -12.5 -4.4 4.8 7.7 24.1 38.2 61.7 63.1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6.6 6.6 6.4 7.1 7.3 7.8 7.4 8.3 9.2 8.2 8.0 8.1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6.5 3.1 -10.6 10.2 12.3 6.9 -3.6 7.1 23.6 4.6 5.0 8.9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10.0 11.1 11.6 12.7 13.1 13.4 11.9 11.3 10.9 11.3 9.7 10.0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95.6 113.7 123.4 140.0 149.0 139.1 99.4 75.0 59.9 61.0 32.0 32.6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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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江西省各类价格指数 

单位：% 

南昌市房

屋销售价

格指数

南昌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南昌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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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4 - -0.7 - -1.9 4.0 2.7 8.0

2002 - 0.1 - -0.2 - -1.4 - -1.5 11.6 4.2 25.2

2003 - 0.8 - 2.5 - 6.5 - 4.0 4.8 3.3 10.1

2004 - 3.5 - 10.7 - 14.4 - 9.7 7.3 1.4 18.8

2005 - 1.8 - 7.9 - 10.0 - 8.8 8.3 2.5 4.2

2006 - 1.2 - 1.1 - 8.6 - 9.7 6.2 1.3 5.1

2007 - 4.8 - 6.2 - 7.9 - 6.2 7.6 0.9 2.9

2008 - 6.1 - 19.9 - 14.2 - 6.4 1.5 0.8 10.0

2007 1 3.0 3.0 3.6 3.6 9.2 9.2 12.0 12.0 - - -

2 2.6 2.8 3.6 3.6 7.3 8.2 10.5 11.3 - - -

3 3.8 3.1 4.1 3.8 7.4 7.9 8.8 10.5 6.1 1.5 7.5

4 3.4 3.2 4.2 3.9 7.6 7.9 7.8 9.8 - - -

5 3.4 3.2 5.6 4.2 6.2 7.5 4.0 8.6 - - -

6 4.8 3.5 5.6 4.5 6.9 7.4 3.4 7.8 6.7 1.6 1.4

7 5.8 3.8 6.7 4.8 6.9 7.3 3.7 7.2 - - -

8 6.7 4.2 7.2 5.1 7.1 7.3 4.0 6.8 - - -

9 6.1 4.4 8.1 10.1 8.1 7.4 4.4 6.5 6.9 1.2 3.8

10 5.9 4.5 8.4 5.7 8.5 7.5 4.2 6.3 - - -

11 6.2 4.7 10.9 6.2 8.7 7.6 5.5 6.2 - - -

12 6.4 4.8 10.7 6.6 10.8 7.9 6.0 6.2 7.6 0.9 2.9

2008 1 6.8 6.8 11.2 11.2 13.3 13.3 8.3 8.3 - - -

2 8.9 7.9 13.9 12.6 16.1 14.7 9.6 8.9 - - -

3 8.8 8.2 22.1 15.7 17.4 15.6 10.8 9.5 7.7 0.5 6.3

4 8.4 8.2 24.4 17.9 17.3 16.0 9.7 9.6 - - -

5 8.0 8.2 22.2 18.8 17.7 16.4 8.7 9.4 - - -

6 7.2 8.0 23.0 19.5 18.9 16.8 9.6 9.5 5.5 0.9 11.1

7 6.4 7.8 23.8 20.2 19.0 17.1 11.0 9.7 - - -

8 5.2 7.5 24.4 20.7 18.5 17.3 10.8 9.8 - - -

9 4.5 7.1 22.5 20.9 16.1 17.1 8.8 9.7 1.9 0.9 10.4

10 3.9 6.8 20.7 20.9 12.8 16.7 3.9 9.1 - - -

11 3.0 6.5 17.0 20.5 3.6 15.5 -5.4 7.8 - - -

12 1.8 6.1 13.5 19.9 -0.3 14.2 -8.4 6.4 1.5 0.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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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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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江西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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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212.6 - - 2779.5 - - 4560.9 - - 6480.0

    第一产业 - - 168.4 - - 339.5 - - 619.1 - - 1060.3

    第二产业 - - 611.2 - - 1517.4 - - 2453.6 - - 3414.9

    第三产业 - - 433.1 - - 922.6 - - 1488.2 - - 2005.1

工业增加值（亿元） - 251.9 462.0 640.9 835.7 1050.1 1236.5 1449.4 1665.6 1878.1 2114.5 2323.5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188.6 450.7 733.8 1032.5 1504.8 1859.1 2119.3 2497.7 2909.4 3436.9 4546.4

    房地产开发投资 - 39.7 84.1 123.8 167.9 219.5 259.7 302.9 346.1 390.6 435.2 632.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

元）
- 336.5 486.4 631.4 799.7 965.5 1119.6 1285.5 1467.0 1666.4 1866.8 2075.0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93800.0 168600.0 257100.0 377700.0 496000.0 622300.0 755900.0 885100.0 1009100.0 1136300.0 1257400.0 1375600.0

    进口 41400.0 78900.0 120200.0 179200.0 233100.0 294300.0 351800.0 397800.0 449700.0 506000.0 559400.0 608600.0

    出口 52400.0 89700.0 136800.0 198400.0 262900.0 328000.0 404100.0 487000.0 559400.0 630300.0 698000.0 767000.0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11000.0 10800.0 16600.0 19200.0 29800.0 33700.0 52300.0 89200.0 109700.0 124300.0 138600.0 158400.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

元）
23700.0 41000.0 75000.0 103600.0 142400.0 200300.0 220600.0 247000.0 276900.0 300600.0 337600.0 360300.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9.6 -57.0 -86.9 -115.6 -147.0 -189.0 -235.2 -269.3 -319.3 -355.4 -433.8 -719.8

    地方财政收入 47.8 77.3 118.0 159.6 197.5 253.6 291.7 322.1 359.2 400.8 433.6 488.6

    地方财政支出 57.4 134.3 204.9 275.1 344.5 442.6 526.9 591.4 678.5 756.2 867.4 1208.4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3.6 - - 3.4 - - 3.2 - - 3.4

地区生产总值 - - 11.6 - - 13.3 - - 13.0 - - 12.6

    第一产业 - - 4.3 - - 4.4 - - 4.5 - - 4.8

    第二产业 - - 14.3 - - 18.2 - - 17.6 - - 16.6

    第三产业 - - 10.7 - - 9.7 - - 9.9 - - 10.1

工业增加值 - 16.1 22.1 20.1 21.0 22.6 22.4 22.5 22.5 22.3 22.2 21.9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19.2 32.1 35.3 40.3 45.1 44.9 42.5 43.4 45.3 48.7 44.5

    房地产开发投资 - 27.6 24.8 27.5 31.4 29.8 26.8 29.5 29.3 26.6 24.3 23.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9.7 20.2 20.7 21.2 22.0 22.5 23.0 23.5 23.7 23.7 23.3

外贸进出口总额 - 46.6 47.4 49.8 53.6 55.3 52.3 48.4 47.4 48.3 46.9 45.1

    进口 58.7 58.8 56.8 63.3 71.5 77.3 68.8 53.0 51.5 53.5 53.1 51.4

    出口 60.4 37.3 40.1 39.3 40.7 39.7 40.3 44.9 44.3 44.3 42.3 40.5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40.1 8.9 14.1 11.9 23.4 12.5 11.8 13.2 11.9 10.1 15.5 16.1

地方财政收入 39.6 35.2 33.2 27.4 29.4 27.8 28.1 25.9 25.7 26.4 26.2 25.3

地方财政支出 84.1 72.4 66.0 44.0 38.6 39.3 43.7 39.2 38.9 38.8 41.5 33.5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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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金融运行情况 
	（一）银行业健康发展，货币信贷运行平稳 
	（二）证券市场持续调整，债券融资创历史新高 
	（三）保险市场发展良好，保障功能逐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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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工业主导作用增强 
	（三）物价由年初快速上涨转为年末全面回落，通胀压力消退 
	（四）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民生投入力度加大 
	（五）加强鄱阳湖生态保护，节能减排工作扎实推进 
	（六）主要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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