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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2年，面对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江苏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抓好稳增

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各项工作，全省经济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在加快转型升

级中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民生得到持续改善。2012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4万亿元，同比增

长 10.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68347 元。金融健康平稳运行，全省金融部门切实按照宏观调控要求，认

真执行稳健货币政策，信贷总量合理适度增长，信贷结构继续优化，融资利率趋势性回落。直接融资占

比稳步提高，金融市场创新活跃。 

展望 2013 年，尽管面临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资源趋紧等问题，但江苏实体经济基础雄厚，扩大

投资和消费仍有很大空间，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在稳健货币政策背景下，信贷总量将保持

平稳适度增长，融资结构将进一步趋于多元化。 

 

 



 

 2 

目  录 
 

一、金融运行情况 ............................................................ 4 

（一）银行业运行稳健，存贷款增长适度 ............................................... 4 

（二）证券业运营平稳，经营结构逐步优化 ............................................. 6 

（三）保险业稳步发展，机构实力不断增强 ............................................. 6 

（四）直接融资占比稳步提高，融资结构继续改善 ....................................... 7 

（五）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深入推进，金融基础设施不断改善 ............................... 8 

二、经济运行情况 ............................................................ 8 

（一）三大需求协调增长，内需拉动逐步增强 ........................................... 9 

（二）三次产业稳步发展，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 10 

（三）物价涨幅明显回落，生产类价格回落较快 ........................................ 10 

（四）财政收入保持增长，支出结构持续优化 .......................................... 11 

（五）节能降耗持续推进，生态建设成效明显 .......................................... 11 

（六）房地产市场走势总体平稳，房价涨幅放缓 ........................................ 11 

三、预测与展望 ............................................................. 12 

附录： .................................................................... 13 

（一）2012年江苏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 13 

（二）2012年江苏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 14 

 

 

 

专 栏 

专栏 1  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情况 ................................................................................................... 6 

专栏 2  扩大直接债务融资规模  助推江苏实体经济发展 ................................................................... 8 

 

 

 

表 

表 1  2012 年江苏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 4 

表 2  2012 年江苏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各利率区间占比表............................................................... 5 

表 3  2012 年江苏省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 6 

表 4  2012 年江苏省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 7 

表 5  2001 年～2012 年江苏省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结构表 ................................................................. 7 

表 6  2012 年江苏省金融机构票据业务统计表 ...................................................................................... 7 

表 7  2012 年江苏省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现利率表 ...................................................................... 7 

 
 

图 

图 1  2012 年江苏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 4 

图 2  2012 年江苏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 4 

图 3  2011～2012 年江苏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 5 

图 4  2011～2012 年江苏省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 5 



 

 3 

图 5  1978～2012 年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 9 

图 6  1980～2012 年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 9 

图 7  1978～2012 年江苏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9 

图 8  1978～2012 年江苏省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 9 

图 9  1984～2012 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 10 

图 10  1978～2012 年江苏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 .......................................................................... 10 

图 11  2001～2012 年江苏省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 11 

图 12  1978～2012 年江苏省财政收支状况 .......................................................................................... 11 

图 13  2002～2012 年江苏省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 11 

图 14  2012 年南京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 .............................................................................................. 12 

 



 

 4 

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2 年，江苏省金融业认真贯彻落实稳健货

币政策，金融运行总体良好，融资结构继续改善，

金融服务水平明显提升。金融市场交易活跃，各

项改革持续推进，金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

继续增强。 

（一）银行业运行稳健，存贷款增长

适度 

1.银行业规模稳步增长，总体运行稳健。截

至年末，全省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达 9.7万亿元，

同比增长 18.0%。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

额分别达到 7.8万亿元和 5.8 万亿元。盈利水平

稳步提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7.6%。受经济下行

压力影响，不良贷款率略有上升，2012年末，江

苏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为 1.09%，比年初提高

0.15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总体仍处低位。 

表 1  2012年江苏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大型商业银行 4768 99346 43760.7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

银行
93 2254 4136.5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832 30973 18519.5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707 19359 11638.2 4

五、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3032 41498 12881.2 62

六、财务公司 9 227 371.1 7

七、信托公司 4 285 118.1 4

八、邮政储蓄 2499 8418 3899.0 0

九、外资银行 52 1832 726.3 1

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81 1813 386.1 52

十一、其他 1 112 145.8 1

合             计 12078 206117 96582.5 136

营业网点

机构类别
法人机构

（个）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江苏银监局。 
注：①营业网点不包括总部；②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含农信

社、农村合作银行及农村商业银行；③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机构；④ 

“其他”包含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金融公

司、消费金融公司等。 

2.人民币存款恢复增长。存款在经历 2011

年大幅缓增后，2012年重新恢复增势。2012年末，

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75481.5亿元，同

比增长 14.9%，增速较上年末提高 3.4个百分点；

比年初增加 9761.8亿元，同比多增 3031.0亿元，

较 2007-2011年年均增量多 1796.2亿元。 

受存款利率上浮、理财产品收益率走低以及

经济主体投资意愿较弱等因素影响，存款期限结

构倾向定期。2012年末，人民币单位定期存款余

额为 11787.1亿元，比年初增加 2460.2亿元，同

比多增 983.8亿元，余额占单位存款余额的比例

较上年末提升 3.0个百分点；人民币个人定期存

款余额为19262.0亿元，比年初增加3021.2亿元，

同比多增 1224.1亿元，余额占个人存款余额的比

例较上年末提升 1.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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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图 1  2011～2012年江苏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

款增长变化 

3.贷款增长合理适度，贷款结构持续优化。

2012年末，全省人民币贷款余额 5.4万亿元，同

比增长 13.7%，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 0.1 个百分

点。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6550.7亿元，同比多增

759.1亿元。贷款节奏均衡。1-4季度人民币新增

贷款分别占全年新增贷款的 32%、28%、23%、18%。

贷款期限以短期为主，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占贷

款新增额的 68.4%，中长期贷款占贷款新增额的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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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图 2  2011～2012年江苏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

款增长变化 

信贷支持重点突出。一是实体经济领域的金

融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江苏是制造业大省，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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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省本外币制造业贷款（不含票据融资）

余额为 15821.3 亿元，同比增长 18.5%，较同期

全部贷款（不含票据融资）增速高出 3.6个百分

点；全年新增本外币制造业贷款 2214.1亿元，较

2007-2011 年年均增量多 503.7 亿元，占全部新

增贷款的 31.9%，位居各行业贷款增量首位。二

是“支农支小”力度进一步加大。2012年末，全

省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涉农贷款增速分别比全部贷

款增速高 2.8个和 1.8个百分点。 

外币贷款增长较快。2012年末，全省外汇各

项贷款余额为 515.6 亿美元，比年初增长 132.2

亿美元，同比多增 59.9亿美元。新增外汇贷款主

要集中于贸易融资，全年增量为 120.1亿美元，

占新增外汇贷款总量的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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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图 3  2011～2012年江苏省金融机构本外币

存、贷款增速变化 

4、贷款利率趋势性回落。2012 年以来，受

降息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的影响，江苏金融机构

贷款利率明显回落。四季度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较一季度下降 0.78个百分点，降幅大于贷款

基准利率降幅 0.22个百分点。从期限结构来看，

呈现“两端低、中间高”的特征。各期限贷款利

率中，6个月到 1年期贷款利率最高。 

 

 

 

 

 

 

 

 

 

 

 

 

 

 

表 2  2012年江苏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各利

率区间占比表 
单位：%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3.3 4.4 4.0 3.8 3.4 4.7

22.2 23.3 19.5 17.1 19.8 21.6

小计 74.5 72.3 76.5 79.1 76.8 73.6

(1.0，1.1] 25.7 27.6 25.4 24.6 23.6 25.7

(1.1，1.3] 31.3 28.6 33.6 36.0 36.5 33.3

(1.3，1.5] 7.9 7.1 8.6 9.5 8.8 7.5

(1.5，2.0] 7.1 6.4 6.7 6.7 5.7 5.5

2.0以上 2.5 2.5 2.2 2.3 2.1 1.7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7.1 5.6 6.1 6.8 5.2 5.6

19.5 19.7 21.9 24.8 23.7 24.5

小计 73.4 74.7 72.0 68.4 71.1 69.9

(1.0，1.1] 25.5 27.4 24.6 26.6 25.6 27.0

(1.1，1.3] 32.7 31.7 32.9 28.1 30.2 29.9

(1.3，1.5] 7.3 7.3 7.0 6.2 7.0 6.3

(1.5，2.0] 6.1 6.0 5.6 5.4 5.9 5.0

2.0以上 1.9 2.3 2.0 2.2 2.4 1.6

上

浮

水

平

上

浮

水

平

合计

[0.9，1.0)

1

月份

合计

[0.9，1.0)

1

 
注：2012 年 8-12 月统计数据的下浮区间为[0.7，1.0)。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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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图 4  2011～2012年江苏省金融机构外币存款

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5.银行业改革扎实推进。大型银行改革进一

步深化，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深入推进信贷

结构调整，充分发挥 “投、贷、债、租、证”综

合金融服务优势，积极向省内重点建设项目、社

会民生、外汇及“走出去”等领域提供融资支持。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全面完成授信审批集中改

革，有效统一风险偏好。坚持大户分析制度，建

立大额贷款到期预警机制，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置

表外垫款、欠息等苗头性问题。在系统内率先实

施违约贷款集中催收和不良贷款集中管理。 

农村金融改革稳步推进。江苏省农村信用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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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继续加快改制进程，股权结构更趋合理。2012

年全省有 11 家农信社、农合行改制为农商行，通

过增资、改制，农信社资本实力增强，股权结构

得到优化。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稳步扩展，农村金

融服务主体进一步增加。截至 2012 年末，江苏省

累计成立村镇银行 52 家，累计成立小额贷款公司

485 家，从全国范围看，除从业人员外，江苏省

小贷公司的机构数量、实收资本金和贷款余额均

跃居全国第一。 

 

 

专栏 1  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情况 
 

自江苏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以来，全省小额贷款公司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 2012 年末，纳入

人民银行统计的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为 485家，比年初增加 158家；实收资本金 798.4亿元，比年

初增加 238.6亿元；从业人员 4614人，比年初增加 1595人；贷款余额 1036.642亿元，比年初增加 231.5

亿元。从全国范围看，除从业人员外，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的机构数量、实收资本金和贷款余额均跃居

全国第一。 

分地区看，苏州以 80 家机构、307.3 亿元贷款余额位列全省第一，无锡以 62 家机构、173.7 亿元

贷款余额位列全省第二，与 2011 年末排名相同。苏南五市机构数量、贷款余额分别为 256 家、734.0

亿元，占全省的 52.8%、70.8%。 

截至 2012年末，全省小额贷款公司实收资本 798.4亿元，贷款余额 1036.6亿元，为实收资本的 1.3

倍。统计数据显示，全省 485 家小额贷款公司中贷款余额等于或超过实收资本的达 407 家，占 83.9%，

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自有资金基本用足。 

由于资金来源不足、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等原因，2012 年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增长相对往年明显减缓，

截至 2012年末，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各项贷款余额为 1036.6亿元，比年初增加 231.5 亿元，同比少增

199.4 亿元。与此同时，资金周转速度有所加快，2012 年，全省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 2507.0 亿

元，累计收回贷款 2287.8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多 573.5亿元、787.8亿元。说明小额贷款公司在资金

来源不足的情况下，贷款期限缩短，资金周转速度有所加快。 

 

（二）证券业运营平稳，经营结构逐

步优化 

1.证券业总体实力进一步增强。2012年末，

全省共有6家法人证券公司，证券营业部365家，

营业部同比增长5%，保持了稳步扩张的态势。受

二级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证券公司经营业绩同

比有所下滑。在传统业务利润空间逐步减小的背

景下，全省证券公司加快了业务创新步伐，在中

小企业私募债等新业务领域进行突破，传统经纪

业务占比减少，经营结构逐步优化。 

2.股票融资有所放缓。受市场低迷影响，2012

年全省股票融资同比减少。2012年，全省共有22

家公司实现首发，首发融资额135.1亿元，同比下

降71.7%；再融资208.5亿元，同比增长6.0%。全

年新增上市公司总数位列全国第三，首发募集资

金额位列全国第四。年末，全省上市公司总数已

达到236家。 

3.期货业发展较快。2012年末，全省共有期

货公司11家，营业部101家，营业部同比增长16%，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全省有3家期货公司

增加注册资本，1家期货公司获得资产管理业务资

格，市场主体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升。

期货公司通过积极开展投资咨询、资产管理等各

类创新业务，保持业绩的快速增长，全年11家期

货公司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8.6%。 

表 3  2012年江苏省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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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236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343.6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2287.3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542.8

       中期票据筹资额（亿元） 452.7  
数据来源：江苏证监局、江苏省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南

京分行。 

（三）保险业稳步发展，机构实力不

断增强 

1.市场主体进一步充实。2012年，江苏省新

开业一家法人保险公司，截至年末，省内拥有紫

金产险、乐爱金产险、利安人寿、东吴人寿等四

家法人保险机构。 

2.各项业务平稳增长。保费规模在全国各省

（市）中列第二位，2012年，全省累计实现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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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1301.3 亿元，同比增长 8.4%。其中，财产

险保费收入 440.9 亿元，同比增长 16.1%，人身

险保费收入 860.1亿元，同比增长 4.9%。 
3.农业保险发展较快。2012 年，全省农险保

收入及农险基金共计 23.1亿元，为全省农户提供

468 亿元的农业生产风险保障。全年全省支付各

类农险赔款 10.3亿元，397万户次农民从中受益。 

表 4  2012年江苏省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4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2

               人身险经营主体（家） 2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90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39

               人身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51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301.3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440.9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860.4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387.0

保险密度（元/人） 1643.0

保险深度（%） 2.4  
数据来源：江苏保监局。 

（四）直接融资占比稳步提高，融资

结构继续改善 

2012年，随着银行间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量的

提速，江苏省直接融资占比进一步提高，融资结

构明显改善。 

1.银行间市场直接债务融资工具加快发展。

2012年，江苏省抓住债务融资工具市场加快发展

的契机，实施推进 2012年江苏省“债务融资工具

双速计划”。截至年底，取得了“百企融资超千亿

元”的历史性突破，全省 132 家企业累计发行各

类债务融资工具 1280.5亿元，剔除央企后发行企

业家数和发行金额分别跃居全国第一、第二位。

直接债务融资工具存续余额达到 1745.8亿元，是

2011年末的 2.2倍，连续第二年实现余额翻番。 

2.直接融资比例进一步提升。2012年，江苏

省累计发行各类债券 2287.3 亿元，占全部融资量

的 22.9%，比重较 2011 年提高 10.1 个百分点；

累计从股票市场融资 343.6亿元，占全部融资量

的 3.4%；两者合计占融资总量的 26.3%，同比提

高 5.1个百分点。 

表 5  2001年～2012年江苏省非金融机构部门

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1 758.0 93.6 0.4 6.0

2002 1719.5 95.9 2.0 2.1

2003 3480.5 97.4 1.1 1.5

2004 2407.5 98.3 0.4 1.3

2005 2408.8 92.5 4.5 3.0

2006 3430.9 93.8 3.1 3.1

2007 4252.4 91.3 5.8 2.9

2008 4448.3 91.5 6.2 2.3

2009 10610.7 92.0 5.4 2.5

2010 8787.0 83.5 7.8 8.7

2011 7804.6 78.8 12.8 8.4

2012 10006.9 73.7 22.9 3.4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员

会，江苏证监局。 

3.同业拆借大幅增长，债券交易活跃。2012

年，全省银行间市场成员累计同业拆借交易量为

2.2 万亿元，同比增长 73.3%，净融入资金 1.6

万亿元。债券交易量继续扩大，2012年，市场成

员累计完成债券回购 12.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0.9%；累计完成现券交易 5.7万亿元。 

4.票据业务平稳发展，市场利率稳步下降。

2012年，全省累计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4.9万亿元，

全年累计贴现票据 1.6万亿元，票据融资规模持

续增长，短期融资功能稳定。票据贴现利率稳步

下降，全年票据贴现加权利率为 5.95%，较 2011

年下降 2.1个百分点。 

表 6  2012年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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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45.6 6503.3 1454.7 7344.3 74.7 195.3

2 12883.8 7122.6 1861.7 9830.4 89.2 355.6

3 12696.6 6743.7 1878.2 10084.1 76.5 296.0

4 12368.2 6669.1 1669.4 10065.9 86.3 593.3

贴  现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季度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表 7  2012年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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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49 8.2442 6.9354 5.8065

2 5.3678 6.3311 5.4227 4.6465

3 5.4214 6.32 5.1466 4.4965

4 5.6669 6.4604 5.0506 4.8959

贴  现 转贴现
季度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5.金融创新有效推进。因应实体经济融资需

求，全省金融机构在产品、流程、机制等方面加

大创新力度，加强对科技型企业、小微企业的金

融支持。一批具有富有特色的中小微企业金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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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服务模式影响力不断扩大。“金融顾问”、“金

融帮办”、“金融走访”、“金融超市”等特色金融

服务深入县域。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应收

账款质押、订单融资等抵押担保方式在多个地市

进一步推广。 

 

专栏 2  扩大直接债务融资规模  助推江苏实体经济发展 
 

近年来，江苏紧紧抓住债务融资工具市场扩容、创新加快、效率提升的时机，分别在 2011年、2012

年成功实施“债务融资工具余额倍增计划”、“债务融资工具余额双速计划”（双倍于同期人民币贷款余

额增速），实现了直接债务融资跨越式发展。 

一是直接债务融资总量迅速扩大，对江苏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大幅提升。2012年末，江苏省债务融资

工具存续余额达到1745.8亿元，是 2009年末的8.5倍；年发行企业家数达到132家，发行金额达到1280.5

亿元，分别是 2009 年的 10.2 倍、7.6 倍；债务融资工具年度净融资额（发行额减到期额）达到 941.6

亿元。 

二是直接债务融资支持优势企业做优做强，对促进江苏经济结构调整作用明显。对于优势企业、优

势产业而言，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与贷款、信托等融资方式相比融资成本低、用款方式灵活、融资品种多

样、资金使用效率高。从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主体结构看，机械、造船、钢铁、电子、制药、纺织、文

化、建筑等江苏支柱产业 2012年累计融资 477.9亿元，占全部发行额的 37.3％。 

三是直接债务融资降低了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提升了江苏企业融资效率。一方面由于债务融

资工具发行实行完全市场化的定价，优质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相对于贷款等融资方式而言成本较低。

另一方面，直接债务融资加快发展，改善了江苏信贷市场、票据贴现市场供需矛盾，提高了江苏企业及

消费信贷客户的议价能力，企业一般贷款利率、票据贴现利率和消费信贷利率均较 2011 年明显下行。 

四是直接债务融资带动金融服务转型，为金融支持薄弱环节营造了空间。虽然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

人多为大型企业，但民生领域和中小企业也是江苏直接债务融资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南京安居集团、河

西国资集团两家保障房企业定向发行 200 亿元债务融资工具的方案已获认可并正式启动，“区域集优”

债务融资模式成为江苏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创新模式。此外，大企业转向直接债务融资，客观上也

推动了银行贷款向中小企业倾斜。 

 

（五）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深入推进，

金融基础设施不断改善 

金融生态建设扎实推进。进一步强化金融生

态考核工作，引入金融生态县动态管理机制，首

次将 2 个金融生态示范县降格为金融生态达标

县，并对 2个金融生态达标县提出警示，大大促

进了金融生态县的长效建设。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深入推进，在全国较早地对银行业金融机

构客户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消费者现金业务权益

保护、储蓄国债业务权益保护等方面予以系统规

范，进一步提升了消费者金融权益保护工作层次。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有了新的提

升，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对社会民生的改善

效果大大增强。支付结算服务加速向农村覆盖，

农村地区支付“快通工程”步伐加快，银行卡助

农取款服务在江苏辖区覆盖所有行政村，昆山成

为全国首个 ATM机具“村村通”的县级市。人民

币流通满意工程深入推进，启动商业银行代理发

行库试点，江苏辖区在全国率先实现 100%自动柜

员机支付纸币冠字号码记录存储功能全覆盖，网

点柜面也已经实现 87%的覆盖面，大大增强了反

假币能力。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深入推

进，江苏辖区为 117万户企业和 93万户农村青年

建立了信用档案。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2年，江苏经济在转型升级中平稳增长，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发展质量稳步提

高，民生不断改善。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4058.2 亿元，同比增长 10.1%，人均生产总值

68347元，比上年增加 605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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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局。 

图 5  1978～2012年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

增长率 

（一）三大需求协调增长，内需拉动

逐步增强 

1．投资增长平稳，结构不断优化。2012年，

江苏省积极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加快 200个省级重点项目推进，鼓励高

新技术产业、重要装备制造业、新能源项目建设，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0.5%。 

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主要工业行业投资中，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均增长 30%以上，第三产业中水

利环境、文化、教育等民生相关基础设施投资保

持较快增长。民间投资增长 22.6%，高出全部投

资 2.1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

重达 67.2%，占比较上年提高 1.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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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局。 

图 6  1980～2012年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及其

增长率 

2．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消费增速有所加快。

全省扎实推进民生幸福工程，实施居民收入七年

倍增计划，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年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9677 元，人均消费性支出

18825 元；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 12202 元，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8655 元。 

得益于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对消费需求的

拉动，2012 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 15.0%，剔除价格因素后，实际消费增速呈逐

步上升态势。消费结构优化升级，食品、饮料和

烟酒消费增长平稳，通讯器材、家具等消费增长

较快，全年家具消费同比增长 34.1%，通讯器材

增长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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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局。 

图 7  1978～2012年江苏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及其增长率 

3．进出口规模继续扩大，增速明显回落。2012

年，全省进出口总额 548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出口和进口总额分别为 3285.4 亿美元和

2195.5 亿美元。其中，进口同比下降 3.3%，进口

增速自 2009年以来第二次出现负增长。 

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一般贸易出口额

1395.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0.5%；加工贸易出

口额 1602.0 亿美元，下降 6.9%，一般贸易增速

比加工贸易快 17.4个百分点。 

利用外资规模保持全国领先。全年新批外商

投资企业 4156家，新批协议外资 571.4亿美元；

实际到账外资 357.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3%。

新批及净增资 9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 245个。

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全年新批境外投资项

目 572个，比上年增长 13.3%；中方协议投资 50.5

亿美元，增长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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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局。 

图 8  1978～2012年江苏省外贸进出口变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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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局。 

图 9  1984～2012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额及

其增长率 

（二）三次产业稳步发展，产业结构

持续优化 

2012 年，江苏省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

6.3∶50.2∶43.5，第三产业比重提高 1.3个百分

点，产业结构更趋合理。 

1．农业生产稳定增长。2012 年，全省强化

农业生产基础，积极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农

林牧渔业发展稳定。粮食连续九年增产，全年总

产量达 3372.5万吨，比上年增产 64.7万吨。 

农业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全省大力提升农业

组织化水平，农民专业合作社个数、成员数、入

社农户比例和出资额均居全国第一位。生产条件

显著改善，全省农田新增有效灌溉面积 6.1万公

顷，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14.8 万公顷；年末农业机

械总动力 4214.6万千瓦，比上年末增长 2.6%。 

2．工业生产稳步增长，结构调整持续推进。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2.6%，工

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5.8%，全年呈缓慢回升态

势，四个季度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分别为 12.0%、

12.2%、12.3%、12.6%。 

工业结构持续调整。与外需相关的电子、计

算机、通讯设备增长相对放缓，而汽车、医药等

增长相对较快，汽车、医药制造业产值同比分别

增长 22.3%和 25.9%。产品结构继续优化，工业新

产品产值比上年增长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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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局。 

图 10  1978～2012年江苏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率 
 

3.服务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服务业占比稳

步提高，全年服务业增加值达 2.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 43.8%，同比提高 1.2 个百分点。传统服

务业稳定发展，以物流、服务外包、软件业为代

表的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区域特色显著，苏南

电子商务、服务外包、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加

快集聚。 

（三）物价涨幅明显回落，生产类价

格回落较快 

居民消费价格明显回落。2012年，全省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6%，涨幅较上年回落 2.7个

百分点。构成 CPI的 8个分项中，食品价格涨幅

相对较大，全年上涨 4.7%，有两项出现下跌，分

别是交通和通信下跌 0.2%，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

服务下跌 0.1%。 

生产类价格较快回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全年分别下跌 2.9%和 4.2%。

部分行业受销售不畅、产能过剩等影响，出厂价

格持续低迷，化纤、金属冶炼等行业尤为明显，

全年化学纤维制造业出厂价格下跌 12.3%，黑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下跌 9.7%。 

劳动力报酬继续提高。2012 年，江苏省城镇

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农民工资性收入分别增长

13.2%和 12.7%。最低月工资标准稳步提高，全省

一、二、三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 1320元/

月、1100元/月、950元/月，比上年增长 15.8%、

18.3%和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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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01～2012年江苏省居民消费价格和生

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四）财政收入保持增长，支出结构

持续优化 

财政收入保持增长。全省一般财政预算收入

5860.7 亿元，同比增长 13.8%。受经济增长放缓，

企业效益下降以及结构性减税等因素影响，增值

税、企业所得税增长放缓，全年分别增长 5.8%和

2%。营业税增长 31.7%，成为支撑地方财政收入

增长的主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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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1978～2012年江苏省财政收支状况 

财政支出结构持续优化。2012年，全省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6996.6亿元，同比增长 12.5%。

其中，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等重点

民生领域得到有效保障，占总支出的比重进一步

提高。 

（五）节能降耗持续推进，生态建设

成效明显 

节能减排取得新成效。2012 年，全省大力实

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鼓励发展循环经济，严格

控制高耗能项目，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

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全省电力行业淘汰落后产

能 82.8万千瓦。全省承担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

的 122家企业按时完成淘汰任务。 

深入实施“清水蓝天”工程，污水日处理总能

力已突破 1300 万吨，太湖水质进一步改善，大气

污染防治取得积极进展。组织实施美好城乡建设

行动，大力推进村庄环境整治，城乡人居环境继

续改善。扎实推进绿色江苏建设，森林覆盖率提

高到 21.6%，国家生态市（县、区）达到 22 个，

比上年末新增 5 个。 

（六）房地产市场走势总体平稳，房

价涨幅放缓 

2012年以来，随着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贯

彻落实，江苏省房地产市场走势平稳，房价涨幅

明显放缓，房地产贷款回落趋稳，贷款质量总体

良好。 

房地产投资放缓。2012年，全省完成房地产

投资 6206.1亿元，同比增长 11.5%，增速较上年

回落 17.7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的 19.6%，占比较上年下降 0.5个百分点。 

房地产销售有所回暖。2012 年，全省商品房

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13.2%，销售额同比增长

16.1%。销售以 3月份为拐点，3月份以后销售逐

步加快。成交价格小幅回升，全年商品房成交均

价同比上升 4.1%。房地产价格地区差异显著，13

个省辖市中，6 个城市成交均价同比正增长，7

个城市房价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无锡和扬州降

幅分别达 10.6%和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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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局。 

图 13  2002～2012年江苏省商品房施工和销售

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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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局。 

图 14  2012年南京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 

 

房地产贷款增速呈现回落趋稳态势，7 月份

后小幅回升，全年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长 11.6%。

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增长较快，2012年末全省保

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5.6%。个人住

房贷款发放呈平稳上升趋势，5 月份之后，单月

批准贷款笔数逐步上升至 4.3 万笔左右，月度发

放也同步上升至接近 200亿元。房地产贷款质量

总体良好，不良贷款率保持在 1%以下。 

三、预测与展望 

201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

年，尽管面临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资源趋紧等

问题，但江苏实体经济基础雄厚，扩大投资和消

费仍有很大空间，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

长，预计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0%左右。 

投资将保持增长态势。一方面，去年四季度

以来企业投资意愿有所增强，另一方面，随着城

镇化战略的实施，将带动基础设施建设较快增长。

消费需求平稳提升，扩大内需政策的出台、城乡

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和消费升级都将推动消费持续

增长。在全球经济预期回升的带动下，未来出口

将逐步企稳。 

价格将小幅上行。国际输入型通胀压力有所

增大，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波动上行。非食

品价格涨幅将随着经济增速企稳回升而加快。国

内投资需求的上升和工业去库存化加快，都会增

加总需求，导致通胀压力加大。此外，江苏劳动

力成本上升趋势明显，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

上涨压力加大，都将推动物价上行。预计全年居

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在 3.5%左右。 

从金融运行看，随着城镇化建设加快，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信贷需求将有所加快，信贷需求较

2012年旺盛，但受资本约束、风险上升等因素制

约，银行信贷投放将较为谨慎，预计贷款将保持

适度增长。融资结构有望趋于多元化，债券融资

将继续较快增长，社会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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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2012年江苏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8月 1日，国家决定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江苏省成为 10个试点省（市）之一。 

8月 8日，南京公用控股有限公司发行全国首批资产支持票据（ABN），发行规模 10亿元。 

8 月 31日，南京银行发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金融债券”，发行总额 50 亿元，全部用于

支持小微企业。  

9月 19日，2012海峡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在南京举行。 

12 月 21 日，江苏省经济工作会议在南京举行。会议强调：抓住用好“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2月 21日，华泰证券成为全国首批 10家获得银行间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业务资

质的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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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2年江苏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2012年江苏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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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82.7 69319.2 72899.0 71416.4 72661.7 76451.8 75276.7 75038.2 77599.6 76015.3 76428.3 78109.0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7965.4 27589 28674.3 27661.8 27938.2 29527.7 28778.2 28966.0 30117.5 29176.1 29318.5 30285.4

                    单位存款 36439.5 38231.2 40813.7 40269.6 41398.5 43402.1 42776.1 42729.5 44032.8 43225.5 43580 44510.9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52.3 2036.6 3579.7 -1482.5 1245.2 3790.1 -1175 -238.6 2561.4 -1584.3 413 1680.7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1.6 12.9 12.6 11.2 11.9 13.5 15.0 13.9 16.9 16.4 16.4 15.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50967.0 51727.1 52576 52986.2 53587.0 54572.0 55166.0 55786.6 56484.4 56896.6 57392.2 57652.8

        其中：短期 23631.4 24056.8 24671.2 24685.4 24882.4 25753.5 25936.0 26179.9 26948.6 27114.2 27455.8 27967.9

                    中长期 25770.9 25923.7 26086.2 26198.9 26397.8 26540.2 26729 26975.5 27232.5 27434.8 27526.8 27492.5

                    票据融资 1270.0 1448.5 1529.5 1806.1 2001.7 1952.9 2179.2 2296.4 1953.2 1975 2002.6 1757.7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690.1 760.1 848.9 410.2 600.8 984.9 594.1 620.5 697.8 412.2 495.6 260.7

        其中：短期 502.6 425.4 614.4 14.2 197 871.1 182.5 243.9 768.7 165.6 341.6 512.1

                    中长期 565.1 152.9 162.4 112.7 199 142.4 188.7 246.5 257 202.4 92.0 -34.3

                    票据融资 -188.3 178.5 81.1 276.6 195.6 -48.8 226.2 117.3 -343.2 21.8 27.6 -24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3.2 13.5 14.3 13.3 13.5 14.5 14.4 14.7 15.5 15.3 15.1 14.7

        其中：短期 19.0 19.0 20.2 18.2 17.7 19.5 19.3 19.3 21.4 20.7 20.6 20.3

                    中长期 7.3 7.1 6.9 6.0 6.2 6.5 6.5 6.9 7.6 7.7 7.8 8.0

                    票据融资 25.8 45.8 78.7 90.7 100.2 104 95.3 94.7 74.9 76.8 58.8 35.1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1875.2 1902.8 1954.2 1984.4 2035.0 2113.5 2167.7 2217.2 2271.2 2299.2 2328.4 2374.6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3451.8 3484.3 3549.4 3582.6 3565.2 3592.6 3652.1 3675.9 3725.4 3748.2 3751.7 3749.1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39.0 37.1 36.5 34.5 34.6 38.2 38.2 37.8 38.6 36.6 36.0 34.2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10.9 10.9 11.7 11.4 10.1 10.7 13.4 13.8 14.8 14.9 14.6 14.1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65173.8 66937 70271.5 68696.5 69862.1 73453.9 72247.5 72022 74634.8 73118.2 73594.4 75481.5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7767.4 27405.6 28482 27467.8 27733.3 29321.6 28576 28764.9 29915.8 28961.4 29096.4 30057.2

                    单位存款 34575.8 36087.9 38418.4 37790.8 38858.3 40682.1 40010.9 39975 41324.4 40610.2 41028.1 42152.6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546 1763.3 3334.4 -1575 1165.6 3591.8 -1206.4 -225.5 2612.8 -1516.6 476.2 1887.1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852.7 -361.8 1076.5 -1014.2 265.5 1588.3 -745.6 188.9 1150.9 -954.4 135.0 960.8

                    单位存款 -2730.3 1512.1 2330.5 -627.6 1067.5 1823.7 -671.1 -35.9 1349.4 -714.2 417.9 1124.5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1.0 12.0 11.7 9.9 10.6 12.4 13.6 12.5 15.8 15.5 15.6 14.9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3.5 10.4 10.2 10.1 11.3 12.7 14.3 15.3 16.6 17.3 17.3 16.0

                    单位存款 6.6 10.0 10.2 7.8 8.7 9.9 11.3 9.8 14.1 13.7 14.2 13.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48580.4 49257.9 49956.8 50428.4 50980.4 51773 52347.7 52931.8 53260.9 53693.4 54172.2 54412.3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7595.4 7610.6 7688.9 7703.7 7774.8 7868.3 7951.1 8078.7 8222.7 8322.7 8436.9 8512.7

                    票据融资 1269.4 1447.9 1529.1 1805.3 2000.5 1951.7 2178 2295.2 1952.3 1974.5 2002.3 1757.4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718.8 677.5 699 471.6 552 792.5 574.8 584.1 329.2 432.5 478.8 240.1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56.6 15.1 78.4 14.8 71.1 93.5 82.8 127.6 144 100 114.2 75.8

                    票据融资 -31.2 178.6 81.1 276.3 195.1 -48.8 226.3 117.2 -342.8 22.1 27.8 -244.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3.2 13.4 14 13.2 13.4 14.3 14.1 14.3 14.7 14.5 14.3 13.7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1.8 11.0 10.3 8.7 9.2 9.4 9.3 10.2 11.4 11.7 12.4 12.9

                    票据融资 25.8 45.8 78.8 90.7 100.2 104.1 95.3 94.7 75.0 76.8 58.8 35.1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334.1 378.6 417.4 433.2 441.9 474 478.4 475.4 467.6 459.8 450.6 418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37.0 49.1 50.2 60.8 60.9 54.9 68.8 61.6 50.7 47.3 45 37.5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378.1 392.4 416.1 407.4 411.4 442.5 445.1 449.9 508.4 508.4 512 515.6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18.5 21.6 24.7 20.5 17.5 20.6 23.4 23.3 30.5 31 31.6 34.5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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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2012年江苏省各类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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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 0.8 － -3.2 － -0.5 － -0.9

2002 － -0.8 － -0.7 － -1.4 － -2.4

2003 － 1 － 1.9 － 6.5 － 2.3

2004 － 4.1 － 12.3 － 16.3 － 6.5

2005 － 2.1 － 6.9 － 7.6 － 2.6

2006 － 1.6 － 1.7 － 6.4 － 1.5

2007 － 4.3 － 6.9 － 5.0 － 2.6

2008 － 5.4 － 17.3 － 15.0 － 4.6

2009 － -0.4 － -2.4 － -8.1 － -4.8

2010 － 3.8 － 4.2 － 12.8 － 7.3

2011 － 5.3 － 12.6 － 8.9 － 6.2

2012 － 2.6 － 4.6 － -4.2 － -2.9

2011 1 5.1 5.1 8.2 8.2 10.3 10.3 8.5 8.5

2 5.6 5.4 8.3 8.3 11.2 10.8 9.3 8.9

3 5.6 5.5 10.9 9.1 11.4 11.0 9.0 8.9

4 5.3 5.4 12.2 9.9 11.2 11.0 8.0 8.7

5 5.7 5.5 12.3 10.4 10.4 10.9 7.6 8.5

6 6.9 5.7 15 11.1 10.3 10.8 7.4 8.3

7 6.4 5.8 16.5 11.9 10.7 10.8 7.4 8.2

8 6 5.8 15.6 12.4 10.3 10.7 6.8 8.0

9 5.4 5.8 15.3 12.7 9.3 10.6 5.8 7.7

10 4.8 5.7 14.9 12.9 7.2 10.2 3.8 7.3

11 3.5 5.5 11.3 12.8 3.5 9.6 1.1 6.8

12 3.6 5.3 10.7 12.6 1.3 8.9 0.1 6.2

2012 1 3.9 3.9 8.9 8.9 -1.0 -1.0

2 2.9 3.4 8.0 8.5 -1.5 -0.8 -1.9 -1.4

3 3.5 3.4 6.1 7.6 -2.8 -1.5 -2.5 -1.8

4 3.3 3.4 6.1 7.3 -3.8 -2.0 -2.6 -2.0

5 2.8 3.3 5.6 6.9 -4.1 -2.5 -2.9 -2.2

6 1.9 3.1 4.1 6.4 -5.0 -2.9 -3.4 -2.4

7 2.0 2.9 2.3 5.8 -6.1 -3.3 -3.9 -2.6

8 2.3 2.8 2.6 5.4 -6.7 -3.8 -4.0 -2.8

9 1.9 2.7 2.6 5.1 -6.5 -4.1 -4.0 -2.9

10 1.8 2.6 2.9 4.8 -5.4 -4.2 -3.2 -2.9

11 2.1 2.6 3.6 4.7 -4.7 -4.2 -2.7 -2.9

12 2.4 2.6 3.7 4.6 -4.1 -4.2 -2.5 -2.9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指数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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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2年江苏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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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881.46 - - 25382.81 - - 38796.36 - - 54058.22

    第一产业 - - 420.6 - - 1101.0 - - 1721.3 - - 3418.3

    第二产业 - - 6115.73 - - 13877.46 - - 21092.02 - - 27121.92

    第三产业 - - 4345.17 - - 10404.38 - - 15983.04 - - 23517.96

工业增加值（亿元） 3934.98 6341.08 8624.18 10504.55 12937.02 15128.96 17351.72 19619.41 21859.33 24213.36 26606.14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3583.43 6631.4 9113.67 11974.53 14270.87 17234.87 19723.84 22451.28 25366.81 28352.31 31707.2

    房地产开发投资 755.29 1306.63 1764.34 2291.73 2902.25 3450.85 3996.98 4502.88 4979.22 5553.56 6206.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4557.2 8892.3 13308.2 18215.3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7409300 12151100 16485700 21057700 26081200 30736000 35320800 40504200 44923600 49631400 54809300

    进口 3171100 5148300 6905700 8758900 10729700 12609300 14450600 16438500 18119400 19963200 21955500

    出口 4238200 7002800 9580000 12298700 15351500 18126800 20870200 24065700 26804300 29668300 32853800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1067100 1854500 2674300 3539800 4621800 5517500 6419600 7627200 8684900 9705100 1089830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661200 958600 1173400 1406100 1769700 2033500 2299600 2564700 2564700 2773800 357600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216.12 137.02 142.98 94.38 65.83 78.85 -14.38 -233.47 -116.63 -333.95 -1135.9

    地方财政收入 1020.69 1459.64 1980.17 2408.91 2975.6 3499.77 3894.67 4282.12 4843.22 5258.78 5860.69

    地方财政支出 804.57 1322.62 1837.19 2314.53 2909.77 3420.92 3909.05 4515.59 4959.85 5592.73 6996.59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 - - - - - 3.14

地区生产总值 - - 9.8 - - 9.9 - - 10.1 - - 10.1

    第一产业 - - 4.1 - - 4 - - 3.9 - - 4.6

    第二产业 - - 10.7 - - 10.9 - - 11 - - 11

    第三产业 - - 8.8 - - 9.1 - - 9.4 - - 9.6

工业增加值 11 12 11.8 11.8 12.2 12.3 12.3 12.3 12.4 12.5 12.6

固定资产投资 22.6 22 21.1 20.6 20.6 20.7 20.6 20.6 20.6 20.6 20.5

    房地产开发投资 24.6 19.3 15 14.9 16.2 15.7 16 14 11.9 12.7 11.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2 14.9 14.8 15

外贸进出口总额 0.3 0.3 -1 -0.7 1.3 0.7 0 1 1.2 1.2 1.5

    进口 -2.8 -3 -4.5 -4.4 -2.4 -2.2 -3 -3 -3 -3 -3.3

    出口 2.8 2.8 1.7 2 4.1 2.7 2.2 4 4.1 4.2 5.1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13.1 6.7 5.4 0.4 6 4.5 2.8 3 3 1.6 11.3

地方财政收入 12.9 12.8 12.6 12.5 12.9 13 13.4 13.5 14.5 15.8 13.8

地方财政支出 30.8 22.9 29.4 25.9 22.2 23.9 23 22.6 21.8 20.8 12.5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