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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2年，黑龙江省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突出位置，深入推进“八

大经济区”、“十大工程”和“十大重点产业”建设，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升、结构优化、质量和效益向

好、民生显著改善的良好态势。全年地区生产总值连续11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粮食产量“九连增”，全

国第一产粮大省地位得以巩固；产业项目建设带动作用明显，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市场物价稳

中有降，通胀压力明显缓解。全省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稳健发展，信贷结构和融资结构持续优化，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力度增强。 

2013年，黑龙江省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提高经济增长

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金融业将继续贯彻落实稳健货币政策，保持信贷总量和社

会融资规模合理适度增长，加大金融产品创新，支持全省现代农业、产业项目、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民生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重点领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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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2 年，黑龙江省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

稳健发展，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增强，金融市

场交易活跃，融资结构持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建设有序推进。 

（一）银行体系稳健运行，信贷支持

实体经济力度增强 

2012 年，全省银行业规模继续壮大，抗风险

能力不断提升，存款适度增长，信贷支持实体经

济重点突出，市场利率水平下降，跨境人民币业

务向纵深推进。 

1.银行业规模效益持续提升，机构体系日趋

完善。年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

23501.8 亿元，增长 22.2%；负债总额 22802.8

亿元，增长 18.1%；实现净利润 254.7 亿元，同

比多增 41.6 亿元。成功引进汇丰银行和法国兴业

银行两家外资银行。村镇银行继续呈现快速扩张

态势，当年新增 5 家，年末达到 21 家，金融服务

体系覆盖全省城乡（见表 1）。 

表 1  2012 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大型商业银行 2162 55817 9365.3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90 2591 3185.1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91 2953 1742.2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456 11205 4729.0 2

五、城市信用社 0 0 0.0 0

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1960 25085 2399.2 81

七、财务公司 3 78 55.4 2

八、信托公司 1 1232 62.3 1

九、邮政储蓄银行 1672 14111 1854.4 0

十、外资银行 6 107 36.6 0

十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43 764 72.4 27

十二、其他 0 0 0.0 0

合             计 6484 113943 23501.9 113

营业网点

机构类别
法人机构

（个）

注：营业网点不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

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等金融机构总部数据；大型商业银行

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和交通银行；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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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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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黑龙江银监局。 

 

2.存款适度增长，定期化和季节波动趋势明

显。年末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长

14.7%，增速高于上年末 3.5 个百分点。受工业经

济效益下滑、企业中长期投资意愿减弱、金融市

场投资风险加大等因素影响，单位和个人的定期

存款增量高于活期存款 645.3 亿元。受金融机构

季末考核影响，人民币存款“季末冲高、季后回

落”现象明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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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 

图 1  2011～2012 年黑龙江省金融机构人民币

存款增长变化 

 

3.贷款投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短期贷款增

势强劲。年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新增 1498.8

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见图 2、图 3）。现代农

业、重点产业项目、中小企业、文化旅游、保障

房建设等领域贷款增速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涉

农和产业项目新增贷款分别占全年新增量的

40.4%和 1.4%。全省年末融资平台贷款余额

1981.9 亿元，同比增长 9.1%，贷款主要投向交通

运输和市政建设。由于实体经济流动资金需求增

长，全年短期贷款增速高于中长期贷款增速 7.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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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 

图 2  2011～2012 年黑龙江省金融机构人民币

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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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 

图 3  2011～2012 年黑龙江省金融机构本外币

存、贷款增速变化 

 

4.表外融资业务发展较快。2012 年，受传统

存贷款业务利润空间收窄、企业融资需求多元化

等因素影响，银行业表外融资业务快速增长。其

中，委托代理类业务同比增长 72.8%；承兑汇票、

保函、跟单信用证等担保类业务同比增长 30.3%；

衍生金融工具类业务同比增长 184.2%。 

5.利率下行趋势明显，融资成本有所下降。

年内中国人民银行 2 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全

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8.41%，

较年初下降 0.82 个百分点。年末金融机构执行基

准利率下浮的人民币贷款占比较年初提升 1.9 个

百分点（见表 2）。存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后，法

人金融机构根据自身条件确定上浮产品期限及浮

动幅度。由于人民币汇率双边波动走势加剧，美

元流动性增多，美元存、贷款利率小幅下行（见

图 4）。全省民间借贷全年加权平均利率同比下降

1.3 个百分点。 

表 2  2012 年黑龙江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各

利率浮动区间占比 

单位：%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合计 26.26 23.34 15.06 27.04 24.11 34.43

[0.9 , 1.0) 6.79 5.31 1.24 3.81 1.32 8.07

1.0 19.47 18.03 13.82 23.23 22.79 26.36

小计 67.59 76.66 84.93 72.96 67.69 65.57

(1.0  ,  1.1] 14.67 14.21 13.05 12.93 21.5 17.55

(1.1  ,  1.3] 12.37 12.32 13.14 16.64 6.01 21.25

(1.3  ,  1.5] 7.93 13.86 17.54 11.36 10.85 6.84

(1.5  ,  2.0] 32.29 29.94 33.46 26.99 25.03 19.29

2.0以上 6.48 6.33 7.74 5.04 4.30 0.64

月份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38.39 35.61 38.32 40.86 36.78 32.89

[0.9 , 1.0) 12.75 10.47 8.38 13.88 12.64 8.70

1.0 25.64 25.14 29.94 26.98 24.14 24.19

小计 61.61 64.4 61.68 59.13 63.22 67.11

(1.0  ,  1.1] 10.31 11.05 10.75 10.84 9.55 7.83

(1.1  ,  1.3] 15.06 18.93 19.19 15.09 15.55 10.71

(1.3  ,  1.5] 4.46 6.19 5.15 5.46 4.40 3.79

(1.5  ,  2.0] 29.91 25.24 23.71 23.71 28.57 39.31

2.0以上 1.87 2.99 2.88 4.03 5.15 5.47

上

浮

水

平

上

浮

水

平

注：2012 年 8-12 月统计数据的下浮区间为[0.7，1.0）。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20
11
.0
1

20
11
.0
3

20
11
.0
5

20
11
.0
7

20
11
.0
9

20
11
.1
1

20
12
.0
1

20
12
.0
3

20
12
.0
5

20
12
.0
7

20
12
.0
9

20
12
.1
1

0

0.2

0.4

0.6

0.8

1

1.2

1.4

%

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余额(左坐标）

一年期小额美元存款加权平均利率（右坐标）

3个月以内大额美元存款加权平均利率（右坐标）

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 

图 4  2011～2012 年黑龙江省金融机构外币存

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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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县域金融改革深化，银行业抗风险能力增

强。年末全省每县平均拥有 7 家银行机构、47 家

网点，在县域范围内形成了各类银行机构并存的

金融组织体系，在全国率先实现银行机构乡镇全

覆盖。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的管理架构

和机制建设基本完成，县域经营活力、风险防控

能力、金融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银行业抗风险能力提升。全省银行业核心资

本充足率 10.38%，同比上升 1.47 个百分点；流

动比率 52.97%，同比上升 6.69 个百分点；不良

贷款率 4.76%，同比下降 1.6 个百分点；资产利

润率 1.38%，同比上升 0.2 个百分点。 

7.跨境人民币业务向纵深推进。年末全省共

有 11 个地（市）的 14 家银行和 500 多家企业开

办跨境人民币业务,与黑龙江省发生跨境人民币

实际收付业务的国家和地区达到 43 个，全省跨境

人民币结算量累计达 445.7 亿元。全年本币结算

中人民币结算量大幅上升，首次超过卢布达到

30.8 亿元，同比增长 168%，占中俄本币结算总量

的 57%，比上年增长 32.2 个百分点，改变了中俄

本币结算中长期以来卢布“一边倒”的局面。 

 

专栏 1  黑龙江省拓宽支农再贷款适用范围 全力助推现代农业发展 
 

2012 年，黑龙江省成为全国首批拓宽支农再贷款适用范围两家试点地区之一。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

中心支行深入开展调研，在全面了解掌握辖区特点和实际情况基础上，精心组织、全面部署，力争把支

农再贷款推广到位、投放到位、创新到位、服务到位，经过努力，黑龙江省拓宽支农再贷款适用范围试

点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是与粮食收购相结合，确保农民增产变现。2012 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获得“九连丰”，粮食产

量 1152 亿斤。秋粮收购资金需求达到历史高峰，收购资金缺口日益凸显。哈尔滨中心支行积极发挥货

币政策工具优势，灵活调整支持重点、整合存量资源，首次将支农再贷款专项投放于市区秋粮收购，全

省 6个农信社累计运用支农再贷款发放粮食收购贷款 6亿元，有效缓解了收购资金紧缺状况，确保了农

民粮食及时变现和增收。 

二是与科技创新相结合，推进农业科技示范推广。为贯彻落实中央 1号文件精神、推进农业科技创

新，哈尔滨中心支行将支农再贷款重点支持了哈尔滨市以城郊农业为特色的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根据

示范区开发项目及辐射区农民的资金需求，陆续投放 3000 万元支农再贷款，用于大棚蔬菜种植，既带

动了农民致富，又满足了哈尔滨市居民“菜篮子”需求，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三是与金融产品创新相结合，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围绕全省现代农业发展战略，针对试点地区

农业发展特点，哈尔滨中心支行积极组织全辖推广以农村合作组织为依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大型农机

具抵押贷款、粮食供应链贷款等信贷产品，全省运用支农再贷款投放市区水稻、养殖、大型农机等各类

农村合作社近 7 亿元，助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四是与特色农业相结合，促进绿色农业做大做强。近年来，黑龙江省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

食品和有机食品生产和加工，全省绿色食品认证面积、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分别占全国

约 1/4 和 1/2。试点政策实施以来，支农再贷款优先支持绿色农业，全额满足市区绿色农业的信贷需求。

在哈尔滨市等四地区累计运用支农再贷款发放绿色农业贷款 3亿元，为黑龙江省绿色农业的产业化生产

提供了有力支撑。 

拓宽支农再贷款适用范围试点政策启动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在全省 4 个市区、6 家

机构投放了支农再贷款 22 亿元，既有效提高了市区涉农金融机构资金的充裕度，引导信贷资金向现代

农业领域转移，同时也积累了可交流推广的试点经验。 

 

（二）证券机构平稳发展，经营效益同

比下滑 

2012 年，黑龙江省证券业运行平稳，市场资

源配置功能继续完善，市场主体经营实力进一步

提升，整体盈利能力减弱。 

1.证券业规模扩张。全省 A 股上市公司共计

31 家（见表 3），同比增加 1 家，总市值 1592.5

亿元，同比增长 14.6％。全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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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136 家，同比增加 5 家；从业人员共计 4739

人，同比增加 839 人；投资者开户数 230 万户，

同比增加 10 万户。 

2.证券机构经营效益有所下降。受股市低迷

影响，全年证券经营机构累计营业收入10.7亿元，

同比减少 25.2%；累计净利润 1.8 亿元，同比减少

51%；累计交易额 10499.3 亿元，同比下降 2.6%，

其中，股票累计成交额 6826.9 亿元，同比下降

29.5%。 

表 3  2012 年黑龙江省证券业基本情况 

项        目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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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总部设在辖内的期货公司数(家) 3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31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5.3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344.0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49.0

       中期票据筹资额（亿元） 101.5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黑龙江证监局。 

（三）保险市场运行良好，农业保险发

展较快 

2012 年，全省保险业稳步增长，市场秩序持

续向好，保险渗透率和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涉农

保险业务积极推进。 

1.保险业主要指标增势良好。保险业省级以

上保险公司机构达到 39 家，分支机构 2455 家（见

表 4）。全年实现保费收入 344.2 亿元，同比增长

8.3%；发生赔付 98.3 亿元，同比增长 13.3%。保

险深度 2.5%，保险密度 897.6 元。 

2.全省农业保险增长较快。全年全省农业险

实现保费收入 22.2 亿元，同比增长 35.1%，高于

上年同期 17.8 个百分点。 

表 4  2012 年黑龙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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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1

               人身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39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7

               人身险公司分支机构 22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344.1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99.3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44.9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98.3

保险密度（元/人） 897.6

保险深度（%） 2.5  

数据来源：黑龙江保监局。 

（四）金融市场交易活跃，融资结构逐

步优化 

2012 年，全省金融市场交易活跃,融资产品日

益丰富，直接债务融资发展迅速，金融市场在改

善融资结构和加强资金融通中的作用有效发挥。 

1.融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全年非金融企业直

接融资规模大幅提高，直接融资占比较同期上升

10.1 个百分点（见表 5）。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在银行间债券市场首次发行。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与黑龙江省政府、中国人民银行哈尔

滨中心支行签订了《借助银行间市场助推黑龙江

省经济发展合作备忘录》，在东北三省首先建立了

推动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发展的稳固平台和长效机

制。 

表 5  2001～2012 年黑龙江省非金融机构部门融

资结构表 

单位：亿元、%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1 214.8 100.0 0 0

2002 156.7 88.8 0 11.2

2003 264.1 100.0 0 0

2004 99.1 100.0 0 0

2005 138.3 82.6 17.4 0

2006 323.8 97.3 2.7 0

2007 339.0 89.4 8.3 2.3

2008 760.9 93.8 1.6 4.6

2009 1619.4 96.7 3.0 0.3

2010 1407.1 88.4 1.8 9.8

2011 1626.5 91.2 7.3 1.5

2012 1848.1 81.1 18.6 0.3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 

 

2.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交易活跃。全年同业

拆借市场完成拆借1634.7亿元，同比增长104.8%，

其中，拆出资金同比增长 273.8%。全年债券市场

共交易债券 77265.9 亿元，同比增长 95.4%，其中，

融出资金同比增长 134.2%。 

3.票据市场融资规模大幅增长。受中长期信

贷需求不足、票据融资成本降低等因素影响，全

省票据融资业务量快速攀升（见表 6）。贴现、转

贴现利率下行趋势明显（见表 7）。中国人民银行

再贴现投放增长 36.3%，票据支持“三农”及中小

企业占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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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2 年黑龙江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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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35.9 623.7 385.1 988.2 1.4 16.2

2 856.3 945.6 544.3 2309 4.4 24.5

3 909.9 1254.1 486.3 3507.1 3.9 43.9

4 994.0 1562.8 387.3 5142.4 8.7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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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 

 

表 7  2012 年黑龙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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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 8.37 7.26 6.05

2 5.27 6.37 5.41 4.89

3 5.3 4.73 5.43 4.78

4 5.72 5.72 4.88 4.76

贴  现 转贴现
季度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 

（五）征信系统运行平稳，金融基础设

施有序推进 

1.全省征信系统覆盖面继续扩大。年末企业

征信系统已收录全省企业及其他组织 15.7 万户，

同比增长 4.7%；接入企业征信系统金融机构网点

共计 2634 个，开通查询用户 2466 个；个人征信

系统共收录 2499 万自然人信息，同比增长 2.4%。 

2.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稳步推进。推广大

庆市中小企业信用体系试验区经验，强化信用信

息在促进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年末全省已采

集入库中小企业信用档案 3.3 万户,其中 3696 户

累计获得银行贷款 933.3 亿元。 

3.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加快。推动以县域

为基础、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依托的农村信用体系

建设模式。年末全省涉农金融机构共为 388 万农

户建立了信用档案，其中 178 万农户录入农户电

子信用档案信息管理及评分系统，128 万信用评分

良好的农户得到贷款支持，贷款余额 440 亿元。 

4.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年末全省共

有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 45 家、间接参与者 2749

家、代理间接参与者 68 家、无户特许参与者 1 家；

全省银行卡发卡总量达到8126万张，布放POS10.6

万台、ATM9174 台，福农卡发卡机构数量位列全国

第一。农村支付环境建设成效显著，形成了“政

府支持、央行推动、银行参与，农民受益”的工

作机制，年末农村居民人均持有 1.1 张银行卡，

全省实现金融支付终端行政村覆盖率 100%。全国

标准模式的助农取款服务在黑龙江省率先上线，

年末全省共有助农取款服务点 7576 个。全省已有

6 个地区成为全国首批农村手机支付推广应用试

点地区。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2 年，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

增速趋稳的复杂形势，黑龙江省继续推进“八大

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加大产业项目建

设，经济总体呈现企稳上行的发展态势。全年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 13691.6 亿元，同比增长 10%（见

图 5）。 

（一）内需拉动作用明显，外需疲弱逆

差扩大 

内需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外需受

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走势疲软，市场需求总

体呈现内强外弱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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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黑龙江统计年鉴》、《黑龙江统计月报》。 

图 5  1978～2012 年黑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

增长率 

 

1.投资保持较高增幅。受产业项目建设带动

作用，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9695.4 亿元，增长

30.0%（见图 6）。其中，民间投资 5561.2 亿元，

增长 50.5%，占全省投资的 56.9%。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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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投向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以及新能源、新材

料等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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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黑龙江统计年鉴》、《黑龙江统计月报》。 

图 6  1980～2012 年黑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及其

增长率 

 

2.消费保持平稳增长。全年城镇和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分别是 13.1%和 13.3%，

不断提高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增强了居民

消费能力。同时，在文化娱乐、网上购物、信用

消费等促销活动带动下，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5491.0 亿元，同比增长 15.9%（见图 7）。

城镇居民仍然是消费的主体，占据消费市场近 90%

的份额。用品类、食品类等基本生活消费仍然是

消费重点。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1
9
7
8

1
9
8
1

1
9
8
4

1
9
8
7

1
9
9
0

1
9
9
3

1
9
9
6

1
9
9
9

2
0
0
2

2
0
0
5

2
0
0
8

2
0
1
1

0

7

14

21

2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左坐标）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率（右坐标）

亿元 %

 
数据来源：《黑龙江统计年鉴》、《黑龙江统计月报》 

图 7  1978～2012 年黑龙江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及其增长率 

 

3.外贸逆差扩大。受全球经济增势放缓、外

需疲软等因素影响，全年实现进出口总值 378.2

亿美元，增速同比下降 1.8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

进出口增速 8 个百分点。全年贸易逆差 89.4 亿美

元，比上年增加 57.7 亿美元（见图 8）。受俄罗斯

入世、中俄经贸合作扩大等因素影响，全年实现

对俄进出口额 213.1 亿美元，增长 12.2%。 

利用外资稳步增长，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39.9

亿美元，增长 15.5%。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39 亿

美元，增长 20.1%（见图 9）。境外投资以俄罗斯

为主，集中投向石油、天然气、木材加工等资源

型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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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黑龙江统计年鉴》、《黑龙江统计月报》。 

图 8  1981～2012 年黑龙江省外贸进出口变动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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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黑龙江统计年鉴》、《黑龙江统计月报》。 

图 9  2012 年黑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额及其增长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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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生产企稳回升，农业和服务

业稳步增长 

2012 年，全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

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6.5%、

10.2%、10.7%。农业再获丰收，工业生产逐月回

升，服务业稳步发展。 

1.农业生产顺利进行。2012 年，全省积极落

实各项惠农政策，粮食生产再获丰收，总产量实

现了“九连增”，达到 1152 亿斤，较上年增加 38

亿斤，粮食增量、总产量、商品量和调出量四项

指标全国第一，全国第一产粮大省地位进一步巩

固。 

2.工业生产增速逐月回升。年初受外需低迷、

订单减少、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全省工业生产

低速开局，之后积极调整结构，工业增加值增速

持续上行。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4759.9 亿元，同

比增长 10.5%（见图 10）。新兴产业成为亮点，

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 455.7 亿元，同

比增长 15.1%，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4.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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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黑龙江省统计局。 

图 10  1978～2012 年黑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率 

 

3.服务业稳步发展。传统服务业稳步发展。

旅游业加快发展，实现接待国内旅游者数量和国

内旅游收入双增长，增速分别达到 24.4%和 

20.9%。金融业地位进一步增强，全年实现增加值

431.8 亿元，同比增长 20.7%。 

（三）市场物价稳中有降，通胀压力明

显缓解 

2012 年，受国家货币政策和房地产市场调控

以及财政补贴增加、市场规范等措施推动，全省

物价涨幅稳中有降。 

1.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比上年上涨 3.2%，涨幅同比回落 2.6 个百分点。

其中，食品类价格增长 5.5%，涨幅同比回落 6.9

个百分点，仍是拉动 CPI 上涨的主要因素。 

2.生产价格平稳运行。受外需不振、企业订

单减少、工业生产低速开局等因素影响，全省工

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1.2%，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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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黑龙江省统计局。 

图 11  2001～2012 年黑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和

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3.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受最低工资标准调

高、重体力劳动供给不足等因素影响，全年城镇

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达到 36406 元，同

比增长 16.3%。 

4.资源性产品价格下跌。受钢铁、电力等下

游行业经营陷入低迷影响，煤炭价格二季度开始

大幅下跌，全年煤炭销量同比下降 9.6%，煤炭综

合平均价格同比下降约 33%。全年大庆油田原油平

均价格5862元/吨，比上年下降148元/吨。全年

成品油共调整八次价格，全年均价 8356 元/吨。 

（四）财政收入低速增长，财政支出突

出稳增长和保民生 

2012 年，受工业经济增速放缓、结构性减税

和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全省地方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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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0 亿元，仅增长 0.6%，其中，公共财政收入

1163.2 亿元，增长 16.6%（见图 12）。地方财政支

出 3696.2 亿元，同比增长 8.8%，其中，公共财政

支出 3171.5 亿元，增长 13.5%，主要向稳增长、

保民生方向倾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农林

水事务、住房保障支出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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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黑龙江统计年鉴》、《黑龙江统计月报》。 

图 12  1978～2012 年黑龙江省财政收支状况   

（五）生态文明积极推进，环境治理成

效突出 

2012 年，全省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推进，单

位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 3.5%，化学需氧量、氨

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下降 4.9%、

3.9%、1.5%、 0.4%。污染减排取得新成效，建成

污水处理厂 107 座，污水日处理能力达到 377.9

万吨，同比增加 30 万吨。松花江流域水质持续改

善。完成植树造林 351 万亩，新增湿地保护区 3

万公顷，完成水土流失治理 270 万亩，治理“三

化”草原 22 万亩，各类自然保护区达到 212 个，

总面积 658 万公顷。 

 

 
 
 
 

专栏 2  金融支持黑龙江省保障房建设成效显著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是近年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全力推进的“一号民生工程”。2012 年初，全省

确定全年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开工任务达到 52 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达到 98 万套，资金筹措的

压力与日俱增。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着力发挥信贷政策窗口指导作用，通过下发指导意见、组

织召开政银企对接会和金融机构座谈会等多种形式，鼓励和引导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形成了齐心协力集中信贷资金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良好局面。 

一是金融机构参与度较高。全省共有包括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

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在内的 12 家银行机构为住房保障项目提供了信贷支持。其中，政策性银行是金融支

持全省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主力军。此外，由于新建住宅中需要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房，各金融机构

在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同时，也间接支持了保障性住房建设。 

二是金融支持覆盖面较广。2012 年，各金融机构累计支持了包括棚户区改造、经济适用住房、限价

商品房、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以及农村危房改造在内的 6 类 86 个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范围涵盖

全省 12 个市（地）以及农垦、森工和铁路系统，覆盖面较广。其中，各类棚户区改造项目是信贷支持

的重点。2012 年末，此类贷款余额占全部保障性住房建设贷款的 89%。 

三是借款主体以政府融资平台为主。国家开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采取以省级综合类融资平台为借款

人的统贷模式和以地市级融资平台为借款人的直贷模式，先后支持了全省 11 个市(地)的保障性住房建

设项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黑龙江省分行通过为市、县两级平台发放贷款，支持了城市周边地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和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其他金融机构则通过直接发放项目贷款方式，支持了保障性住房建设。 

2012 年，黑龙江省投放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共计 127.7 亿元，比上年多投 35 亿元，同比增长 37.8%，

创历史新高；共支持了全省 12 个地区以及农垦、森工等 6大类 86 个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实现了区域

和类型的全覆盖；参与金融机构数量达到了 12 家，形成了以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主，国有商业银行、股

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性金融机构多点开花的信贷投放格局。在银行信贷的大力支持下，全省全年保障性

安居工程开工 54.6 万套，开工率达到 104.4%，竣工 48 万套，完成投资 811.9 亿元，超额完成了年度总

目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总量实现连续五年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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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房地产业放缓趋稳，房地产贷

款增速回落  

2012 年，受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全省

商品房销售势头持续放缓，房地产价格涨幅进一

步趋缓，保障性住房开发投资进一步加快，房地

产贷款增速持续回落，全省房地产市场呈现量平

价缓的趋势。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放缓。全省全年完成房

地产开发投资 1535.8 亿元，同比增长 25.1%，增

速比上年下降 19.5 个百分点。保障性住房开发投

资进一步加快，全年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 811.9

亿元，超额完成全年建设任务。 

房地产开发规模大幅下降。全年购置土地面

积 780.6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46.1%。房屋新开

工面积 5074.3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0.2%。全年

房屋竣工面积 3245.7 万平方米，同比仅增长

0.4%，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2646.2 万平方米。 

商品房销售势头持续放缓。销售面积和销售

额增速自 2011 年以来持续下降。全年商品房销售

面积 3806.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0.9%，增速比

上年下降 13.9 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 1548.3

亿元，同比增长 13.7%，增速比上年下降 20.4 个

百分点（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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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图 13  2002～2012 年黑龙江省商品房施工和销

售变动趋势 

 

房地产价格涨幅趋缓。受国家房地产市场调

控政策影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商

品房销售价格涨幅趋缓，全年商品房销售价格同

比上涨 1.7%，涨幅比上年回落 5.9 个百分点（见

图 14）。 

房地产贷款增速回落。年末全省房地产贷款

余额 1536.1 亿元，同比增长 24.1%，增速比上年

下降 11.4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 480.1

亿元，同比增长 38.2%，其中保障性住房开发贷

款余额 204.8 亿元，同比增长 74.7%。个人住房

贷款余额 969.2 亿元，同比增长 18.2%，增速比

上年回落 13.4 个百分点。 

98

99

100

101

2
0
1
2
年

1
月

2
0
1
2
年

2
月

2
0
1
2
年

3
月

2
0
1
2
年

4
月

2
0
1
2
年

5
月

2
0
1
2
年

6
月

2
0
1
2
年

7
月

2
0
1
2
年

8
月

2
0
1
2
年

9
月

2
0
1
2
年

1
0
月

2
0
1
2
年

1
1
月

2
0
1
2
年

1
2
月

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月同比涨幅

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月环比涨幅

%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图 14  2012 年哈尔滨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变动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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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有望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一方面，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全球经

济继续缓慢复苏带来市场需求增长乏力，主要经

济体持续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

力和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成本通胀压力不可

忽视；另一方面，国家大力推进城镇化、信息化、

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保持对稳增长、调结

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支持强度，为黑龙江省加

快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策支撑。 

2013 年，黑龙江省将围绕科学发展的主题和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以提高经济增长

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继续扎实推进“八大经济区”、

“十大工程”建设，全力构建“十大重点产业”

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全年将以推进 600 个重

点产业项目建设为契机，拉动投资和消费；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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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提升“老字号”、深层次开发“原字号”、培育

壮大“新字号”为途径，加快工业结构调整；以

深抓粮食生产和农业产业化、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和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为落脚点，发展现代化大

农业；以抓好基础设施建设为引擎，推进城镇化

建设；以实施创新驱动和生态建设发展战略为指

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预计 2013 年黑龙江省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 11%，居民消费价格增长 3.5%。 

2013 年，全省金融机构将认真贯彻落实稳健

的货币政策，服务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贷款总

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将保持合理适度增长，直接融

资占比提升，信贷投向结构进一步优化，融资结

构趋于多元化，金融产品创新加快，更好地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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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黑龙江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6月15日至18日，第23届中国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在哈尔滨举行，共签订各类涉外合同137.6

亿美元，签订合作项目总额达2636.8亿元人民币。 

11月26日，黑龙江省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承诺发布仪式在哈尔滨

举行，全省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12月1日，位于全国最北端、贯穿东北三省、全长921公里的哈大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成为世界上第

一条正式运营的穿越高寒地区的高速铁路。 

12月5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金融办

三方联合签署了《借助银行间市场助推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合作备忘录》，在东北三省首家建立了推动企

业直接债务融资的稳固平台和长效机制。 

2012年，黑龙江省粮食产量达到1152亿斤，比上年增加38亿斤，连续九年获得大丰收，粮食增量、

总产量、商品量和调出量四项指标全国第一，全国第一产粮大省地位进一步巩固。 

2012年，黑龙江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完成投资811.9亿元，开工54.6万套，竣工48万套，工程总

量连续五年居全国第一。 

2012年，黑龙江省产业项目建设成效显著，全年建设产业项目超过6000个，省级重点产业园区累计

21个。 

2012年，黑龙江省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2012年，“龙江乡村便捷支付”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省农村地区人均持卡量超过1张，金融支付

终端行政村覆盖率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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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黑龙江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黑龙江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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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31.8 14898.5 15468.9 15385.3 15638.6 16174.6 16044.9 16153.8 16350.7 16300.2 16365.6 16540.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8554.9 8697.3 8962.6 8869.3 8881.7 9091.4 8921.9 8953.8 9078.8 8973.8 9014.3 9325.0

         单位存款 5304.7 5560.5 5899.5 5807.9 5954.5 6252.8 6060.8 6101.3 6244.1 6227.9 6262.7 6646.0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16.3 266.7 570.4 -83.6 253.3 536.0 -129.8 109.0 196.9 -50.6 65.4 175.1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0.2 10.4 10.9 10.6 11.8 12.9 13.7 14.8 15.9 16.5 16.2 14.7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8987.8 9227.9 9536.3 9628.9 9779.0 9998.0 9942.2 10083.6 10140.3 10201.2 10157.9 10259.9

    其中：短期 3671.6 3813.3 4024.0 4038.9 4055.8 4155.9 4070.3 4090.6 4143.8 4138.0 4109.6 4279.1

         中长期 4935.0 4968.3 5033.1 5069.0 5141.9 5200.3 5227.5 5313.8 5379.4 5467.5 5486.5 5497.9

         票据融资 333.1 398.4 431.2 473.1 528.3 576.8 579.2 600.0 537.0 515.9 482.5 403.8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26.7 240.2 308.4 92.5 150.1 219.1 -55.9 141.5 56.7 60.9 -43.3 102.1

    其中：短期 131.4 141.7 210.7 14.9 16.9 100.1 -85.6 20.3 53.2 -5.8 -28.5 169.6

         中长期 53.4 33.3 64.9 35.9 72.9 58.4 27.3 86.3 65.6 88.1 19.0 11.4

         票据融资 42.7 65.3 32.8 41.9 55.2 48.5 2.4 20.9 -63.0 -21.2 -33.3 -78.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0.4 21.8 22.5 21.6 22.3 23.4 22.9 23.8 22.7 22.5 21.0 17.1

    其中：短期 23.4 25.3 25.3 24.0 23.4 24.9 24.3 25.3 24.2 23.6 24.9 20.6

         中长期 17.7 16.7 16.1 14.4 14.6 14.2 13.3 14.0 14.0 14.3 13.3 12.8

         票据融资 28.1 64.6 113.0 144.1 184.3 214.7 261.6 232.4 214.3 240.8 127.1 39.0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101.8 101.7 101.5 103.8 116.0 123.6 127.1 130.7 143.6 143.8 137.3 140.3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211.0 231.6 240.2 238.2 244.0 250.6 269.2 291.1 324.6 341.1 336.7 338.9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0.6 0.6 0.6 0.6 0.8 0.8 0.9 0.6 0.8 0.8 0.6 0.3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0.3 0.3 0.3 0.3 0.4 0.3 0.4 0.5 0.6 0.7 0.7 0.7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4550.5 14818.0 15377.6 15289.5 15507.1 7386.5 15898.2 15978.4 16161.2 16117.5 16155.0 16326.6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8505.2 8648.7 8912.0 8818.1 8828.9 3199.2 8870.4 8902.7 9027.6 8920.7 8959.9 9269.2

         单位存款 5277.4 5532.8 5862.9 5767.8 5880.4 3613.9 5970.7 5984.0 6110.3 6102.7 6113.3 6491.5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22.9 267.5 559.6 -88.2 217.6 281.8 -128.3 80.3 182.8 -43.7 37.5 171.6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357.8 143.5 263.3 -93.9 10.8 117.6 -168.2 32.3 125.0 -107.0 39.2 309.3

         单位存款 -440.8 255.4 330.2 -95.1 112.6 175.2 -191.2 13.3 126.3 -7.7 10.6 378.2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0.4 10.4 11.0 10.6 11.5 12.5 13.3 14.1 15.2 15.9 15.4 14.0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2.2 13.0 12.4 12.8 13.3 13.8 14.0 15.3 15.0 15.6 15.0 13.8

         单位存款 5.2 8.4 8.9 6.6 6.9 7.6 7.4 6.0 8.6 10.5 10.9 13.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8781.9 9022.1 9322.7 9409.9 9529.4 5385.8 9652.1 9756.0 9793.4 9857.4 9811.5 9906.7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084.0 1083.9 1094.4 1097.6 1112.2 611.3 1135.4 1158.1 1192.5 1212.2 1243.7 1260.1

         票据融资 333.1 398.4 431.2 473.1 528.3 440.6 579.2 600.0 537.0 515.9 482.5 403.8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33.2 240.2 300.6 87.2 119.5 138.5 -61.0 103.8 37.4 64.0 -45.9 95.2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4.6 -0.1 10.5 3.2 14.7 5.5 10.3 22.7 34.4 19.8 31.5 16.4

         票据融资 42.7 65.3 32.8 41.9 55.2 44.3 2.4 20.9 -63.0 -21.2 -33.3 -78.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0.4 21.8 22.4 21.5 22.0 22.9 22.3 22.8 21.6 21.6 19.9 15.9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5.0 24.0 21.5 19.6 18.8 17.5 16.7 16.9 17.4 16.5 16.8 16.7

         票据融资 28.1 64.6 113.0 144.1 184.3 214.7 261.6 232.4 214.3 240.8 127.1 39.0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12.9 12.8 14.5 15.3 20.8 23.4 23.2 27.7 29.9 29.0 33.5 34.1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10.7 2.0 8.9 14.8 58.4 81.0 94.6 139.1 125.6 114.2 145.2 144.1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32.6 32.7 33.9 34.9 39.4 45.1 45.8 51.7 54.7 54.6 55.1 56.2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27.5 27.2 32.0 28.3 34.6 43.3 46.1 60.9 64.1 54.3 65.5 66.7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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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黑龙江省各类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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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 -0.5 － -4.0

2002 － -0.7 － -0.3 － -0.7 － -2.2

2003 － 0.9 － 1.8 － 7.6 － 11.9

2004 － 3.8 － 12.0 － 15.2 － 13.1

2005 － 1.2 － 8.6 － 11.8 － 16.7

2006 － 1.9 － 1.9 － 5.6 － 9.9

2007 － 5.4 － 9.4 － 5.0 － 5.3

2008 － 5.6 － 22.7 － 14.1 － 14.0

2009 － 0.2 － -5.8 － -6.6 － -12.6

2010 － 3.9 － 5.6 － 14.5 － 15.0

2011 － 5.8 － 10.2 － 11.1 － 12.0

2012 － 3.2 － 7.8 － -1.2 － 0.0

2011 1 5.4 5.4 4.6 4.6 7.7 7.7 8.2 8.2

2 5.4 5.4 6.0 5.3 8.7 8.2 9.1 8.6

3 5.4 5.4 10.0 6.9 11.8 9.4 12.0 9.8

4 5.7 5.5 10.9 7.9 11.9 10.0 13.2 10.6

5 5.9 5.6 11.2 8.6 12.7 10.6 13.4 11.2

6 6.9 5.8 12.6 9.3 12.8 10.9 13.7 11.6

7 7.1 6.0 11.8 9.6 14.0 11.4 15.6 12.2

8 7.2 6.1 10.9 9.8 13.4 11.6 15.7 12.6

9 7.0 6.2 11.9 10.0 13.0 11.8 14.3 12.8

10 6.3 6.2 11.3 10.2 11.4 11.7 12.9 12.8

11 4.2 6.0 10.4 10.2 8.0 11.4 8.2 12.4

12 3.7 5.8 10.2 10.2 7.6 11.1 8.1 12.0

2012 1 4.5 4.5 10.1 10.1 4.9 4.9 5.4 5.4

2 3.2 3.9 10.8 10.4 3.9 4.4 4.6 5.0

3 3.7 3.8 7.7 9.5 2.5 3.7 4.4 4.8

4 3.7 3.8 6.8 8.8 1.1 3.0 3.2 4.4

5 3.4 3.7 7.4 8.5 -1.7 2.1 0.0 3.5

6 2.5 3.5 5.5 8.0 -3.1 1.2 -1.7 2.6

7 2.2 3.3 5.7 7.6 -5.1 0.3 -4.3 1.6

8 2.9 3.3 6.7 7.5 -5.7 -0.5 -4.8 0.8

9 3.1 3.2 7.3 7.5 -3.9 -0.9 -2.6 0.4

10 2.9 3.2 8.5 7.6 -2.9 -1.1 -1.7 0.2

11 2.8 3.2 8.8 7.7 -1.4 -1.1 -0.2 0.1

12 3.2 3.2 8.5 7.8 -2.2 -1.2 -1.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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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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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黑龙江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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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461.3 － － 5471.7 － － 8391.8 － － 13691.6

    第一产业 － － － － － － － － － － － 2113.7

    第二产业 － － － － － － － － － － － 6456.4

    第三产业 － － － － － － － － － － － 5121.4

工业增加值（亿元） － 662.8 1095.2 1498.9 1817.7 2260.4 2613.5 2997.6 3401.7 3827.6 4269.9 4759.9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30.9 191.5 496.1 1058.7 2126.4 3055.4 3944.2 5087.9 6391.5 7540.4 9695.4

    房地产开发投资 － 8.3 27.2 83.0 198.3 378.2 568.5 805.3 999.5 1196.8 1343.5 1535.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879.9 1271.7 1611.1 2036.8 2478.9 2881.5 3318.7 3814.6 4323.5 4843.6 5491.0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245033.8 505413.0 861619.8 1165919.3 1481470.3 1785023.9 2075280.5 2400384.3 2689685.6 2984670.6 3278973.6 3782146.1

    进口 162035.6 355634.7 590815.5 806491.7 1036092.3 1226703.7 1390469.3 1578122.7 1746450.3 1943325.0 2108041.2 2338532.1

    出口 82998.3 149778.3 270804.3 359427.6 445378.0 558320.2 684811.2 822261.6 943235.3 1041345.6 1170932.4 1443614.0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79037.3 -205856.5 -320011.2 -447064.1 -590714.2 -668383.4 -705658.2 -755861.0 -803214.9 -901979.5 -937108.9 -894918.1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8110.0 23661.0 64672.0 87239.0 121402.0 196870.0 220609.0 239801.0 274689.0 310463.0 362887.0 389996.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17.6 -209.4 -367.5 -419.0 -489.6 -576.7 -846.5 -966.0 -1049.8 -1113.6 -1360.0 -2008.3

    地方财政收入 136.1 222.7 329.5 420.7 515.4 643.9 735.9 812.4 880.9 953.7 1023.7 1163.2

    地方财政支出 153.7 432.1 697.0 839.7 1005.0 1220.6 1582.4 1778.4 1930.7 2067.3 2383.7 3171.5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 － － － － － － － － －

地区生产总值 － － 10.1 － － 10.3 － － 10.4 － － 10.0

    第一产业 － － － － － － － － － － － 6.5

    第二产业 － － － － － － － － － － － 10.2

    第三产业 － － － － － － － － － － － 10.7

工业增加值 － 6.9 8.4 8.8 8.9 9.1 9.2 9.2 9.5 10.0 10.3 10.5

固定资产投资 － 30.5 30.5 30.1 30.8 30.6 30.1 30.2 30.0 30.0 30.1 30.3

    房地产开发投资 － 0.0 156.6 48.7 46.6 27.5 32.1 39.2 32.9 34.0 32.8 26.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5.3 15.8 15.4 15.1 15.5 15.3 15.3 15.6 15.7 15.8 15.9

外贸进出口总额 24.7 21.7 28.8 13.4 6.6 2.2 -6.2 -10.1 -8.6 -9.3 -9.4 -1.8

    进口 193.9 87.0 77.6 47.3 39.1 34.0 28.5 23.8 21.6 15.5 10.3 12.2

    出口 -41.3 -33.3 -19.5 -25.2 -30.8 -32.8 -39.4 -41.1 -37.4 -35.3 -31.5 -18.3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19.0 59.7 65.8 63.4 49.8 21.6 21.7 20.3 19.5 18.8 23.7 20.1

地方财政收入 14.9 22.7 12.8 8.0 4.5 2.1 2.1 1.6 0.2 -1.8 -1.9 0.6

地方财政支出 4.3 76.9 32.5 25.4 20.7 8.8 18.6 9.5 3.7 3.5 5.9 8.8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F4]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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