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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金融运行报告（2021）》摘要

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2020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黑

龙江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经济运行逐季好转，生产需求

稳步回升，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3698.5亿元，同比增长

1.0%。

具体来看：一是三大需求持续向好，投资拉动经济作用凸显。在“百大项目”

加快投资的带动下，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6%，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高技术产业投资、社会领域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4.4%、11.7%和 23.4%；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9.1%，但降幅逐季收窄，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

增长 13.4%；货物出口保持正增长，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其中，高新技术产

品出口增长 69.4%。二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质量效益稳步提升。粮食总产量达

到 1508.2亿斤，实现“十七连丰”，发挥了粮食安全“压舱石”作用；农业生产

机械化、规模化、科技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绿色、有机农作物种植面积持续扩大。

工业生产稳步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3%，装备工业、石化工业

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13.5%和 10.5%。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哈尔滨国家大数据中心重要基地加快建设，网上购物、直播带货等数字经济消费

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54.0%，带动高技术

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1.7%；新成立科技型企业 1.3万家，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

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加快落地转化。三是财政政策积极有为，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加

大。全省财政民生支出 4742.7亿元，同比增长 9.2%，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7.0%；

支持复工复产和中小企业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336.9亿元；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37.5

万人；城乡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全省 28个贫困县、1778个贫困村、62.5万建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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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2020年，黑龙江省金融系统紧紧围绕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经济社会恢复

发展等各阶段金融需求，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宏观对冲措施，扎实做好“稳企业保

就业”金融服务工作，为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营造了适宜的金融环境。一

是信贷总量保持稳定增长，融资成本明显下降。2020年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

币各项贷款余额 22585.9亿元，同比增长 5.0%。全年新增贷款 1079.3亿元，其

中，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贷款增量占全部贷款增量的 65.0%，较好地发挥了地方金

融服务主力军作用。LPR改革深入推进，全年全省银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5.08%，

同比下降 0.55个百分点。其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明显，加权平均利率 4.84%，

同比下降 0.61个百分点。二是融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贷款

快速增长。全省工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9.2%，其中，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

长 52.6%；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支持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行

动的推动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7.5%；全年累计发放精准扶贫贷款

354.6亿元，比上年多投入 130亿元，为支持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完成并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精准助力。三是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力度加大，服务实体经济成效

显著。设立总规模 100亿元的中小企业稳企稳岗基金，累计帮助 2.5万户中小企

业获得贷款 1817.6亿元。推动实施“金融服务队”和“驻企金融联络员”工作

模式，为企业提供财务辅导、信用培育等金融服务。聚焦重点支持群体、重点企

业和重大项目，开展“线上+线下”名单制推介、企业走访等政银企对接活动，

累计为 9052家重点市场主体和 500个重点项目提供信贷支持 1525.7亿元。四是

金融市场平稳发展，金融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全省证券市场交易量快速上升，同

比增长 37.1%；全省企业在境内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同比增长 23.4%。保险业保费

收入同比增长 3.7%，提供风险保障规模同比增长 58.1%，政策性种植险承保覆

盖率达 71.0%，同比提高 12.0个百分点。支付环境进一步改善，全省农村及贫困

地区金融基础服务覆盖率达到 99.7%，小额支付系统处理业务金额同比增长

172.2%，城乡移动支付便民工程覆盖面不断扩大。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依托“农业

大数据+金融科技”优势持续深化，全省 403万户农业经营主体、2.3亿亩土地信

息录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贷款系统。成立全省首家金融教育示范基地，

线上线下相结合广泛开展金融知识和消费者权益宣传活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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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落地实施。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省经济发展冲击

的影响尚未消退。黑龙江省经济金融运行仍然面临着产业结构偏重，民营经济偏

弱，创新人才偏少，经济总量不大、发展速度不快、发展质量不优等突出问题，

新旧动能转换及防范化解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但全省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下一步，黑龙江省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围绕构建新发

展格局，持续深化重点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三篇大文章”、抓实“五

头五尾”1，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地区经济稳定增长。黑龙江省金融系统将

坚决贯彻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持续优化调整信贷结构，大

力支持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和涉外金融发展，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支持实体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为加快推进黑龙江省全面

振兴注入金融动力。

全文链接：http://haerbin.pbc.gov.cn/haerbin/112690/4264369/index.html

1 “三篇大文章”指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是黑龙江省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省重要指示精神，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实现经济振兴发展的切入点。“五头五尾”即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油头化尾”、“煤头电尾”、“煤头化尾”，是深度开发“原字号”的重要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