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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2020年，江苏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攻坚克难，稳

中求进，打赢了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防汛抗旱三场硬仗，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历

史性地跨上 10万亿元台阶，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奠定了坚实

基础。

经济运行稳定复苏，综合实力显著跃升。一是经济增速稳中有升，区域发展

协同并进。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及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同比增长-5.0%、

0.9%、2.5%、3.7%，呈稳步回升态势。全省 13 个设区市生产总值均达到 3000

亿元以上，全部入围全国 GDP百强城市。二是工业生产快速回升，先进制造业

增势良好。全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6.1%。其中，高技术行业

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 10.3%、8.9%；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

工业产值比重达 37.8%，同比提高 5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比重达 46.5%，同比提高 2.1个百分点。三是服务业加快恢复，现代服务业较

快增长。全年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3.8%，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达 52.5%，比上年提高 1.0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5.5%、7.7%。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研发费

用同比增长 28.9%，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四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回升，重大

项目建设推进有力。全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0.3%。其中，基础设施投

资增长 9.4%，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8.4%。计划总投资 10亿元以上项目达 2157

个，比上年增加 447个，当年完成投资增长 23.2%。五是消费品市场逐步回稳，

线上消费、“无接触配送”等消费新模式快速发展。全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下降 1.6%，四季度当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7.4%，比三季度

加快2.6个百分点。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0.0%，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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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 13.9%。六是对外贸易实现正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全年全省完

成货物进出口总额 44500.5亿元，比上年增长 2.6%。其中，出口增长 0.9%，进

口增长 5.5%。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 6.2%，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3.4%，

较上年提高 1.8个百分点。七是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保障力度加大。全年全

省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059亿元，同比增长 2.9%，较上年提高 0.9个百

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682.5亿元，增长 8.8%，较上年提高 1个百分点；其

中，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分别增长 30.6%、25.9%、

11.4%。八是物价水平总体稳定，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全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比

上年上涨 2.5%，涨幅比上年收窄 0.6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2.2%，降幅较上年扩大 1个百分点。2020年末，全省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2%。

全省金融业总体运行平稳，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社会融资规模

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显著下降，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支持实体经济质效显著提升。一是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多增。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为 3.36万亿元，比上年多增 9507.3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本外币贷

款约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 63.8%；表外融资和直接融资增量大幅增加，占比分

别提升 2.7、5.8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各类债务融资工具 8589

亿元，发行额剔除央企后连续九年保持全国第一。二是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成

效显著。灵活高效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全年累计发放再贷款再贴现 3047.5

亿元，同比增长 93.4%。制定出台《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实施方案》,以六

大方面 23条措施实施“8+10”专项行动,创新并在全省推广基于再贷款的“小微

e贷”和基于再贴现的“小微 e贴”模式，推动普惠小微贷款还本付息应延尽延、

信用贷款发放比例显著提高，普惠小微贷款延期金额 2801.5亿元，延期率 64.1%；

截至 2020 年末，全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普惠小微贷款新增额中信用贷款占比

51.2%，较 6月末提高了 33.7个百分点。三是货币政策精准滴灌效用显著。全年

全省制造业、民营企业、普惠小微、涉农领域的贷款增速分别为 10.3%、11.8%、

40.7%、12%。在全国率先实现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应转尽转”，推动

地方法人机构将 LPR嵌入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系统。金融机构一般贷款、企业贷

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分别为 5.29%、4.74%、5.42%，同比分别下降 43个、48

个、77个基点，降幅均超过同期 LPR降幅。四是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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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银行业运行总体稳健，2020年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增长 13.6%，

同比提高 5个百分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整体实力和经营水平不断提升，新三板

和区域性股权市场成为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新平台，多项指标在全国领先。保险业

运行平稳，全年保险业实现原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7.1%，构建覆盖多险种的农业

保险产品体系，保障功能进一步增强。五是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

成果。强化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江苏省）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密切监测

新冠肺炎疫情对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的影响，定期监测分析辖内金融运行和企业

经营的风险状况，完善金融机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推动全省高风险金融机构完

成风险处置目标。2020年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率同比下降 0.1个百分点。

六是金融改革创新继续深化。区域金融改革获得新突破。昆山成功获批国内首家

具有两岸特色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推动南京联合东部四市申报长三角区域建设科

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泰州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稳步推进。

在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出 9项外汇创新试点业务、开展 5项跨境人民币创新试

点。七是金融生态持续优化。合力推进长三角征信一体化纵深发展，长三角征信

区块链成功上线，推动省内宿迁、泰州等地区建设地方征信平台。支付系统高效、

安全运行，基础公共服务领域和便民服务场景基本实现移动支付全覆盖。金融消

费权益有效保障，组织共建金融纠纷调解工作室，成功举办长三角地区首届金融

消费纠纷处置会诊会。

预计 2021年江苏经济将继续回暖，科技与产业创新进一步加快，消费需求

和有效投资持续增加，社会民生持续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2021 年，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将继续围绕服务实

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主要任务，为实现“争当表率、争做

示范、走在前列”目标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金融力量。一是落实好稳健的货币

政策更加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二是坚持夯

实基础与突出重点并重，压紧压实风险防范化解责任。三是坚持完善机制与科技

赋能并重，积极推动金融改革创新打开新局面。四是坚持搭建载体与丰富手段并

重，不断提升金融管理与服务水平。五是坚持优化服务与强化监管并重，着力提

升外汇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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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链接：http://nanjing.pbc.gov.cn/nanjing/117525/4264482/index.html

http://nanjing.pbc.gov.cn/nanjing/117525/426448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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