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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金融运行报告（2021）》摘要 

 

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广西金融系统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六稳”“六保”工作要求，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

精准导向，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结构调整的作用，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质效进一步提升，企业融资惠及面、可得性、便利性、服务性明显提升。

新增社会融资规模、贷款、存款平稳增长，金融运行呈现“总量扩、结构优、成

本降、韧性强”的特点。 

广西经济运行加快恢复、巩固提升、结构优化，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

在望和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两个历史性成就。经济基本盘成功稳住。全年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2.2万亿元，同比增长3.7%，第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16%、32.1%、

51.9%，其中，第三产业占比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

升。农业生产基本稳定，猪肉产量降幅收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

原材料制造业同比增长9.8%，支撑作用增强。投资持续恢复。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4.2%，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12.9%、制造业投资增长4.2%。线上消

费成为新动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4.5%，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

长37.7%。广西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5%，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

作不断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全年化解煤炭过剩产能180万吨，降

低企业用电成本115亿元。网上可办事率超90%，“最多跑一次”比例达99.5%。

南宁、柳州、桂林、贺州4市成为自治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物价平稳，

就业稳定。物价涨幅回落，工业价格指数下降。城镇新增就业36.5万人，城镇登

记失业率处于2.8%的较低水平。民生重点领域支出持续加大，教育、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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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显著提升。南向北联东融西合全方位开放格局加快构建。西

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洲水利枢纽船闸过货量跃居全国前列，全面对

接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产业联动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金融聚焦重点领域，有力支持经济恢复发展。广西金融系统在全国率先实施

“复工贷”“稳企贷”1政策措施，强化财政金融联动，提升银企对接精准度和有

效性，“应延尽延、应贷尽贷、应奖尽奖、应贴尽贴”，有力支持经济恢复和稳增

长。推动金融支持健康养老、文化旅游、优化营商环境、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等

措施落地，建立金融顾问制度，组建民营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中心，发挥金融服务

糖业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两个指挥部的牵头作用，有效满足重点领域融

资需求。2020年，广西社会融资规模新增7089.4亿元；年末各项贷款余额3.5万亿

元，同比增长15.4%；各项存款余额3.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信贷结构不断优

化，普惠金融服务持续升级。年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分

别增长64.4%、19.7%，均处历史高位；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6.3%。全年企业

信用贷款增量占全部企业贷款的32.9%；小微企业贷款增量占比三年来首次超过

大型企业；扶贫小额贷款新增132.2亿元。广西企业征信机构备案实现“零突破”，

县域农户信用信息系统实现全覆盖。新增云闪付APP用户及乡村振兴主题卡发行

量排全国前列。利率市场化改革纵深推进，降低融资成本成效突出。法人金融机

构完成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工作。全年广西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4.76%，同比下降55个基点，较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低70个基点，其中，小微

企业和私人控股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5.29%和4.98%，同比分别下降72

个和75个基点。金融机构运用各类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奖补政策向实体经济减息

降费让利近160亿元。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协同发展，金融发展韧性增强。广西

银行业资产总额和利润分别增长12.2%和0.9%，保持稳健经营。证券交易量增长

加快，保险增速排全国前列，车险综合改革成效明显。金融市场活力增强。广西

成功发行全国首单“LPR浮息+利率互换”债务融资工具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

施并购票据。2020年，广西非金融企业发行债券1730.8亿元，同比增长56.5%。

广西北部湾银行、柳州银行和桂林银行三家城市商业银行合计发行各类金融债券

119亿元。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建设加快。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金融创新试点

                                                   
1
《深入推进“复工贷”促进广西经济平稳发展十条措施》（桂政办电〔2020〕31 号）、《深入推进“稳企贷”

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若干措施》（桂政办发〔2020〕4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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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并稳步推进。发布首个区域性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0年人民币东盟国家使

用报告》，完成全国首例以人民币结算的民营企业铁矿石交易；人民币继续保持

广西与东盟第一大跨境结算货币，占本外币跨境收支的60%。不良贷款“双降”，

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和建党100周年。广西将继续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西“建设壮美广西 共圆复兴梦想”总目标总要求、“三

大定位”新使命和“五个扎实”2新要求，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

力打好工业增产效、投资推项目、消费提质效、农业开门红、开放扩外贸、要素

强保障、保就业保民生“七场硬仗”。农业将重点做好春耕备耕、扩种复种、生

猪生产恢复、现代海洋渔业和糖业全产业链发展。工业将重点实施“双百双新”

3“千企技改”“千企科技创新”等工程以及产业链补链强链行动。投资将统筹推

进“五网”“两新一重”“物流枢纽”等交通强区战略以及“三企入桂”“四率”4

攻坚行动。服务业将通过系列消费节、文旅节的举办加快复苏。同时，广西将结

合区位优势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飞地经济”园区、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

门户、中国—东盟信息港、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等，并推出系列稳岗就业、

居民增收、社会保障、保供稳价政策。广西供给端和需求端将有序恢复、提质提

速，民营企业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微观主体活力进一步激发。 

2021年，广西金融系统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落实好稳健货币政策灵

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加大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强化财政金融联动，积极实施

“桂惠贷”政策5，推进“七个千亿”融资工程6，对稳企业保就业一线、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进行精准滴灌。大力发展科创金融和供应链金融，升级民营、小微

                                                   
2
“三大定位”是指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一带一

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五个扎实”是指扎实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扎实推进现代特色农业建设、扎

实推进民生建设和脱贫攻坚、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扎实建设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3
广西“双百”指投资超百亿元和产值超百亿元项目、“双新”指新产业、新技术项目。 
4
“三企入桂”指央企、民企、大湾区企业。“四率”指开工率、投资完成率、资金拨付率、资金完成率。  
5
自治区政府在总结“复工贷”“稳企贷”前期经验基础之上，谋划出台《关于深入开展“桂惠贷”支持广

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桂政办发〔2020〕92 号），在五年内，每年拿出 40 亿元用于贴息，支持经

营贷、首次贷、信用贷、三企入桂、技改、科创、西部陆海新通道、三农、贸易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获

得融资。 
6
围绕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强化重点领域金融供给，重点打造“桂惠贷”优惠融资两千亿、工业全产

业链融资千亿、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千亿、强首府融资千亿、供应链融资千亿、民营小微企业融资千亿、企

业债券扩容千亿等七个“千亿工程”，将信贷资源向工业强桂、乡村振兴、强首府等重点领域倾斜。 



4 

 

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高“首贷”“信用贷”“制造业中长贷”占比，做好金融服

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继续发挥金融服务糖业高质量发展指挥部、

西部陆海新通道金融服务部、“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机制的作用，合力解决

重点领域融资堵点。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继续深入推进LPR改革，优

化法人银行内部转移定价（FTP）机制，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推进银行与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批量合作模式，加快提升融资增信能力。强化金融改革创新。发

展绿色金融，推动4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发展；发展数字金融，强化数字

信贷普惠性，升级推广“云义贷”“政采贷”等数字化产品。开展直接融资扩容

行动，加大债券融资力度。加快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做大做强中马钦

州产业园金融创新试点。全面开展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工作，稳步推进本外

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试点。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压实各方责任，“长远立制”防

范于未然。强化部门间的监管协调和政策协同，加强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期管理，

构建法人金融机构内源、外源相结合的资本持续补充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

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全文链接：http://nanning.pbc.gov.cn/nanning/133342/426448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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