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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金融运行报告（2023）》摘要

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1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2022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多轮疫情冲击、多次地震灾害、持

续高温限电等多重困难挑战，四川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

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

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坚定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牢牢稳住经济基本盘。全年地区生产总值5.7万亿元，

同比增长2.9%。四川金融业为稳定四川经济大盘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全年

社会融资规模新增1.8万亿元，同比多增3292亿元。

全省经济运行企稳回升，区域协同发展成效突出。一是供给需求稳步提升。

农业生产总体稳定，粮食产量连续三年超过700亿斤，生猪出栏突破6500万头。

工业运行稳中提质，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4%。投资支撑效果明显，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4%，近五年完成综合交通投资额相当于前两个五年总

和。消费呈现较强韧性，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万亿元，网络交易额居全

国第6位。外贸外资再上新台阶，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元，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居

中西部第1位。二是区域发展更趋协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全面加速，160

个川渝共建重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超过5600亿元。成都“建圈强链”加快产业和

城市提质升级，成为全国第3个经济总量突破2万亿元的副省级城市，成德眉资同

城化发展实质推进，川南一体化发展成效明显，川东北振兴发展稳步提升，7个

区域中心城市经济总量全部超过2000亿元。三是新动能发展持续增强。高新产业

不断壮大，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4万家、五年增长近3倍 。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快

速发展，全年增加值增长19.8%。数字经济全面赋能，核心产业增加值超过4300

亿元。四是民生领域稳定向好。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镇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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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4.3%和6.2%。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全年城镇新增

就业100万人左右；CPI比上年上涨2.0%，涨幅温和可控；PPI涨幅持续回落，输

入性传导压力有所缓解。

全省金融运行总体稳健。一是融资总量合理增长。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14.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4个百分点。金融支持扩大有效投资积极有

力。围绕四川纳入国家重大工程的投资规划、700个省重点项目、川渝合作共建

160个项目加强融资支持，全省基建类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0%；政策性开发性金

融工具支持金额、资金支付率及8000亿元新增信贷额度支持的“白名单”项目贷

款余额均居全国前列。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融资2622亿元，规模居

中西部地区第1位。二是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稳健运行。银行业本外币资产

和负债总额同比分别增长11.6%和11.7%，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多层次资本

市场对新兴产业融资支持力度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同比增长36.5%；保险业对社会民生服务保障持续加强，农业保险赔款社保“一

卡通”在全省推广，支付成功率超过99.5%。三是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支持

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开展工业“制惠贷”试点，深入实施绿色金融专项行

动，持续推进科创企业金融服务“星辰计划”，创新开展乡村振兴“送码入户、

一键贷款”信贷直通专项活动，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绿色贷款、科创贷款、涉农

贷款同比分别增长41.6%、40.2%、20.8%、16.3%，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金融助企纾困效果明显，出台“金融助企纾困19条”措施，创新推出“支小惠商

贷”等财金互动产品，制作助企纾困“政策明白卡”，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

速连续32个月超过20%，普惠小微有贷款余额户数同比增长24.9%。金融支持抗

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迅速有力，“9·5”泸定6.8级地震后，第一时间出台“灾后恢

复重建金融服务15条”措施，紧急向灾区下达1.7亿元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推

动设立农房重建贷款专项风险补偿基金和出台财政贴息政策，发放农房重建贷款

1亿元。四是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充分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效能，

引导贷款利率整体下行，2022年全省各金融机构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4.49%，

同比下降0.49个百分点，利率为近五年来最低水平。支付手续费累计降费14亿元，

惠及258万个经营主体。阶段性减息政策精准直达，为33万户小微企业减免利息

4.7亿元。五是金融改革扎实推进。金融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势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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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两省市联合印发《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联合实施细则》，成渝地区成

为跨地区开展外债便利化试点地区，两地金融机构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产

业集群的支持力度加大。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探索新路径，成都市获批国家级普惠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跨境人民币业务增量扩面明显，全年跨境人民币

收付额2438亿元，创历史新高，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企业户数比上年增加680户。

数字人民币试点稳步推进，建成数字人民币助力乡村振兴“示范村”、具备数字

人民币支付功能的碳中和交易平台。六是金融风险防范化解能力提升。加强金融

风险监测、预警、提示和处置，不断健全风险防控长效机制，积极发挥金融委办

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作用，推动金融风险化解取得积极成效。2022年末，全省银行

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1.19%，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

关键一年。四川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以“四化同步、城

乡融合、五区共兴”1为总抓手，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机结合起来，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

保新时代新征程四川现代化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四川金融业将认真落实稳健货币

政策精准有力的要求，精准对接国家政策导向，更好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撬动作用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激励引导作用，持续加大重点项目融资支持力

度，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三农”、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力度，

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全力支持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为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全力支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成势跃升，切实维护地区金融稳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营造良好的

货币金融环境。

全文链接：http://chengdu.pbc.gov.cn/chengdu/129318/5127535/index.html

1 “四化”指的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就是要推动“四化”在时间上同步

演进、空间上一体布局、功能上耦合叠加。“城乡融合”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是要统筹推动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振兴，加快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共同繁荣的新局面。“五区共兴”是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

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就是要根据四川不同区域发展水平和产业特点制定差

异化政策，高水平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成都平原、川南、川东北、攀西经济区和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协

同共兴。

http://chengdu.pbc.gov.cn/chengdu/129318/5127535/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