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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金融运行报告（2020）》摘要 

 

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2019 年，内蒙古自治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

真落实“六稳”工作措施，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等各项工作，高

质量发展积极因素不断增加，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7212.5 亿元，按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修订数据后的同口径可比价计算，比上年

增长 5.2%。 

从经济运行具体情况看，主要呈现如下特点：一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高

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全区粮食生产实现“十六连丰”，主要畜牧产品特别是牛

羊肉产量稳定增长。工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1%，现代煤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 8.2%，稀土深加工及一批先进装备制造业发

展势头较好。全年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50.6%，拉动全区经济增

长 2.6 个百分点，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快递业等一批现代服务业、新兴服务

业发展势头强劲，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稳定器”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二

是三大需求总体平稳，内需结构优化升级。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升，全年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 6.8%，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18.0%。民间投资活力增强，全

年民间投资增长 6.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3.4 个百分点。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工业技改投资特别是制造业技改投资实现大幅增长，成为拉动工业投资增长的

主动力。消费市场增长放缓，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4.1%，同比回落 2.2

个百分点，汽车消费低迷，网上零售、旅游业和智能手机等升级类商品增长较

快。对外贸易趋势向好，全年进出口总额增长 5.9%，快于全国平均增速 2.5 个

百分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小幅增长。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

深化，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 2.3

个百分点，利润增长 3.8%，企业效益持续改善。商品房待售面积比上年下降

13.9%，自 2016 年以来连续 4 年下降。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为各类市场主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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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负 410 亿元。新能源产业加快培育，新能源发电增加值占电力生产行业比

重为 24.5%。交通领域补短板持续发力，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增长

15.8%。四是财政收支质量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全年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 10.9%，其中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四大

税种增长 11.1%，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达 53.1%。全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增长 6.5%和 10.7%，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 2.67，比上年缩小 0.11。

五是价格指数温和上涨，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4%，涨幅符合预期目标。工业产品价格涨幅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

2.1%，购进价格上涨 1.1%。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26.3 万人，完成年度计划的

119.6%；城镇登记失业率 3.7%，低于控制目标。六是聚焦突出问题精准发力，

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全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完成年度化解任务的 270.7%，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672.9 亿元，超额完成年度任务。“十个全覆盖”

拖欠工程款全部清偿，包商银行风险妥善处置，公路投资公司债务实现重组，

包钢集团市场化债转股落地。全年 20 个国贫旗县摘帽，676 个贫困嘎查村出列，

14 万以上贫困人口脱贫。全区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 89.6%，提前完成“十

三五”二氧化硫、氨氮减排任务，呼伦湖、岱海、乌梁素海“一湖两海”治理

取得积极成效，阿尔山市被命名为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 

2019 年，全区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对经济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努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高风险金融机

构风险处置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但金融风险释放压力仍然较

大。 

主要表现为：一是银行业平稳增长，企业融资成本逐步下降。全区银行业

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增速分别较上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和 2.6 个百分点。贷款呈

恢复性增长态势，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全年小微企业贷款

新增 34.9 亿元，创新开展活体牲畜质押贷款，全年活体牲畜质押贷款新增 11.4

亿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果显现，12 月份，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5.41%，

同比下降 0.24 个百分点。包商银行风险处置取得突破性进展。但金融机构不良

资产仍高位运行，部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压力较大，金融风险防控

形势依然严峻。本外币跨境融资业务稳步发展，人民币跨境收支同比增长 30.2%，

全口径本外币跨境融资同比增长 22.6%。二是证券、保险业稳健经营，资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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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融资功能增强。证券交易规模和利润水平均好于上年，上市公司总市值增长

17.8%，全年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公司累计新增融资 64.4 亿元，扭转了上年股

票市场无新增融资的局面。全区保险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年原保费收入和累

计赔款与给付支出同比分别增长 10.7%和 3.9%。三是直接融资有所改善，金融

市场活跃度相对较低。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全年新增 1492.1 亿元，同比少增 914.0

亿元。其中，表外融资增长明显放缓，特别是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全年减少 728.6

亿元。直接融资改善明显，非金融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438 亿元，为近年来

最好水平。积极支持优质民营企业扩大债券融资规模，内蒙古伊泰集团、亿利

集团利用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发行债券 15 亿元。银行间市场交易额有所

下降，票据市场规模收缩，年末票据承兑余额和贴现余额分别减少 572.5 亿元、

465.9 亿元。四是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金融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应收账款融

资服务平台应用效果显现，全年累计通过平台达成融资金额 1880.4 亿元。移动

支付业务推广成效显著，全区银联手机闪付和二维码移动支付交易笔数是 2018

年全年的 3.9 倍，实现城市公交和高速 MTC（人工半自动收费车道）银行统一

标准移动支付受理全覆盖。创新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推进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试点工作，切实增强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效果。 

2020 年，内蒙古经济发展仍面临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对

经济造成冲击，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新动能发展不足，营商环境需要进一步优

化，生态建设和污染防治任务艰巨，稳就业、稳投资、稳金融等方面工作压力

较大。但也要看到，内蒙古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结构调整和动

能转换持续推进，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积极因素不断增加。随

着自治区大力推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一批

重大生态项目将加快实施；围绕产业转型，一批煤化工项目、大数据及蒙中医

药等新兴产业基地培育项目也将开工建设；再加上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及一些补

短板工程的推进，这些项目的建设都将带动投融资的有效增长，经济将继续运

行在合理区间。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之年，内蒙古自治区金融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贯彻

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的要求，加强结构调整力度，疏通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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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全力

以赴做好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妥善应对经济短期下行压力，确

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守

护好祖国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 

 

 

全文链接：http://huhehaote.pbc.gov.cn/huhehaote/129766/4029815/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