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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授权本报公布
的2017年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表明：一季度，全区
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稳健中性货币政策，不断提
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金融运行总体平稳，较好
地支持了自治区经济发展。2017年3月末，全区金
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22123.18亿元，同比增
长 15.00%，比年初增加 877.52 亿元，同比少增
188.01亿元。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0269.04亿元，
同比增长11.30%，比年初增加810.59亿元，同比少
增136.96亿元。

各项存款保持快速增长。3月末，全区金融机构
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22015.85 亿元，同比增长

14.98%，比去年同期提高1.48个百分点；比年初增
加850.24亿元，同比少增220.35亿元。分部门看,
住户存款季度增量创历史新高,非金融企业存款增
长略有放缓,广义政府存款大幅下降。全区金融机
构住户存款余额10604.05亿元，同比增长12.75%，
比去年同期提高5.46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643.13
亿元，同比多增237.43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
6049.27亿元，同比增长 15.86%，比去年同期回落
4.46 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 95.02 亿元，同比少增
166.45亿元；广义政府存款余额4206.53亿元，同比
增长6.10%，比去年同期回落19.02个百分点，比年
初下降113.56亿元，同比多降560.57亿元。

贷款余额突破两万亿元。3月末，全区金融机
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0171.63 亿元，同比增长
11.47% ，比 年 初 增 加 810.61 亿 元 ，同 比 少 增
145.05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长稳定，非金
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较多。全区金融机构
住户贷款余额4752.51亿元，同比增长9.90%，比年
初增加 133.62 亿元，同比多增 32.70 亿元；非金融
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余额 15417.28 亿元，同比增
长 12.09%，比年初增加 677.50 亿元，同比少增
169.22亿元。分期限看，短期贷款增长放缓，中长
期贷款大幅增长。短期贷款余额7313.82亿元，同
比增长 2.33%，比年初增加 192.94亿元，同比少增

186.59亿元；中长期贷款余额12086.73亿元，同比
增长 20.17%，比年初增加 616.80 亿元，同比多增
151.89亿元。分行业看，金融机构加强对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一季度交通运输仓储
邮政业、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供应业、租赁商务服务业贷款分别比年初
增加 183.69 亿元、155.64 亿元、70.47 亿元、55.49
亿元，4个行业合计新增贷款占全部行业新增贷款
的 67.47%，高于去年同期 8.55个百分点。分投向
看，贷款继续向小微企业、涉农等弱势领域倾斜。
全区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269.14亿元，同
比增长25.52%，高于各项贷款余额增速14.05个百

分点，比年初增加 190.05 亿元，同比少增 91.93 亿
元 ；涉 农 贷 款 余 额 7805.7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14%，比年初增加283.47亿元，同比少增256.35
亿元；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 1336.37 亿元，比
年初增加71.23亿元，同比少增47.99亿元，同比增
长 75.40%，高于去年同期 12.43个百分点，高于同
期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37.59个百分点。

3月末，全区金融机构各项外汇存款余额15.56
亿美元，同比增长12.35%，比年初增加4.02亿美元，
同比多增4.73亿美元；外汇贷款余额14.12亿美元，
同比下降21.03%，比年初增加0.07亿美元，同比多
增1.23亿美元。

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 2017 年一季度金融运行情况

内蒙古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收支合并表
2017 年 03 月 单位:人民币 亿元

来源方项目
一 .各项存款

1.住户存款
2.非金融企业存款
3.广义政府存款
4.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5.境外存款

二 .金融债券
三 .卖出回购资产
四 .借款及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拆入
五 .其他

资金来源总计

余额
22123.17
10654.42

6100.39
4207.35
1150.65

10.36
178.44

3.58
11.77

1556.94

23873.90

运用方项目
一 .各项贷款

1.住户贷款
（1）短期贷款
（2）中长期贷款

2.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1）短期贷款
（2）中长期贷款
（3）票据融资
（4）融资租赁
（5）各项垫款

3.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
4.境外贷款

二 .债券投资
三 .股权及其他投资
四 .买入返售资产
五 .存放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款项

资金运用总计

余额
20269.03

4752.75
2305.94
2446.81

15463.53
5026.98
9666.78
703.99

1.95
63.83

52.75
2440.94
1009.58

140.81
13.54

23873.90

来源方项目
一 .各项存款

1.住户存款
2.非金融企业存款
3.广义政府存款
4.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5.境外存款

二 .金融债券
三 .卖出回购资产
四 .借款及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拆入
五 .其他

资金来源总计

余额
22015.85
10604.05

6049.27
4206.53
1150.17

5.83
178.44

3.58

1563.86

23761.73

运用方项目
一 .各项贷款

1.住户贷款
（1）短期贷款
（2）中长期贷款

2.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1）短期贷款
（2）中长期贷款
（3）票据融资
（4）融资租赁
（5）各项垫款

3.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
4.境外贷款

二 .债券投资
三 .股权及其他投资
四 .买入返售资产
五 .存放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款项

资金运用总计

余额
20171.63

4752.51
2305.75
2446.76

15417.28
5008.07
9639.97
703.99

1.95
63.30

1.84
2439.13
1009.58

140.81
0.58

23761.73

2017 年 03 月 单位:亿元

内蒙古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合并表

来源方项目
一 .各项存款

1.住户存款
2.非金融企业存款
3.广义政府存款
4.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5.境外存款

二 .金融债券
三 .卖出回购资产
四 .借款及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拆入
五 .其他

资金来源总计

余额
155568
73019
74096

1187
705

6561

17051
-9998

162621

运用方项目
一 .各项贷款

1.住户贷款
（1）短期贷款
（2）中长期贷款

2.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1）短期贷款
（2）中长期贷款
（3）票据融资
（4）融资租赁
（5）各项垫款

3.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
4.境外贷款

二 .债券投资
三 .股权及其他投资
四 .买入返售资产
五 .存放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款项

资金运用总计

余额
141198

346
273

73
67049
27408
38868

773

73803
2634

18789
162621

2017 年 03 月 单位: 万美元

内蒙古金融机构外币信贷收支合并表

□新华社记者 韩洁 陈炜伟
安蓓 林晖

6.9%——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超
出市场预期。17 日，中国经济一季度
数据新鲜出炉，在稳中有升的增速背
后，需求回升呈现暖意，结构优化展现
新意。

从首季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表
现出更强的稳定性，延续了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的态势，在良好开局中展现

“新气质”。
三大“关键力量”支撑中国经济
4 月的辽宁营口港鲅鱼圈港区码

头，一派忙碌景象。长鸣的汽笛声中，
满载着货物的“营满欧”中欧班列即将
启程，奔赴俄罗斯。

“对于营口港来说，传统意义上的
腹地概念正被颠覆。我们不仅是面向
东北腹地的终点港，也要成为面向世界
的中转港。”营口港务集团董事长李和
忠说，今年一季度，营口港海铁联运发
送量同比增加 46.8%，中欧班列累计发
运量同比增长 59.9%，全港吞吐量取得
开门红。

浓浓的暖意，不仅洋溢在辽阔的
东北大地上，也在一季度经济数据中
得 到 体 现 。 从 去 年 前 三 个 季 度 的
6.7%，到第四季度的 6.8%，再到今年

一季度的 6.9%，中国经济勾勒出一条
平稳向上的运行曲线。

“2010 年 以 来 ，经 济 增 速 持 续 下
降，当前扭转这一趋势的重要转机已经
出现，经济由降转稳、稳中趋升的态势
已经显露出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张立群说。

一 季 度 6.9% 的 经 济 增 速 背 后 ，
三 大 “ 关 键 力 量 ” 撑 起 中 国 经 济 大
局：

工业支撑力提升。随着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市场供求关系改
善，工业生产加快。一季度，第二产业
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 36.1%，比上年同
期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

消费基础性作用增强。随着居民
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新模式新业态层出
不穷，消费早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
的第一动力。一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 贡 献 达 到 77.2%，比 上 年 同 期 加 快
2.2 个百分点。

出口贡献由负转正。今年一季度，
我国外贸发展势头强劲，进出口总值增
长 21.8%。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对
经济增长贡献达到 4.2%，实现由负转
正。

数据向好，信心更足。渣打中国中
小企业信心指数显示，3 月指数已由
2 月的 56.3 升至 60.0，接近两年来新
高 。 反 映 制 造 业 预 期 的 PMI 指数已

经连续 8 个月保持在 50%的荣枯线以
上。

“积极变化不断增加，主要指标好
于预期，实现了良好开局，为完成全年
发展预期目标打下了扎实基础。”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

中国经济亮出“新气质”
一个集装箱 7 万多个杯子，出口利

润只有一两千元人民币⋯⋯面对几年
前中国陶瓷企业普遍面临的困境，山东
淄博华光陶瓷科技文化有限公司不断
创新，目前已拥有上百项国家发明专利
和产品外观专利。

“以前出口几十件产品的利润，还
不如现在出口一件。”董事长苏同强说，

“去年企业销售收入增长 30%，今年一
季度继续保持 30%的增速。”

和华光陶瓷一样，千千万万微观经
济体，在不断自我革新中谋求出路。这
些力量，推动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的同
时，呈现质量更优、效益更好的“新气
质”。

“稳”：经济运行稳定性不断增强。
一季度，中国经济不仅保持中高

速，更在就业、收入、物价等方面呈
现 稳 健 气 质 。 一 季 度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334 万人，同比多增 16 万人，3 月末
31 个 大 城 市 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低 于
5%；时隔一年后，一季度城乡居民收
入增幅再度“跑赢”GDP 增速；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4%，保持温和上
涨态势。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
进。

产能和库存下降引导市场预期改
善，降成本增强企业信心，补短板拉动
有效投资，去杠杆路径明确，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进不断深化，带动经济运行
产生一系列积极变化。

“创”：市场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持续优化的市场环境和不断向好

的经济预期下，市场内生动力进一步
增强。一季度全国新登记企业 125.5 万
户。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7.7%，制造业
投资增长 5.8%，分别比去年全年加快
4.5 个百分点和 1.6 个百分点。

“高”：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
新动能加快成长，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中国经济展现出朝气蓬勃的新气
质。一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
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均快于
规模以上工业；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
速比消费整体增速快 20 多个百分点；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占 GDP 比 重 达 到
56.5%。

“市场预期持续改善，微观活力继
续增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需整体
有所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进一
步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
严鹏程如此描绘。

保持定力促经济行稳致远
今年一季度，潍柴集团营业收入突

破 500 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率先在国内发动机行业内实现 V 型反
转。除了市场需求的回暖，持续的研发
创新是推动企业向好的重要因素。

对中国经济来说，这样的转型升级
同样至关重要。在经济运行实现良好
开局条件下，仍要保持清醒，充分估计
困难和挑战，不可盲目乐观。

一方面，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
错综复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伟说：“我们敞怀感受和煦春风的同
时，也要提防未来可能的疾风骤雨。全
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迷雾中，似乎还潜伏
着不少‘黑天鹅’。”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需
增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地区经济走
势分化，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针对部分地区房价上涨较快的情
况，3 月以来，全国楼市再出新一轮调控
措施。毛盛勇说，所有的调控都是基于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
位，推动房地产回归消费属性和居住功
能。

面对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突出矛盾，
关键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决心通过改
革破解发展难题。

今年 3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 7.6%，自去年

9 月份由负转正以来连续第 7 个月正增
长。但 PPI 同比涨幅比 2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PPI 涨幅中翘尾因素占比较
大，钢铁等上中游行业成为主要推动
力。多位专家分析，PPI 和工业企业利
润的回升，仍属于恢复性增长，企稳向
好的可持续性有待观察。

与此同时，今年一季度，消费尽管
保持了 10%的稳健增长，但增速比去年
全年回落了 0.4 个百分点。

专家表示，尽管一些数据短期有波
动，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
改变，对中国经济发展要保持信心。

“当前经济维持了稳中向好势头，
为推进改革创造了良好环境。宏观经
济政策的重心应继续放在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上，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
夯实基础。”张立群说。

近日，多家国际机构在肯定中国
经济表现的同时，也对结构性改革给
予更多期待。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泽田
康 幸 说 ， 强 劲 的 消 费 支 出 、 对 基 础
设 施 的 财 政 支 持 和 结 构 改 革 将 提 高
工业生产率，为中国经济奠定坚实基
础。

展望全年，坚持稳中求进，撸起袖
子加油干，中国经济将持续向好，实现
平稳健康发展。

（参与采写：徐扬、袁军宝、张旭东）
（新华社北京 4 月 17 日电）

开局良好 底气更足
——从首季经济数据看中国经济新气质之一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解决问题的
担子压给被巡视地区部门单位党委（党
组），明确责任，限期整改。

巡视是发现问题的“政治体检”，
整改是解决问题的政治担当。巡视效
果好不好、震慑作用强不强，关键看
整改。

去年下半年，十八届中央第十轮
巡视对 32 个单位党组织开展专项巡
视，同时对天津、江西、河南、湖北等 4
个省市进行“回头看”。被巡视地方、单
位党组织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切实
抓好巡视整改工作，用好中央巡视组开
出的政治诊疗“药方”，切实履行责任，
扎实整改问题，务求达到“治病防病、强
身健体”的效果，发挥巡视标本兼治的
战略作用。

提高站位 以上率下——坚定不
移深化政治巡视

巡视是政治巡视，整改要提升政治
站位和政治觉悟。

在十八届中央第十轮巡视整改中，
被巡视地方、单位党组织不断增强“四
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把
做好巡视整改作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的具体化。党组织主要负责
同志坚决把自己摆进去，以正视问题的
自觉和刀刃内向的勇气，以上率下带头
抓整改。

财政部党组坚决把自身摆进去，成
立财政部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党
组书记任组长，坚持对重要工作直接
部署、重大问题直接过问、重点环节
直接协调、重要案件直接督办。巡视

情况反馈会一结束，就立即召开部党
组会议，两个月的集中整改期内，共
召开部党组会议 12 次、整改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 5 次，研究部署巡视整改工
作。

天津市委常委会认真履行抓巡视
整改主体责任，市委书记承担“第一责
任人”责任。召开市委常委会巡视整改
落实、剖析黄兴国严重违纪案件专题民
主生活会，聚焦圈子文化不绝、好人主
义盛行、政治生态遭破坏等突出问题，
以案为镜为鉴为戒为警为训，深刻剖析
根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严从实
抓好整改。

江西省建立机制制度抓整改。对
整改实行“挂图作战”，将中央巡视组反
馈 3 大类问题分解为 33 个专项、232 个
子项，明确时间表、任务书、路线图、责
任人。制定《巡视整改工作督促检查办
法》，采取实地督查、“一周一报告一通
报”、整改项目台账管理、整改单位“一
把手”签字背书验收，确保整改保质按
时完成。

审计署党组全力抓好整改落实。
建立巡视整改跟踪督促机制，各单位每
半个月报送一次整改进展情况；分管署
领导对各单位整改情况逐件审定、倾力
推进；巡视办严格督查督办，逐项核实、
逐项销号；成立 12 个督导组，对全署 69
个单位的巡视整改情况进行督导。

突出问题 抓住重点——不断扩
大巡视整改效果

对于巡视反馈的问题，特别是中央
巡视组指出的突出问题，被巡视地方、
单位党组织高度重视，查清“病灶”，找
准病因，“靶向治疗”，集中力量做好重
点问题的整改。

——江西坚决肃清苏荣等人腐败
案件政治毒害，深入整治党员干部“一
桌餐”吃请问题。

省委下发《关于苏荣案及涉苏荣案
相关人员违纪案处理情况及其教训警
示的通报》《关于结合苏荣案在全省开
展警示教育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
知》《苏荣忏悔录》，要求全省各级党组
织结合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展警示
教育。省委摄制并组织全省各级党组
织集中观看《造绿之殃——苏荣“造绿
工程”警示录》，将苏荣“造绿工程”反面
教材列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涉苏
荣案件 43 名省管干部已基本处理到
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9 人，纪律处分
16 人。

同时，针对“‘一桌餐’成吃喝风的
新变种”问 题 ，进 行 深 入 整 治 。 组 织
全 省 各 级 党 政 机 关 、国 有 企 事 业 单
位 8698 个 内 部 食 堂 、培 训 中 心 开 展
自 查 自 纠 ，拉 网 式 排 查“一桌餐”场
所，全省排查小区 4875 个，查明“一桌
餐”场所 160 个，持续开展领导干部出
入“一桌餐”问题专项检查 1590 次。
以“一桌餐”问题为重点，全省开展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明察暗访 1793
次，发现问题线索 123 条，严肃处理
131 人。

——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以经办企
业干净彻底脱钩为突破口，推动全面整
改落实。

针对政协机关和直属单位所属及
参股的 22 家企业，组建 7 个工作专班，
专司企业撤销脱钩职责。推进企业撤
销脱钩既从严从速，又从实从细，严格
依法依规，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妥善
解决人员安置。

目前，全国政协机关和直属单位所
属的 18 家企业及参股 4 家企业中，具备
注销条件的 12 家均于去年 12 月份停止
营业活动，进入实质性注销阶段；中协
服务开发中心待所属的 10 家企业注销
后即行撤销；拟移交国资委管理的 1 家
正在进行清产核资。全国政协文化餐
厅除留守的 5 名员工外，其他 67 人都顺
利签订离职合同。

——天津将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
问题作为巡视整改重中之重、专项整治
之首。

制定《关于考准考实干部防止“带
病提拔”的办法》，用心考察、精准识别
干部。防止以人划线、以地域划线，坚
决破除小圈子积弊，区县换届中共交流
市管干部 111 人、轮岗 63 人，占班子成
员总数的 33.9％。

强化执纪审查，对发现涉及圈子文
化和好人主义问题的 34 件线索作为纪
律审查重要内容。对红桥区政协原党
组成员、副主席李可“建友谊圈”，为“发
小”“好兄弟”谋利等违纪问题，天津港
集团公司原董事长于汝民拉帮结派、搞
裙带关系和小团伙，培植“秘书圈”等问
题立案审查。对市司法局 200 名局处
级干部的 440 名亲属在本系统工作问
题，督促坚决整改，对负有责任的 33
名干部进行严肃问责处理并在全市通
报。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重点
解决协会学会充当“红顶中介”“靠机关
吃企业”等突出问题。

及时撤下煤炭工业协会、安全生产
协会、职业健康协会在总局办公楼前
悬挂的牌子。查处广西煤矿安全技术
协会到煤矿现场核查收钱问题，责令

全 部 退 回 向 煤 矿 收 取 的 费 用 共 计
129.18 万元；中国索道协会自查发现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收费问题，责成
协会立即停止收费行为并将评审支出
后的余额 161.01 万元全部上缴国库。
同时，修订完善相关制度文件，明确
协 会 领 导 出 差 不 得 要 求 机 关 人 员 陪
同，协会学会不得邀请机关干部参会
等。

建章立制 推动改革——发挥巡
视标本兼治战略作用

巡视整改不是“一阵风”，巡视永远
在路上，整改也永无止境。做好巡视整
改是深化政治巡视的内在要求，也是发
挥巡视标本兼治战略作用的关键所在。

许多地方、单位党组织把解决问
题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既落实当下
改的具体举措，也注重长久立的制度
安排，破立并举，努力形成长效管用
的机制。

——公安部党委大力推进建章立
制、深化改革，着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
感、满意度。

秉持“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理念，深
化公安改革，一系列为民便民的制度
规范密集出台，一批与群众利益息息
相关的政策措施提档加速。在制度规
范建设上，突出加强党的领导、党的
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中心，着重
从党建、选人用人、从严治党治警等
方面深入查摆，没有制度规范的抓紧
制定，不适应的抓紧修订。各单位提
出 拟 制 定 、 修 订 的 182 项 规 章 制 度
中，涉及党的建设、选人用人、从严
治党的占 39％。

——结合巡视整改，财政部党组下
大气力推进财政“放管服”改革。

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规范
财政权力运行。进一步下放项目审批
权，从 2017 年起全面取消先下达预算
指标再批复实施方案的做法。加强和
改进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完善“抓大放
小”的政府采购制度设计，政府采购审
批 审 核 数 量 减 少 40％ 。 完 善 监 管 制
度，加快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
监管体系，实现“审批到哪里，监督问责
就到哪里”。

——通过巡视“把脉会诊”，审计署
党组全面推动依法审计。

修订《审计业务内部管理规定》等
制度，改进署内巡视、经济责任审计、廉
政跟踪检查、轮岗交流和回避等工作。
成立 8 个专题研究组，对审计署制度从
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建设、审计权
力运行、机关内部管理、审计现场管理、
审计质量控制、履职尽责、监督执纪问
责等 8 个方面逐项研究清理，形成《审
计署制度（2017 版）》，切实提高审计工
作规范化水平。

——以巡视整改为契机，国家税
务 总 局 党 组 全 面 加 强 税 务 系 统 党 的
建设。

制定《税务系统基层党组织工作规
范》，进一步规范基层党组织换届、“三
会一课”、党员评议等党内组织生活。
在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中，推动各
级党组织成立临时党支部、临时党小
组，组建党员先锋队，开展党员攻坚专
项活动。制定税务系统贯彻落实《中国
共产党问责条例》实施办法和运用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的实施意见，以严格问
责压实责任，推动税务系统全面从严治
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新华社北京 4 月 17 日电）

用好“政治体检” 促进标本兼治
——从十八届中央第十轮巡视看巡视整改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