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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信贷结构演变分析
傅 麟  田晓超

金 融 与 经 济 互 为 依 托， 信 贷

结构的调整共生于经济和产业结构

的变迁。通过对经济转型背景下内

蒙古信贷结构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发

现，地区信贷结构不断由企业向个

人、由短期向长期、由制造业向基

建等行业转变，影响因素主要是经

济增长趋缓、投资带动不足、产业

结构变化等。下一阶段，信贷结构

的调整应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在

稳 住 总 量 的 前 提 下， 立 足 生 态 优

先、绿色发展导向和完成“五大任

务”，发挥好结构性政策工具的调整

带动作用，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

一、内蒙古信贷总量与结

构变动分析

（一）贷款增速与其他省份差距

扩大

2013—2022 年间，内蒙古经济

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全区地区生产总

值由 11392 亿元增长至 23159 亿元，

但 增 长 自 2017 年 起 趋 缓。2022 年

末，全区人民币贷款余额 26918.95

亿元，较 2013 年末增长 108%，但增

长主要集中在 2017 年以前。2013—

摘  要 ：信贷、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良好的信贷结构一定程度代表

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格局，能够降低经济金融运行风险、促进高质量发展。本文考察了经济转型背景

下内蒙古信贷结构变化特点及问题。数据表明，内蒙古近年信贷结构不断由企业向个人、由短期向长

期、由制造业向基建等行业转变，民营企业获贷能力边际减弱，这种演变趋势主要受经济增长趋缓、

投资带动不足、产业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应更加重视对信贷结构变化的动态监测，研究制定政策解

决有关问题，促进总量稳定增长和结构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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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区贷款年均增长 13.47%，

排名全国第 17 位 ；2018—2022 年，

贷款年均增长 5.07%，排名全国第 29

位，仅高于西藏和青海。2013—2022

年，全区贷款余额年均增长 8.48%，

排 名 全 国 第 29 位。2013 年 贷 款 余

额低于内蒙古的贵州、甘肃、新疆

等省区 2022 年贷款余额均接近或超

越，同时，对吉林、黑龙江、甘肃

等省份的领先差距明显缩小。特别

数据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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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 2018—2022 年，与内蒙古经济

体量相近的山西、天津、黑龙江、

贵州贷款年均增速分别为 10.54%、

6.37%、5.81% 和 12.95%， 均 高 于

内蒙古。

（二）区内盟市间贷款增速差距

扩大

2013—2022 年间，中部 4 市（呼

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乌兰察

布）贷款增长差异较大，呼和浩特

（16.18%）、 乌 兰 察 布（8.63%） 贷

款年均增速高于全区，包头市贷款

增速受包商银行风险处置影响波动

较大。东部 5 盟市（呼伦贝尔、兴

安盟、赤峰、通辽、锡林郭勒）贷

款在 2013—2017 年经历高速增长，

除锡林郭勒以外的 4 个盟市年均增

速 均 在 10% 以 上， 最 高 的 兴 安 盟

达 25.49%， 但 自 2017 年 后 大 幅 下

滑，呼伦贝尔 2018 以来的贷款增

速仅为 0.91%。西部 3 盟市（巴彦

淖尔、乌海、阿拉善）贷款增速均

低 于 全 区， 其 中 乌 海 年 均 增 速 仅

为 0.06%。 从 贷 款 余 额 看， 中 部 4

市贷款余额占全区比重由 2013 年

55.38% 升至 66.65%，特别是呼和浩

特，由 21.16% 升至 39.23%。东部 5

盟市由 23.01% 升至 26.14%，西部 3

盟市由 9.75% 降至 7.21%。

（三）住户贷款增长快于企事业

单位贷款

2022 年末，全区企事业单位贷

款余额 18572.04 亿元，2013 年以来

年均增长 8.65%。自 2017 年起，住

户部门贷款增速高于企事业单位，

差距最大达到 11.8 个百分点。2022

年末，全区住户贷款余额 8344.43 亿

元，2013 年 以 来 年 均 增 长 10.4%，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个人经营贷款

年均分别增长 13.85%、6.64%。住户

贷款占比由 2013 年的 26.45% 上升至

2022 年 31%。2017 年以来，全区民营

企业贷款余额连续两年下降、年均

下降 5.1%。随着金融支持小微企业

各项政策的出台，小微企业贷款不

断增量扩面，普惠小微贷款近 5 年

年均增长 8.43%，高于全区各项贷

款 3.18 个百分点，但低于全国平均

33.15 个百分点。 

（四）贷款期限结构持续中长

期化

与全国中长期贷款增速超过短

期贷款的趋势相同，2022 年末，全

区中长期贷款余额 18362.77 亿元，

2013 年 以 来 年 均 增 长 11.26%， 远

高 于 各 项 贷 款， 其 中 个 人 和 企 事

业单位中长期贷款年均分别增长

数据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财经 FINANCE AND ECONOMICS北方经济



75

11.75%、11.07%。短期贷款中，个人

短期贷款年均增速 8.53%，其中个人

短期消费贷款年均增速达 18.22%。

企事业单位短期贷款自 2018 年起负

增长，年均增速为 -0.28%。

（五）贷款投向中基建和房地产

占比上升

2013-2022 年，基建、制造业、房

地产在全区贷款中的占比从 31:12:15

演变为 39:9:22，制造业占比呈下降

态势，基建和房地产占比在持续升

高后保持稳定。

近年来，在工业增加值数据核

减、大企业风险暴露、不良贷款处

置等因素影响下，全区工业和制造

业贷款增长缓慢，2016 年以来年均

增速仅为 2.18% 和 0.91%。投向基

建的贷款在 2017 年之前占比持续抬

升，2018—2019 年由于防范化解地

方政府债务风险力度加大，占比有

所下降，2020 年以来又有所抬升。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化，全区房

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房地产贷款占

比稳步提升，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

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分别从 2012 年

3.11%、10.18% 上升至 2021 年 7.43%、

14.96%，2022 年两项占比均有下降，

分别为 6.53% 和 13.58%。

二、信贷结构变化中应

关注的问题

（一）经济发展放缓影响信贷

总量增长

2013 以来，内蒙古 GDP 年均增

长 8.2%，低于全国 0.05 个百分点，

排名第 21 位。信贷增速较快的省份

如贵州（16.59%）、江西（16.86%）、

广 西（13.94%）， 地 区 GDP 增 长 也

较快，年均增速排名全国第 2、5 和

13 位。地区 GDP 增长较慢的地区如

黑龙江、吉林、辽宁，其信贷增速

分别为全国第 26、23 和 31 位。呼和

浩特、兴安盟、赤峰等区内经济增

长较快的盟市，贷款增速排名全区

前 3 位。“各项贷款 /GDP”表明每

单位贷款投入对产出的带动作用，

可以体现信贷效率。2022 年，内蒙

古“各项贷款 /GDP”为 116.24%，

排全国第 31 位，显示出信贷对经济

整体的支持具备较大提升空间。

（二）制造业贷款占比下降映射

出产业结构问题

目前，内蒙古经济重型化产业

结构格局仍未改变，全区能源和原

材料工业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82.1%，电力、化工、钢铁、有色、

石化炼焦、建材 6 大高耗能行业能

耗占规上工业能耗比重的近九成。

制造业贷款增长缓慢反映的是经济

结构深层次问题，其占比下降主要

是“两高一剩”行业淘汰退出的结

果，但由于没有足够的新动能及时

补位，成熟投资项目较少，青黄不

接导致有效贷款载体减少。自 2018

年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建立以

来，全区绿色贷款增速虽然较高、

年均达到 18%，高于各项贷款 13.83

个百分点，但 2021 年末绿色贷款占

比仅为 6.37%，低于全国 1.88 个百

分点，投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等两大基建行业的绿色贷

款占 65.41%，投向制造业的绿色贷

款仅占 9.86%。

（三）应关注基建和房地产贷款

占比过高蕴含的风险

在 制 造 业 面 临 更 多 产 业 政 策

调整、贷款风险高企的背景下，银

行更多倾向于投放基建贷款、个人

住房贷款，结果即是贷款期限的中

长期化。这虽是银行规避风险的理

性选择，但这种个体理性形成和加

剧了集体不理性的“囚徒困境”局

面，进一步积累了政府隐性债务和

房地产金融风险。政府平台公司的

基建贷款是政府隐性债务的一部

分，具有风险隐蔽特点，在政府杠

杆率计算中一般不包括在内。从平

台公司较为集中的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 贷 款 来 看，2012 年 以 来 增 长 迅

速，年均增速为 28.91%，增速在各

行业分类中排第 1 位。同时，银行

业 10 多年来经营同质化的一个表现

即贷款向房地产行业集中，而近年

来受疫情、经济下行及融资政策收

缩的影响，部分房企先后发生违约

爆雷，“保交楼”任务艰巨。基建和

房地产作为过去信用扩张的主要载

体，在当前应高度关注其风险的动

态变化，需防范向金融领域的传导

衍变。

（四）民营企业贷款明显下滑态

势明显

虽然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增速较

高，但自 2017 年以来，全区民营企

业在全部企业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从

33%下降至22%，年均增长 -0.04%。

在信用结构分化下，银行更愿意将

贷款投向风险水平相对较低的政府

类项目和国企，民企面临更严的贷

款约束。虽然近年来监管方面多次

强调要建立健全尽职免责机制，但

细化落实有待加强，银行在贷款投

放的内部责任追究等方面，对民企

相较国企采取了更加严格的审查和

追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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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有

待加强

当前，自治区金融风险呈“水

落石出”态势，不良贷款规模和不

良率较高，占用大量金融资源无法

有效运用。受其影响，全区地方法

人机构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政策工

具使用受限，制约支持实体经济能

力。近年来，全区出现数起大型企

业及平台企业债券违约风险事件，

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

响。此外，在金融支持普惠小微、

三农等领域，受制于信用体系建设

不完善、融资配套增信机制不健全

等因素，相关领域信贷投放面临着

日益凸显的商业可持续与政策环境

不完善的矛盾。

三、政策建议

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引导

下，内蒙古经济逐步从高速发展转

向高质量发展。随着“五大任务”

深化推进，信贷资源将逐渐向绿色

低碳、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现

代能源等关键领域集中，预计全区

绿色信贷、特别是新能源领域贷款

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制造业、普

惠小微贷款占比将进一步提升，基

建、房地产总量稳步上升但占比缓

步下降。下一步，应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在稳总量的基础

上，顺应经济结构变化，培育新的

增长点，持续优化信贷结构，促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当前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

要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控有机

结合，用足用好国家和自治区已出

台的稳增长政策措施，着力解决工

作中的实际问题，加快保障循环畅

通、 推 进 消 费 回 暖、 助 力 居 民 增

收，落实好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 等 各 项 帮 扶 政 策， 稳 定 市 场 预

期，增强市场主体发展信心。加大

项目储备力度，强化政策间的协同

联动，加快项目运作，提高经济对

金融资源的承载能力，增强经济发

展后劲和可持续性。

（二）积极培育高质量增长动能

把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

等战略机遇，立足优化升级能源和

战略资源基地、打造优质高效农畜

产品生产基地，推动传统产业智能

化、科技化、绿色化发展，新能源

“风光氢储”一体化推进，加快建设

制造业“链主”龙头企业，持续推

动奶业振兴和种业振兴。深入实施

“科技兴蒙”，培育发展“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重点建设呼包鄂乌城市

群和东部赤峰、通辽“双子星座”，

加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提

高城市运营和治理水平。突破性发

展现代服务业，打造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文化品牌。

（三）深化企业和金融机构改革

综合运用财税、金融、产业等

政策，积极为本地企业发展创造良

好环境，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

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经营效益。加快

企业上市培育辅导，强化企业财务

约束，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合

格市场主体。加大对企业家综合素

质 和 诚 信 意 识 的 培 养， 增 强 其 经

营、运用金融资源、创造价值以及

回馈社会的能力。培育和引进大型

企业总部，发挥总部经济资金聚集

效应，促进提高资金循环效率。加

快推进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改革，推

动高风险机构风险化解和资本补

充，增强支持实体经济能力。

（四）持续优化地区金融生态

环境

统筹各类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做

大做强政府投资基金，引导撬动社

会资本投入，加大企业资金支持。

做大做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充

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和财政性资

金风险补偿作用，增强银行放贷积

极性。加快建设自治区企业融资服

务平台，归集涉企公共事业缴费、

税务、社保、司法等信息并共享，

为机构验证企业信用提供数据支

撑，为企业融资增信。积极协调解

决重大违约事件，严厉打击恶意逃

废债行为，提升区域信用水平。围

绕优质营商环境标准推进政府改革

和法治建设，以高效政府和公正司

法构筑改革开放新高地。

参考文献 ：

[1] 李春晖 . 实体结构与金融结

构的匹配 [J], 中国金融 ,2017,(14).

[2] 张辉 , 贺敬芝 . 银行业信贷结

构及其优化路径研究 [J], 金融监管研

究 ,2018,(3).

[3] 赵园 . 房价波动、信贷结构

与金融稳定——基于 1998-2012 数据

的实证 [J], 武汉金融 ,2015,(12).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呼

和浩特中心支行）   

                   责任编辑 ：康伟

财经 FINANCE AND ECONOMICS北方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