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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一、本篇资料综合反映江门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支、金融及保险的发展情况。

二、本篇资料来源：

1、地方财政收支情况资料，主要来源于江门市财政局。

2、金融业务情况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江门分行。

3、保险业务情况资料，主要来源于江门市保险行业协会。

三、从 2004 年起财政收入增长率按省统一新口径（可比口径）计算，收入合计数是

自然口径，增长率是按可比口径计算（可比口径=自然口径-出口退增值税-免抵

调减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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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全市财政和金融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年份
地方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

地方公共财

政预算支出

财政收入占

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

(%)

金融机构人

民币存款余

额

金融机构人

民币贷款余

额

城乡居民储

蓄存款余额

1978 2.01 0.77 14.0 2.58 1.86 1.96

1979 1.87 0.86 11.5 3.54 2.04 2.36

1980 2.06 0.94 11.0 8.31 10.84 3.42

1981 2.14 1.07 10.0 10.97 13.39 4.86

1982 2.35 1.06 9.1 12.59 15.41 6.22

1983 2.49 1.21 8.7 16.33 20.35 8.16

1984 2.64 1.38 7.9 23.13 38.05 11.76

1985 3.27 1.92 8.4 30.61 44.75 16.35

1986 3.98 2.83 8.4 42.89 58.76 22.59

1987 4.86 3.41 8.0 56.26 78.79 31.47

1988 6.63 4.64 8.7 72.92 93.67 41.14

1989 7.08 5.27 8.1 86.49 101.85 51.9

1990 7 5.64 7.0 108.67 118.16 67.35

1991 8.73 6.95 7.3 137.34 137.43 86.86

1992 10 8.01 6.4 194.57 168.52 117.59

1993 16.13 13.46 7.4 252.87 213.82 162.31

1994 22.45 16.89 7.6 300.94 257.08 213.23

1995 15.97 18.66 4.4 386.19 322.30 282.14

1996 14.97 19.97 3.7 504.32 388.09 384.45

1997 16.26 22.41 3.8 576.02 534.69 442.36

1998 17.30 23.02 3.9 649.43 605.48 496.19

1999 18.70 24.70 4.0 693.65 609.20 521.29

2000 21.24 27.98 4.2 670.15 520.16 483.74

2001 22.82 31.42 4.3 714.78 546.79 513.44

2002 25.74 36.44 4.5 793.84 584.41 578.35

2003 29.37 41.38 4.8 917.01 637.01 667.17

2004 28.94 47.58 4.2 1029.94 573.42 753.91

2005 41.63 54.24 5.2 1163.76 534.17 852.93

2006 50.66 63.40 5.3 1286.42 518.51 941.03

2007 62.43 76.4 5.6 1386.2 584.25 972.97

2008 74.68 92.6 5.9 1611.31 606.42 1158.16

2009 83.63 111.08 6.2 1913.03 828.50 1289.06

2010 104.29 132.98 6.6 2214.97 973.75 1461.98

2011 119.17 165.08 6.5 2490.92 1133.69 1645.28

2012 135.03 188.12 7.2 2803.61 1331.19 1853.10

2013 158.03 212.61 7.9 3207.33 1563.15 2029.88



《江门统计年鉴—2014》 财政、金融、保险

- 226 -

13—2 全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支情况
单位：万元

指 标 2 0 1 2 年 2 0 1 3 年 指 标 2 0 1 2 年 2 0 1 3 年

财政预算收入合计

增值税

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房产税

印花税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罚没收入

专项收入

其他收入

1350341

267673

172506

102036

30451

99389

59626

20033

24618

124233

70207

57722

321847

1580325

311979

192646

122569

31933

110985

68400

25580

37767

168582

66120

65926

377838

财政预算支出合计

一般公共服务

国防

公共安全

教育

科学技术

文化体育与传媒

社会保障和就业

医疗卫生

节能环保

城乡社区事务

农林水事务

交通运输

其他支出

1881150

259998

10045

171087

440191

54117

21591

246746

150118

27610

54210

205841

85816

153780

2126085

286726

20182

187102

504425

52778

18590

288181

178262

54598

61697

235524

78186

15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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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单位：亿元

年 份 200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全 市 25.74 28.94 41.63 50.66 62.43 74.68 83.63 104.29 119.17 135.03 158.03

市本级 5.36 6.66 9.44 11.85 14.73 17.25 18.48 22.07 24.50 27.15 31.72

蓬江区 1.51 2.62 4.22 5.12 6.42 7.71 9.36 11.65 12.43 13.49 15.47

江海区 0.93 1.08 1.53 1.87 2.36 2.82 3.22 4.11 4.85 5.37 6.07

新会区 6.49 6.64 9.65 11.67 14.07 16.75 18.69 22.89 27.48 31.92 38.30

台山市 3.86 3.80 5.59 6.93 8.89 10.51 11.67 14.61 15.56 17.61 20.33

开平市 3.79 4.04 5.40 6.26 7.19 8.19 9.20 11.89 14.29 16.49 18.85

鹤山市 2.40 2.50 3.85 4.74 6.18 8.32 9.42 12.26 14.08 15.94 18.88

恩平市 1.39 1.61 1.95 2.20 2.59 3.14 3.61 4.81 5.97 7.05 8.43

13—4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单位：亿元

年 份 200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全 市 36.44 47.58 54.24 63.40 76.40 92.60 111.08 132.98 165.08 188.12 212.61

市本级 7.83 10.90 12.23 14.09 16.61 19.72 22.02 26.53 29.71 33.21 38.93

蓬江区 1.97 3.90 4.83 5.82 7.21 8.90 12.42 14.82 17.24 18.59 19.82

江海区 1.23 1.65 1.88 2.19 2.87 3.32 4.50 5.75 6.65 7.06 8.64

新会区 8.18 9.83 11.87 13.98 16.29 19.64 23.92 27.04 31.90 38.52 43.01

台山市 5.41 6.67 7.58 9.02 11.97 14.91 16.11 19.5 25.03 30.28 35.52

开平市 5.02 5.87 6.81 7.66 8.43 9.39 11.96 15.73 23.56 25.54 26.64

鹤山市 3.76 4.81 4.95 5.81 7.20 9.70 11.15 13.65 16.07 18.22 21.71

恩平市 3.03 3.95 4.08 4.82 5.83 7.02 8.99 9.96 14.92 16.70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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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银行信贷储蓄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2012 年 2013 年

人民币存

款余额

人民币贷

款余额

城乡居民

储蓄存款

余额

人均储蓄

年末余额

（元）

人民币存

款余额

人民币贷

款余额

城乡居民

储蓄存款

余额

人均储蓄

年末余额

（元）

全 市 2803.61 1331.19 1853.10 41339 3207.33 1563.15 2029.88 45133

市 区 1622.46 861.08 943.95 51299 1907.54 998.16 1030.85 55761

台山市 366.50 160.74 292.72 30914 403.34 186.99 321.93 33962

开平市 381.49 124.27 295.07 42062 416.28 159.33 322.52 45832

鹤山市 260.74 157.20 178.40 35795 288.78 176.11 199.54 39916

恩平市 169.01 26.42 142.33 28707 187.84 35.88 154.71 31104

注：人均储蓄年末余额用常住人口计算。

13—6 保险业务基本情况
（2013 年） 单位：亿元

承保金额 保费收入

全 市 16044.42 58.19

市 区 11029.57 36.20

新会区 1749.11 9.13

台山市 1530.37 5.70

开平市 2261.56 6.43

鹤山市 562.57 5.09

恩平市 560.34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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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用 指 标 解 释

财 政

财政收入 国家财政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所取得的收入，是实现国家职能的财力保证。

财政收入所包括的内容几经变化，目前主要包括：

（1）各项税收 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

税、城市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关

税、农牧业税和耕地占用税等。

（2）专项收入 包括征收排污费、征收城市水资源费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费。

（3）其他收入 包括基本建设贷款归还收入、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收入、国家

预算调节基金等。

（4）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 这项为负收入，冲减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国家财政将筹集起来的资金进行分配使用，以满足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

需要，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地质勘探费用、科技三项费用、工

业交通商业等部门的事业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国防支出、

行政管理费、价格补贴支出等项目。

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 按财政体制划分的中央本级收入和地方本级收入。

1994 年分税制财政体制以后，属于中央财政的收入包括关税、海关代征消费税和增值税，

消费税，中央企业所得税，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铁道、银行总

行、保险总公司等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利润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增值税的 75%部

分，海洋石油资源税和证券（印花）税 50%部分。属于地方财政的收入包括营业税、地方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镇维护建设税，

房地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宰税，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增

值税 25%部分，证券交易税（印花税）的 50%部分和除海洋石油资源税以外的其他资源税。

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 根据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不同职责、划分中央

和地方政府的事权，按照政府的事权划分确定的支出。中央财政支出包括国防支出、武装

警察部队支出、中央级行政管理费和各项事业费，重点建设支出以及中央政府调整国民经

济结构、直辖市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支出。地方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地方行政管理和

各项事业费，地方统筹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城市维护和建设

经费，价格补贴支出等。

预算内资金 预算内资金指纳入国家财政收支平衡表内的资金，这部分资金的收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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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和决算，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其来源主要包括国家征收的各项税收、国有企业

上交的利润、上交的能源交通重点基金以及统借统还外资和国库券收入。其支出主要用于

工农业生产建设、文教科技卫生、国家行政管理和国防等方面的支出。

预算内资金的额度大小，关系到国民收入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分配关系。预算内

资金过多，容易统的过死，企业没有动力和活力，不利于经济发展。预算内资金集中过少，

如各方面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利于宏观调控，同样对国民经济发展不利。因此，应合理确

定预算内资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预算外资金 预算外资金是有关单位凭借国家权力或由国家授权而取得的没有纳入

国家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其收入包括地方财政部门的各项附加收入，集中事业收入，

专项收入等，事业行政单位的专用基金，经营性服务纯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专项资金，

中小学勤工俭学收入，税收分成等。其支出包括固定资产支出，城市维护支出，福利奖励

支出，行政事业支出等。

金融和保险

信贷资金 国家银行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叫信贷金。中国人民银行信贷资金的来源

有各项存款、对国际金融机构负债、流通中货币、银行自有资金及当年结益等。信贷资金

的运用有各项贷款、黄金占款、外汇占款、财政借款及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资产等。

存款 企业、机关、团体或居民把贷币资金存入银行或其他信用机构保管并取得一

定利息的一种信用活动形式。根据存款对象的不同可划分为企业存款、财政存款、机关团

体存款、基本建设存款、城镇储蓄存款、农村存款等科目。它是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

贷款 银行或其他信用机构根据必须归还的原则，按一定利率，为企业、个人等提供

资金的一种信用活动形式。我国银行贷款，分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城乡个体工

商户贷款以及农户贷款等科目。

贷币投放 指银行在一定时期内现金支出大于现金收入的数量。它是中央银行调节市

场货币流通的方式之一。银行根据市场对货币流通的需要情况，有计划地通过工资发放、

商品采购、贷款发放等渠道，将货币投入市场。为了使货币的流通量同国民经济对货币的

实际需要量相适应，保证币值的稳定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货币投放量应该适当，必须

使投放的时间、数量以及在各地区的分配和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量的扩大所引起对货币

的需要量相适应。

货币回笼 是银行现金收入超出现金支出后的结果反映、意味着市场上一部分票子被

银行收回，市场货币流通量减少。货币回笼的渠道很多，主要是商品回笼和信用回笼。商

品回笼就是将商品卖出去，收回现金。信用回笼就是采取多种办法增加居民在银行的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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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一定时期内使货币回笼一些，可以使过高的物价指数降下来，消除通货膨胀。但不

视经济发展需要，强行的回笼货币，同样会阻碍经济的正常运行。

国家储备 是一定时点上国家拥有的可直接对外支付的各种金融资产。包括黄金储

备、外汇储备、特别提款权、在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及对基金信贷的使用等。它是观察和

衡量一个国家对外支付能力的主要指标。

货币供应量 指某一时点一国流通中的贷币量。货币供应量可分为三个层次。

MO：流通中的现钞。

M1：Mo+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机关部队团体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

M2：M1+企业单位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外币存款+信托类存款。

货币流通、贷币流通量 货币在流通领域中不断地离开出发点，在不同所有者之间转

手，完成商品交换的行业，叫货币流通。货币流通量指货币离开金库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

数量。投放货币就增加了货币流通量，反之，回笼货币就减少了货币流通量。增加或减少

货币流通量主要是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货币流通量过少，不能满足商品交换的需要，

就会影响经济发展；货币流通量过多，超出了商品交换的需要，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同样

会影响经济的增长。

信用膨胀 是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信用的形式有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和

消费信用。商业信用指以延期付款方式出售商品，主要利用商业票据或采取赊帐的方式。

消费信用指对个人消费者提供的信用。如农村信用社向家民提供生活贷款等。财政信用是

国家以债务人身份向国内人民取得信用。如通过发行公债、集中闲散资金用于重点建设方

面。银行信用指银行对企业提供的信用。在我国，国家运用银行信用，有计划地动员和分

配国民经济中的闲置资金，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要。各种信用形式都是建立在相互依赖和

客观需要。各种信用形式都是建立在相互依赖和客观需要的基础上，如果信用超出实际可

能，就会出现信用膨胀。如银行事先对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了解，发放的贷款因企业亏损难

以收回，这样势必加大贷款规模，出现信用膨胀。

通货膨胀 是指一国经济中的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所需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

普遍上涨的现象。通货膨胀按形成的原因一般可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

货膨胀和结构性通货膨胀。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是指由于总需求的增长而引起的商品平均

价格的普遍上涨的现象。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是指因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者主动提高价格而

引起的商品平均价格的普遍上涨的现象。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

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在通货膨

胀期间，需求、成本以及结构这三种因素同时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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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保财产额 是指社会总财产额（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剔除按保险公司财产

保险条款规定不在保险范围内的财产额（如土地、货币等）和有自保能力不向保险公司投

保单位的财产额后所余的财产额。可保财产额是财产保险业务的全部工作对象的价值指

标。

承保额 又叫保险金额。它是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负担损失补偿或约定给付的金额。它

是保险合同上的最高责任额，也是计算保费的依据。

保费 又叫保险费。是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的有关规定，为被保险人取得因约定危险

事故发生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补偿（或给付）权利，付给保险人的代价。包括财产险和人身

险储金收入。

赔款 保险事故发生后，经查证确属保险责任范围以内的保险标的损失，保险人根据

保险合同的规定履行赔偿义务，给予被保险人的款项叫做赔款。赔款可分为已决赔款和未

决赔款两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