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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大兴财政、金融发展呈现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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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大兴区财政收入低开高走，全区税收实现小幅增长，收入规模再上台阶，

公共服务等方面投入明显加大，支出结构不断优化；金融机构储蓄存款高速增长，各项贷

  一、财政收入稳步增长，财政支出结构趋向合理 

  （一）财政收入保持增长 

  受2008年金融危机后期影响，2009年1-5月财政收入较上年出现负增长，6月份转负为

截止到年底大兴区地方完成地方财政收入实现23.1亿元，比上年增加2.8亿元，增长13.8 %

  财政实力进一步增强。一是与2005年相比，财政收入实现了四年翻了一番；二是财

势。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保持10%以上。 

  分部门看，以亦庄、黄村、西红门等为主的新城功能拓展镇成为财政收入主要的增

亿元，比2008年增长6%。 

  （二）财政支出快速增长，支出结构明显优化 

  2009年，全区财政支出达73.5亿元，比上年增加32.1亿元，增长77.5%。财政支出提速明

障。财政支出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支出进度明显加快。一季度、上半年和前三季度财政支出进度同比分别快4.4

度加快，有利于各项支出及时作出安排，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好,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

  二是支出结构明显优化。主要体现在财力进一步向基层倾斜、向民生倾斜。城乡社

4.44倍，一般公共服务、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分别增长94.7%

  三是财政助推经济发展的职能得到进一步发挥。加快推进建设农村金融改革实验区

“大兴区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平台”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积极争取上级部门政策性

金30亿元。 

  二、税收小幅增长 

  随着经济的回暖和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全区税收入小幅增长。到2009年年末，全

增长7.7%。 

  营业税完成16.2亿元，比2008年增长10.5%。主要表现为:一是传统营业税大户房地

税4.6亿元，比2008年增长15.2%。二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完成营业税1.7亿元，比2008

  区域增值税达到17.6亿元，比2008年增长15.5%。其中，工业增长15.7%，批发和零售

  所得税完成14.7亿元。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区内企业效益下滑，企业所得税完成10.1

个人所得税成增长较快，完成4.6亿元，比2009年增长13.5%。 

  三、金融运行平稳，存、贷款均创历史最高 

  （一）居民储蓄增长较快，企业存款增长前慢后快 

  2009年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806亿元，比年初新增267.5亿元，年末余

末提高21.9个百分点，为十年来历史最高点。 

  居民储蓄增长较快。年末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417.2亿元，比上年末增长32.9%

储蓄存款运行呈现出定期化倾向加强趋强。年末居民定期储蓄存款占全部存款的60.4%

因：一是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09年全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

比2008年增长8.9%和10.2%。二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居民收入预期减弱，预防性储

滑，对储蓄的分流作用明显减弱。 

  企业存款增长较快。年末企业存款余额298.1亿元，比2008年增长64.9%。分季看，

比2008年增幅仅为5.4%，为2009年最低水平。这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市场需求明

库存增加较多所致。5月后，随着各大企业逐渐恢复生产，企业存款增长明显加快，7月

后逐渐平稳，截止到12月，企业存款较2008年增长64.9%。调查显示，北京市工业企业

为130.3，比一季度、二季度和三季度分别上升36.6点、23.2点和10.5点。 

  （二）各项贷款增势强劲 

  年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95.4亿元，比2008年增长67.6%。增速为

36个百分点。 

  贷款增量和增幅均创新高。2008年贷款增量首次超过百亿元，达119.1亿元，创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