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镇化成为金融业发展新“蓝海” 

2015 年 7月 28日上午，河南省社科院发布《河南金融发展报告（2015）》。

《报告》以“新常态下的区域金融发展”为主题，分析了 2014 年河南省金融运

行发展的新态势、新亮点、新特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为新常态下河南区域金融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数据显示，2014 年全省金融业社会融资规模再创新高，达到 6826 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19.98%，位居全国第 8 名；银行业服务实体作用更加显著，去年

河南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余额 13625.9亿元，同比增长 24%。但《报告》同时指

出，河南省区域金融发展依旧不平衡，寿险收入明显高于财险收入，在区域分布

上，呈现出保费收入主要集中在郑州地区，其他地区发展不足的现象。 

《报告》认为，2015 年河南金融业发展面临诸多机遇，互联网金融将为金

融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路径，城镇化的过程将成为河南省金融业发展的新“蓝海”。

省社科院金融和财贸研究所副研究员赵然表示，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

着河南城镇人口增加 410 万人，预计 2020 年，河南城镇化率将达到 58%～60%，

大量的金融需求将在县、乡（镇）等地产生，并派生出很多新型金融业务。《报

告》预计，2015 年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将有望突破 4.6 万亿元，

人民币贷款余额将突破 3.3万亿元，存贷款之间的差距有望缩小，社会融资规模

将突破 6500 亿元，河南省将继续加快区域金融资源整合的步伐，推动有实力、

有条件的金融企业到境内外资本市场融资，激活本地金融市场。 

《报告》还以金融生态土壤环境、金融生态成长环境、金融生态空气环境为

指标依据对全省 18 个省辖市的金融生态环境综合实力进行评价排名，其中，郑

州、洛阳、焦作、许昌、南阳 5市位居全省前五位。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点评：未来，新型城镇化将创造新需求，围绕

城镇化战略来作布局。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铁路、公路、水运、航空、输

油气管道，以及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城镇化提法没出来以前，信贷投向相对看好消费领域。比如，消费信贷、

物流公司和供应链金融。但一提城镇化，又回到基建项目。而只要国家政策定

下来，宏观政策中肯定有商机。 

搞城镇化，就必然会有金融投资。中国国情就是政策推动型，具体路径就

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小城镇建设，投资最简单可行，地方政府轻车熟路，最受

欢迎。 

在金融机构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资金的同时，也应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各

类社会资金，如民间资本、地方政府债券等进入该领域。实际上，城镇化往往

同工业化形成一体。然而大城市是先工业化，再带动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有

还款来源保障，而三四线城市在工业化不足情况下，通过大规模银行负债来实

现城镇化，不太现实，且风险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