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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山西 7 月份经济数据点评 

——延续稳定恢复发展态势 

1-7 月份，全省经济延续稳定恢复发展态势，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

增长。工业新动能增势强劲；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回落，但依然处于高位；

消费加快回暖，新业态及新兴消费持续快速发展。 

工业生产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新动能增势强劲。1-7 月份，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5.0%，增速较全国高 0.6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

（7.3%）较全国高 0.6 个百分点。全省采矿业、制造业、电热燃水业增加

值同比增速分别为 12.5%、21%、10%。传统工业稳步增长，煤炭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2.4%，钢铁工业增长 13.7%，有色金属工业增长 22.6%；工业

新动能增势强劲，装备制造业增长 32.7%，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长 45.3%，高

技术制造业增长 39.3%，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 28.3%，均明显快于全部

工业增速。 

制造业投资依旧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拉动因素。1-7 月份，全省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 15.4%，较去年同期下降 2.8 个百分点，较全国快 5.1 个百分

点；两年平均增速（11.9%）较全国快 7.6 个百分点。分产业看，一产、二

产、三产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 46.1%、9.5%、16.5%，增速较去年同期分

别回落 6.7、9.5 及 2.3 个百分点；一产、二产、三产固资投资占全省固定

资产投资比重分别为 6.0%、34.5%、59.5%。第二产业中，工业投资增长

9.8%，增速较上半年回落 3.2 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投资、制造业投资、

电热燃水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17.6%、38.4%、-28.0%，较上半年分别增加

3.3 个百分点、回落 5.3 个及 4.5 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拉动第二产业投资

增长 17.2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投资增长 1.2 倍；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投资增长 99.6%；农副食品加工业投资增长 83.2%。 

消费加快回暖，新业态及新兴消费持续快速发展。1-7 月份，全省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4280.8 亿元，同比增长 27.7%，较全国高 7 个百分点。具

体而言商品零售 1385.5 亿元，增长 33.8%；餐饮收入 70.6 亿元，增长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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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消费方面，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中，新能源汽车增长 1.3 倍，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 50.0%；新业态方面，全省网上商品零售额 114.0 亿

元，增长 1.3 倍；旅游方面，全省重点监测景区的接待人数 2867.9 万人次，

增长 1.1 倍，门票收入 82655.6 万元，增长 1.7 倍。 

山西信用债市场 

 山西省信用债券信用利差情况：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山西省产业

债信用利差处于高位，全国排名第4位（较第3位天津市信用利差低89.3BP，

较第 5 位新疆信用利差高出 10BP），所处历史分位数为 67.6%，较上月末

下降 27 个百分点，信用利差继续处于下降通道；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山西省城投债利差仍处于较高位置，在已公布数据省份中排名全国第 8 位，

所处历史分位数为 97.1%，较上月末下降 2.7 个百分点，但仍处于高位；我

们主要关注煤炭行业的信用利差。截至 8 月 31 日，煤炭行业信用利差较大，

为 108.9BP（前值 165.1BP），排名第 7 位，较上月下降 2 个位次。 

 煤炭行业信用债券收益率情况：统计各省发行的煤炭行业债券，可以

得到截至 8 月 31 日，山西省存量煤炭行业债券存量仍有 198 只，合计余额

达到 2199.7 亿元；山东省与陕西省紧随山西省之后，煤炭行业债券存量分

别为 89 只、51 只，合计余额分别达到 1263.1 亿元、1297 亿元。将山西省、

山东省、陕西省的煤炭行业存量信用债券按照期限分类，分别统计各期限

内债券收益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以直观地观察各期限债券的利率变化情

况。可以得到，山西省内存量信用债券，各期限的利率波动依然处于高位，

这一方面与山西省内债券数量过多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山西省内煤企

众多，煤企资质良莠不齐。 

 山西省信用债发行与到期汇总：2021 年 8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山西省完成发行的信用债（不含同业存单）共 30 只，发行规模为 370.3 亿

元，发行规模全国占比为 1.92%；中部六省完成发行的信用债（不含同业

存单）共 253 只，发行规模为 2204.24 亿元，合计发行规模全国占比为

11.41%。中部六省合计发行信用债规模稳步提升，但和中部六省相比，山

西省信用债发行规模不高，仍处于较低水平。2021 年 8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山西省完成发行的信用债（不含同业存单）共 30 只，信用债到

期只数共 24 只。全国完成发行的信用债（不含同业存单）共 1942 只，信

用债到期只数共 1308 只。 

 信用债券违约信息跟踪：2021 年 8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山西

地区无信用债违约事件发生。全国来看，当月共有 16 只信用债发生违约事

件。其中，已有 10 只构成实质违约。债券违约类型包括，触发交叉违约、

未按时兑付本息、本息展期等。违约的债券发行主体中，基本都是民营企

业。 

 山西省信用债推迟、取消发行及评级变化情况：2021年 8月 1日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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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31 日，山西省共有 2 只信用债取消发行，发行人分别是阳城县阳泰

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运城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计划发行

规模合计达到 6 亿元；山西长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一只债券

的中债隐含评级被下调，债券余额合计 2 亿元。在此期间，山西地区暂无

其他主体评级调低、调高的企业及中债隐含评级调低、调高的债券；根据

公开信息，2021 年 8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山西地区暂无其他信用

事件发生。 

山西经济动态 

 山西出台措施促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8月 19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

悉，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等 12部门于 8月初联合印发《关于提

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若干措施的通知》。在稳定和扩大汽

车消费、促进家电家具家装消费、提振餐饮消费、加快发展消费新业态新

模式、补齐农村消费短板弱项、强化政策保障等方面，结合我省实际，做

了具体安排部署。 

 我省地方金融监管监测“两系统一平台”上线运行。8月 20日，我省

地方法人银行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监测系统、非法集资

监测预警大数据平台正式上线运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蓝佛安出席启动仪

式，宣布“两系统一平台”正式上线，并对发挥“两系统一平台”功能、

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出工作要求。“两系统一平台”是我省充分汲取金

融风险防控经验教训，在中央垂直监管体系基础上建设的地方金融基础设

施，主要针对地方法人银行、地方承担监管职能的类金融机构及非法集资

领域，建立若干监测指标体系，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施监测预警，构筑地方

金融风险“防火墙”。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4  

目录 

一、专题报告 .............................................................................................................................................................. 6 

山西 7 月份经济数据点评——延续稳定恢复发展态势 ............................................................................................... 6 

二、山西省信用债市场跟踪 ....................................................................................................................................... 7 

（一）山西省债券信用利差情况 .................................................................................................................................. 7 

（二）山西省信用债发行汇总 .................................................................................................................................... 10 

（三）信用债到期情况汇总 ........................................................................................................................................ 11 

（四）债券违约信息跟踪 ............................................................................................................................................ 12 

（五）信用债推迟、取消发行情况 ............................................................................................................................ 13 

（六）债券评级变化 .................................................................................................................................................... 13 

（七）信用事件 ............................................................................................................................................................ 13 

三、山西经济要闻 ...................................................................................................................................................... 13 

四、产业政策及动态 .................................................................................................................................................. 15 

五、重点企业动态 ...................................................................................................................................................... 16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5  

 

图表目录 

表 1：各省市产业债信用利差 .................................................................................................................................... 7 

表 2：各省市城投债信用利差 .................................................................................................................................... 8 

表 3：各行业信用利差 ............................................................................................................................................... 8 

表 4：煤炭行业各省市存量信用债券情况统计 ......................................................................................................... 9 

表 5：8 月山西省信用债发行统计 ............................................................................................................................ 10 

表 6：8 月中部六省信用债发行统计对比................................................................................................................. 11 

表 7：8 月信用债发行与到期情况统计 .................................................................................................................... 11 

表 8：8 月全国信用债违约事件跟踪 ........................................................................................................................ 12 

表 9：8 月山西省推迟及取消发行信用债................................................................................................................. 13 

表 10：8 月山西省信用债债券中债隐含评级变化 ................................................................................................... 13 

 

图 1:陕西、山西、山东三省煤炭行业各期限利率最大与最小值比较 ...................................................................... 10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6  

一、专题报告 

山西 7 月份经济数据点评——延续稳定恢复发展态势 

1-7 月份，全省经济延续稳定恢复发展态势，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工业新动能增势强劲；固

定资产投资有所回落，但依然处于高位；消费加快回暖，新业态及新兴消费持续快速发展。 

工业生产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新动能增势强劲。7 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4%。其中，

全省采矿业、制造业、电热燃水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 4.3%、17.4%、12.1%。1-7 月份，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15.0%，增速较全国高 0.6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7.3%）较全国高 0.6 个百分点。全省

采矿业、制造业、电热燃水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 12.5%、21%、10%。传统工业稳步增长，煤炭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2.4%，钢铁工业增长 13.7%，有色金属工业增长 22.6%；工业新动能增势强劲，装备制造业

增长 32.7%，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长 45.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39.3%，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 28.3%，均

明显快于全部工业增速。 

制造业投资依旧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拉动因素。1-7 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5.4%，较去年同

期下降 2.8 个百分点，较全国快 5.1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11.9%）较全国快 7.6 个百分点。其中，民间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4.4%，增速比上半年回落 0.7 个百分点。分产业看，一产、二产、三产固定资产投资分

别增长 46.1%、9.5%、16.5%，增速较去年同期分别回落 6.7、9.5 及 2.3 个百分点；一产、二产、三产固资

投资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分别为 6.0%、34.5%、59.5%。第二产业中，工业投资增长 9.8%，增速较上半

年回落 3.2 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投资、制造业投资、电热燃水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17.6%、38.4%、-28.0%，

较上半年分别增加 3.3 个百分点、回落 5.3 个及 4.5 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拉动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17.2 个百

分点，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投资增长 1.2 倍；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投资增长 99.6%；农副

食品加工业投资增长 83.2%。第三产业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热燃水）增长 20.7%，增速较上半年回落

4.2 个百分点。 

消费加快回暖，新业态及新兴消费持续快速发展。1-7 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280.8 亿元，

同比增长 27.7%，较全国高 7 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1456.1 亿元，增长 35.3%，较全国

高 11.7 个百分点。具体而言商品零售 1385.5 亿元，增长 33.8%；餐饮收入 70.6 亿元，增长 74.0%。新兴消

费方面，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中，新能源汽车增长 1.3 倍，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 50.0%；新业态方

面，全省网上商品零售额 114.0 亿元，增长 1.3 倍；旅游方面，全省重点监测景区的接待人数 2867.9 万人次，

增长 1.1 倍，门票收入 82655.6 万元，增长 1.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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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西省信用债市场跟踪 

（一）山西省债券信用利差情况 

产业债：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山西省产业债信用利差处于高位，全国排名第 4位（较第 3位天津

市信用利差低 89.3BP，较第 5位新疆信用利差高出 10BP），所处历史分位数为 67.6%，较上月末下降 27个

百分点，信用利差继续处于下降通道。 

表 1：各省市产业债信用利差 

产业债省份 

当月信用利差

（bp) 当月波动（bp) 上月波动（bp) 

当月历史分位

数(%) 

上月历史分位

数(%) 当月利差排名 

安徽 58.6 -10.6 -5.3 0.3 5.5 23  

北京 41.8 -4.0 -3.6 8.0 13.3 29  

福建 62.5 -5.1 -5.9 4.5 12.5 21  

甘肃 108.2 -12.0 -2.6 49.4 71.5 11  

广东 45.7 -5.9 -6.4 1.2 9.1 27  

广西 137.4 -19.1 -84.9 14.4 29.5 7  

贵州 108.9 -5.3 -205.3 3.7 3.9 10  

河北 115.9 -44.2 -41.5 46.3 88.5 9  

河南 75.6 -26.1 -21.5 0.0 3.6 16  

黑龙江 45.3 -96.2 -5.7 0.4 47.2 28  

湖北 73.2 -11.2 84.4 10.2 87.7 18  

湖南 95.1 -1.2 -28.2 2.1 2.7 14  

吉林 74.5 -44.4 -21.6 2.7 12.7 17  

江苏 54.3 -6.8 -16.1 1.7 3.4 24  

江西 50.5 -14.0 -81.8 5.8 19.1 26  

辽宁 130.6 -18.4 -7.1 39.2 62.0 8  

内蒙古 107.0 -26.3 -125.4 0.2 5.0 12  

宁夏 165.1 -1.0 80.0 59.4 60.0 6  

青海 4082.9 -1028.5 -237.2 91.7 97.6 1  

山东 64.2 -18.3 -14.7 0.6 6.2 20  

山西 191.7 -108.7 -20.2 67.6 94.6 4  

陕西 77.7 -10.2 -13.2 4.5 12.5 15  

上海 51.1 -11.6 -4.2 1.1 18.4 25  

四川 70.8 -12.9 -18.5 5.3 17.2 19  

天津 281.0 -9.9 78.8 98.0 99.6 3  

新疆 181.7 -26.8 -2.3 77.7 97.8 5  

云南 295.7 -26.5 -2.6 93.7 99.5 2  

浙江 59.7 -9.0 -9.9 0.8 3.4 22  

重庆 99.9 -21.2 -11.1 4.6 13.7 13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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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西藏、海南无数据） 

城投债：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山西省城投债利差仍处于较高位置，在已公布数据省份中排名全国

第 8位，所处历史分位数为 97.1%，较上月末下降 2.7个百分点，但仍处于高位。 

表 2：各省市城投债信用利差 

城投债省份 

当月信用利差

（bp) 当月波动（bp) 上月波动（bp) 

当月历史分位

数(%) 

上月历史分位

数(%) 当月利差排名 

安徽 79.5 -10.0 -16.0 7.2 13.5 19 

北京 44.7 -8.3 -8.2 3.0 11.5 25 

福建 67.3 -8.7 -3.9 7.6 11.4 22 

广东 36.9 -5.8 -22.5 1.7 6.3 26 

广西 268.3 -33.4 44.1 94.7 99.9 7 

贵州 519.4 -0.4 92.2 98.5 98.6 1 

河北 110.9 1.3 -9.2 18.3 17.3 17 

河南 139.2 -12.9 -1.5 86.0 95.9 14 

黑龙江 461.8 -12.6 33.1 94.8 99.8 2 

湖北 81.2 -5.1 -23.2 5.3 8.3 18 

湖南 166.0 -17.8 5.3 47.1 75.8 11 

吉林 232.0 -22.4 19.9 95.5 98.5 9 

江苏 76.7 -12.8 -13.1 5.6 12.0 20 

江西 131.0 -18.6 61.0 67.9 92.8 15 

辽宁 330.8 -2.9 5.7 98.5 99.4 5 

青海 345.4 345.4 -322.7 97.5 #N/A 4 

山东 145.4 -17.0 73.3 64.3 94.2 12 

山西 255.9 -25.3 86.9 97.1 99.8 8 

陕西 197.5 -14.6 36.8 97.4 99.6 10 

上海 45.7 -9.4 -0.9 3.0 25.6 24 

四川 114.3 -23.1 65.2 54.5 81.3 16 

天津 295.6 -6.5 -11.3 96.4 98.2 6 

新疆 75.0 -13.7 -6.7 7.3 16.4 21 

云南 365.1 -32.5 102.3 96.6 99.8 3 

浙江 63.3 -8.0 -1.8 8.2 16.7 23 

重庆 139.2 -14.3 7.4 57.8 79.4 13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注：西藏、海南、甘肃无数据） 

行业方面：我们主要关注煤炭行业的信用利差。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煤炭行业信用利差较大，为

108.9BP（前值 165.1BP），排名第 7位，较上月下降 2个位次。 

表 3：各行业信用利差 

分行业 

当月信用利差

（bp) 当月波动（bp) 上月波动（bp) 

当月历史分位

数（%） 

上月历史分位

数（%） 当月利差排名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6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