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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引言



四川省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省份，其金融体系与产业
结构的协调发展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之间的
互动关系日益紧密，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直接影响到
区域经济的稳定性和持续发展能力。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四川省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的耦合
协调关系，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以促
进四川省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研究背景与意义



研究目的
揭示四川省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评估其协调发展水平，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究问题
四川省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如何优化二者的协调发展？

研究目的与问题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

究方法，包括文献综述、实证分析和

案例研究等。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四川省统计

局、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等官方机

构发布的统计数据，以及相关的学术

研究成果和案例资料。



PART 02

四川省金融体系现状分析



截至2022年底，四川省共有各类金融机构近万家，其中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各类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数量

四川省金融机构主要分布在成都、绵阳、德阳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其中成都市金融机构数量占比超过一半。

金融机构分布

金融机构数量及分布



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四川省银行业市场发展迅速，截至2022年底，全省银行业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超过10万亿元，贷款余额超

过8万亿元。

证券期货市场

四川省证券期货市场稳步发展，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加，

直接融资比重逐步提高。

保险市场

四川省保险市场发展迅速，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均位居全

国前列。

银行业市场



四川省金融服务覆盖面较广，基本实现了城乡金
融服务全覆盖。

服务覆盖面

四川省金融机构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
逐年提高。

服务质量

四川省金融机构在服务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如推出线上金融服务、移动支付等。

服务创新

金融服务水平评估



四川省金融机构主要分布在经济较为
发达的城市，部分偏远地区金融服务
仍存在空白。

金融机构分布不均 金融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金融市场发展不足 金融创新能力不足

虽然四川省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但在服务质量、服务效率等方面仍有
提升空间。

与发达省份相比，四川省金融市场发
展相对滞后，直接融资比重较低。

四川省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方面仍需
加强，以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PART 03

四川省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03

发展趋势

未来，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四川省

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关系将继续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01

产业结构概述

四川省的产业结构主要由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构成。

02

比例关系变化

近年来，四川省的产业结构比例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农业占

比逐渐下降，工业和服务业占比稳步上升。

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关系



特色产业
四川省的特色产业主要包括旅游、文化、中药材、现代农业等。

产业布局
四川省在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布局上，注重发挥区域优势和资源
优势，形成了多个产业集聚区和特色产业带。

优势产业
四川省的优势产业主要包括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先
进材料、能源化工等。

优势产业与特色产业



四川省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主要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
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调整方向

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四川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推动产业集聚发展等。

优化措施

经过努力，四川省的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较大程度的优化升级，新兴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势头良好。

升级成果

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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