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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住房公积金 2024年年度报告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

知》（建金〔2015〕26 号）规定，现将四川省住房公积金 2024

年年度报告汇总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全省共设 21 个设区城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3 个独立设置的分中心（其中，四川省省级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隶属四川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四川石油管理局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隶属四川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隶属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业

人员 2376 人，其中，在编 1340 人，非在编 1036 人。

（二）住房公积金监管机构。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财政厅和

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负责对本省住房公积金管理运行情况进行

监督。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设立住房公积金监管处，负责辖区住房

公积金日常监管工作。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

2024 年，新开户单位 29334 家，净增单位 13617 家；新开

户职工 90.05 万人，净增职工 6.72 万人；实缴单位 204082 家，

实缴职工 852.29 万人，缴存额 1676.28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7.15%、0.79%、5.11%。

2024 年末，缴存总额 14783.74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2.79%；

缴存余额 5114.44 亿元，同比增长 7.12%。

表 1  2024 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

地区
实缴单位 实缴职工 缴存额 累计缴存总额 缴存余额

（亿元）
（万个） （万人） （亿元） （亿元）

四川省 20.41 852.29 1676.28 14783.74 5114.44

成都 12.85 464.82 855.96 7094.25 2281.73

自贡 0.29 14.48 30.15 299.78 112.53

攀枝花 0.20 13.24 30.44 368.92 124.99

泸州 0.50 29.01 53.92 488.13 170.87

德阳 0.48 28.38 52.51 562.04 178.41

绵阳 0.75 38.74 79.72 739.62 260.47

广元 0.31 15.14 34.60 295.88 136.31

遂宁 0.30 15.79 29.18 244.20 105.52

内江 0.26 15.62 28.94 285.20 109.70

乐山 0.50 23.10 43.20 473.93 151.27

南充 0.53 25.08 55.33 500.30 173.22

眉山 0.37 21.00 37.86 334.00 108.55

宜宾 0.70 37.41 73.76 652.49 216.90

广安 0.34 15.82 31.31 272.78 110.27

达州 0.33 18.86 46.22 423.03 190.30

雅安 0.27 10.68 22.34 226.73 67.66

巴中 0.28 12.78 29.68 226.76 126.46

资阳 0.20 10.53 21.99 205.46 78.25

阿坝 0.21 9.21 27.84 247.00 87.50

甘孜 0.23 8.61 32.21 285.21 115.13

凉山 0.51 23.99 59.12 558.03 208.40



（二）提取

2024 年，386.8 万名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

1336.32 亿元，同比增长 4.91%；提取额占当年缴存额的 79.72%，

比上年减少 0.15 个百分点。

2024 年末，提取总额 9669.3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6.04%。

表 2  2024 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况

地区
提取额 提取率 住房消费类提

取额（亿元）

非住房消费类

提取额（亿元）

累计提取总额

（亿元） （%） （亿元）

四川省 1336.32 79.72% 969.89 366.43 9669.30

成都 693.19 80.98% 549.98 143.22 4812.52

自贡 23.38 77.53% 14.11 9.27 187.26

攀枝花 24.55 80.67% 14.20 10.36 243.93

泸州 39.32 72.92% 26.84 12.47 317.27

德阳 43.56 82.95% 28.54 15.02 383.63

绵阳 62.31 78.17% 41.33 20.98 479.15

广元 25.40 73.41% 15.32 10.08 159.56

遂宁 20.77 71.16% 12.92 7.85 138.67

内江 24.68 85.28% 15.41 9.27 175.50

乐山 36.85 85.30% 23.76 13.09 322.66

南充 43.00 77.71% 28.04 14.96 327.08

眉山 29.55 78.06% 20.79 8.76 225.45

宜宾 58.40 79.18% 43.21 15.20 435.59

广安 24.01 76.67% 15.82 8.18 162.51

达州 30.83 66.70% 17.58 13.25 232.73

雅安 19.56 87.55% 13.40 6.16 159.07

巴中 18.06 60.86% 10.07 8.00 100.30

资阳 19.06 86.70% 12.47 6.60 127.21

阿坝 22.55 80.99% 15.23 7.32 159.50

甘孜 25.11 77.95% 16.95 8.16 170.08

凉山 52.18 88.26% 33.93 18.25 349.63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2024 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10.46 万笔

484.5 亿元，同比下降 28.16%、24.78%。回收个人住房贷款 479.78

亿元。

2024 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237.39 万笔 7266.62 亿

元，贷款余额 3718.44 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4.61%、7.14%、

0.13%。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 72.7%，比上年末减少

5.08 个百分点。

2024 年，支持职工购建房 1139.92 万平方米。年末个人住房

贷款市场占有率（含公转商贴息贷款）为 16.91%，比上年末减

少 0.33 个百分点。2024 年发放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偿

还期内可为贷款职工节约利息支出约 70.63 亿元，平均每笔贷款

可节约利息支出约 6.75 万元。

2.异地贷款：2024 年，发放异地贷款 16339 笔 824303.8 万

元。2024 年末，发放异地贷款总额 7927440.9 万元，异地贷款余

额 4518960.79 万元。

表 3  2024 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情况

地区
放贷笔数

（万笔）

贷款发放

额（亿元）

累计放贷笔

数（万笔）

累计贷款总

额（亿元）

贷款余额

（亿元）

个人住房贷

款率（%）

四川省 10.46 484.50 237.39 7,266.62 3718.44 72.70%

成都 5.05 256.50 90.65 3,339.48 1878.11 82.31%

自贡 0.21 8.14 7.35 181.25 82.23 73.08%

攀枝花 0.12 4.69 7.29 171.18 65.98 52.79%

泸州 0.45 17.15 7.25 211.71 120.14 70.31%



德阳 0.37 13.92 10.06 269.24 119.79 67.14%

绵阳 0.62 30.16 13.63 393.03 181.70 69.76%

广元 0.20 9.23 5.00 150.59 73.77 54.12%

遂宁 0.27 10.51 5.24 141.81 62.86 59.57%

内江 0.12 4.04 5.31 160.33 83.16 75.80%

乐山 0.40 15.47 10.18 264.02 114.84 75.92%

南充 0.42 15.29 9.40 236.90 117.98 68.11%

眉山 0.19 7.16 6.99 181.11 85.63 78.89%

宜宾 0.74 35.67 15.70 391.72 178.50 82.30%

广安 0.16 5.37 3.84 115.70 63.79 57.85%

达州 0.16 5.92 6.03 175.62 93.49 49.13%

雅安 0.16 7.50 3.17 102.64 54.36 80.35%

巴中 0.12 3.78 5.04 127.30 64.48 50.98%

资阳 0.13 4.46 5.67 110.87 47.64 60.88%

阿坝 0.05 2.14 2.15 71.11 29.48 33.69%

甘孜 0.15 8.66 6.43 179.23 57.49 49.94%

凉山 0.36 18.72 11.02 291.78 143.03 68.63%

3.公转商贴息贷款：2024 年，发放公转商贴息贷款 1573 笔

118494.2 万元。当年贴息额 549.36 万元。2024 年末，累计发放

公转商贴息贷款 7567 笔 305786.99 万元，累计贴息 13168.72 万

元。

（四）购买国债。无。

（五）融资。2024 年，融资 0 亿元，归还 0 亿元。年末，

融资总额 187.16 亿元，融资余额 0 亿元。

（六）资金存储。2024 年末，住房公积金存款 1460.46 亿元。

其中，活期 2.52 亿元，1 年（含）以下定期 222.5 亿元，1 年以

上定期 1006.48 亿元，其他(协定、通知存款等)228.96 亿元。

（七）资金运用率。2024 年末，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余额、项目贷款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余额的

72.7%，比上年末减少 5.08 个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24 年，业务收入 1550704.93 万元，同

比增长 4.46%。其中，存款利息 372502.3 万元，委托贷款利息

1177160.62 万元，其他 1042.01 万元。

（二）业务支出。2024 年，业务支出 791050.8 万元，同比

增长 7.42%。其中，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息 745028.36 万元，

归集手续费 153.51 万元，委托贷款手续费 38908.68 万元，其他

6960.25 万元。

（三）增值收益。2024 年，增值收益 759654.12 万元，同比

增长 1.54%；增值收益率 1.54%，比上年减少 0.08 个百分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

2024 年，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 37009.42 万元，提取管理费

用 64651.4 万元，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

资金 658184.6 万元。

2024 年，上交财政管理费用 64159.9 万元，上缴财政城市廉

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592185.37 万元。

2024 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1416562.63 万元，累计提

取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4514326.9 万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24 年，管理费用支出 61111.67 万

元，同比下降 2.42%。其中，人员经费 38424.07 万元，公用经费

4013.66 万元，专项经费 18673.94 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2024 年末，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 4314.48 万元，逾期率

表 4  2024 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及分配情况

地区
业务收入

（亿元）

业务支出

（亿元）

增值收益

（亿元）

增值收

益率

（%）

提取贷款

风险准备

金（亿元）

提取管理

费用（亿

元）

提取公租房（廉

租房）建设补充

资金（亿元）

四川省 155.07 79.11 75.97 1.54% 3.70 6.47 65.82

成都 67.92 34.97 32.95 1.50% 0.40 2.12 30.45

自贡 3.45 1.67 1.78 1.64% 0.00 0.24 1.53

攀枝花 4.15 1.90 2.25 1.85% 0.05 0.13 2.07

泸州 4.93 2.60 2.32 1.43% 0.05 0.26 2.02

德阳 5.82 2.72 3.11 1.79% 0.49 0.48 2.14

绵阳 8.37 3.82 4.55 1.80% 0.00 0.33 4.21

广元 4.27 2.11 2.16 1.63% 0.74 0.17 1.26

遂宁 3.31 1.63 1.68 1.65% 0.01 0.02 1.65

内江 3.23 1.74 1.49 1.38% 0.00 0.18 1.31

乐山 4.82 2.36 2.45 1.65% 0.00 0.18 2.27

南充 4.96 2.74 2.22 1.33% 0.00 0.23 1.99

眉山 3.08 1.67 1.41 1.34% 0.00 0.18 1.23

宜宾 7.02 3.47 3.55 1.67% 1.21 0.28 2.06

广安 3.17 1.71 1.46 1.39% 0.00 0.10 1.37

达州 5.60 2.86 2.74 1.50% 0.06 0.16 2.52

雅安 2.26 1.08 1.18 1.77% 0.00 0.14 1.03

巴中 3.63 2.05 1.59 1.31% 0.59 0.04 0.96

资阳 2.40 1.23 1.17 1.56% 0.00 0.06 1.11

阿坝 2.56 1.87 0.69 0.81% 0.02 0.10 0.57

甘孜 3.51 1.80 1.72 1.52% 0.09 0.35 1.28

凉山 6.62 3.13 3.50 1.70% 0.00 0.71 2.79



0.12‰，个人住房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1411668.23 万元。2024

年，使用个人住房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账 0 元。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32.38%，国有企业占

15.47%，城镇集体企业占 1.02%，外商投资企业占 4.03%，城镇

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41.87%，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

体占 2.01%，灵活就业人员占 0.65%，其他占 2.57%；中、低收

入占 96.27%，高收入占 3.73%。

新开户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19.99%，国有企业

占 10.46%，城镇集体企业占 1.3%，外商投资企业占 4.27%，城

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54.06%，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

团体占 2.91%，灵活就业人员占 2.89%，其他占 4.12%；中、低

收入占 99.2%，高收入占 0.8%。

（二）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 18.19%，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 48.24%，租赁住房占 6.08%，支持老旧小

区改造提取占 0.05%；离休和退休提取占 21.74%，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 1.74%，出境定居占 0.32%，

其他占 3.64%。提取职工中，中、低收入占 95.15%，高收入占



4.85%。

（三）贷款业务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 90（含）平方米以下占

25.51%，90-144（含）平方米占 68.54%，144 平方米以上占 5.95%。

购买新房占 52.69%，购买二手房占 43.55%，其他占 3.76%。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62.39%，双缴存

职工申请贷款占 37.52%，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共同申请贷款占

0.09%。

贷款职工中，30 岁（含）以下占 42.97%，30 岁-40 岁（含）

占 42.39%，40 岁-50 岁（含）占 11.87%，50 岁以上占 2.77%；

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占 87.33%，购买二套及以上申请贷款占

12.67%；中、低收入占 95.12%，高收入占 4.88%。

（四）住房贡献率

2024 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公转商贴息贷款发放额、

项目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

87.47%，比上年减少 10.81 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住房公积金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情况。一是

深化川渝住房公积金一体化发展。乐山、雅安、甘孜、阿坝等 4

个市（州）与重庆签署合作协议，实现川渝合作全域覆盖；联合



重庆打造“党建统领川渝住房公积金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样板”，

被两地机关工委评为机关党建服务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双城经济

圈建设“优秀案例”；成渝两地共同开办“小金·成渝通”跨域服务专

窗，极大提升群众异地办事服务体验；绵阳、达州与重庆持续开

展资金跨区域融通；深化川渝互认互贷、互认互提，累计有 16

个中心放开在重庆购房提取限制，2024 年两地共办理异地转移

接续 2.26 万人次、发放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 10.76 亿元。二是积

极推进省内区域协作。进一步加强成德眉资、川南、川东北等区

域协作，全面放开省内异地购房提取限制，成都、甘孜创新区域

合作贷款新模式。

（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情况。持续推进成

都国家试点和绵阳等 7 个省级试点，指导德阳、巴中成功申报第

三批国家试点。全年新增开户 3.04 万人，实缴 3.48 亿元，发放

贷款696笔、2.75亿元（仅含灵活就业人员作为主借款人的贷款）。

截至 2024 年末，全省灵活就业人员累计开户 17.8 万人，缴存总

额 14.17 亿元，贷款总额 27.99 亿元（以上数据均含个人自愿缴

存转为灵活就业人员数据）。在试点先行基础上，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制定出台《关于积极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的通知》（川建金发〔2024〕209 号），在全国率先将灵活就业

人员全面纳入制度覆盖范围，形成试点探索与面上推进相结合的



良好工作局面。

（三）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情况。针对房地产市场供求

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全省不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

政策。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先后出台《关于切实提升住房公积金服

务质量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川建金发〔2024〕147

号）和《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操作指引》（川建金发〔2024〕177

号），指导各市（州）因地制宜采取提高贷款额度、优化住房套

数认定标准、支持多子女家庭、支持租房提取、购房提取代际互

助、商转公、又提又贷、直付购房款、带押过户等措施，全力支

持缴存人住有所居，助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四）开展监督检查情况。一是完成石油行业分支机构属地

化调整。按照国家关于住房公积金分支机构属地化管理有关要

求，积极推进石油分支机构移交工作，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

四川石油管理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管理服务职能移交至成都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二是加强政策调整备案审查。督促各地严

格落实政策调整事前审查、事后备案制度，对违反国家规定的及

时予以纠正。三是全面开展体检评估工作。在各公积金中心自查

自评基础上，抽组业务骨干组成 5 个专家小组进行分片复评，不

断提升管理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四是加强风险防控。聚焦个人

住房贷款逾期和资金存储风险，加大监管力度，每月调度通报情



况，及时预警提醒。五是开展电子化常态化监管。利用电子稽查

工具和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对全省住房公积金业务和

数据进行动态监管，督促指导各中心及时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五）当年改进服务情况。一是联合重庆在全国率先跨省域

编制发布《川渝住房公积金服务事项标准化清单（第一批）》，

实现首批 4 个高频服务事项办理要素川渝统一。二是扎实开展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服务提升三年行动，认真落实《住房

公积金服务标准》等标准规范，不断提升服务环境、服务形象、

服务行为、服务语言，深化公积金服务品牌形象塑造，全省 2 个

管理部和 4 名个人被住房城乡建设部通报表扬。三是按照住房城

乡建设部统一要求，将《职工缴存证明》《异地贷款缴存使用证

明》《贷款结清证明》3 项证明统一整合为《住房公积金业务办

理个人信息表》，以“电子码”的方式代替证明办理业务，全面实

行住房公积金个人证明事项“亮码可办”。四是采取省级“总对总”

模式，牵头推进公积金贷款购房“一件事”，协助省级相关部门积

极做好 7 个涉及公积金的“一件事”。

（六）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扎实开展住房公积金数据质量

提升工作，举办数字化发展专题培训，选取 10 个中心开展试点，

指导各中心全面摸清数据资源底数、常态化开展问题数据治理，

全省数据质量不断提高。加强跨部门数据共享，依法开放共享缴



存、提取、贷款等数据资源，实现企业注册、不动产登记、房屋

交易备案、婚姻、退休、商业银行贷款还款等数据省内共享。充

分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手段和多种新技术，推进数

据应用、流程再造、系统升级，推动更多服务事项全程网办。

（七）当年行业文明创建和所获荣誉情况。全省住房公积金

行业认真践行全国住房公积金文明行业标准，扎实开展精神文明

建设，将行业文明建设与提升住房公积金服务、规范住房公积金

管理有机结合，全行业干部职工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

养不断提升。2024 年，全行业被评为文明单位、行业、窗口 6

个（省部级 1 个、地市级 5 个），三八红旗手 2 个（省部级 1 个、

地市级 1 个），先进集体和个人 111 个（国家级 2 个，省部级 7

个、地市级 102 个），获得其他荣誉 50 个（省部级 3 个，地市

级 47 个）。



注释：

[1]本报告数据取自省内各市州披露的住房公积金年度报

告、全国住房公积金统计信息系统及各地报送的数据，对各市州

年度报告中的部分数据进行了修正。部分数据因小数取舍，存在

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不作机械调整。指标口径按《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

度的通知》（建金〔2015〕26 号）等文件规定注释。

[2]结余资金指年度末缴存余额扣除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保

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余额和国债余额后的金额。

[3]提取率指当年提取额占当年缴存额的比率。

[4]个人住房贷款率指年度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年度末住

房公积金缴存余额的比率。

[5]中、低收入指收入低于上年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3 倍，高

收入指收入高于上年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3 倍（含）。

[6]增值收益率指增值收益与月均缴存余额的比率。

[7]人员经费包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基本工

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住房公积金、助学金

等。

[8]公用经费包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公务费、业务费、

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和其他费用。

[9]专项经费指经财政部门批准的用于指定项目和用途，并



要求单独核算的资金。

[10]个人住房贷款逾期率指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占个人住

房贷款余额的比率。

[11]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指当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余额占全国商业性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总和的比

率。

[12]异地贷款指缴存和购房行为不在同一城市的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包括用本市资金为在本市购房的外地缴存职工

发放的贷款以及用本市资金为在外地购房的本市缴存职工发放

的贷款。

[13]可为贷款职工节约利息指当年获得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的职工合同期内所需支付贷款利息总额与申请商业性住

房贷款利息总额的差额。商业性住房贷款利率按照相应期限的最

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测算。

[14]公转商贴息贷款指商业银行向缴存职工发放的个人住

房贷款，商业贷款和住房公积金贷款利息之差由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承担，所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未计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情

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