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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6 年，贵州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加

强经济运行调节，全省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活力

不断增强，三次产业全面发展，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消费市场活跃，城乡人民生活质

量进一步提高，实现了“十一五”良好开局。金融业认真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继

续保持稳健运行态势，存款稳定增长，贷款增速放缓，利率市场化逐步深化，银行类金融

机构改革有序推进；证券市场交易额创历史新高，证券机构扭亏为盈，风险有效化解，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进展顺利；保险市场持续发展，保费收入增长较快。预计 2007 年贵州

省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加大，但经济

发展主要靠投资和资源型产业支撑的状况短期不会改变，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仍很艰巨。

金融业将继续贯彻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金融的平稳运行和货币信贷的适度增长，为

贵州经济的平稳协调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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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6 年，全省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各项

宏观调控措施，银行业稳健运行，证券市场进一

步规范，保险市场持续发展，全省金融运行平稳，

为贵州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和

有效的金融支持。 

（一）银行业稳健发展，改革有序推

进 

1.机构、人员有所精简，资产质量、经营效

益进一步提高。因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全

省银行业在机构和人员上有所精简，但资产规模

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不良率控制在 10%以内，比

年初下降1.3个百分点。本外币所有者权益77.5

亿元，比年初增加 13.5 亿元。当年结益 42.4

亿元，同比增加 8.5 亿元（见表 1）。 

表 1  2006 年银行业机构情况 

数据来源

存款持续增长，结构变化出现新特点。

2006

多增。主要原因一

是全

化 

：贵州省银监局、贵州省各金融机构 

 

2.

年，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3316.0

亿元，比年初增长 18.7%。在人民币各存款余额

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储蓄存款少增，主要原因一

是股市趋热，分流了部分储源；二是居民对贷款

利率变动比存款利率变动敏感。住房贷款利率调

高后，出现提前归还房贷的现象，也分流了部分

储源。企业存款大幅回升，主要是由于优势行业

派生存款增加、优势企业货款回笼和财务状况有

所改善所致（见图 1，3）。 

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

省重点及支柱行业发展较快，拉动了各项税

收的增加；二是财政资金投放减缓。 

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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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贷款稳定增长，短期贷款增速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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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贷款比重上升。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贷

款余额 2708.5 亿元，比年初增长 16.8%。人

民币各项贷款稳步增长，在期限结构上，短期

贷款增速明显回落；中长期新增贷款增速上

升，比重提高。存、贷款期限结构矛盾值得关

注。其中，基本建设贷款增长突出，主要原因

一是贵州经济属投资拉动型，进入“十一五”

时期后，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了对

重点项目的投资力度；二是近年来出台的合理

调控信贷资金增长的措施，就贵州而言，其政

策效应对地方性金融机构影响较大而对国有

商业银行影响较小。2006 年国有商业银行各

项贷款仍呈较大幅度的增长，占金融机构各项

贷款新增总量的 78.9%，同时有明显的收缩短

期贷款，保证中长期贷款发放的现象（见图 2，
3）。 

 

机构类别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国有商业银行 1079 20491 2171.9

二、政策性银行 67 1459 431.7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44 745 110.5

四、城市商业银行 139 3226 365.2

五、城市信用社 32 315 33.1

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1980 13122 653.4

七、财务公司 3 88 14.3

八、邮政储蓄 555 2053  -

合             计 3899 41499 37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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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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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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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金投放增长适度。年末，全省金融机

构累

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5.票据业务总量增长。2006 年，全省金融

机构

票据业务以直贴为主，

票据

票据业务量统计表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累计发生额 209.2 亿元。

分机构看，国有商业银行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较上

年减少 0.3 亿元。区域性商业银行票据业务增长

较显著，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当年累计发生额占全

省的 56.3%。（见表 3） 

从票据来源看，全省

主要来源于电力、煤炭、冶金和化工行业，

其中电力及其相关行业所占份额最大，表明资金

投向仍然主要面对能源设施建设。全年办理转贴

现较上年同期增长 87.6%，主要是金融机构加强

了资金运营和流动性管理，受市场风险的变化和

资金松紧的影响，票据融资利率先降后升。票据

业务仍然以银行承兑汇票为主，商业承兑汇票业

务比重较小。（见表 4） 

表 3  2006 年金融机构

               单位：亿元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贴  现

季度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1 83.9 47.3 57.2 40.3 0.1 0.1
2 91.3 102.2 77.3 80.2 0.3 0.4
3 80.0 156.8 71.3 119.8 0.3 0.5
4 94.2 209.2 66.1 175.0 0.2 0.6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贵航财务公司 

4  2006 年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现利率表 

 

表

                                  单位：%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票据买断 票据回购

1 3.3464 4.9493     1.584 -
2 3.3306 5.4289     2.1723 3.0000

3 3.3433 5.6781     2.5863 -
4 3.4804 5.0941     2.8478 2.7361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计现金收入 7101.4 亿元，累计现金支出

7163.1 亿元，净投放现金 61.7 亿元，同比多投

放 8.6 亿元（见表 2）。 

表 2  2006 年金融机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数据来源：贵州省各金融机构 

6．利率改革有序推进。人民币存款方面，

部分

家金融机构出现较大的差异。

国有

现金收入 7101.4 14.2

现金支出 7163.1 14.2

现金净支出 61.7 16.3

 

资金较为充裕的金融机构三年期以上的定

期存款实行利率下浮政策。对于小额外币存款，

各金融机构主要执行基准利率。省内无违规上浮

存款利率情况。 

贷款方面，各

余额（亿元） 同比增速（%）

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以下浮为主，贷款利率分

布有重心下移的趋势。主要原因一是国有商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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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贷款期限结构有中长期化趋势，优惠利率贷款

增加；二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客户多是优质企业和

贷款大户，讨价还价能力较强。 

区域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水平

 

金融机构定价能力有所提高。省内商业银行

实行贷款分级授权管理。农村信用社主要依据人

以上浮为主。

主要

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民银行提供的模板确定定价方法，并综合考虑了

原因一是区域性商业银行以服务地方经济

为主，面向中小企业和“三农”，需要较高的利

率定价来覆盖风险。二是农村信用社贷款缺乏竞

争。（见表 5） 

表 5  2006 年

单位：% 

合计
国有独资

商业银行

股份制

商业银行

区域性

商业银行

城乡

信用社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1.0) 27.4 44.7 34.8 12.3 1.8

1.0 24.2 39.7 19.0 14.7 1.2

小计 48.4 15.6 46.2 73.0 96.9

(1.0-1.3] 16.7 14.6 42.8 33.7 13.4

(1.3-1.5] 12.7 1.0 3.3 19.0 31.5

(1.5-2.0] 18.4 0.1 0.0 19.8 50.3

2.0以上 0.6 0.0 0.0 0.6 1.8

上

浮

水

平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当地竞争状况等因素。 

图 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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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专栏 1：贵州农村金融服务成本的测算与分析 

准确测算农村金融服务成本， 有序推动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促对于把握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进程、

进农村金融机构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都将提供决策依据。测算的基本思路是根据成本对象消耗作

业的原则，将农村金融机 业务和存款业务中，并构所有的资源费用，按照成本动因的不同，追溯到贷款

分别以年度平均余额和根据加权平均利率的测算公式，反推得出的存贷款业务金额作为成本分摊基数进

行测算。 

贵州农村金融服务成本测算结果：县级信用联社的贷款服务成本为 5.88%，存款服务成本为 4.64%，

乡镇信用分社的贷款服务成本为 3.08%，存款服务成本为 2.39%；非政府组织（NGO）百元贷款服务成本

平均为 16.15 元；县农行百元贷款的成本费用额为 4.93 元，百元存款的成本费用额为 4.82 元。如果放

宽市场准入后，其他农村金融机构要对农村信用社产生竞争压力，其贷款规模盈亏平衡点宜在 1110 万

元左右。 

成本测算结果对农村金融改革的意义在于：一是得出了农村信用社成本结构性变动的因素，为农村

信用社的组织结构深化改革提供了部分依据，特别是省市联社的定位问题值得斟酌；二是对推进小额信

贷试点和进一步规范民间金融发展都具有参考意义。从农村金融市场服务成本和潜在的市场竞争因素考

虑，

于股改前期准备工作；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阶

段性

证券交易额创历史新高 

2006 年，受市场利好因素的推动，贵州省证

风

险得到有效化解，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进展顺

利，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小额贷款公司市场准入的最低资本金适宜在 1000 万元左右。 

 

7.银行业改革稳步推进。目前，中行、建行、

工行均完成股改，并已整体上市；农业银行正着
（二）

力

成效，专项票据兑付工作稳步推进；贵阳市

商业银行加大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及业务创新力

度，择机引入战略投资者，为上市做准备。 

券市场交易额创历史新高，证券业扭亏为盈，

1．证券业扭亏为盈，改革稳步推进。2006
年，贵州省证券业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 0.9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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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再创新高；综合治理改革步伐推进，市场创

新和发展的步伐加快。证券经营机构的风险处置

工作

家，剩余 1 家已进入股改程序。

（见

 

据来源：贵州省证监局 

 

（三）保险业持续发展 

一。目前，贵州省有保险

营主体公司 12 家，保险公司分支机构 548 个，

同比增加 23 个。仍无

再保险公司和政策性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及保险法

人机

性农业保险政策有望出台。2006 年，

贵州

民政府

关于

表 7  2006 年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量

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0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548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03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345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49.0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32.0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7.0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14.7
保险密度（元/人） 124.0
保险深度（%） 2.2

项        目 数

稳步推进，汉唐证券贵州辖区个人债权甄别

工作取得进展。 
2．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进展顺利。目前，

贵州省共有境内上市公司 17 家，2006 年无首次

公开发行，且也未进行再融资。年末，完成股改

的上市公司有 16

总部设

 寿险经营主体（家） 0

表 6） 

表 6  2006 年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数

1．机构结构比较单

经

26 个；保险专业中介机构

构。 

2．保费收入较快增长。年末，贵州省实现保

费收入 49.2 亿元，同比增长 21.6%。保险深度

2.2%，保险密度 124 元/人（见表 7）。 

3．政策

省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

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的工作上迈出了积极的一

步。一是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发布《省人

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首次组织

召开省保险工作会议，为贯彻落实两个《意见》

搭建初步平台；二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有条不

紊的推进。目前，已制定完成政策性农业保险试

点方案，试点工作有望在 2007 年启动。 

 

 

 

 
数据来源：贵州省保监局 

（四）金融市场融资功能得到改善 

1．融资结构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2006 年，

贵州省企业在债券市场发行企业债券 6.0 亿元，

但融

2000

2001 184.3 80 0 20

2002 203.6 100 0 0

2003 313.3 99.3 0 0.7

2004 319.5 96.1 0 3.9

2005 274.8 98.9 0 1.1

2006 397.9 98.5 1.5 0

资结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见表 8）。 

表 8  2006 年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股票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含可转债)

171.9 96 0 4

 
数据来源：贵州省发改委、贵州省证监局、中国人民银行

贵阳中心支行 

 

场交易成员网上、网下均未发生同业拆借业务。

分机构看，城市商业银行成为辖区参与货币市场

交易额大幅上扬，A 股市场交易活跃。

2006

  

金公司数(家) 0
总部设在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17
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0

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
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6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0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1
总部设在辖内的基

辖内的期货公司数(家) 0

当年

当

当年

   

2．货币市场债券回购和现券买卖活跃。省内

市场成员偏向于债券回购和现券交易业务，全省

市

的主体。 

利率走势受资金供需变化的影响，年初下跌，

年中上升，年末相对有所回落。 

3．证券

年，贵州省证券营业部证券交易总额为

443.9 亿元，较 2005 年增长 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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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汇交易呈现“卖超”局面，黄金交易大 限公司共交易黄金业务 560 公斤，全

幅上升。全年外汇交易总额 8906.1 万美元，其中

买入

南黄金经营中心有限公司从事黄金业务。

其中

有 部通过上

海黄金交易所进行交割和清算。  

户民间借贷发

生额

1027.6 万美元，比卖出金额少 6850.9 万美

元。 

省内有建设银行省分行、中国银行省分行和

贵州西

，建行和中行账户金业务全年共成交 787155

克，比上年同期增加 712274 克，个人金实物黄金

买卖业务实际销售 6180 克。省西南黄金经营中心

5．民间借贷利率较高。从省内监测的 600 户

监测样本情况看，2006 年 400 户农

为 3747.9 万元，200 户其它样本民间借贷发

生额为 19292.7 万元。总体来看，省内民间借贷

月利率多数在 10‰至 25‰之间，是银行利率的 2

至 5 倍。从地域看，县域经济较发达的地方民间

借贷较为活跃。 

专栏 2: 贵州小额贷款公 计 司试点的制度设

贵州省江口县是全国五个小额信贷试点之一。目前，小额信贷试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在小额

贷款公司的设立、管理等方面作了制度性探索。  

一、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 

经试点招标，2006年8月，贵州江口华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工商注册完毕。  

二、服务地域与提供产品 

试点的前两年，小额贷款公司只限于在江口一个县范围内进行经营。  

试点期间江口县小额贷款公司可提供的金融产品一览表 

产品名称 业务界定 限制条件

小额贷款 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贷款产品 单笔贷款不得超过全部资本金总额的2％

汇款服务
可以提供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汇款服
务

要对其代理所提供的汇款服务承担全部责任

非存款电子
卡服务业务

可以以电子卡的形式开展信用贷款
或其他贷款

中间业务
可以作为其他银行或保险公司的代
理提供有关的金融服务

这些银行和保险机构对该小额贷款机构服务的
客户仍然负有法律上的责任

租购和资产
租赁

可以向客户提供货物租赁业务的服
务

符合有关条款中关于利率的限制条件

  

三、试点期间小额贷款公司适用的管理规定 

1.公司设立的补充条件。有关公司名称、股东人数、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批准的规定。2.许可期 。限

关于 资本及融资规定。最低资本金、资本充足率、资金来列出条件的适用期，延续经营的有关规定。3.

源等等的要求。4.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要求。5.利率和其他费用。贷款利率最高规定及其他金融服务收

费等的规定。6.抵押和贷款担保的有关规定。7.税收。在试点过程中的优惠政策。 8.违反许可条款的

制裁措施。  

四、向管理部门的报告制度 

有关月、季、年的报告审计制度和监管部门的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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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融创新。金融机构加大了产品和服务创

新的

设取得阶段性

成效

融生态环境建设顺利推进。2006 年，贵州

省人

设合作机制逐步建立。贵州省高

级人

善。全省银行类金融机构已

接入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6 年贵州省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经济效益大幅提高；农业经 

图 5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力度，主要表现为储蓄国债和理财产品两类。

储蓄国债主要满足长期储蓄性投资需求，较多偏

重储蓄功能。理财产品和服务种类繁多、潜在规

模较大。按币种可分为人民币理财产品和外币理

财产品两类，这些产品有效联接了货币市场和债

券市场，挂钩股价、利率、汇率、商品价格等指

数，丰富了居民的投资渠道。 

（五）金融生态环境建

 

金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

心支行关于加强贵州省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意

见》；随后人行贵阳中心支行建立了贵州省金融生

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为评价金融生态环境状况

提供了依据。 

法制环境建

民法院定期召开年度金融机构协调会，建立

金融机构之间的法律事务工作联络员机制，疏通

了信息沟通渠道。 

信用环境逐步完

个人征信系统；有关机构积极创建企业信息

披露平台，加大违约企业的信息公开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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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出版社、贵州省统计局 

济持续稳定发展；第三产业较快发展；固定资产

价水平保

持稳定；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长，拉动

经济

1.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

；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投资力

度加

投资合理增长；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物

2267.4 亿元，增长 11.5%（见图 5）。 

（一）各项需求全面增长 

2006 年，贵州省社会总需求稳定增

健康发展。 

增长 17.2%。第三产业投资成为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的重要支撑

大；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负增长，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回落。（见图 6） 

 

图 6  2006 年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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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贵州省统计局 

 

2.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改善，消费市场稳中趋

旺。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实际增 

 

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图 7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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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贵州省统计局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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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0.1%；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 4.7%。

收入的增长带动了消费的增加，全省全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速为近十年来最高水平。家庭设备

用品及服务、交通运输和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方面

的支出增长较快，恩格尔系数下降。农村居民人

均生活费支出实际增长 4%，消费结构进一步改

善。（见图 7） 

3.外贸进出口及利用外资情况。外贸进出口

快速增长，进出口顺差进一步扩大，一般贸易所

占比 2006 年贵州省进出口重提高。据海关统计，

总额 1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2%。（见图 8） 

图 8  外贸进出口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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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贵州省统计局、贵阳海关 

 

实际利用金额 0.9 亿美元，同比下降 12.9%，

合同利用外资金额增加。全年新增外商投资企业

56 家，房地产、医药制造和专用设备制造业成为

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见图 9） 

图 9  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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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贵州省统计局 

4.财政收入稳步增长，财政支出重点向公共

财政领域倾斜。全年财政总收入增长 22.5%，其

中，预算收入增长 24.2%。收入增长得益于电力、

煤炭、烟草、有色金属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在带

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改变了传统的税源结构。 
财政支出主要向教育、医疗卫生倾斜，基本建设

支出整体仅增长 1.2%。（见图 10） 

图 10  财政收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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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贵

 

（二）供给协调性稳步增强 

2006 年，全省经济继续在较快增长的平台上

平稳运行，三次产业均衡发展。 

1．农业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农业结构调整有

新的进展，优势特色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夏粮产

量创历史最高水平；由于秋粮生产受严重干旱影

响，全年粮食产量略减；畜牧业对农业增长的贡

献率达 70%以上，成为拉动农业经济增长和结构

调整的重要动力。农业产业化、工业化进度加快，

农田水利建设得到加强。 

2．工业较快增长（见图 11）。全年规模以上

业拉动工业

长比较突出；产销衔接稳定，产销率较上年提

高；全部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实现利润增长 12.9%。 

 

 

 

州省统计局 

工业完成增加值增长 17.5%；能源工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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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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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业快速发展。全省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金融保险业发展

较快；旅游、文化等新兴服务业正逐步成为新的

经济增长点。 

（三）能耗、环境治理与保护情况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贵州省能源消费总量

在增大的同时，能耗效率逐步改善。 

就目前情况看，降低能耗存在一定难度：一

是高耗能产业是贵州省支柱性产业，工业结构对

高耗能产业依赖程度高；二是生产技术手段相对

落后造成能源加工转换率低；三是经济增长方式

根本原因，粗放的经济扩

容易导致高的能耗比。 

  

合，建设大型铝工业基地和推进

磷化工业生产能力重组；

技术和工艺，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增长 3.3

％；

水市等 7 个城市达到

国

森

林面

能行业上,带动全省循环经济型生态工业

基地

境保护有关制度的 267 家企

业确

图 12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增

是影响能源消费效率的

张

降低能耗的主要经验做法：一是通过加强政

策扶持和资金投入，以形成煤电一体化、上下游

配套、具有较高能效利用率的产业集群；二是加

强产业规划和整

三是坚决淘汰落后设备、

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2005 年，全省废气中

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135.8 万吨，比上年

烟尘排放总量 36.4 万吨，比上年增长 13.2

％；工业粉尘排放量 19.1 万吨，比上年下降 23.3

％。 

主要城市空气质量情况：2005 年，全省城市

空气质量总体比上年有所改善，全省 12 个城市空

气质量监测数据表明，六盘

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贵阳市和兴义市空气质

量达到国家三级标准，遵义市等三个城市质量劣

于国家三级标准。 

耕地面积有所下降，森林覆盖率提高：2005

年，全省耕地面积 450.5 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

面积的 25.6%，比 2001 年减少 25.7 万公顷；

积 9200 万亩，比 1998 年增长 1057 万亩，森

林覆盖率为 34.9%。 

循环经济发展有序推进。一是将发展循环经

济型生态工业的内容放在煤、磷、铝以及铁合金

等高耗

的建设；二是贵阳作为全国首个循环经济生

态试点城市，首批清洁生产示范单位已获得显著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三是兴义市纳灰河流域治理

的农业循环经济试点建设循序稳步推进。 

环境整治工作力度加大。 2006 年，贵州省

将未执行建设项目环

定为挂牌督办企业，并督促各挂牌督办企业

按时完成了治理任务，有效降低了污染物排放量。 

（四）居民消费价格小幅上涨，生产

类价格逐步回落 

1.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2006 年，贵州省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主要原因一是食品价格

受鲜果、鲜菜价格大幅上涨、粮食价格恢复性上

涨拉动；二是居住价格和服务价格受统一上调民

用电、房屋贷款利率和部分地方上调民用水、市

内公共交通、管道煤气等价格的影响，上涨较为

明显。 

2．生产类价格涨幅有所回落。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上涨幅度明显回落；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回落，

原材料购进价格维持高位运行，企业利润空间受

到挤压（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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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贵州省统计局 

 

3．劳动力价格上涨幅度放缓。全省城镇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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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工资比上年回落 7.4 个百分点。农民工收入

平

（五）主要行业分析 

1.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利用外资不断增加，

房地产市场与房地产金融运行态势总体健康平

稳。 

（1）投资稳步增长，房地产调控政策得到较

好落实。房地产开发投资在持续增长的情况下，

增幅有所回落，住宅投资占主导地位。房地产市

场全年变化明显，一是房屋施工面积、销售面积

品房空置率明显下降，空置商品房正逐步得到消

化。

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均 2002 元。 

和销售额同比增长；二是虽然下半年商品房销售

面积出现负增长，但从全年的情况看，贵州省商

其中，贵阳市商品房空置面积同比下降 36
个百分点。（见图 13） 

图 13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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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贵州省统计局、《中国景气月报》、中经网 

 

（2）房价继续走高。2006 年末，贵阳市房

屋销售价格指数同比高出 5.1 个百分点，其中新

建商品房价格涨幅高出全国 1.4 个百分点。主要

原因是老城区土地资源有限，建筑材料价格上涨，

住房档次提高。此外二手房交易市场发展滞缓也

推动了房价持续上涨。（见图 14） 

 

 
 
 
 

 

图 14  主要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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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贷款总

量总体上升，住房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呈上

趋势。 

2．电力行业发展迅速。“十五”期间，全省

力的投产量相当于前 50 年的电力总量，电力行

成为贵州省最大的经济增长点。2006 年，贵州

继续“大煤保大电”的发展思路，投资总额占

全

电力贷款稳步增长。2006 年，电力、燃气及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贷款余额和新增贷款均居各

行业之首，但从趋势上看有所回落。 

三、预测与展望 

2007 年，贵州省将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扎实推进新阶段扶贫开发和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大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继续加强以

交通和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经济发

展的基础条件，预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6%以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节约和环境保

护，预计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4%；继续深化体

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效提高，

数据来源：《中国景气月报》、贵州省调查总队 

 

（3）房地产资金来源中利用外资明显增加。

2006 年全省房地产资金来源构成中，自筹资金、

国内贷款变化不大，利用外资增长明显，全年累

计约 4 亿元，是 2005 年 6 倍左右。房

升

电

业

省

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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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工作会议精神，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

政策

统  
明  

涂伟  向传敏 

 

 

 

 

 

全年物价水平维持在 2006 年的上涨幅度左

右。实现全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预计

2007 年贵州省 GDP 增长 10%左右，财政收入增长

11%。 

金融机构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和全国金融

，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积极维护金融稳定，

 
 
 
总  纂：王平   胡家吉 

大力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市场的规范发展，

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在“区别对待，有保有压”

方针的基础上，保持比较合理的信贷增长水平。

预计 2007 年贵州省人民币存、贷款分别增长 16%

和 15%以上。 

 

 

 

 

 

 

稿：罗永国   陈蔷   孙涌  令狐兵 
执  笔：符嘉西  白庆菊   欧阳斌  张艾平  向
提供材料的还有：杨丽  李明  陈鹏  

刘利红 
 李晶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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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贵州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1 月 16 ，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省长石秀诗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大会作《关于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报告》。 

1 月 18  受贵州省人民政府委托，深圳汉唐证券清算小组驻贵阳小组召开汉唐证券贵州省个人债权甑别小组会

议。至此，汉唐证券贵州个人债权的甄别确认工作告一段落。 

1 月 28 日至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贵州考察。 

5 月 9 日至 10 日，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陈元到贵州省调研。   

日 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宋宝瑞、贾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等一行组成的“全

国政协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调研组”，就贵州省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进行了专题调研。 

10 月 25 日，副省长包克辛出席由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召开的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座谈会并讲话。 

1 ，多家单位参加的全国黄金市场发展座谈会在贵阳召开。拟定《黄金市

场交易管理办法》（初稿）。 

12 月 19 日至 22 日，国务院检查组在贵州省就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第一阶段工作进行检查和验收。 

 

日

日

8 月 17－21

1 月 17－18 日 由人总行金融市场司组织

12 月 2 日，副省长包克辛在贵州饭店会见来贵州考察的世界银行副行长亚当斯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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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贵州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贵州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12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2785.2 2833.6 2892.7 2911.6 2930.6 2961.1 3006.8 3062.6 3115.6 3168.9 3230.1 3316.0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425.8 1460.6 1487.1 1491.7 1497.2 1515.4 1529.2 1538.5 1557.6 1562.6 1576.1 1607.0

               企业存款 836.7 840.4 860.5 843.3 846.2 838.2 846.4 876.5 877.5 894.8 911.3 959.8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7.7 48.4 59.1 18.9 19.0 30.5 45.7 55.8 53.0 53.3 61.2 85.9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7.9 18.2 17.7 18.5 19.2 17.6 18.7 17.6 17.2 18.5 19.9 18.7

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343.5 2357.5 2413.1 2448.0 2466.7 2511.8 2549.3 2609.0 2660.4 2680.1 2689.1 2708.5

   其中：短期 796.0 798.4 818.9 825.8 835.8 845.7 856.5 863.9 874.2 867.8 859.1 850.7

                    中长期 1492.6 1500.8 1527.9 1544.2 1554.0 1578.0 1608.9 1658.4 1703.0 1739.0 1759.1 1781.3

                    票据融资 48.2 50.3 57.3 68.6 67.1 77.7 73.3 75.3 71.6 61.1 59.7 66.3

14.0 55.6 34.9 18.7 45.1 37.5 59.7 51.4 19.7 9.0 19.4

        其中：短期 2.8 2.4 20.5 6.9 10.0 9.9 10.8 7.4 10.3 -6.4 -8.7 -8.4

                    中长期 35.1 8.2 30.9 49.5 44.6 36.0 20.1 22.2

                    票据融资 10.8 2.2 7.0 11.3 -1.5 10.6 -4.4 2.0 -3.7 -10.5 -1.4 6.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5.4 16.3 15.9 17.5 18.5 18.4 20.1 20.3 18.4 19.2 18.3 16.8

        其中：短期 12.0 13.1 13.7 14.2 18.1 18.8 20.2 15.6 10.8 11.7 9.9 7.2

                    中长期 17.0 16.8 15.9 16.9 16.6 16.1 18.6 22.0 22.3 23.0 22.5 22.2

                    票据融资 24.9 62.3 50.4 99.4 94.5 68.9 55.3 29.6 19.9 17.3 19.4 12.4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158.8 164.4 172.4 181.6 184.1 187.2 201.3 208.8 213.0 215.5 211.6 206.1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136.4 137.5 144.8 148.8 148.5 152.7 153.7 156.6 162.2 163.6 165.2 160.8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 3.6 8.6 14.4 15.9 17.9 26.8 31.5 34.1 35.8 33.3 29.8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 0.8 6.2 9.1 8.9 12.0 12.7 14.8 18.9 19.9 21.1 17.9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2770.1 2818.7 2877.3 2896.1 2908.3 2945.5 2989.3 3046.6 3098.8 3150.7 3214.3 3300.1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414.8 1449.5 1475.9 1480.7 1486.2 1504.5 1518.2 1527.6 1546.9 1552.0 1565.8 1596.9

                    企业存款 833.0 837.0 856.8 839.4 835.9 833.7 840.9 872.2 872.2 888.9 906.2 954.4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7.3 48.6 58.6 18.8 12.2 37.2 43.8 57.3 52.2 51.9 63.6 85.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63.9 34.7 26.4 4.8 5.5 18.3 13.7 9.4 19.3 5.1 13.8 31.1

                    企业存款 -62.2 4.0 19.8 -17.4 -3.5 -2.2 7.2 31.3 0.0 16.7 17.3 48.2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8.2 18.5 17.9 18.7 19.1 17.7 18.7 17.6 17.3 18.5 20.1 18.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6.4 23.4 22.9 23.0 22.5 21.7 21.5 21.5 20.6 20.6 20.0 18.2

                    企业存款 2.9 6.5 4.2 4.2 5.4 1.0 1.9 4.1 1.8 5.1 6.5 6.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327.4 2340.6 2395.4 2430.1 2449.1 2494.0 2531.6 2591.8 2645.1 2665.2 2676.0 2696.1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93.3 193.2 197.3 198.3 176.7 174.0 176.0 177.7 182.8 184.3 189.0 194.3

                    票据融资 48.2 50.3 57.3 68.6 67.1 77.6 73.3 75.3 71.6 61.1 59.7 66.3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3.6 13.2 54.8 34.7 19.0 44.9 37.6 60.2 53.3 20.1 10.8 20.1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8 0.0 4.1 1.0 -21.6 -2.7 2.0 1.7 5.1 1.5 4.7 5.3

                    票据融资 -10.8 2.1 7.0 11.3 -1.5 10.5 -4.3 2.0 -3.7 -10.5 -1.4 6.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5.4 16.2 15.8 17.4 18.5 18.2 19.9 20.1 18.4 19.2 18.4 17.0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6.7 6.1 8.0 8.2 -3.4 -5.5 -4.1 -3.3 -1.6 -0.9 1.1 1.9

                    票据融资 24.9 62.3 50.4 99.4 94.5 68.7 55.3 29.6 19.9 17.3 19.4 12.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1.9 1.9 1.9 1.9 2.8 2.0 2.2 2.0 2.1 2.3 2.0 2.0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13.6 -13.6 0.0 -5.0 33.3 5.3 15.8 5.3 5.0 15.0 -4.8 5.3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2.0 2.1 2.2 2.2 2.2 2.2 2.2 2.2 1.9 1.9 1.7 1.6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25.0 31.3 37.5 37.5 37.5 46.7 57.1 69.2 26.7 26.7 6.2 -15.8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人

民

币

外

币

外

币

     

     

金融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4.6本

27.1 16.3 9.8 24.0



表 2  贵州省各类价格指数 

 
 
 

 

 

 

 

 

 

 

 

 

 

 

 

 

 

 

 

 

 

 

 

 

 

 

 

 

贵阳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贵阳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贵阳市土地

交易价格指

数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2000 - -0.5 - 0.6 - 2.9 - 0.4 3.9 4.1 0.3

2001 - 1.8 - -0.6 - 0.2 - 2.2 0.8 -2.9 0.4

2002 - -1.0 - 0.6 - -2.4 - -1.1 1.6 -2.0 0.6

2003 3.6 1.2 7.6 4.1 8.0 6.0 4.8 3.4 1.5 1.9 0.3

2004 3.1 4.0 10.3 9.0 12.1 12.0 8.3 8.0 2.8 0.0 0.1

2005 0.7 1.0 7.3 10.2 3.7 7.4 6.1 7.2 3.1 2.2 2.8

2006 2.5 1.7 3.3 5.4 9.3 7.3 3.3 4.3 5.1 1.9 0.5

2005 1 2.1 2.1 7.8 7.8 10.7 10.7

 

 

 

 

 

 

 

 

 

 

 

 

 

 

7.8 7.8 - - -

2 3.8 3.0 9.3 8.5 9.8 10.2 7.7 7.7 - - -

3 1.3 2.4 11.8 9.6 8.0 9.5 6.7 7.4 2.9 1.9 0.3

4 1.1 2.1 10.8 9.9 8.6 9.2 6.7 7.2 - - -

5 1.2 1.9 11.7 10.3 8.1 9.0 7.0 7.2 - - -

6 1.7 1.9 13.4 10.8 8.2 8.9 7.0 7.2 2.8 2.8 0.4

7 1.3 1.8 13.3 11.2 8.2 8.8 7.7 7.2 - - -

8 0.6 1.6 13.1 11.4 7.6 8.6 8.0 7.3 - - -

9 -0.6 1.4 10.2 11.3 6.3 8.4 7.9 7.4 1.6 3.2 2.3

10 -1.0 1.1 7.4 10.8 5.0 8.0 7.2 7.4 - - -

11 0.0 1.0 7.1 10.5 4.2 7.7 6.9 7.3 - - -

12 0.7 1.0 7.3 10.2 3.7 7.4 6.1 7.2 3.1 2.2 2.8

2006 1 1.0 1.0 7.4 7.4 5.0 5.0 6.2 6.2 - - -

2 0.4 0.7 7.3 7.4 4.7 4.9 6.9 6.6 - - -

3 0.9 0.8 3.3 6.0 5.5 5.1 5.9 6.3 4.2 4.5 2.7

4 1.2 0.9 7.6 6.4 6.6 5.5 5.0 6.0 - - -

5 1.7 1.1 6.8 6.5 7.6 5.9 4.6 5.7 - - -

6 1.7 1.2 6.1 6.4 8.3 6.3 3.3 5.3 3.7 -0.6 2.8

7 1.5 1.2 5.4 6.3 6.9 6.4 3.0 5.0 - - -

8 1.5 1.2 5.0 6.1 7.7 6.6 3.0 4.7 - - -

9 2.7 1.4 5.1 6.0 8.8 6.8 3.4 4.6 4.9 1.1 0.3

10 3.0 1.6 3.9 5.9 8.5 7.0 3.9 4.5 - - -

11 2.4 1.6 3.6 5.6 8.8 7.1 3.8 4.4 - - -

12 2.5 1.7 3.3 5.4 9.3 7.3 3.3 4.3 5.1 1.9 0.5

数据来源：贵州省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指数
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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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贵州省主要经济指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 - 389.4 - - 973.6 - - 1496.9 - - 2267.4

    第一产业 - - 62.5 - - 154.0 - - 273.2 - - 392.9

    第二产业 - - 188.6 - - 424.4 - - 672.5 - - 982.0

    第三产业 - - 138.3 - - 395.2 - - 551.2 - - 892.5

工业增加值（亿元） 43.8 88.3 141.5 200.2 255.9 317.3 373.3 432.0 494.3 558.8 627.4 693.2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80.9 164.0 231.8 312.7 419.0 500.4 582.3 684.4 786.0 916.0 1193.3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5.3 28.7 40.2 54.6 71.8 85.9 104.3 124.8 142.8 161.8 187.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117.3 172.0 226.8 284.6 339.4 393.5 448.4 504.4 564.4 626.0 689.8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12264.6 21758.6 33490.9 46075.0 58655.0 73173.0 85905.0 100242.0 115878.0 130895.0 147300.0 161700.0

    进口 4806.0 9521.7 14148.4 18779.0 23673.0 27724.0 30982.0 35163.0 41196.0 47155.0 53300.0 57900.0

    出口 7458.6 12236.9 19342.6 27296.0 34982.0 45449.0 54923.0 65079.0 74682.0 83740.0 94000.0 103900.0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2652.6 2715.2 5194.2 8517.0 11309.0 17725.0 23941.0 29916.0 33486.0 36585.0 40700.0 46000.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 - 1251.0 - - 6163.0 - - 7916.0 - - 9384.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5.8 -16.5 -32.6 -45.7 -58.9 -76.6 -96.4 -119.3 -160.9 -177.5 -223.8 -382.2

    地方财政收入 23.7 36.9 55.2 74.3 91.0 113.6 131.5 147.0 163.9 185.6 206.0 226.6

    地方财政支出 29.5 53.4 87.8 120.0 149.9 190.2 227.9 266.3 324.8 363.1 429.8 608.8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3.9 - - 3.9 - - 3.9 - - 4.1

地区生产总值 - - 11.8 - - 11.8 - - 11.6 - - 11.5

    第一产业 - - 6.5 - - 6.1 - - 6.2 - - 4.6

    第二产业 - - 14.3 - - 14.5 - - 14.3 - - 14.3

    第三产业 - - 11.3 - - 11.5 - - 11.2 - - 11.8

工业增加值 10.2 17.3 17.0 16.6 17.5 17.6 17.4 17.2 17.4 17.3 17.3 17.5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22.0 25.7 20.9 20.9 21.0 21.7 20.7 20.7 21.2 20.0 17.2

    房地产开发投资 - 7.2 5.3 2.0 5.9 11.4 13.8 18.4 19.4 22.5 21.2 21.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3.7 13.6 13.6 13.6 13.6 13.6 13.5 13.6 13.6 13.6 13.7

外贸进出口总额 -0.3 10.6 9.2 9.3 7.6 8.3 10.7 14.5 16.1 19.9 20.2 15.2

    进口 0.7 21.6 25.6 20.0 15.1 6.8 3.8 4.9 6.8 13.0 12.6 6.2

    出口 -1.0 2.5 -0.3 2.9 3.1 9.2 14.9 20.5 21.9 24.1 25.0 20.9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 - -3.2 - - 7.8 - - 11.2 - - -12.9

地方财政收入 32.3 28.2 30.3 21.9 29.2 31.6 32.0 30.0 27.7 26.3 25.2 24.2

地方财政支出 21.6 22.8 26.0 22.1 16.5 11.6 13.2 5.6 11.5 9.0 14.0 16.9

数据来源：贵州省统计局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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