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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6 年，内蒙古金融业继续保持稳健运行，货币信贷总量稳步增长，信贷结构进一步

优化。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上升，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金融改革稳步推进，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在全国率先完成。保险业稳步发展，保险市场多元化格局形成。金融市场业务逐

步扩大，金融生态建设取得一定进展。内蒙古经济保持健康快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保持全国领先，人均 GDP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投资、利用外资较快增长，对外贸易稳步发

展。粮食产量再获丰收，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工业增加值持续增长，经济效益稳步

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产业化经营步伐加快。居民消费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

涨幅回落。但信贷投放速度持续高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房地产价格超出普通

居民承受能力，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不明显等问题值得关注。2007 年，内蒙古经济面临国

家将继续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和内蒙古经济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等有利条件，经

济将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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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6 年，内蒙古银行业信贷总量进一步扩

大，证券、保险业务增长较快，金融改革稳步推

进，金融运行平稳，金融生态环境逐步改善，金

融业盈利水平大幅度提高。 

（一）银行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盈利

水平大幅度提高 

2006 年，内蒙古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状况良

好，资产和利润增长明显；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

提高、竞争实力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盈利能力

大幅度提高，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实现“双降”。 

1、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大，经营状况良好。国

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农村信用社改革深入推

进，经整合、撤并，银行业机构数量减少。股份

制和城市商业银行规模不断扩大、业务量不断增

加，邮政储蓄机构改革启动，从业人员队伍扩大

（见表 1）。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本外币利润增长

2.8 倍
1
，资产总额增长 26.7%，不良贷款余额和

占比分别下降 17.0 亿元和 3.4 个百分点。需要关

注的是：不良贷款余额下降主要是由核销、剥离、

重组和新增贷款稀释等因素所致，而部分工业企

业盈利空间缩小、落后生产能力淘汰步伐加快、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逐渐显现等因素，可能导致不

良贷款反弹压力加大。 

表 1  2006 年内蒙古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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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6 33820 2728.9

二、政策性银行 85 2013 689.6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14 430 90.1

四、城市商业银行 138 2212 511.9

五、城市信用社 43 362 35.0

六、农村信用社 2584 18225 601.6

七、信托投资公司 2 140 12.3

八、邮政储蓄 713 5970 244.2

九、资产管理公司 3 182 138.7

合             计 5288 63354 5052.3

数据来源：内蒙古银监局 

2、存款增势趋缓，结构性变化明显。自 2005

                                                        
1 报告中增长速度与占比均指与上年同期相比较。 

年 10 月以来，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增速

逐渐回落（见图 1）。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变化。据

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2006 年第 4 季度对

400 户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居民拥有的 7 项

主要金融资产类型”的选择中，储户选择拥有储

蓄存款占调查户数的48.3%，下降14.3个百分点，

为 2002 年以来最低点；选择拥有股票、基金和债

券占比分别提高 4.0、3.8 和 3.3 个百分点。年末，

储蓄存款增速回落 8.0 个百分点，为 2005 年以来

最低。储蓄存款稳定性减弱。年末，本外币活期

储蓄存款增加额占储蓄存款增加额的比重提高

14.5 个百分点，储蓄存款活期化趋势明显（见图

2）。总体来看，加息对居民储蓄存款的影响不大。

企业经营效益好转、资金周转速度加快，金融机

构信贷规模扩大、派生存款增加，使企业存款增

量占比提高 2.2 个百分点。 

图 1  内蒙古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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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图 2  2006 年内蒙古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存款结

构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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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贷总量不断扩大，贷款增速缓慢回落。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 22.9%，较 7 月末

最高点回落 3.4 个百分点，但仍处于高位。且自

2006 年 5 月以来，本外币贷款增速高于存款增速

（见图 3、图 4）。年末，贷款增速居全国第二。

经济快速增长、经济总量扩大、对信贷资金需求

增加，商业银行经过股份制改革资本充足率大大

提高、资金实力增强，市场流动性充裕以及商业

银行利益驱动是推动贷款较快增长的主要动力。

但信贷总量增长偏快对加剧低水平重复建设、形

成新的不良资产等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应引

起高度重视。 

图 3  内蒙古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图 4  内蒙古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中长期贷款增速持续高位。2006 年，金融机

构中长期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 1.7 个百分点，

余额占比提高 0.5 个百分点。贷款的中长期化与

储蓄存款活期化趋势，使商业银行的资金期限结

构错配倾向出现反弹，流动性风险值得关注。 

新增贷款投向重点突出。电力、交通运输、

煤炭、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仍是信贷投向的重点

领域。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

输业，采矿业，仓储和邮政业新增贷款占全部新

增贷款的一半以上。 

4、现金收支均衡增长，现金投放减少。2006

年，金融机构现金收入增长 23.2%，现金收入增

加主要是商品市场趋旺、第三产业和非公有制经

济快速发展，商品销售收入、服务业收入和城乡

个体经营收入增加。现金支出增长 22.7%，主要

是公务员工资改革、农副产品和工矿产品采购支

出增加。银行卡业务的快速发展，减少了现金使

用量，累计净投放现金下降 4.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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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6 年内蒙古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余额（亿元）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14216.4 23.2

现金支出 14426.1 11.0

现金净支出 209.7 -4.5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5、票据市场发展迅速，融资规模不断扩大。

2006 年，银行承兑汇票累计签发额、累计办理票

据贴现额分别增长 56.8%、92.3%（见表 3）。票据

业务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金融机构调整资产

结构、提高资金营运收益，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作用下，一些中小金融机构、中小企业参与到票

据市场中，票据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已基本形成。

票据业务已成为金融机构拓展市场的重要手段。

从 2 季度起，受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等

因素影响，贴现和转贴现利率逐渐回升，四季度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转贴现票据买断和转贴现票

据回购利率均达到全年最高水平（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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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6 年内蒙古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表 

单位：亿元 

余额
累计发生

额
余额

累计发
生额

余额
累计发
生额

1 228.9 129.1 125.4 122.1 1.3 1.5

2 232.0 247.7 183.3 249.7 1.7 3.3

3 192.9 365.5 158.6 406.7 2.1 5.1

4 249.8 539.7 146.3 611.1 2.2 7.6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季
度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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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6年内蒙古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表 4  2006 年内蒙古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现

利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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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100 100 100

[0.9-1.0) 23.6 41.0 23.2 4.2 1.0

1.0 14.7 22.8 25.4 15.4 1.3

小计 61.7 36.2 51.4 80.4 97.7

(1.0-1.3] 22.8 30.8 47.6 32.6 6.0

(1.3-1.5] 8.9 5.0 3.8 27.9 11.6

(1.5-2.0] 24.3 0.4 0.0 19.3 64.1

2.0以上 5.7 0.0 0.0 0.6 16.0

上
浮

水

平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单位：年利率%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票据买断 票据回购

1 2.4655 3.6491 1.3852 -

2 2.5648 3.6642 2.4450 2.3400

3 3.4983 3.8789 2.8353 2.3400

4 3.6224 3.7033 2.8984 4.3420

转贴现季
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6、浮动利率贷款占比扩大,利率市场化程度

提高。受年内两次提高贷款基准利率影响，金融

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提高 0.57 个百分点。执行

下浮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分别为 23.6%和

61.7%，提高 1.3 和 4.9 个百分点，执行基准利率

贷款占比为 14.7%，下降 6.2 个百分点。其中资

信状况较好的大型企业执行下浮利率的贷款占比

提高 15.6 个百分点（见表 5）。浮动利率贷款占

比上升，表明金融机构市场定价能力增强，定价

策略、资金运作方式逐步趋于市场化。农村信用

社均制定了贷款利率定价管理办法，在强化成本

核算、贷款价格形成等方面有所提高,但定价能力

普遍较差。 

7、金融业改革稳步推进。中、建、工行内蒙

古分行分别调整了机构设置、分流了人员，推进

了资金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全面成本管理，构建

新型的市场营销机制、信贷管理机制、内控约束

机制和考核激励机制。农业发展银行推进了组织

体系和内控制度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深入推进，

完成了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工作，工作重点转

移到明确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

部管理、增强服务功能上。已有 15 家统一法人信

用社挂牌营业。稳妥推进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工作，

年内内蒙古首家小额贷款公司“内蒙古融丰小额

贷款公司”在鄂尔多斯市正式运营。 

 

专栏 1：金融业大力支持  助推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腾飞 

   

近年来，内蒙古依托丰富的草原资源，确立了乳、肉、绒、粮油、马铃薯、饲料饲草产业等作为农

牧业产业化的六大主导产业。形成了奶牛养殖，粮油、饲草，牛、羊、生猪养殖，绒山羊养殖，鸡、鸭

和特种养殖特色优势产业带。 

2003-2006 年，各金融机构加大对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累计向龙头企业发放贷款

345.6 亿元，龙头企业贷余额年均增长 29.9%,高于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速 11.4 个百分点。金融

机构信贷款支持助长了农牧业产业化腾飞。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发展体现以下特点： 

品牌建设成效显著。2006 年，内蒙古已拥有 13 个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创造的中国驰名商标，占内蒙

古驰名商标总数的近 2/3。有国家级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8 户，自治区级重点龙头企业 137 户。 

经营模式不断优化。随着农牧业产业化经营不断推进，一批龙头企业相继涌现并迅速壮大。如以伊

利和蒙牛为代表的乳品加工业，以小肥羊为代表的肉类产品加工企业和餐饮连锁企业等。2006 年，销售

收入百万元以上的农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 1820 家，较上年增加 279 家，实现销售收入增长 29.6%，占全

部农牧业产业化经营企业销售收入的 97.8%。同时，企业和农户之间建立和完善了利益联结机制，成立

了行业协会和各种农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既保证了企业原料来源，又保护了农牧民利益。 

经济效益明显提高。2006 年，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经营销售收入首次突破 1000 亿元，位居全国前

列。销售收入百万元以上的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利润和实际上缴税金分别增长 33.9%和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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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民收入增加。2006 年，内蒙古销售收入百万元以上企业收购农畜产品资金高达 344.4 亿元，增

长 30.5%。企业通过多种形式建立了“公司+农户”的产业化运作模式，带动 42%的农牧户加入到产业化

经营的链条中。农牧民人均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的纯收入达 1170 元，增长 16.5%，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的 35%。 

（二）证券业改革进展顺利，增值效应

明显 

2006 年，内蒙古证券机构和上市公司数量维

持上年水平（见表 6），受股指连创新高的影响，

证券市场投资活跃，投资者信心恢复。证券公司

开户数增加 1.1 万户，证券交易额和客户保证金

分别增长 1.8 和 1.2 倍；证券机构普遍盈利，利

润增长 13.7 倍。股权分置改革增值效应明显，全

区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达 972 亿元。但存在上市

公司数量偏少，一些上市公司仍存在经营业绩不

佳、再融资能力不强、股权结构不合理、三会运

作不规范等问题。 

表 6  2006 年内蒙古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2
总部设在辖内的基金公司数(家) 0
总部设在辖内的期货公司数(家) 1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19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40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40

数量

 

数据来源：内蒙古证监局 

（三）保险业务快速发展，保障服务功

能增强 

表 7  2006 年内蒙古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0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0
               寿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346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08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38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72.0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1.8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50.1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17.2
保险密度（元/人） 301.5
保险深度（%） 1.5

数据来源：内蒙古保监局 

2006 年，内蒙古保险业快速发展，机构和业

务均迈上新的台阶（见表 7）。自治区级保险公司

增加 5 家，保险机构总资产、保费收入、保险业

支付赔款和给付均衡增长。但保险市场规模相对

较小，业务存在结构性矛盾。保险深度下降 0.1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 1.2 个百分点；保险密度增

加 1.4 元/人，低于全国 122 元/人，财产保险机

构车险比重远远高于企财险和家财险等，占

82.8%，保险市场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金融机构参

与市场意识增强 

2006 年，内蒙古金融市场业务总体发展较快，

融资结构基本稳定，间接融资仍占主体。全区银

行间债券市场交易规模继续扩大，中小金融机构

同业拆借网下融资交易活跃。市场利率稳中有升。 

1、间接融资占比偏高。2006 年内蒙古非金融

机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占比分别约为 6.0%和

94.0%（见表 8）。短期融资券发行取得新突破。北

方联合电力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债券 40 亿元。 

表 8  2006 年内蒙古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 

量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0 178.1 81.7 0 18.3

2001 166.4 77.3 2.4 20.4

2002 200.1 91.0 0 9.0

2003 274.2 97.1 0 2.9

2004 389.5 86.2 9.3 4.6

2005 464.4 92.5 6.5 1.0

2006 664.8 94.0 6.0 0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 

2、货币市场交易量大幅增加。2006 年，银行

间债券市场成员对金融市场功能认识逐步增强，

积极拓展债券业务，增加债券投资。债券回购、

现券买卖交易总量持续扩大。金融机构通过银行

间债券市场累计交易额和中小金融机构同业拆借

网下融资额均增长 2.6 倍。货币市场交易相对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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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 

3、民间借贷利率呈上升趋势。据人民银行呼

和浩特中心支行监测的 990 户农牧户和企业民间

借贷加权平均利率情况看，2006 年下半年民间借

贷加权平均利率为19.27%,比上半年提高 1.66 个

百分点，其中 660 户农牧户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利

率提高 3.05 个百分点，330 户企业民间借贷加权

平均利率提高 1.46 个百分点。民间借贷为解决农

牧民和中小企业融资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局部

地区民间借贷利率最高达 40.0%，将影响民间借贷

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五）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一定进展 

2006 年，内蒙古政府高度重视金融生态环境

建设，印发并实施了《内蒙古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指导意见》。建立了内蒙古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各

级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从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制

度入手，加大执法力度，有效保障信用环境建设

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进一步推进征信体系建设，建立了地方性金融机

构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推进城乡信用社个

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系统建设，城市信用社个

人信贷数据成功接入数据库系统。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6 年，内蒙古认真贯彻国家宏观调控的各

项政策措施，全面启动新农村新牧区建设工作，

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经济结构调整取得进展，

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地区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增

速回落（见图 5）。 

图 5  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 

（一）总需求保持旺盛，投资结构有所

改善 

1、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回落,但仍维持高

位。2006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6.7%，增速回落

至 2002 年以来最低点，但仍高于全国 2.7 个百分

点（见图 6）。 

图 6  内蒙古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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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 

 

投资结构有所改善。从行业分布看，工业和

交通运输业投资大幅回落，分别回落 37.8 和 31.8

个百分点。主要是：随着电力行业产能过剩的逐

步显现，政府、企业对电力行业投资更加理性，

电力行业投资由上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变为自 4 月

份以来持续负增长。同时，在公路、铁路基础设

施极大改善的情况下，交通运输投资大幅回落。

农林牧渔业和教育投资快速增长，增速分别提高

7.7 和 22.7 个百分点，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亮点。

主要改善了农牧业基础设施和农村牧区教学条

件，推动了新农村新牧区建设。卫生、社会保障

和社会福利业投资继续快速增长。房地产开发投

资增长 100.5%，房地产业完成投资占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额的 9.7%，提高 3.6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12.3 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总量较小。 

从投资主体看，国有部门、有限责任公司和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是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私营

投资和外商投资是投资增长的亮点，其中私营投

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提高 3.2 个百分点，内蒙古私

营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2、消费需求平稳，对经济发展整体拉动作用

不够明显。2006 年，普遍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工资

标准，以及农牧业丰收和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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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其中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万元。消费品市场平稳（见

图 7），消费热点除食品、服装、娱乐教育、医疗

保健等传统领域外，家电等更新换代步伐加快，

住房、建筑装潢材料、汽车等保持旺销。但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占 GDP 的比重下降，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缓慢、

收入差距扩大。2000 年以来，内蒙古经济增长速

度远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见图 8）；2006

年，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由

上年的 1：3.5 上升为 1：3.9。城乡居民家庭恩格

尔系数呈逐年下降态势（见图 9）。 

图 7  内蒙古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 

图 8 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 

 

 

 

 

 

 

 

 

 

 

 

 

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 

 

 

 

图 9  1995 年以来内蒙古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变

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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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利用外资不断增加。

2006 年，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 22.4%，继续

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见

图 10）。一般贸易大幅攀升，加工贸易继续回落。

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私营企业进出口额增长迅猛，

占全区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提高，国有企业进

出口额稳步增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减少。

当年新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152 家，利用外资规模

继续扩大（见图 11）。 

图 10  内蒙古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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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内蒙古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增长率 

 

 

 

 

 

 

 

 

 

 

 

 

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 

4、财政收入较快增长，支出结构优化。2006

年，内蒙古财政收入、支出分别增长 32.9%、24.4%

（见图 12）。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和基金收入较快增

长。其中，社会保障收入和土地有偿使用税收入

占基金收入的 81.4%。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

在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基本建设支出增速下

降，增速和占比分别下降 32.7 和 1.4 个百分点；

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增速提高 45.6 个百分点，财政

的社会保障功能进一步增强。 

图 12  内蒙古财政收支状况 

 

 

 

 

 

 

 

 

 

 

 

 

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 

（二）总供给稳步增长，经济效益明显

提高 

2006 年，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8%，人

均 GDP 达 2513 美元，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

构逐步调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由上年的 15.1：

45.5：39.4 调整为 13.4：48.6：38.0，第二产业

比例继续扩大，一、三产业比例缩小（见图 13）。

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特色优势产业

持续快速增长，工业优势产业支撑作用明显，服

务业保持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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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1978年以来内蒙古三次产业结构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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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 

1、农牧业再获丰收，结构调整继续深化。2006

年，内蒙古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极大地调动

了农牧民生产积极性。全年粮食总产量 170.5 亿

公斤、牧业年度牲畜总头数 1.1 亿头（只），均

创历史新高；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57.7%，高

出全国平均水平 21.8 个百分点；农畜产品加工率

达到 55.0%，提高 5.0 个百分点。农牧业结构调整

取得新突破。畜牧业产值占第一产业比重达到

50.0%、优质高产高效农作物比重达到 52.6%，分

别提高 2.4 个和 5.0 个百分点。 

2、工业产销保持较快增长，企业盈利能力提

高。2006 年，内蒙古围绕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促

进产业升级、产业多元化和产业延伸，提升了整

体工业化水平。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 27.2%（见图

14），增速连续四年居全国之首。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40.0%，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7.2%。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9.8%，

亏损企业亏损额下降 10.7%，居全国第二。产销率

达 97.7%，提高 0.7 个百分点。产品销售收入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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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总额均大幅度增长，增加值利润率提高 0.1 个

百分点。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240.7，提高 40.1 个

百分点。能源、冶金、化工、农畜产品加工、装

备制造和高新技术六大优势特色产业增加值占工

业增加值的 87%，增长速度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 8.2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 

图 14  内蒙古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 

3、第三产业保持稳定增长，逐步成为新的增

长点。200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4.5%，高于

全国4.2个百分点，居全国第四。工业化、城镇化

为商贸流通、交通运输、旅游、金融、房地产等

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和消费

需求的增长是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现

代物流仍是第三产业发展的瓶颈。第三产业从业

人数占全部从业人数的比重只有30.0%，第三产业

仍有较大的就业空间。 

（三）节能降耗、环境治理与保护取得

进展 

内蒙古是能源生产大区，也是能耗大区。据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05年，内蒙古单位

GDP能耗、单位GDP电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分

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1.3倍和2.2倍。2006年，

内蒙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污染防治、生态保

护等方面取得了成效。停建和整顿了130多个不符

合要求的建设项目，清理关闭高耗能、高污染、

低水平的小企业近1200户，淘汰小煤矿、小水泥、

小电石和小焦炭等落后生产能力3000万吨。主要

污染物化学氧、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1.3%和

0.7%，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达到73.3%，提高6.7

个百分点。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主要城市综合

污染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城市大气质量总体明

显改善。共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188个，建成生态

示范区31个，分别占全区国土面积的11.9%和

33.3%。 

（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生产类价格

指数小幅上扬，涨幅回落 

近年来，内蒙古价格走势平稳，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

格和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小幅上扬，涨幅总体回

落（见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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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内蒙古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中国景气月报 

1、居民消费价格小幅上扬。2006 年，受国际

和国内小麦、大豆等原粮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8

月份后，成品粮油价格持续上扬，在成本推动作

用下，肉禽蛋价格上涨，进入 12 月份，国家粮储

库连续多次以竞价方式向市场投放粮食，内蒙古

粮食价格得到抑制，年末粮油价格回落。资源性

产品价格改革进展顺利，水、电、煤、气、油等

资源性产品价格相继上调，但由于其在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中所占权重较小，对消费价格指数影响

不明显。2006 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1.5%，涨幅

回落 0.9 个百分点；农村牧区消费价格指数涨幅

快于城市 0.7 个百分点。 

2、生产类价格涨幅回落，产品价格上涨压力

减小。受国内经济增长、投资需求拉动、资源价

格改革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等因素影响，原材料、

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工业

品出厂价格涨幅分别回落 3.9、3.5 和 2.1 个百分

点。其中，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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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在前 11 个月较为稳定，12 月份出现上扬。农

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前 8 个月持续回落，后 4 个

月缓慢上升，农用柴油和农用机油价格上涨是拉

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工业品出

厂价格指数涨幅平稳回落。年末，原材料、燃料、

动力购进价格与工业品出厂价格落差由上年末的

4.7 个百分点，下降为 2.9 个百分点，上游产品价

格上涨对下游产品价格拉动作用减弱。 

3、劳动报酬稳步增长，最低生活保障提高。

2006 年，内蒙古城镇单位职工生活水平继续提高。

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增长 17.0% ，地区最低工

资稳步提高，由上年 420-380 元（分 3 档）提高

到560-400元（分4档）。最低生活保障金由90-190

元提高到 120-210 元。社会保险覆盖面扩大，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人数

分别增加 12.9、17.0、1.1 万人。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试点旗县达到39个， 

546 万农牧民受益。启动农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42.7 万特困农牧民生活有了保障。“两免一

补”政策使 208 万农村牧区学生和 11 万城镇低保

人员子女受助。 

 

专栏 2：“呼包鄂经济圈”崛起 
 

呼包鄂经济圈是 2000 年内蒙古政府确立的以呼和浩特、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三市为核心的特色经

济圈。“十五”以来呼包鄂经济圈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占全区的半壁江山，已成为内蒙古综合经济实力

最强和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经济圈，被誉为内蒙古的“金三角”地区。 

呼包鄂三市土地面积和常住人口分别占全区的 11.0%和 27.3%。呼包鄂经济圈加速发展具备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一是自然资源富集。煤炭保有储量 1256.5 亿吨，占全区的 56%；天然气已探明保有储量

7000 亿立方米；稀土储量逾亿吨，占世界的 50.0%；黄河横贯整个区域，过境里程 830 公里，区域内黄

河水的配给水量为 58.6 亿立方米。二是区位优势明显。呼包鄂是沟通华北、东北和西北经济联系的枢

纽，距北京不到 500 公里，距天津出海口仅有 600 公里，毗邻俄罗斯和蒙古国，是连接京津冀和欧亚大

陆桥的重要节点。三是科技人才集中。普通高等院校占全区的 65.0%，国有研究与开发机构占全区的

60.0%，科技人员占全区的 75.0%。四是相对良好的基础设施。 

“十五”以来，呼包鄂三市充分整合资源、政策、人才优势，打造出一批优势产业群。初步形成了

乳业、生物制药、钢铁、铝业、稀土、装备制造、能源、电力、化工等产业基地。培育和壮大了包钢、

伊利、蒙牛、鄂尔多斯、鹿王、包铝等一批名牌企业。2006 年，呼包鄂三市地区生产总值达 2700.1 亿

元，占全区的比重为 56.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945.2 亿元，占全区的 56.7%。财政总收入达到 387.8

亿元，占全区的 54.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1725.3 亿元，占全区的 51.6%。城镇化率为 61.0%，

比全区平均水平高 18.3 个百分点。呼包鄂三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各项贷款余额分别为 2195.9 和

1464.7 亿元，分别占全区金融机构的 54.5%和 45.7%。 

近年来，呼包鄂经济圈因投资环境好、投资回报率高，吸引了大量异地资金。2006 年呼包鄂三市外

商直接投资额为 15.23 亿美元，占全区 89.6%。2006 年呼包鄂三市成功入选全国百佳投资城市，为吸引

更多投资创造了条件。 

呼包鄂经济圈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经济总量与发达地区相比仍

较小、产业结构亟待升级。二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消费对经济拉动有限。

三是作为呼包鄂经济圈支柱产业的能源、冶金行业程度不同地存在产能过剩，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较大。

四是经济高速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五）房地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发展 

1、地产业持续快速发展，房地产开发投资高

速增长。2006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快速增长，

新开工面积、销售面积均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

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高达 100.5%，高于去

年同期 55 个百分点；商品房新开工面积、房屋竣

工面积分别增长 80.1%和 52.5%（见图 16）。呼和

浩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43.9%；竣工面积下降

19.4%。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分别增长 30.7%

和 44.6%，增速分别下降 31.0 和 46.0 个百分点。

商品房空置面积较去年同期增长 15.0%，其中住

宅占商品房空置面积比重较大，约为 61.0%，表

明住宅市场供给量较大，随着房地产宏观调控政

策的出台，居民持币待购预期心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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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内蒙古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 

2、房地产价格继续上行，涨幅回落。重点城

市房地产价格继续保持上涨趋势，第四季度呼和

浩特市房屋销售、土地交易价格分别上涨9.5%和

12.8%,涨幅下降4.2和3.3个百分点，房屋租赁价

格涨幅基本与上年持平，上涨5.6%（见图17）。在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呼和浩特市新建商

品房价格指数有所回落，由2月末的14.9%回落至

年末的5.4%。据对呼和浩特市500名个人住房贷款

者调查，认为合适房价在2000元/平方米以下的占

到样本总量的66.0%，而2006年呼和浩特市新建商

品住宅平均价格为2729元／平方米，超出大部分

居民的承受能力。 

图 17  呼和浩特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中国景气月报 

3、房地产融资增速加快。房地产开发资金来

源以企业自筹为主。2006 年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

占 4.5%，自筹资金占 80.6%，其他资金占 14.9%。

伴随着内蒙古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房地产贷款

余额继续增长。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增长

14.0%，其中房地产开发商贷款增长 51.9%。个人

住房消费贷款从3季度起扭转了自2005年以来持

续下降的态势。 

 

-65

-25

15

55

95

135

175

215

255

2
0
0
2
.
0
3

2
0
0
2
.
0
9

2
0
0
3
.
0
3

2
0
0
3
.
0
9

2
0
0
4
.
0
3

2
0
0
4
.
0
9

2
0
0
5
.
0
3

2
0
0
5
.
0
9

2
0
0
6
.
0
3

2
0
0
6
.
0
9

商品房施工面积同比增长率

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率

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率

三、预测与展望 

2007 年内蒙古经济发展面临国家将继续实

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和内蒙古经济发展后

劲进一步增强等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农畜产品

加工、能源和冶金三大行业的主导产品进入平稳

增长的阶段，全区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电石、

焦碳行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将受到国家宏观调控

政策的约束等因素影响。预计 2007 年内蒙古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 1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6%，财政收入增

长 2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 12%，农牧民纯

收入增长 10%，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5%，城镇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2%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总指

数涨幅控制在 3%以内，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各项

贷款增长率分别达到 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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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一）内蒙古自治区经济金融大事记 

2 月 28 日，内蒙古出台《生源地财政贴息助学贷款管理办法》，从８月起，在内蒙古自治区申请到

生源地财政贴息助学贷款的高校学生，在校期间所借贷款利息由财政分级全额补贴。  

4 月 5 日，内蒙古自治区将 3000 万元农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和中央下拨内蒙古的 4000 多万元

灾民春荒救助资金下拨各盟市，标志着内蒙古农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全面正式启动。 

5 月 24 日，为推动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内蒙古启动金融业支持中小企业“千户百亿”成长计划，力

争在今后５年内，有重点地选择 1000 户中小企业给予 300 亿元的信贷资金支持。至年末已确定重点企

业 600 户，获得 33.4 亿元信贷支持。  

    7 月 27 日，交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正式开业。 

10 月 12 日，内蒙古自治区首家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内蒙古融丰小额贷款公司正式开业。 

2006 年，内蒙古共查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中出现的各类违法违规案件 1268 起，责令停产整顿矿山

1185 个，关闭整改不合格矿山 916 处。 

2006 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得显著成效，内蒙古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340.7 亿元，增长 25.7%，

增幅为 2002 年以来的最低点。  

2006 年，内蒙古粮食总产量 170.5 亿公斤，平均单产达 260 公斤，粮食总产和单产创历史新高，实

现连续 3年增产。 

2006 年，内蒙古在全国率先完成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和上市公司清欠工作。 

2006 年，内蒙古实验信用社等 11 家停业整顿的城市信用社全部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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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蒙古自治区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内蒙古自治区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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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3405.2 3499.4 3635.0 3670.4 3702.5 3756.9 3780.7 3841.6 3844.5 3908.4 4045.2 4075.3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120.9 2158.2 2193.2 2177.0 2165.7 2190.3 2198.1 2214.4 2225.0 2227.8 2257.0 2294.7

                    企业存款 792.5 836.6 922.0 956.6 988.3 998.8 998.8 1038.7 998.8 1000.7 1038.6 1047.1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73.4 94.3 135.6 35.4 32.2 54.4 23.8 60.9 2.8 64.0 136.8 30.1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4.2 24.9 25.2 24.5 24.0 23.7 22.0 21.7 18.6 20.0 22.7 22.3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663.7 2704.0 2826.9 2882.5 2944.4 3067.6 3094.4 3135.2 3149.4 3159.9 3203.5 3240.0

        其中：短期 1151.0 1173.4 1213.4 1241.0 1269.3 1298.4 1304.4 1299.9 1321.6 1322.4 1335.1 1358.6

                    中长期 1388.0 1408.6 1458.9 1481.0 1503.1 1555.5 1583.3 1615.6 1638.7 1653.9 1673.6 1701.3

                    票据融资 99.8 96.2 126.7 133.0 143.7 185.0 180.6 192.1 160.7 153.8 164.2 148.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5.7 40.3 125.4 55.5 61.9 123.5 26.8 40.8 14.2 10.5 43.6 36.5

        其中：短期 25.6 22.4 42.3 27.7 28.2 29.4 6.0 -4.5 21.8 0.7 12.8 23.5

                    中长期 20.0 20.6 50.5 22.1 22.1 52.4 27.8 32.3 23.1 15.2 19.7 27.7

                    票据融资 1.6 -3.5 30.5 6.3 10.8 41.3 -4.4 11.5 -31.5 -6.8 10.4 -15.7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9.5 20.3 22.4 22.5 24.1 24.7 25.7 25.2 23.6 24.4 24.8 22.8

        其中：短期 15.8 16.2 16.2 15.8 18.1 17.0 16.7 16.3 17.4 19.0 18.8 18.9

                    中长期 22.7 24.5 23.6 26.4 26.5 25.8 28.7 27.5 25.6 25.0 25.7 24.5

                    票据融资 47.7 40.7 85.8 84.0 99.1 142.6 136.3 141.2 93.0 91.0 107.5 51.4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8.8 8.8 9.5 9.3 10.9 13.2 13.3 14.1 16.4 13.9 13.0 16.4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184.2 182.8 185.5 188.6 183.8 188.9 195.3 204.5 213.7 219.3 217.8 221.8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16.8 -16.7 -9.8 -11.9 3.1 24.8 25.8 33.4 54.9 31.8 22.6 55.5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1.2 -2.0 -0.5 1.1 -1.4 1.3 4.7 10.2 14.6 17.6 16.8 18.9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3370.9 3461.8 3599.4 3632.0 3663.1 3717.2 3732.6 3796.1 3803.6 3868.9 4007.7 4036.6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096.3 2133.4 2168.5 2152.4 2141.4 2166.0 2168.7 2190.0 2200.8 2203.7 2233.4 2271.3

                    企业存款 784.9 826.0 912.5 944.3 973.8 983.9 982.0 1018.9 983.2 986.0 1025.5 1032.7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72.5 90.9 137.5 32.7 31.1 54.0 15.5 63.5 7.5 65.3 138.9 28.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22.7 37.1 35.1 -16.0 -11.0 24.6 2.7 21.3 10.8 2.9 29.6 38.0

                    企业存款 -63.4 41.1 86.6 31.8 29.5 10.1 -1.9 36.9 -35.7 2.8 39.5 7.2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5.0 25.3 25.6 24.7 24.2 23.8 22.0 21.6 18.5 20.0 22.8 22.4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5.8 23.1 22.8 21.7 20.7 20.4 19.1 18.9 16.6 16.1 15.6 15.1

                    企业存款 17.1 25.7 20.0 20.9 21.4 22.1 24.5 17.1 21.0 21.0 25.1 22.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635.6 2674.3 2797.1 2854.3 2914.2 3037.2 3066.8 3106.1 3120.5 3129.6 3172.2 3205.2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35.7 133.3 131.7 131.1 118.3 120.5 118.8 121.4 127.6 129.2 125.7 127.8

                    票据融资 99.8 96.2 126.7 133.0 143.7 185.0 180.6 192.1 160.7 153.8 164.2 148.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7.1 38.7 125.3 57.2 60.0 123.3 29.6 39.3 14.4 9.1 42.7 33.0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0.7 -2.5 -1.6 -0.6 -12.9 2.3 -1.7 -2.6 6.1 1.7 -3.6 2.2

                    票据融资 1.6 -3.5 30.5 6.3 10.8 41.3 -4.4 11.5 -31.5 -6.8 10.4 -15.7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0.7 20.9 23.0 23.1 24.7 25.2 26.3 25.8 24.0 24.4 25.1 22.9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0.6 -11.1 -10.9 -9.7 -17.3 -14.9 -15.0 -12.1 -6.7 -3.7 -5.4 -4.3

                    票据融资 47.7 40.7 85.8 84.0 99.1 142.6 136.3 141.2 93.0 91.0 107.8 51.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4.2 4.7 4.4 4.8 4.9 5.0 6.0 5.7 5.2 5.0 4.8 5.0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21.0 -2.7 -3.5 16.0 14.9 14.4 25.9 35.8 24.3 24.9 19.0 20.2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3.5 3.7 3.7 3.5 3.8 3.8 3.5 3.7 3.7 3.9 4.0 4.6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14.6 -12.4 -10.5 -14.4 -9.3 -8.3 -16.3 -12.6 -6.0 -8.0 4.7 19.7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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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内蒙古自治区各类价格指数 

 
呼和浩特市
房屋销售价

格指数

呼和浩特市
房屋租赁价

格指数

呼和浩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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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 6.1 - 6.6 - 2.8 2.0 -2.9 2.5

2001 - 1.3 - 1.4 - -0.1 - -0.7 2.4 2.0 2.8

2002 - 0.2 - 2.6 - -0.1 - -0.7 2.3 2.7 3.4

2003 - 2.1 - 1.2 - 2.9 - 3.2 0.8 -2.1 2.5

2004 - 2.9 - 9.5 - 9.2 - 5.1 5.3 1.5 4.1

2005 - 2.4 - 8.3 - 9.8 - 5.1 13.7 5.5 16.1

2006 - 1.5 - - 5.9 - 3.0 9.5 5.6 12.8

- - - -

2005 1 2.9 2.8 10.7 10.7 9.5 9.5 5.4 5.4 - - -

2 3.7 3.3 10.9 10.8 10.1 9.8 4.6 5.0 - - -

3 3.3 3.3 12.6 11.4 9.7 9.8 4.5 4.8 7.7 2.1 7.4

4 2.7 3.1 9.2 10.9 10.5 9.9 4.9 4.8 - - -

5 2.2 3.0 8.2 10.3 10.4 10.0 5.6 5.0 - - -

6 2.2 2.8 7.4 9.8 9.8 10.0 6.2 5.2 12.2 5.5 17.9

7 2.4 2.8 8.0 9.6 9.9 10.0 5.9 5.3 - - -

8 2.2 2.7 7.0 9.3 9.7 9.9 5.8 5.4 - - -

9 2.3 2.7 6.9 9.0 9.8 9.9 5.4 5.4 13.5 5.5 17.3

10 2.2 2.6 7.4 8.8 9.9 9.9 4.7 5.3 - - -

11 1.8 2.5 6.2 8.6 9.3 9.8 4.1 5.2 - - -

12 1.3 2.4 6.1 8.3 9.6 9.8 4.1 5.1 13.7 5.5 16.1

2006 1 1.8 1.8 4.6 4.6 9.5 9.5 3.2 3.2 - - -

2 1.6 1.7 4.2 4.2 9.7 9.6 3.0 3.2 - - -

3 1.3 1.6 1.3 1.3 8.3 9.1 2.2 2.8 12.4 5.5 15.9

4 1.2 1.5 0.7 0.7 5.3 8.1 1.6 1.6 - - -

5 1.4 1.5 -0.3 -0.3 5.3 7.6 2.3 2.5 - - -

6 1.3 1.4 0.7 0.7 5.5 7.2 3.2 2.6 11.3 5.8 14.5

7 1.1 1.4 0.1 0.1 5.7 7.0 2.9 2.7 - - -

8 1.1 1.4 -0.2 -0.3 4.9 6.8 3.2 2.7 - - -

9 1.2 1.3 0 0 5.2 6.6 3.2 2.8 8.3 5.6 11.2

10 1.5 1.4 0.1 0.1 4.7 6.4 3.4 2.8 - - -

11 1.5 1.4 0.9 0.9 3.5 6.2 3.9 2.9 - - -

12 2.6 1.5 1.2 1.1 3.7 5.9 3.8 3.0 9.5 5.6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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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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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内蒙古自治区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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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85.9 - - 1776.1 - - 2979.5 - - 4700.0

    第一产业 - - 47.5 - - 106.1 - - 207.8 - - 641.7

    第二产业 - - 340.0 - - 895.5 - - 1579.4 - - 2329.5

    第三产业 - - 398.5 - - 774.6 - - 1192.3 - - 1818.8

工业增加值（亿元） 87.2 174.0 282.5 390.2 537.3 691.1 830.5 981.5 1146.4 1313.4 1495.0 1667.2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
元）

- 32.4 131.0 365.1 743.5 1314.1 1824.1 233.1 2634.8 2934.8 3168.5 3340.7

    房地产开发投资 - - 4.3 27.9 54.0 102.6 147.2 191.6 235.3 276.9 303.8 325.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142.9 261.0 375.1 491.8 618.8 745.9 872.4 1005.4 1145.4 1290.0 1434.6 1595.3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
元）

40696 80783 129493 196905 243461 291978 341192 388443 440384 490936 533407 595884

    进口 23743 50564 80415 131977 162299 191799 222358 250020 280536 309919 335808 381792

    出口 16953 30219 49078 64928 81162 100179 118834 138423 159848 181017 197599 214092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
口）

-6790 -20345 -31337 -67049 -81137 -91619 -103524 -11597 -120688 -128902 -138210 -16770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
美元）

- 7021 7816 12396 15700 54470 71253 79370 92482 128300 139000 17410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
元）

- -17.7 -39.9 -67.8 -83.0 -96.4 -114.0 -149.9 -172.2 -192.0 -257.3 -466.8

    地方财政收入 - 44.0 71.5 97.0 122.0 165.2 195.8 217.8 247.4 276.9 304.5 343.3

    地方财政支出 - 61.7 111.3 164.8 205.0 261.6 309.8 367.7 419.6 469.0 561.8 810.2

城镇登记失业率 （%）

（季度）
- - 4.1 - - 4.1 - - 4.1 - - 4.1

地区生产总值 - - 18.5 - - 18.2 - - 18.1 - - 18.0

    第一产业 - - 11.5 - - 5.8 - - 6.5 - - 6.0

    第二产业 - - 26.3 - - 25.0 - - 24.5 - - 25.1

    第三产业 - - 13.3 - - 13.0 - - 12.7 - - 14.5

工业增加值 29.2 29.8 30.4 29.8 29.6 29.9 29.8 29.9 29.8 29.6 29.4 29.8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74.1 76.6 58.3 53.2 46.6 41.4 36.5 35.7 34.0 26.8 25.7

    房地产开发投资 - - 327.1 197.6 106.7 97.0 110.6 113.1 104.9 103.8 105.5 100.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4.9 14.6 15.0 15.3 15.6 15.7 15.9 15.9 15.9 15.9 16

外贸进出口总额 - 38.2 30.8 45.0 38.0 33.6 33.0 31.3 30.7 30.2 25.2 22.4

    进口 - 26.7 19.3 42.1 37.9 32.9 32.0 30.4 29.0 27.6 21.7 23.3

    出口 - 62.9 55.3 51.2 38.4 34.9 34.8 33.0 33.9 34.7 31.8 20.7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 424.0 44.7 70.2 -1.7 68.0 105.1 61.0 34.0 46.0 42.0 42.9

地方财政收入 - 28.4 26.9 31.9 30.6 26.2 24.4 28.0 29.8 30.2 30.6 23.8

地方财政支出 - -4.6 13.2 14.9 16.8 17.8 17.4 18.8 11.4 13.1 19.2 18.8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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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金融运行情况 
	（一）银行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盈利水平大幅度提高 
	（二）证券业改革进展顺利，增值效应明显 
	（三）保险业务快速发展，保障服务功能增强 
	（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金融机构参与市场意识增强 
	（五）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一定进展 
	二、经济运行情况 
	（一）总需求保持旺盛，投资结构有所改善 
	（二）总供给稳步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三）节能降耗、环境治理与保护取得进展 
	（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生产类价格指数小幅上扬，涨幅回落 
	（五）房地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发展 

	三、预测与展望 
	 附录： 
	（一）内蒙古自治区经济金融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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