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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6年，青海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抢抓机遇谋发展，

求实创新促和谐，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效益同步提高，投资、消费、出口全面增长，

人口、资源、环境趋于协调，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均取得较好成绩，实现

了“十一五”良好开局，促进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赛”、“郁金

香节”、“东西部企业投资洽谈会”等重大活动以及青藏铁路开通，带动了旅游业发展。青

海省金融业保持稳健运行，货币信贷适度增长，信贷结构进一步改善，存、贷款创历史新

高，金融机构经营效益创历史最好水平，不良贷款率持续回落，保险、证券、货币、期货

市场稳健快速发展，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取得进展。预计2007年青海省经济金融将继续保持

稳健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合理，经济、金融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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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6 年，青海省金融运行平稳，货币信贷总

量适度增长，金融机构经营效益创历史最好水平，

金融市场稳健发展。 

（一）银行业平稳运行，信贷结构趋于

合理 

1.机构、人员精减，资产总量提高。各家银

行在改革过程中，适度调整机构和人员数，保持

了资产稳定增长。全省银行业机构、人员同比下

降 3%和 0.1%，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16%，不良贷款

率回落 1.42 个百分点。 

表 1  2006 年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 

 

注：银行类金融机构包括总部及其所有下属分支机构。 

各项存款快速增长。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

存款

 

 

 

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2.

增长 22.5%，余额突破 900 亿元大关。其中，

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长 22.3%，外币存款余额增长

50.1%。企业效益持续好转，支付能力增强，企业

存款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25.9%。城乡居民收入

不断提高，存款利率两次上调，个人储蓄偏好增

加，储蓄存款稳步上升，同比增长 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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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贷款投放合理攀升。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

贷款

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对信贷资金

投放

32.4

亿元

地区

的局面有所改

观。

 

 

3.

余额突破 700 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13.8%。

其中，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3.3%。 

按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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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8039 676

二、政策性银行 27 472 245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 - -

四、城市商业银行 47 751 55

五、城市信用社 - - -

六、农村信用社 375 2083 60

七、财务公司 - - -

八、邮政储蓄 134 896 49

九、外资银行 - - -

合             计 984 12241 1085

进行合理配置。中长期贷款增速同比下降

1.8 个百分点，短期贷款增速同比提高 9.7 个百

分点，增速差缩小 11.5 个百分点，信贷结构趋于

合理。中长期贷款增速回落 1.4 个百分点，受此

影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 1.1 个百分

点，房地产投资增幅回落 3.8 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农、林、牧、副业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 6%，有效支持了“西繁东育”、“自

繁自育”等富民工程。采矿、水利、电力、制造

四大行业占贷款余额的 64.7%，重点企业资金需

求得到有效满足。个人住房贷款、助学贷款、耐

用消费品贷款和其它消费品贷款分别增长

12.88%、68.25%、10.3%和 37.14%；汽车贷款和

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下降 23.7%和 32.3%。 

分地区看，经济发展最快的西宁和海西两个

贷款余额占比达 90.1％。 

新增贷款依靠开发银行拉动

开发银行累计发放贷款占比由 2005 年的 62%

下降为40.9%，国有商业银行由30.6%上升为39%，

地方性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由 5.5%上升为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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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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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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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4.现金收支“双增”。商品销售收入、储蓄、

服务

表 2  2006 年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业、有价证券等收入的提高，成为推动现金

回笼增长的重要因素。工资性支出、其它支出、

储蓄存款支出是拉动现金投放上升的“三驾马

车”。 

 

余额（亿元）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1473.8 6.4

现金支出 1551 7.4

现金净支出 77.2 32.4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5.票据交易活跃，市场利率走低。票据贴现

余额

 

表 3  2006 年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表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单位：% 

 

同比增长 19.2%，占各项贷款额的 2.4%。票

据承兑以冶金、机械、商贸、制药、石化、公共

服务等行业为主。票据贴现以冶金、水电、盐化、

建筑、商业、制造、医药等行业为主。以 6 个月

为例，国有商业银行贴现利率为 3.08%，地方商

业银行为 3.56%，分别低于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2.5

和 2.02 个百分点。 

单位：亿元

表 4  2006 年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现利率表 

季度 贴  现 转贴现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票据买断 票据回购

1 2.2 0 0 0

2 2 0 0.7 0

3 2.4 0 1.9 1.7

4 3.6 0 0 0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机构新增贷

款一年期加权平均利率 7.6 %，同比上升 0.3 个百

分点

 

 

 

6.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金融

。地方商业银行比国有商业银行平均高 0.67
个百分点，农信社比国有、地方商业银行分别高

5.3 和 4.6 个百分点。执行基准利率的新增贷款比

例同比增加 14.5 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上调，并没

有影响信贷资金投放。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1 9.5 5.7 5.8 6 0 0

2 9 10.7 6.2 19 0 0

3 8.1 13.8 6 29 0 0

4 12.9 23.4 10.2 58.6 0 0

季度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贴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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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6 年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单位：% 

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

合计 100 100 0 100 100

[0.9-1.0) 8.9 19.5 0.0 0.0 0.0

1.0 30.9 46.9 0.0 31.1 6.6

小计 60.2 33.6 0.0 68.6 93.4

(1.0-1.3] 29.2 33.4 0.0 58.5 2.3

(1.3-1.5] 3.4 0.2 0.0 9.4 3.8

(1.5-2.0] 9.5 0.0 0.0 0.7 29.6

2.0以上 18.1 0.0 0.0 0.0 57.7

上

浮

水

平

 

合计
国有独资 股份制 区域性 城乡

信用社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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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机构改革成效显著。国有商业银行在

加大

7.

改革力度同时，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业务

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关系，抗风险能力和经营效益

不断提高，不良贷款率同比下降 1.42 个百分点，

利润同比增长 20%；西宁市商业银行进一步健全

法人治理结构，银行经营趋于理性和审慎，资本

充足率为 9.5%，不良贷款率同比下降 3.6 个百分

点，利润同比增长 46.3%；青海省农村信用社认

购专项票据 2.2 亿元，置换历年亏损挂帐 0.4 亿

元。保值贴补率、产权制度改革和法人治理结构

逐步到位。利润同比增长 91%，不良贷款率同比

下降 14.1 个百分点。 

专栏 1：金融助推柴达木循环经济发展 

 

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地处青藏高原北部，面积 30 万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循环经济试验区。

现查明各类矿产 86 种，占全国查明矿产品种的 50%，保有储量潜在经济价值 16.27 万亿元，占全国矿产

资源储量潜在总价值的 13%。该区已初步形成了涵盖格尔木工业基础园、德令哈工业园、乌兰察汉诺工

业园为主的“一区三园”循环经济格局，形成了以电力、石油、天然气和煤碳开采为主的能源工业，以

盐湖开发为主的盐化工业，以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矿采掘为主的冶金采选业，以焦化和煤化为主的煤化

工业，以石棉、水泥为主的建材工业，以农副产品和中藏药为原料的加工工业等六大工业体系。 

2006 年，青海省各家金融机构以“提高金融服务质量、支持循环经济发展”为目标，采取有利措施，

有效促进了柴达木循环经济发展。 

一是支付体系日臻完善。各家银行依靠网点和网络优势，积极加快支付体系建设，建立了以现代支

付系统为核心，各商业银行行内资金汇划系统为基础，票据交换系统、邮政汇兑并存的支付清算体系。

对未设银行的地区，各国有商业银行借助电子银行网络优势，开通企业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电话银行

等新业务。年内共发生大额支付系统往来 21559 笔，金额 872 亿元，小额支付系统往来 12288 笔，金额

191 亿元，有效解决了资金汇路不畅、清算不便的困难，缩短了资金汇划在途时间。 

二是认真执行信贷政策。各级金融机构把推进资源综合开发、有效配置、循环利用和永续发展作为

信贷切入点，按照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努力寻求信贷政策与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的结合点，支持建立生

态工业、生态农业、工业旅游、生态旅游构成的生态经济体系。全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达 60.56

亿元，同比增长 34.88%，其中：工业贷款增长 43.68%、农业贷款增长 22.17%、基本建设贷款增长 239.28%。 

三是营造柴达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金融与政府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制定区域金融生态环境

建设评价监测制度。从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支持状况、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司法环境、金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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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用建设、银行机构效益、辖区金融稳定等八个方面进行量化，建立了考核标准，逐步形成政府考

核金融、金融考核政府的“双考核”机制，为构筑良好的金融外部环境打下了基础。此外，加快推进征

信体系建设，完善了银行机构内部信息共享机制，加大了防范信贷风险和信用风险力度。 

四是制定银政企联系制度。通过定期召开金融工作通报会、银政企座谈会、货币政策执行通报会、

项目推介会等多种形式，搭建银政企三方沟通、交流、互动、互信、合作的良好平台。通过政策发布、

项目推介、银企签约等方式，推动银企合作和经济发展。2006 年 6 月由人民银行主办的“青海银行业支

持柴达木循环经济银企项目洽谈会”上，20 家银行机构与 30 余家企业洽谈项目 28 个，洽谈资金 228

亿元。 

五是不断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各金融部门结合自身实际和地区经济特点，

适时推出了一些适合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有差别的金融产品，为不同的客户提供投融资管理、财务顾

问、信息咨询、企业理财等服务；在发展传统代收、代付、代理保险、代销国债和资金汇划业务的同时，

积极探索开办仓单质押、应收帐款质押等形式的信贷业务,开拓工程审价咨询、基金营销、外汇宝、委

托贷款等业务；代保管箱、代保管资金、代保险、代理财业务彰显特色。各家银行充分发挥金融产品丰

富、电子网络先进、信息灵敏和人才优势,有效促进了柴达木循环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证券业稳健发展 

辖区有证券公司 1 家，证券营业部 6 家，证

券服

资金

35.7

、 

表 6  2006 年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务部 5家。股民开户数 9.2 万户，年累计交

易量281.6亿元，同比增长近5倍，客户总数10.5

万人，同比增长 58.5%。青海省三江源证券公司

完成了与南方航空公司股权转让工作，公司管理

层和法人治理结构得到完善。昆仑证券公司破产

清算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证券市场风险得

到控制和有效化解，经营状况趋于好转。 

青海省现有 9 家上市公司，累计募集

亿元，总股本 26.5 亿股。已有 8 家完成股

权分置改革。辖区上市公司在西宁特钢、盐湖钾

肥两个龙头企业带动下，资产规模迅速扩大。上

市公司整体业绩稳步上升，多数公司生产经营平

稳。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1
总部设在辖内的基金公司数(家) 0
总部设在辖内的期货公司数(家) 0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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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7  

数据来源：青海证监局 

（三）保险业稳步前进 

分公司 2 家、保

险营

11%，保险赔

基本情况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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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82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63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9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4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5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3
保险密度（元/人） 160
保险深度（%） 1

 

辖内新设保险经纪公司省级

销服务部 13 家，新增兼业代理机构 34 家。

款及给付 3.1 亿元，同比增长 0.3%。保险密度

160.2 元/人，保险深度 1.35%。青海保险业市场

组织体系得到扩大，业务结构逐步优化，保险中

介渠道作用进一步发挥。 

 

表 7  2006 年保险业

完成保费收入 8.7 亿元，同比增长

项        目 数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0

 

数据来源：青海保监局 

 
处于发育阶段 

1.融资渠道相对单一。除青海省西部矿业集

团公 融资进

展缓

81 亿元，同

比增

铝、

燃料

（四）金融市场

司发行 6.7 亿元短期融资券外，直接

慢，间接融资占比达 99.1%。 
2．同业拆借快速增长。全年累计发生正、逆

向债券回购业务 173 笔，交易金额 1

长 13 倍。其中：债券回购交易量 178.8 亿元，

信用拆借 2.1 亿元,现券买卖 8.2 亿元。 

3．期货交易发展迅速。青海省现有一家证券

期货交易公司，主要经营黄豆、玉米、铜、

油、橡胶等品种，年累计交易量 35.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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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38%。 

4．民间借贷利率高位运行。从监测看，民间

借贷平均利率为 15.3%，总体高出国有商业银行、

地方

结构表 

 

（五）金融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构全力打造“信用青海”品牌，大力清收不良

贷款、处置不良资产，遏制逃废银行债务行为，

推进

况 

2006

实现了经济规模与效益同步增长。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641.1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2.2

 

图 5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一）投资增速放缓，消费需求旺盛 

升。完成全社会固定

产投资 419.6 亿元，增长 14.3%，增速下降 1.1
个百

第一

18%、

16%

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加权平均利率 9.1、8.4
和 3.8 个百分点。据测算，青海省全年民间融资

额约 6 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累计贷款的 1. 6%，

占全省农信社累计贷款的 20.3%。 

 
表 8  2006 年非金融机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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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青海省发改委

 

2006 年，青海省各级政府、人民银行和金融

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初步形成了以征信体系

为基础的信用信息体系。 

二、经济运行情

年青海省投资、消费、外贸协调发展，

%。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为 69.6 亿元、

330.8 亿元和 240.6 亿元，增长 3.5%、15.7%和

10.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275.99，较上年提高 45.45 点。企业经济效益明

显提高。 

 

 

 

 

 
 
 

 

 

 

 

 

 

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1.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

资

分点。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

产业增势强劲，完成投资 38.3 亿元，增长

22%；第二产业加大了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工业

投入，完成投资 214 亿元，增长 21.8%，其中，

工业投资完成 197.2 亿元，增长 20%，工业投资

占全省投资比重的 47%；第三产业也得到了有效

支持，完成投资 167.4 亿元，增长 4.5%。 
从行业投向看，电力燃气及水的供应业、制

造业、交通运输邮电仓储业、采矿业分别为77亿
元、69亿元、67亿元和48亿元，占投资总额的

、16%和11%。能源建设、矿产开发、基础设

施建设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渠道。 
 

图 6  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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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亿元

地区生产总值(左坐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右坐标)

亿元 %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0 368.3 99.4 0.0 0.0

2001 423.9 99.6 0.0 0.0

2002 447.4 99.1 0.0 0.0

2003 569.7 99.1 0.9 0.0

2004 619.9 100.0 0.0 0.0

2005 638.8 100.0 0.0 0.0

2006 729.9 99.1 0.9 0.0

(亿元人民币)
融资量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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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消费品市场稳步

发展。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000.35 元，

增长 11.7%；农牧民人均现金收入 2358.37 元，

同比增长 8.9%。优势企业迅速壮大、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加大、旅游业蓬勃发展、外出务工机会增

多是带动青海省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加的主要因

素。 
城乡市场日趋活跃。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180.1 亿元，同比增长 12.2%。其中，市

零售总额 122.78 亿元，增长 16.3%；县零售总额

；县以下零售总额 19.59

亿元，增长 5.8%。 

37.74 亿元，增长 3.6%

 

图 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0

1
9
7
8

1
9
8
0

1
9
8
2

1
9
8
4

1
9
8
6

1
9
8
8

1
9
9
0

1
9
9
2

1
9
9
4

1
9
9
6

1
9
9
8

2
0
0
0

2
0
0
2

2
0
0
4

2
0
0
6

0

40 7

1480

120

160

200

21

28

3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左坐标）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 名义增长率（右坐标）
 

数据

 

3. 对外贸易增势强劲，外商投资力度加大。

全省进出口总值达 6.5 亿美元，增长 57.7%，高

于全国平均增幅 34.5 个百分点。出口和进口额分

别增长65.3%和30.4%。实现贸易顺差4.2亿美元。 
以电解铝为主的加工贸易实现进出口总值

1.1 亿美元，同比下降 40.3%；以铝锭、锌锭为主

的高能耗产品出口 3.8 亿美元，增长 68.8%，占

全省出口总值的 70.6%；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较高

增速，增长 47.6%；藏羊地毯出口 34 个国家和地

区，出口总值增长 29.4%；民族服饰出口增长

作用已经显现。对外贸易

集中于亚洲地区；青海省贸易区域强弱分明，

89.7

总额

亿元 %

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62.2%，拉动贸易增长的

%集中在西宁地区。 
 

 

 

图 8  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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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吸引外资取得明显突破。共审批外商投资项

目 17 个，实现合同外资 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6.7%，实际利用外资2.75亿美元，同比增长3.4%。

特别是西宁中古友好眼科医院和青海唐古拉旅游

列车公司的设立，开创了青海省医疗服务业和旅

游业吸收外资的先河。  

 

图 9  外商直接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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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亿元 %

4. 财政收支“双增”。全年一般预算收入

83 亿元，增 业税、个人

所得税增长 24.5% 12.5%和 33%，反映出青海经济

运行质量趋好。一般预算支出 214.6 亿元，增长

26.4%，公共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

不断扩大，分别增长 21.1%、31.4%和 35%。其中，

教育支出占公共支出的 20.8%，基本建设支出占

经济建设支出的 53.9%。收支增速不均，财政赤

字进一步扩大。 

 

 

长 31%。其中增值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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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财政收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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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大产业协调发展 

三大产业实现同步增长。采矿、水利、电力、

制造等四大支柱加速发展，青海产业基础得到夯

实，经济增长能力显著增强。 
1.农业生产低速增长。完成农林牧渔业增加

值 67 亿元，同比增长 3%。受高温干旱等自然灾

害影响，虽然全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同比增加

19.56 万亩，粮油产量仍下降 5.3%。农牧业结构

进一步优化，马铃薯、油菜、蚕豆等特色农作物

播种面积 584.9 万亩，占播种面积的 78.8%，种

成绩。农产品加工业实现

营业务收入 9.6 亿元，增长 27.1%；实现利税

0.7 好转。 

生产形势全面趋

旺，

 

省统计局 

植业结构调整取得较好

主

亿元，增长 64%，经营状况不断

2.工业生产快速增长`。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 240.3 亿元，增长 20.4%。

受政策支持和结构调整，轻工业

完成增加值 14.2 亿元，增长 31.5%。受投资

增速影响，重工业增长势头强劲，完成增加值

226.2 亿元，增长 19.7%。重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

业增加值的 94%。主营业务收入 633.8 亿元，增

长 45.1%。全员劳动生产率 166730.15 元/人.年，

提高 22.3%。工业产销率 96.4%，同比下降 0.2%。

其中：轻工业为 91.8%，增长 2.1%；重工业为

96.7%，下降 0.3%。实现利润总额 120.25 亿元，

增长 70.86%。 

 

 

 

 

图 11  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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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3.服务业平稳增长,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

保持较快增长。货物运输量 0.8 亿吨，增长 6.8%；

运送旅客 5309.5 万人次，增长 7.9%。电信业务

量 37.7 亿元，增长 27%；邮政业务量 2 亿元，增

长 14.2%。旅游收入 35.7 亿元，增长 38.7%。 

（三）努力降耗增效、走资源节约型发

展道路 

青海省依托优势资源形成了以高耗能为主

的重化工业，有色、黑金属冶炼加工、化工、建

材等高耗能行业成为青海工业的主导产业，能源

消费总量的 74.3%。对此，

省委、省政府下达 2006 年全省万元工业增加值能

耗下

点高

居民消费价格小幅上扬，工业品

出厂

%，其中

增

亿元 %

：青海省统计局 

消耗量居全省工业能耗

降 2%的硬性指标，通过加快运用高新技术改

造传统产业的步伐、大力发展高耗能工业下游压

延加工产品、重点培育以特色生物资源加工为主

的轻工产业、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业等措施，做到

合理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切实抓好重

耗能行业和高耗能企业节能工作。 

（四）

价格高位运行 

青海省 CPI 同比上涨 1.6%，涨幅同比高 0.8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 1.8 %,农村上涨 1.1 %。

八大类商品价格呈“四升四降”。食品价格升幅

是影响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全年食品类价格上

涨 2.9%，涨幅同比高 1.9 个百分点，影响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上涨 0.87 个百分点，影响程度

54.4%。居住价格上涨是 CPI 上涨的又一大动力，

同比上涨 4.3%，是八大类中涨幅最大的一类。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2.1%，低于上年涨幅

4.4 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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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业大类行业工业品价格涨

幅高

金

图

资料价格上涨 1.48%，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9.86%。调查的 30 个工

的行业是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和石油加工业，

分别上涨 34.11%和 21.78%。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 2.76%，

同比涨幅下降 2.52 个百分点。9 大类原材料、燃

料、动力购进价格呈现“5 升 4 降”格局，建筑材

料及非金属矿类、化工原料类涨幅较大；黑色

属材料类、有色金属材料和电线类降幅较大。 
 

 12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价格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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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资性收入普遍上升，最低生活保障有所

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 6316.34 元，同比

增长 12.52%；农牧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710.47 元，

同比增长 26.58%，增幅提高 11.29 个百分点。农

牧民外出打工收入人均 516.96 元，增长 35.2%，

同比增幅提高 9.71 个百分点。外出务工的工资性

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由上年的 25.9%上升到

30.1%，成为青海省农牧民全年纯收入增长的主要

原因。 

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根据地区不

东地区每人每月 440 元；

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每人每月 450 元；海西

州、

同有所调整。西宁市、海
%

果洛州、玉树州每人每月 460 元。小时最低

工资标准在 5 元-5.2 元之间。 

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专栏 2：青海省助学贷款取得突破性进展 

青海省是一个欠发达地区，农村、牧区自然条件严酷，农牧民收入低，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助

学贷款业务的发展，对缓解贫困大学生就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9 年 6 月，为帮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国家出 省商业银行适时台助学贷款政策，同年 9月青海

推出的 “金钥匙”助学贷款 西宁中心支行会同有关部（一般商业性助学贷款），2004 年 12 月人民银行

门出台青海省生源地小额贴息助学贷款政策，2005 年 9 月在人行西宁中心支行的协调下，开发银行青海

省分行以创新机制开办国家助学贷款应急贷款。与国家助学贷款一并构成具有青海特色的助学贷款模

式，形成了完整的助学贷款运行机制，为全省贫困家庭的学生圆了大学梦。同时，青海省政府、银行和

教育部门不断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建立以“奖、贷、助、补、减、免”为主要内容的多渠道、

多元化、多层次的资助体系，其中国家助学贷款成为资助贫困学生就学的主要渠道。然而这项极具人文

关怀的政策性措施自实施以来却颇为曲折，一方面，贫困生渴望贷款，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由于

多种原因，特别是在 2003 年随着国家助学贷款进入还款期，青海省高校的部分学生因为贷款违约，各

商业银行在新的不良贷款考核异常严格的情况下，在 2004 年上半年商业银行暂停此项业务的开展，以

回避借贷风险，助学贷款政策落实工作一度陷入两难困境。 

2004 年 6 月，国务院批准转发了人民银行、银监会、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

款工作的若干意见》（2004）51 号文件，对国家助学贷款的有关政策又做了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为此，

人民银行西宁中支会同商业银行、教育厅、财政厅等有关部门通过多次召开助学贷款协调会、下发文件、

专题调研及深入高校进行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及信用知识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做大量细致的政策落实

工作，使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落实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贷款满足率不断提高，成效显著，达到了不让

一个贫困生因经济困难而辍学的政策要求，较好地支持了青海省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

益。目前，青海省农业银行按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发放贷款，开发银行青海省分行创新国家助学贷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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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打包发放应急助学贷款，贷款风险由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开发银行青海省分行、高校三方共同

承担。据统计，在 2005 年 9 月至 2006 年末的一年多时间内，青海省 9所普通高校累计向银行推荐申请

国家助学贷款人数 9593 人，申请贷款金额 3499.88 万元，累计实际发放贷款 2760.25 万元, 占国家助

学贷款总发放额的 79%，相当于 2001 年至 2004 年国家助学贷款总发放额的 5 倍，资助贫困学生 8111

人，贷款满足率为 85%。仅 2006 年发放国家助学贷款 1591.15 万元，较 2005 年增长 36%，收益学生 4388

人，贷款满足率为 100%。受到了广大在校贫困学生和社会的普遍欢迎。 

 
（五）主要行业发展势头良好，但结构

调整压力较大  

1.房地产市场发展较快，房地产金融增势有

所回落。 

共完成投资 39.9 亿元，同比

增长

城镇住宅建设及房地产开发总建设施

工面

场购买力和需

求相

（1）房地产投资占比相对较小。全省住宅建

设及房地产开发建设

16.2％，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

10.2%。全省

积 865.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9.3％。房地

产市场主要以商品住房为主，写字楼市场占比较

小，商用铺面房市场发展缓慢。 

（2）商品房空置率较大。商品房竣工面积

102 万平方米，与上年持平。商品房空置面积 4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53.5%。虽然商品房销售旺

盛，但由于同期竣工面积较大，市

对不足，商品房空置率增长速度过快。     
 

图 13  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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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地产价格涨幅平稳上升。新建商品房

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2.3%，二手房交易价格同比上

比同上涨 4.4%。新建房

屋销售价格涨幅回落，二手房交易价格、房屋租

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4）房地产融资增长有所加快。全省政策性

房存款余额 24.2 亿元，同比增长 41%。全省房

产贷款余额 38.9 亿元，同比增长 4.6%。由于

款总量和净增额较小，受个人购房真实需求拉

，住房贷款需求量较大，信贷需求偏紧。 
为控制房地产信贷风险，各家商业银行在新

产贷款首付 30%的比例。

宁市商品房销售套数增幅仍在 2位数以上，住

房信

海

省知

游客

%

涨 3.7%。土地交易价格

赁价格增幅趋缓，市场投机气氛减弱。受外来开

发投资增加影响，土地交易价格较上年略有增长。 
 

图 14  主要城市

 

 

 

 

 

 

 

 

 

 

 

 

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住

地

存

动

政策出台前，已执行房地

西

贷政策同住房销售的关联程度相对较小。 

2. 旅游业发展趋旺。青海旅游业通过举办

“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赛”、“郁金香节”、“东西

部企业投资洽谈会”等重大活动及各地区举办的

民族、文化、传统节庆等活动，极大提高了青

名度，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尤其是青藏

铁路开通，使青藏高原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全

年接待国内游客 810.3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旅游收入 35.7 亿元，同比增长 38.7%。接待海外

4.2 万人次，增长 20%，外汇收入 1325.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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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增长 20.2%。 

从现状看，旅游资源利用不足、基础设施落

后、交通运输限制、服务水平滞后、金融服务产

品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旅游业发展和扩大。 

三、预测与展望 

2007 年，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确定，为

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结构调整和转变

增长方式的确定，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

向；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动力；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为青海

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推进新农村建

设和新型工业化，是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进

程；挖掘旅游业和民营经济，是青海经济社会发

展的

品零售总额增长 11%，进出口总

额增

创新，改善金融服务，加大对试验区、

开发

  篡：王小平  承  列 
  稿：蔡立平  薛长德 
  笔：邵  辉  王小军  马启军  欧瑞军  刘  镭  李生海 
供材料的还有：贡伟宏  孙  勇  王志强  曹建勋  陈希风  张云莉  贾丽均  林洁蓉      

 崔建荣  吴金昌  张昆霖  李  卿  巨丽丽  祁先德  刘永合

两大潜力；关注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成为青

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重点。多种有利因素的存

在和工作思路的明确，将会促进青海经济又好又

快发展。当然，交通运力制约、节能降耗难度大、

可持久发展后劲不足等矛盾，也会给青海经济发

展带来挑战。 

2007 年，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

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0%以上，单位

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2%，全社会消费

 
 
 
 

长 5%，全省一般预算收入增长 13.5%以上，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农民人均纯收

入增长 7%，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 3%

以内。 

青海省金融业将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要求，紧紧围绕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和省委、

省政府确定的“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

加快金融

区信贷投资力度；强化对有市场、有效益、

有信用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和

信贷支持；深化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和金融支

持；研究和提出金融支持青海藏区发展的政策措

施和建设；深入开展农村金融改革，构建和谐的

农村金融市场；促进金融机构业务合作和金融产

品、金融服务创新。预计 2007 年青海省金融机构

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将增长 18%，各项贷款余额

增长 15%。

 
 
 
总

统

执

提

李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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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青海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2 月 10 日，人行西宁中支组织承办全省金融工作座谈会，提出金融支持 2006 年和 “十一五”青海

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措施。 

4 月 15 日，黄河流域规模最大、单位千瓦造价最低、经济指标最好的青海拉西瓦水电站开工建设。 

6 月 22 日，2006 年中国盐湖城旅游文化艺术节暨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实验区项目推介会在青海

格尔木市举行。期间，省内银行与企业签定银企合作协议 228 亿元。 

7 月 1 日，青藏铁路全线贯通庆祝大会和通车仪式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和西藏拉萨市同时隆重举行。 

7 月 8 日，2006 年中国青海结构调整暨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市开幕。期间，省内银行与企业签定

银企合作协议 219 亿元。 

7 月 24 日，由青海省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联合举办的开发性金融合作高层联席会议在西宁举行。 

7 月 26 日，海关总署与青海省政府在西宁签署《关于建设青海电子口岸合作备忘录》，标志着青海

电子口岸建设正式启动。 

8 月 25 日，由青海省政府和深圳发展银行联合主办的 2006 年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行长联席会议在

西宁召开。会议主题是“金融全面开放与银行竞争力”。 

12月15日,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西宁举行。会议的任务是学习和贯彻

中央会议精神，总结2006年全省经济工作，安排部署2007年全省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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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海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青海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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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38 780.37 801.58 792.98 789.75 800.27 803.77 813.46 813.89 843.31 878.84 903.72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366.22 368.26 370.32 371.8 367.99 372.42 377.07 380.64 389.05 388.07 395.43 409.84

                    企业存款 245.89 252.12 258.65 247.2 243 232.13 230.54 237.6 234.53 250.54 272.22 278.66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0.37 12.99 6.53 -8.6 -3.23 10.52 3.5 9.69 0.43 29.42 35.52 24.88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4.14 23.29 24.42 21.55 21.17 19.89 17.48 18.88 17.67 18.57 22.14 22.4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645.99 647.11 668.73 674.55 682.71 688.8 694.32 705.4 708.05 714.16 717.4 729.83

        其中：短期 188.79 185.64 199.46 204.93 209.25 208.95 212.68 212.46 212.27 212.69 207.29 210.89

                    中长期 439.17 446.52 455.84 456.77 459.35 463.54 466.26 473.9 476.68 481.64 489.86 499.13

                    票据融资 14.79 12.67 11.14 10.55 11.82 13.93 13 16.66 16.75 18.37 18.8 17.6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98 1.11 21.62 5.81 8.16 6.09 5.52 11.08 2.65 6.11 3.25 12.43

        其中：短期 1.22 -3.11 13.82 5.47 4.32 -0.3 3.73 -0.22 -0.2 0.43 -5.4 3.61

                    中长期 3.69 7.35 9.32 0.93 2.58 4.19 2.72 7.64 2.78 4.95 8.23 9.27

                    票据融资 0.02 -0.96 -1.52 -0.59 -2.95 2.11 -0.93 3.66 0.1 1.62 0.43 -1.2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0.54 10.17 12.69 12.4 14.19 12.18 12.91 13.9 13.01 13.26 13.08 13.75

        其中：短期 1.65 -1.92 5.12 7.44 12.02 8.38 11.21 10.71 9.71 10.67 9.64 11.77

                    中长期 14.62 16.72 17.12 15.76 15.65 13.64 13.37 14.58 13.8 13.99 14.14 14.76

                    票据融资 33.73 23.01 5.49 -4.95 -36.36 30.07 32.38 49.02 40.17 34.97 43.84 19.16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9.07 8.74 8.18 7.88 7.84 7.81 7.77 8.49 7.43 7.08 7.13 6.9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19.32 19.28 20.18 21.77 21.92 22.31 22.03 21.69 20.73 20.66 20.58 22.53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2.35 -1.58 -7.88 -11.26 -11.71 -12.05 -12.5 -4.4 -16.33 -20.27 -19.71 -22.23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6.92 6.7 11.68 20.48 21.31 17.93 21.91 20.03 14.72 14.33 13.89 24.68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760.98 774 794.52 787.52 784.01 792.88 797.06 806.95 807.33 838 872.17 896.7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362.39 364.45 366.59 268.147 364.18 368.7 373.34 376.9 385.36 384.36 391.74 406.27

                    企业存款 243.34 251.12 256.89 246.25 241.14 228.75 227.59 235.24 231.71 248.24 268.74 274.61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8.75 13.02 20.52 -7.01 -3.51 8.87 4.18 9.89 0.38 30.67 34.18 24.61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4.03 2.05 2.14 1.55 -3.96 4.52 4.64 3.56 8.46 -1.01 7.38 14.54

                    企业存款 17.82 7.78 5.77 -10.65 -5.1 -12.39 -1.16 7.65 -2.11 16.52 20.5 5.87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4.16 23.52 24.46 21.76 21.3 19.74 17.47 18.86 17.64 18.68 22.07 22.34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8.23 16.65 16.18 16.42 15.76 15.65 15.14 15.78 16.09 15.44 15.65 16.43

                    企业存款 17.4 22.26 19.23 11.03 7.14 0.07 0.28 5.69 5.24 15.68 17.3 24.6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642.96 645.04 666.65 672.46 680.63 686.63 692.15 703.23 705.12 712.12 714.51 723.18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2.47 22.37 22.46 22.4 20.12 20.42 20.32 20.36 20.13 19.68 19.78 19.18

                    票据融资 14.79 12.67 11.14 10.55 11.82 13.93 13 16.66 16.75 18.37 18.8 17.6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93 2.08 21.61 5.81 8.16 6 5.52 11.08 1.89 7.01 2.38 8.67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0.31 -0.1 0.09 -0.06 -2.28 -0.67 -0.08 0.04 -0.26 -0.45 0.1 -0.6

                    票据融资 0.02 -2.12 -1.52 -0.59 1.27 2.11 -0.93 3.66 0.1 1.62 0.43 -1.2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0.41 10.18 12.71 12.5 14.28 12.25 12.98 13.99 12.91 13.3 13.14 13.25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5.34 5.02 5.25 4.33 -6.81 -6.05 -7.26 -7.5 -9.16 -11.79 -11.58 -14.6

                    票据融资 33.73 23.01 5.49 -4.95 10.67 30.07 32.38 49.02 40.17 34.97 43.84 19.16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0.79 0.79 0.88 0.68 0.72 0.92 0.84 0.82 0.83 0.67 0.85 0.89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25.4 39.47 23.94 0 9.09 39.39 20 24.24 25.76 6.35 34.92 50.85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0.38 0.26 0.26 0.26 0.26 0.39 0.27 0.27 0.37 0.26 0.37 0.85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52 4 4 -16.23 -13.33 39.29 -3.6 -6.9 48 4 2.78 123.68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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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青海省各类价格指数 

西宁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西宁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西宁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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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7 - -1.1 - 8.5 1.1 14.3 0.4

2001 - 2.6 - -0.4 - -0.9 - -6.3 0.5 12.2 -0.3

2002 - 2.3 - -0.2 - 2.7 - -2.4 2.2 7.3 2.7

2003 - 2 - 1.1 - 1.8 - 5.5 1.9 3.1 6.2

2004 - 3.2 - 9.2 - 8.5 - 11.2 4 0.4 6.1

2005 - 0.8 - 6.5 - 5.3 - 10.2 3.9 -0.3 2.7

2006 - 1.6 - 2.1 - 2.8 - 9.5 2.9 1.6 4.4

2005 1 2.3 2.3 10.7 10.7 1.4 1.4 7.9 7.9 - - -

2 2.6 2.4 8.5 9.6 5.9 5.9 9.5 8.7 - - -

3 2.0 2.3 7.2 8.8 7.4 6.4 9.9 9.1 3.3 0.3 3.3

4 0.8 1.9 6.5 8.2 7.7 6.7 12.7 10.0 - - -

5 0.6 1.6 6.9 6.9 7.2 6.7 15.9 11.2 - - -

6 0.5 1.5 6.6 7.7 7.1 6.8 9.9 11.1 4.2 -0.2 2.8

7 -0.1 1.2 6.6 7.5 5.5 6.5 11.9 11.1 - - -

8 -1.1 0.9 6.6 7.4 43.0 6.4 16.2 11.7 - - -

9 -0.2 0.8 6.5 7.3 3.7 6.1 9.4 11.5 4.0 0.0 2.8

10 -0.1 0.7 5.2 7.1 3.6 5.8 10.4 11.4 - - -

11 0.7 0.7 4.6 6.9 2.9 5.6 5.3 10.8 - - -

12 1.1 0.8 2.7 6.5 2.3 5.3 3.9 10.2 3.9 -0.3 2.7

2006 1 0.2 0.2 1.8 1.8 3.0 3.0 9.6 9.6 - - -

2 0.0 0.1 1.3 1.6 4.5 3.8 15.0 12.3 - - -

3 -0.1 0.0 0.1 1.1 3.0 3.5 11.9 12.5 3.5 0.2 -

4 0.7 0.2 0.6 0.0 2.6 3.3 6.2 10.7 - - -

5 1.2 0.4 1.3 1.0 2.4 3.8 8.0 12.3 - - -

6 1.3 0.6 1.7 1.1 2.6 3.0 13.0 10.6 3.2 0.6 1.6

7 1.4 0.7 1.6 1.2 2.0 2.9 9.0 10.4 - - -

8 2.4 0.9 1.9 1.3 2.2 2.8 9.9 10.3 - - -

9 2.8 1.1 2.7 1.4 2.6 2.8 10.5 10.3 2.3 1.7 1.5

10 2.9 1.3 3.3 1.6 2.5 2.7 7.6 10.1 - - -

11 2.5 1.4 3.9 1.8 2.2 2.7 6.5 9.7 - - -

12 3.8 1.6 4.5 2.1 3.4 2.8 6.9 9.5 2.9 1.6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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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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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青海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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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15.4 - - 275.1 - - 454.42 - - 641.1

    第一产业 - - 5.01 - - 12.4 - - 40.23 - - 69.6

    第二产业 - - 52.7 - - 145.8 - - 236.5 - - 330.8

- - 57.7 - - 116.9 - - 177.69 - - 240.6

工业增加值（亿元） 13.64 28.11 46.02 20.96 87.76 107.68 128.35 150.04 172.14 195.63 216.93 240.34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1.81 5.14 19.59 58.11 109.44 171.48 218.27 261.08 300.2 337.36 360.49 384.61

    房地产开发投资 - - 1.74 5.29 9.06 14.5 21.83 26.14 28.84 29.82 30.33 29.1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3.87 27.99 40.01 52.4 66.7 81.02 96.4 112.15 127.88 144.95 162.19 180.11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0.31 0.53 12756 17161 21488 24562 29903 35467 41618 47105 56685 65174

    进口 0.07 0.07 3646 4087 5704 5936 6620 6778 7645 7825 8756 11752

    出口 0.24 0.46 9110 13074 15784 18636 23283 28698 33973 39280 47329 53422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0.17 0.39 5464 8987 10080 12700 16663 21920 26320 31455 39173 4167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亿元） - 0.58 1.5 2.85 3.22 4.11 0.74 6.43 7.01 7.49 7.7 8.18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8.87 -9.9 -15.1 -27.8 -36.64 -49.79 -60.21 -71.43 -92.64 -79.96 -133.95 -172.4

    地方财政收入 3.19 5.18 9.1 12.55 15.33 20.45 24.02 27.48 30.75 34.36 37.75 42.24

    地方财政支出 12.06 14.88 24.2 40.35 51.97 70.24 84.23 98.91 123.39 144.32 171.7 214.64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 - - - - - - - - 3

地区生产总值 - - 12.3 - - 12.2 - - 12 - - 12.2

    第一产业 - - 4.4 - - 3.8 - - 2.1 - - 3.5

    第二产业 - - 17.3 - - 15.4 - - 16.4 - - 15.7

    第三产业 - - 9.2 - - 9.4 - - 9.4 - - 10.5

工业增加值 20.5 43.3 20.1 33.5 20.5 20.8 22.1 21.9 21.6 21.4 20.5 20.4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13 20.49 11.17 18.6 17.37 15.95 25.6 14.6 14.9 15.1 15.3 14.6

    房地产开发投资 - - 6.12 8.2 10.28 5.97 5.6 4.1 3.5 5.3 6 1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29 10.5 9.3 9.5 11.1 12.1 12.6 12.6 12.6 12.8 12.7 12.2

外贸进出口总额 22.1 4.4 44.5 35.7 14.7 9.6 14.7 26.7 34.1 40.7 50 57.7

    进口 46.1 11.1 97 48.3 51.9 24.4 22.1 24.1 21.9 20.8 7.6 30.4

    出口 16.8 3.4 30.6 32.2 5.3 5.6 12.8 27.3 37.1 45.5 61.6 65.3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 -25.99 -13.11 0.35 -16.63 -18.14 1.45 -7.88 -9.61 -16.19 -18.38 -13.29

地方财政收入 -7.3 5.9 28.9 32.9 26.5 27.1 27 28 25.7 25.8 25.6 24.9

地方财政支出 46.5 22.8 13.9 14.1 17.4 25.1 26.1 21.8 22.1 27.9 24.9 26.4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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