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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6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西部大开发和推进新型工业化进

程为契机，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大力实施资源优势转换战略，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连续三年保持 10%以上增速，总值突破 3000 亿元，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

科学性进一步增强。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乡居民购买力进一步增强。自治区金融业

保持平稳健康的运行态势，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较快增长，贷款低速增长，本币利率水平

小幅上升，金融企业改革顺利推进，宏观调控效应进一步显现，证券机构重组进展顺利，

市场融资取得突破，保险业稳步发展，金融市场趋于活跃，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展望 2007 年，新疆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总体趋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但

制约新疆经济发展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金融业需在贯彻落实国家宏

观调控政策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加强金融服务，保持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不断增

强金融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为实现自治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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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6 年，新疆金融运行平稳，对自治区经济

发展的作用日益增强。货币信贷运行平稳，信贷

结构不断改善；证券市场交易活跃，市场融资取

得突破；保险市场稳步发展，社会保障功能提升；

金融市场发展态势良好，直接融资比例扩大；金

融生态环境建设继续推进。 

 

（一）银行业稳步运行，宏观调控效应进

一步显现 

2006 年，新疆银行业各项业务健康发展，存

款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贷款低速增长，资产质量

和效益进一步提高，有力支持了自治区经济持续、

快速、健康、协调发展。(见表 1) 

1.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不断健全，资产质量

及效益大幅提高。2006 年末，新疆银行类机构数

比上年减少 110 家，从业人员比上年增加 2544

人，农村信用合作机构改革全面深入开展，是机

构精简的主要原因。年末，新疆银行业总资产

4780.7 亿元，同比增长 14.1%；本外币资产当年

结益 25.3 亿元，同比增长 5.5%；不良贷款实现

“双降”，余额和比例分别下降 58.1 亿元和 3.7

个百分点。 

表 1  2006 年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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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5 27730 2939.8

二、政策性银行 91 2044 687.6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40 1100 293.1

四、城市商业银行 93 1146 214.9

五、城市信用社 33 416 42.8

六、农村信用社 1089 9702 388.5

七、财务公司 – – –

八、邮政储蓄 601 4456 214

九、外资银行 – – –

合             计 3342 46594 4780.7  
注：银行类金融机构包括总部及其所有下属分支机构。 

数据来源： 新疆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

行 

 

2. 存款持续较快增长，储蓄存款明显分流。

2006 年末，全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同比增

长 17.6%，提高 2.4 个百分点。其中，机关团体

存款、企业存款、农业存款和其他存款同比多增

较多，主要因为：一是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资

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财政调拨款大幅增加；二

是资源开发类企业销售收入总体增长较快。 

储蓄存款增幅下降较快，主要受股票市场交

易活跃、基金产品热销等因素的影响，居民储蓄

存款尤其是定期储蓄存款大量分流。外汇存款基

本保持稳定。（见图 1） 

 

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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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3.贷款低速增长，贷款结构进一步优化。2006

年末，全区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6%，下

降 0.5 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 6.2%，上

升 0.2 个百分点，新增贷款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

设和农业。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小幅增长，以票据

融资为主；政策性银行贷款快速增加，新增贷款

占全区的 45.2%，重点支持了能源、交通、通讯、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农副产品收购。个人消费贷

款规模因个人住房贷款下降，余额按可比口径比

年初减少 22.9 亿元。（见图 2、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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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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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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4. 现金收支平稳，货币投放增加。全区全年

累计现金收入 9962.7 亿元，累计现金支出

10073.6 亿元，收支轧差后净投放现金 110.9 亿

元。其中，城乡个体经营支出、工资性支出和农

副产品采购支出成为现金投放主渠道。（见表 2） 

 

 

 

 

表 2  2006 年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年累计（亿元）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9962.7 14.9

现金支出 10073.6 14.9

现金净支出 110.9 15.5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5.票据业务持续快速增长，市场利率走势差

异较大。由于近几年新疆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商

业银行以票据融资作为调节信贷规模、增加盈利

的主要方式，票据市场整体呈现量增价涨的态势。

票据融资在贷款中的占比进一步扩大，其中转贴

现业务的快速发展成为带动贴现业务增长的主要

原因。 

受银行机构流动性变化影响，票据市场利率

止跌回稳。其中，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较为平

稳，基本保持在 3.4%左右；商业承兑汇票和买断

式转贴现利率则一路走高，同比分别提高 6.3%和

94%。（见表 3、见表 4） 

表 3  200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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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4.8 54.5 94.9 98.4 1 2.2

2 95 58.5 108.9 79.6 2.9 5.1

3 94.6 57 104.6 95.9 0.4 0.6

4 87 71 157.6 153.2 0.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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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表 4  2006 年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现利率表 

单位：%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票据买断 票据回购

1 3.3131 4.7100 1.6213 3.0700

2 3.2698 4.8000 1.8569 2.2800

3 3.3893 4.8926 2.5847 –

4 3.3179 5.0340 2.9834 3.3840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6. 存贷款利率水平基本平稳，金融机构利率

定价能力明显提高。2006 年，金融机构贷款利率

水平小幅提升，机构间差异较为明显。国有及股

份制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仍以执行下浮和基准利率

为主，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较上年有所提高，

利率风险意识不断增强。但商业银行贷款倾向大

 2



型企业和优质中长期贷款项目，在两次上调贷款

利率后，利率水平出现不升反降的情况。同时，

贷款利率期限结构呈现长短期错配。以“三农”

和个体私营企业为服务对象的农村信用社贷款利

率水平仍以执行上浮为主，占比有所提高。 

全区金融机构定价能力明显提升，商业银行

定价意识和主动性进一步增强，农村信用社贷款

定价工作迈出探索步伐。（见表 5）  

表 5  2006 年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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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15.1 22.0 12.3 0.3

1.0 27.7 38.9 50.5 34.4 3.1

小计 61.6 46.0 27.5 53.3 96.6

(1.0-1.3] 28.4 42.8 26.8 51.1 4.8

(1.3-1.5] 8.2 3.1 0.7 2.2 19.0

(1.5-2.0] 20.8 0.1 – – 60.5

2.0以上 4.2 – – – 12.3

上

浮

水

平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7. 银行业改革稳步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果。

全区国有商业银行通过整合业务流程，推进机构

和人力资源管理改革，资产质量得到改善，盈利

能力增强。年末，不良贷款同比减少 27.1 亿元和

下降 2.1 个百分点，实现“双降”；全年实现利

润 8.5 亿元，增加 14.2 亿元，资产利润率 0.3%，

增长 0.6 个百分点，实现扭亏为盈。全区第二家

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克拉玛依市商业银行成

立。7 家停业整顿或已撤销但未退出市场的城市

信用社加快了市场退出进程，其中 3 家已完成清

算。 

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自

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正式成立，65 家农村信用

联社统一法人工作已基本结束；8.2 亿元专项中央

银行票据已全部发行到位，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

初步化解，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完善，资产质量明

显改善，抵御风险能力不断增强。 
 

（二）证券机构重组进展顺利，市场融资

取得突破 

2006 年，全区资本市场规模有所增长，上市

公司整体实力得到较快提升。上市公司总股本首

次突破百亿，同比增长 17.6%，总市值为 735.6

亿元，同比增长 131.7%。（见表 6） 

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证券公司综合治理

成效显著，风险得到有效处置。全区 26 家上市公

司已完成股改，1 家进入股改程序；由中国建银

等两家投资公司共同注资对宏源证券实施了重

组，新疆证券风险处置工作进展顺利。 

证券市场交易活跃，市场融资取得突破。全

年证券交易总额在股票和基金的带动下大幅增

长，交易总额达 1084.2 亿元，同比增长 122%；2

家公司先后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募集资金 8.3 亿

元，1 家上市公司再融资 3.8 亿元；1 家企业在香

港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 2.4 亿港元。股票基金

累计成交增长 135.4%；1 家企业获 6 亿元企业短

期融资券，实现了新疆短期融资券发行零的突破。  

同时，宏源证券及新中基两家上市公司通过重组

注资、定向增发方式共募集资金 29.8 亿元。 

表 6  2006 年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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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29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12.1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6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6

量

 

数据来源：新疆证监局 

（三）保险业稳步发展，服务保障能力不

断增强 

2006 年，新疆保险业稳步发展。经营机构有

所增加，年末共有保险公司 1083 家，保险业总资

产 208 亿元，同比增长 19.6 %，保费收入平稳增

长，全年实现保费收入 85.4 亿元，同比增长

17.8%，保险业各项赔款、给付累计 23.3 亿元，

同比增长 14.8%，保险深度和密度有所提高，保

险服务保障功能继续增强。2006 年，新增险种交

强险的实施带动了全区商业车险的发展，全年车

险保费收入 16.3 亿元，同比增长 24.4%，占财产

险收入的 66.2%。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

发展的若干意见》，全区保险业积极发展涉农保

险，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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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06 年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1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1
               寿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083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7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5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85.4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4.6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49.6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23.3
保险密度（元/人） 417
保险深度（%） 2.9

量

  

数据来源：新疆保监局

 

 

专栏 1：新疆积极探索开展农业保险业务 

 

新疆属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农牧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加之新疆地处我国西风

带环流的上游，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平均每年农作物受灾直接经济损失

高达 20 多亿元。因此，农业保险的开展对稳定农业生产，改善边疆少数民族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维

护边疆的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疆作为全国 5个农业保险试点省区之一，较早开办了“三农”保险业务。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新疆农业保险走出了一条“政府推动、商业经营、单独立账、独立核算”的经营新模式。2005 年，新疆

恢复成立了自治区农业保险领导小组，并于 2006 年制定了《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方案》。截止

2006 年末，新疆农业保险已发展到经济作物、粮食作物、养殖业保险等六十多个险种，业务范围包括农

作物播种期、生长期、收获期及农产品的加工储运等多个环节，覆盖率已达到全疆 14 个地州市的 60 多

个县市，占全区县市总数的 70%以上。累计保费收入 30 多亿元，支付赔款近 24 亿元，支付各项防灾防

损费用 1.4 亿元。2006 年，新疆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2.8 亿元，同比增长 4.7%；赔付 1.8 亿元，保费收

入与赔款支出分别占到全国同期农业保险的 33%和 30%。其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目

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主要依托兵团的特殊管理体制，针对兵团农牧团场开展农业保险业务。2006

年公司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2.5 亿元，占全国农险保费收入的 30%。公司从 2004 年起在部分农牧区开展农

牧民合作医疗保险试点工作，截止 2006 年 8 月末，牧区参保人员 11985 人，参保率高达 95%以上，合作

医疗保险基金累计收纳 359 万元、赔付 313 万元、3000 人次，年赔付率平均达 74%。并开发出一些适合

当地农民的外出打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计生系列保险等新型人身险品种。农业保险在促进新疆农村经

济发展中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稳定了农民基本生活水平，提高了农业再生产能力，使农业发展摆

脱了“一年受灾，三年难翻身”的局面，为落实中央“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新疆农业保险发展取得较好成效，但也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是政策性要求与商业化运

作的矛盾，导致农业保险发展缓慢；二是农业保险费率高与农民支付能力低的矛盾，难以适应现代农业

发展的需要；三是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低，缺乏发展后劲；四是缺乏政策和法律支持，影响了农业保险的

规范化发展；五是农业保险分散机制不完备，缺乏巨灾支持保护体系。 

新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模

式，为发展农业保险提供了政策支持，而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部署，也为发展农业保险提供

了良好机遇。为构建和谐社会，应积极采取措施，稳步推进农业保险发展。一是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

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作用；二是加大中央财政对边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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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少数民族地区的资金支持力度，从税费、补贴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三是加快农业保险立法，将政策

支持转化为法律制度保障；四是建立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五是千方百计增加农牧

民收入，增强其承保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 

 

 

（四）金融市场发展较快，金融机构参与意

识进一步增强 

2006 年，新疆金融市场总体发展较快，融资

结构进一步优化，货币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

稳中有升。 

1.融资结构逐步优化，但间接融资仍占主体。

2005 年以来，新疆非金融机构融资较为活跃。其

中直接融资占比 11.4%，间接融资占比为 88.6%，

较上年提高 17.2 个百分点，仍居主体地位。 

2.同业拆借交易大幅提高，债券交易有所萎

缩。全年全区银行间同业拆借累计成交45.1亿元，

增长 103.8%，以拆入资金为主；债券交易因现券

交易和买断式回购交易的下降呈现萎缩，全年银

行间债券交易累计成交 1586.6 亿元，同比减少

178.4 亿元（见表 8）。 

表 8  2006 年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0 110.4 67.8 14.8 17.4

2001 193.3 70.1 27.8 2.1

2002 278.8 73.8 21.6 4.6

2003 378.7 79.5 15.8 4.7

2004 183.7 79.5 23.6 1.7

2005 203.9 74.8 25.9 0

2006 158.7 88.6 3.8 7.6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新疆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

齐中心支行、新疆统计年鉴 

 

3.外汇和黄金市场交易平淡。全区仅有 1 家

全国银行间外汇市场成员和 2 家上海黄金交易所

成员，全年累计交易外汇 232 万美元和黄金 1830
公斤。  

4.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保持平稳，规模有所扩

大。新疆 80%的民间借贷资金，利率水平保持在

15%～20%之间，调查问卷显示 60%的农户认为借

贷利率适中，监测样本借贷额同比提高 34%，借

贷主体及资金来源和运用呈现多元化趋势。 

（五）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区域金融生态环

境建设，下发了《关于推进“诚信新疆”建设的

意见》，提出“诚信新疆”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任务；

自治区金融办和人民银行共同拟定了《关于加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意见》，人

民银行制定实施了《新疆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不断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

设；全区司法环境进一步改善，金融机构依法经

营和自律意识不断增强，社会信用状况得到改善，

金融市场秩序整顿取得成效；中介机构快速发展，

市场发育加快，2006 年全区新增 13 家信用担保机

构；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进一步完善，全区企业 80%

以上的人民币贷款进入系统，个人征信系统采集

录入 640 多万自然人（占全区总人口 32%）的基本

信息，贷款入库余额增长 10.6%，信贷账户入库人

次增长 33.3%，与住房公积金、检疫、电信等管理

部门达成数据共享协议，非银行信息采集取得进

展。全区金融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6 年，新疆经济在工业推动及固定资产投资

拉动等因素的作用下，继续保持“高增长、高效

益、低通胀”的良好发展态势。2006 年全区国内

生产总值 3019 亿元，增长 11%。（见图 4） 

 
 
 
 
 
 

 

图 4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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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疆五十年》、新疆统计公报 

（一）投资消费持续快速增长，贸易顺差不

断扩大 

2006 年，新疆投资、消费总体持续快速增长，

在进口增势回落的影响下，进出口贸易增势趋缓，

投资继续发挥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1.宏观调控效应进一步显现，投资增速小幅

回落。同 2005 年上半年投资低速增长、下半年较

快回升的走势不同，2006 年，全区投资总体保持

平稳较快增长，月度累计投资增幅保持在 17%以

上，波动幅度较小。2006 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达

到 1567 亿元，增长 17.6%。（见图 5） 

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重

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成为带动投资增长的重要

力量；二是建设资金到位情况良好，为投资较快

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图 5  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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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疆五十年》，新疆统计公报  

2.市场销售进一步加快，消费结构稳步升级。

2006 年，新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增幅保持

两位数，城乡市场增幅差距 3.5 个百分点，较上

年缩小 1.2 个百分点，反映农民增收后的购买力

逐渐增强。消费热点主要集中在石油制品、家用

电器等类别的商品。（见图 6） 

 

图 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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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疆五十年》，新疆统计公报  

 

3.边贸出口仍是拉动进出口增长的主要力

量，利用外资大幅上升。全年全区累计进出口总

额完成 91 亿美元，增长 14.6%。周边国家市场需

求旺盛，带动新疆边贸出口迅速增长，全年出口

额 5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2%，占外贸总出口

额的 70%左右；但同时国际市场原油、铁矿石等生

产资料价格大幅走高，进口成本增加，进口下降。

2006 年，全区利用外资稳定增长，预计全年实际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 亿美元，增长 1.2 倍。外商

投资依然主要集中于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外资

主要来源于亚洲和北美洲。（见图 7、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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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扩大中哈经贸交往  推动新疆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  

 
新疆是连接我国与中亚、西亚的重要陆路通道，随着对中亚、西亚、俄罗斯、东欧等市场的不断拓

展，新疆外向型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2006 年末，新疆进出口额在全国列第 16 位，居西部 12 省市区第

2位。其中，新疆对哈萨克斯坦贸易额占新疆对外贸易总值的 63.1%，占中国对哈贸易总值的 73.6%，对

哈贸易在新疆乃至我国对中西亚地区贸易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新疆是我国唯一同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地区，在资源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互

补性，经贸发展特征明显。首先，哈国对中国商品需求呈现多元化特征。随着哈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进口产品逐渐由生活消费品向机电产品、建筑材料等方面扩展，这些产品

大部分属于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其次，中国对哈国资源性产品需求呈现刚性特征。一方面，哈国

矿产资源丰富，政府坚持“资源立国”战略，主要以扩大资源类产品的出口带动本国经济发展；另一方

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对资源类产品进口需求的刚性不断增强，由于

从哈国进口资源运距短、价格相对较低，哈国资源类产品已被中国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和企业家看好，进

出口贸易额逐年扩大。2006 年新疆与哈国贸易额达 50 亿美元，其中边境贸易额 42.4 亿美元，占主导地

位。 

为进一步推进以资源合作为基础的区域经济融合，实现互利共赢，中哈两国经贸合作不断深入。2005

年 12 月，为进一步发展经贸关系，两国中央银行签署了《中哈边贸结算协议》，为促进两国外贸结算便

利化和外经贸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2006 年 3 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国务院正式批复建立首个国

际边境合作中心——“中国—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同时，随着“精—伊—霍”铁

路的建成通车，将有力推动新疆与中西亚地区贸易发展，促进国内富余产能向外转移，增加国内短缺资

源性商品进口，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扩散和带动作用将更加突出。当前，国家投资、资源开发和

对外贸易等相关政策正逐渐向西部倾斜，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将促进新疆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尤其

是随着哈萨克斯坦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中哈经贸合作水平的全面提升，必将对新疆的外贸和经济发展带来

新机遇，为中哈两国乃至中国与中西亚地区区域一体化、贸易自由化揭开新篇章。  

 

 

图 7  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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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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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疆五十年》、新疆统计年鉴、新疆统计公报  

 

4. 财政收入稳中趋缓，财政支出平稳增长。

2006 年，全区经济的良好发展为财政收入的稳定

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但 8 月以来国际原油价格

下跌，致使新疆增值税增幅不断回落。此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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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发挥作用，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趋缓，税收增长后劲不足。全区全年相关行

业财政支出总体增长平稳，农业、林业和水利等

重点支出继续保持较高增长。（见图 9） 

 

图 9  财政收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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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疆五十年》，新疆统计年鉴和新疆统计公报 

（二）三大产业协调发展，产业结构进一步

优化 

2006 年，全区农业产值稳定增长，粮食取得

全面丰收；第二产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进一

步提高，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服务业全面发

展，产值快速增长。 

1. 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开局良好。2006 年全区上下认真贯彻中央

1 号文件精神，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促进了全

区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全区第一产业增加值

533.2 亿元，同比增长 5.7%；同时，自治区确定

部分县、乡、村探索建设具有新疆特色的新农村、

新牧区模式。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255 元，是近

年来农民增收最多的一年。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和

公共事业的投资比上年有所增加，预计全年支农

资金比上年增加 2 亿元。 

2.工业经济效益大幅提高。受石油、天然气

产量和价格回落的影响，2006 年新疆工业运行快

中趋稳，增速高位回落。其中，重工业依然是新

疆工业经济的主要拉动力量。企业扭亏增盈成效

显著，工业经济效益大幅提高，特别是地方企业

效益创历年最好水平，11 个主要工业行业全部实

现盈利。（见图 10） 

 

图 10  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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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新疆统计公报 

 

3.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私营个体经济繁荣。

2006 年，服务业总体发展良好，其中，批发零售

业和住宿餐饮业增长较块，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

较大。一是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从业人员不断

增加；二是私营个体经济繁荣，企业户数和注册

资本快速增加；三是居民服务项目价格指数微幅

上扬，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 0.2 个百分点。 

 

 

 

 

 

 

 

专栏 3：新疆银行业积极支持兵团新型团场建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作为国家计划单列、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社会组织，下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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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师，185 个团场，总人口 256 万人，在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6年，预计兵团生产总值380亿元，占新疆GDP 12.7%；进出口总额占全疆39.1%；农业生产总值

占全疆25.6%，其中：棉花产量占新疆1/2强，占全国1/6强，出口量占全国1/2，是全国最大的节水农业

灌溉区，大宗农产品在新疆乃至全国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兵团团场是履行兵团屯垦戍边职能的基础

和主要载体，又是兵团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自治区提出新时期建设屯垦戍边新型

团场的指导思想，新疆银行业因地制宜，不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有力支持了兵团团场经济的发展。 

一是加大对精准农业、节水农业、特色农业的信贷投入。兵团团场机械化率高达84%，农业产值中

科技贡献率达51%，全区金融机构对兵团发放农业贷款余额为147.1亿元，同比增长9.9%，积极支持了兵

团棉花、番茄、葡萄产业化等项目。二是适应兵团农牧团场体制改革，拓展贷款渠道，通过创建“信用

连队”和“信用户”，大力推进农户小额贷款发放，推动了团场两费自理和租赁经营的改革。2006年，

全区金融机构对兵团团场累计发放贷款82.6亿元，同比增长22.9%；对团场农工累计发放贷款20.3亿元，

实现了农业增产、农工增收和银行增效。三是拓展政策性农业金融业务范围，强化对兵团团场的支持力

度。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针对兵团团场大宗农作物实行统一管理，产品实行定单收购的特点，积极开

办棉花预购贷款业务，从传统的棉花流通领域延伸至生产领域，有效支持了棉花企业发展和棉农生产。

2006年，农发行新疆分行共对兵团发放了预购贷款99亿元，收购棉花1170万担，占兵团收购棉花量的近

60%。 

总体看，新疆银行业对兵团团场的有效支持，带动了兵团经济的发展，对新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中央特别强调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兵团，确保新疆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在金融改革和新农村建设不断深入的新时期，全区金融机构应以构建和谐新

疆为契机，树立全面支持建设屯垦戍边新型团场发展的理念，进一步加大对兵团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积极探索商业贷款与兵团建制有效结合的担保方式，完善小额农户担保体系，拓宽兵团建设资金来源渠

道，进一步实现“发展壮大兵团、致富职工群众”的目标，增强兵团经济实力，确保兵团始终成为“稳

疆兴疆、富民固边”的坚实力量。 

 

 

（三）能源消耗有所上升，环境治理力度加

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疆能源消耗呈现较快的

增长势头。2005 年，能源消费总量 5506.5 万吨标

准煤，同比增长 15.1%。其中，每万元 GDP 能耗

2.1 吨标准煤和 1190.9 千瓦时，每万元工业增加

值能耗 3 吨标准煤。 

从产业结构看，全区工业能耗一直居高不下。

2005 年工业能源消费占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的

62.5%；从分行业单位产出能耗看，制造业单位增

加值能耗最高，其次是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

应业。新疆能源消耗较高的主要原因：一是新疆

经济以资源开发为主，对能源依赖较高；二是新

疆发电、炼油、炼焦企业众多，平均规模小、技

术落后，对能源的利用效率相对较低；三是在能

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对一次性能源特别是煤炭

的生产和消费较高。 

为改善全区环境质量，自治区党委、政府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二

是重点防治工业污染；三是推进城市环境建设。

2006 年，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进展顺利，生态

工程建设成效显著；全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好于

二级的优良天气数占 73.9%，森林覆盖率由 2000

年的 1.7%提高到 2005 年的 2.9%。环境治理虽然

取得一定成效，但污染物排放总量仍较快增长，

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任务艰巨。 

 

（四）物价总水平运行平稳，工业品价格高

位运行，农资价格持续上涨 

近年来，新疆物价总水平走势平稳，居民消

费价格水平涨幅全国排位居后。2006 年，在食品

和居住类价格等因素的带动下，新疆居民消费价

格小幅上涨；受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等因素影响，

新疆工业品价格总水平高位运行，农资价格持续

上涨但涨幅有所回落。 

1.食品和居住类带动居民消费价格小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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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2006 年，全区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商品货源

充足，城乡市场繁荣，物价总水平运行平稳。居

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 1.3%，农村比城市

涨幅高出 1个百分点。（见图 11） 

2. 工业品价格总水平持续高位运行，农业生

产资料价格涨幅有所回落。2006 年，全区工业品

出厂价格运行平稳，总水平比上年平均上涨

14.4%，全区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比上年

平均上涨 11.1%，运行轨迹与出厂价格基本相同，

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高于购进价格涨幅。农资价

格持续上涨，其中，化肥农用机油、农用手工工

具是拉动农资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图 11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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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均劳动报酬有所提高。2006 年，全区城

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 18207 元，比上年

增加 2649 元，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区最低

工资标准 340 元/月，最低生活保障金标准 117 元

/月。与内地发达省区相比，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起点低、收入基数低，平均劳动报酬短期内仍

会保持较大差距。 

 

（五）行业分析 

1、房地产业健康平稳发展。2006 年，房地产

调控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新疆房地产业运行总

体平稳，房地产投资与信贷呈稳步发展态势。房

地产开发投资在经历上年的负增长后，2006 年增

幅较大，商品房施工、竣工、销售面积均稳定增

长，销售面积明显高于竣工面积，基本住房需求

旺盛，市场销售形势日益好转，空置房存量得到

一定程度消化，房屋销售价格、租赁价格与土地

交易价格均微幅上扬。（见图 12、图 13） 

 

图 12  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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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 

 

 

 

 

 

 

 

 
 

图 13  主要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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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全区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中，

国内贷款占比较小，以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为主，

比例分别达33%和52%。在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作

用下，新疆房地产信贷低位平稳运行，个人购房

贷款小幅回升，开发贷款增长较快，住房公积金

贷款业务稳步发展，对新疆房地产业的支持力度

逐步加大。 

新疆房地产业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房价

上涨过快、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全区表

现并不突出，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房地产

金融政策的有效实施，将会进一步优化住房供应

结构，抑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促进全区房地产

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2.交通业发展驶入快车道。新疆是我国连接

中亚和西亚的重要陆路通道，也是中国战略资源

的重要储备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不仅对新疆自

身经济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关系到

全国能源战略的实施和向西开放的深入推进。 

新疆交通运输业基本形成了以公路为基础，

铁路为骨架，辅之以民用航空、管道运输，东西

通达、南北贯通的综合交通体系。银行信贷投入

的不断增加，有力地助推了新疆天山南北交通网

的构建，2002～2006 年间，全区金融机构累计向

新疆交通运输业发放贷款 500 亿元，占金融机构

同期基本建设贷款累放量的 80%左右。由于新疆属

于绿洲经济，铁路运输业发展不成网，因此公路

运输在新疆占有特殊地位，担负着全疆 96%的客运

量和 83%的货运量，其贷款累放量占交通行业贷款

累放量的 1/2 强，主要是以政府信用或收费权质

押的银团贷款形式开展。同时，国际金融机构贷

款也成为新疆公路建设的融资渠道之一，2006 年

末，新疆已利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建设贷

款 7 亿美元。 

新疆战略地位和资源优势日益突出，交通业

的发展已经成为新疆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虽然实施西部大

开发以来，该行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还存在着

交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特别是铁路运力瓶颈

突出，建设资金来源结构还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等

问题。为此，要进一步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拓宽投融资渠道，提升交通对自治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保障能力。 

三、预测与展望 

2007 年新疆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总体趋

好：周边国家经济的持续走高和中亚地区经济合

作的深化给新疆经济发展带来难得机遇；全国经

济的继续平稳运行和较快增长将为新疆的经济发

展创造良好环境；能源资源基地和国际能源安全

大通道建设将进一步提升新疆的战略地位。预计

2007 年全区 GDP 增长 9%，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

在 3%以内。 

2007 年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一年，新疆经济将继

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持续

增长，重点项目投资力度加大，成为确保全区经

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石油石化、煤电煤化工、特

色矿产资源开发和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等一大批重

点项目将加快建设和实施，预计工业领域投资将

达 800 亿元。与此同时，国内外一批大企业大集

团相继入驻，将大力带动新疆经济发展；仍在高

位运行的油价继续成为拉动新疆经济增长的重要

力量；消费需求和对外贸易对全区经济增长的拉

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预计 2007 年全区市场总供求状况继续趋好。

由于 2006 年粮食丰收，新疆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将

继续保持平稳；受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等因素的

影响，新疆工业品价格总水平仍将高位运行。 

2007 年，全区金融机构将继续贯彻执行稳健

的货币政策，正确处理好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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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金融企业自身效益

和自治区整体利益的关系、金融改革发展与防范

金融风险的关系，不断改进和加强金融服务，努

力扩大有效信贷投入，深化金融改革，进一步增

强金融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不断满足自治区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总  纂：刘伟建 李寿龙 

统  稿：倪素芳 田戈 王力敏 

执  笔：张波 王玉 朱金慧 陈凤琴 

提供材料的还有：张国新 李新生 李爱华 曹振 董成新 温波 田芸 谭明 李泽华李扬俊 李宏林高瑛瑜 
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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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金融大事记 

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优势资源转换战略继续推进，宝钢、神华、中粮、国投等 20 多

家大企业大集团进驻新疆，参与企业重组和资源开发。 

完成对德隆系“屯河集团”、“天山股份”及新疆证券公司的重组，风险得到有效化解，金融机

构逐步走出“德隆”阴影。 

2 月 28 日，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 2.4 亿港元。11 月，

新疆特变电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区成功首次获准发行 6亿元企业短期融资券。 

3 月 15 日，国家开发银行与自治区政府签署第二轮 605 亿元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重点支持“十

一五”期间新疆水利、交通、中小企业和矿产资源开发等重要领域建设。 

3 月 27 日，新疆作为全国第一批小额支付系统推广省份，成功上线运行，有效提升金融机构服

务水平。 

5 月 23 日，中国—哈萨克斯坦石油管道全线开通，新疆作为国家能源基地的战略优势进一步凸

现。 

7 月 26 日，新疆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正式挂牌成立。10 月，全区农村信用联社 8.23 亿元专项中

央银行票据支持资金全部到位，改革工作成效明显。 

10 月 16 日，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正式挂牌成立。 

12 月 7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达成基础设施建

设、资源开发、医疗服务、农村保险等方面的框架式合作意向。 

12 月，新疆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中泰化学、天康生物分别在 12 月 8 日、26 日在中小板上

市。年末，全区上市公司总股本突破百亿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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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存贷款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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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3.2 3546.3 3581.9 3579.3 3598.3 3632.1 3662.0 3725.2 3783.8 3859.7 3927.1 4068.9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911.9 1929.9 1921.3 1896.9 1883.4 1877.9 1875.3 1879.3 1909.8 1965.4 2001.6 2055.9

                    企业存款 916.9 915.2 945.6 946.7 974.3 1004.7 997.9 1025.0 1036.6 1029.1 1054.6 1115.2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54.3 33.1 35.6 -2.6 19.0 33.8 30.0 63.2 58.6 74.0 67.4 141.8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3.7 15.4 15.5 14.6 15.6 15.4 15.1 15.9 14.2 14.1 16.2 17.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344.3 2338.1 2376.5 2364.6 2381.2 2382.4 2377.1 2341.4 2413.7 2459.2 2484.8 2481.2

        其中：短期 1168.0 1170.4 1196.3 1189.4 1183.9 1161.7 1149.1 1112.5 1174.1 1204.1 1202.3 1189.9

                    中长期 1027.3 1034.5 1035.5 1039.3 1046.1 1062.7 1074.5 1082.4 1089.9 1093.8 1099.4 1093.0

                    票据融资 102.1 85.0 95.9 87.3 103.7 111.8 109.2 101.9 105.0 117.5 139.3 158.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1.1 -6.2 41.6 -11.9 17.1 3.5 -5.3 -35.7 72.9 40.2 24.4 -3.5

        其中：短期 17.9 2.4 28.7 -6.9 -5.1 -19.9 -12.7 -36.5 62.1 25.9 -2.8 -12.4

                    中长期 11.3 7.3 1.2 3.8 6.8 16.8 11.8 8.0 7.5 2.9 5.4 -6.4

                    票据融资 -14.5 -17.1 11.0 -8.6 16.4 8.1 -2.7 -7.2 3.1 12.2 21.9 19.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6.9 6.8 7.6 7.9 9.7 7.3 7.8 5.2 4.1 6.0 6.4 6.0

        其中：短期 6.5 6.8 7.9 9.4 11.4 8.3 8.4 4.6 2.4 4.7 5.5 3.6

                    中长期 3.4 4.2 4.3 4.7 5.0 4.7 5.8 6.2 5.5 5.9 6.8 7.4

                    票据融资 103.4 81.2 85.1 46.1 77.2 42.7 45.7 16.9 26.9 48.9 29.7 36.0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37.7 37.5 39.1 38.6 38.7 37.8 39.7 38.9 38.7 38.7 40.1 40.3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48.8 48.9 48.2 52.4 55.0 58.2 58.8 58.3 56.5 55.4 55.5 57.5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0.9 0.9 1.0 1.0 1.0 0.9 1.0 1.0 1.0 1.0 1.0 1.0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1.3 -1.0 -2.5 6.1 11.3 17.9 19.0 18.1 14.4 12.2 12.2 16.4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3485.4 3519.4 3553.7 3551.9 3572.4 3605.8 3636.0 3699.5 3759.1 3834.8 3901.7 4040.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889.5 1907.1 1898.8 1874.7 1861.5 1855.4 1852.7 1856.4 1887.2 1943.0 1980.0 2035.6

                    企业存款 909.8 908.8 937.2 938.3 966.8 997.6 990.5 1017.5 1029.7 1021.6 1046.7 1106.4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55.5 34.1 34.2 -1.8 20.5 33.5 30.2 63.5 59.6 73.9 66.8 139.1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73.3 17.6 -8.3 -24.1 -13.3 -6.0 -2.7 3.7 30.8 55.7 36.8 55.7

                    企业存款 -56.7 -1.0 28.3 1.1 28.6 30.8 -7.2 27.0 12.2 -9.8 25.2 59.7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4.2 16.0 16.0 15.1 16.1 16.0 15.6 16.4 14.6 14.5 16.6 17.9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9.9 18.1 16.6 16.5 16.2 15.4 14.4 14.4 13.0 12.4 12.2 12.1

                    企业存款 12.5 14.3 15.9 13.9 16.6 17.5 14.7 13.1 12.9 12.3 16.9 21.7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284.9 2273.2 2311.7 2300.5 2316.9 2319.8 2316.7 2281.3 2354.6 2401.5 2426.1 2412.7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16.2 210.7 210.0 207.7 185.9 178.5 176.7 173.2 173.8 173.2 174.5 173.3

                    票据融资 102.1 85.0 95.9 87.3 103.7 111.8 109.1 101.9 105.0 117.4 139.3 158.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4.9 -11.6 41.6 -11.2 16.9 5.3 -3.2 -35.3 73.9 41.7 23.3 -13.4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0.8 -5.5 -0.8 -2.3 -21.8 -7.4 -1.8 -3.5 0.6 -0.6 1.3 -1.2

                    票据融资 -14.5 -17.1 11.0 -8.6 16.4 8.1 -2.7 -7.2 3.1 12.2 21.9 19.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6.6 6.4 7.2 7.4 9.3 7.2 7.8 5.1 4.5 6.6 7.0 6.2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8.4 -9.9 -8.9 -8.8 -18.0 -20.7 -20.8 -22.0 -21.3 -20.7 -18.9 -19.5

                    票据融资 103.5 81.2 85.2 46.2 77.3 42.7 45.8 16.9 27.0 48.9 29.7 36.0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3.5 3.3 3.5 3.4 3.2 3.3 3.3 3.2 3.1 3.2 3.2 3.6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27.1 -28.0 -23.9 -26.2 -27.1 -27.9 -28.1 -26.2 -26.1 -27.3 -23.6 -13.2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7.4 8.1 8.1 8.0 8.0 7.8 7.6 7.6 7.5 7.3 7.5 8.8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16.8 23.6 27.7 31.0 30.5 12.7 9.4 10.6 -6.6 -12.0 -11.3 4.7

本

外

币

外

币

人

民

币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表中各类增速均剔除不良贷款剥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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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类价格指数 

乌鲁木齐市

房屋销售价

格指数

乌鲁木齐市

房屋租赁价

格指数

乌鲁木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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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4 97.9 115.2 129.4 102.7 100.3 100.8

2001 104 103 99 96.3 100.7 98.3 103.5

2002 99.4 99.6 94.9 97.3 99.1 100.5 100.7

2003 100.4 101.1 114.8 115.1 100.4 98.9 102.9

2004 102.7 107.3 118.2 116.36 100.4 116.1 104.4

2005 100.7 105.3 110.7 116.6 100.7 100.4 102.7

2006 101.3 102.5 111.1 114.4

2005 1 101.8 101.8 106.7 106.7 108.6 108.6 115.5 115.5

2 102.5 102.2 104.5 105.6 110.9 109.8 116.4 115.9

3 101.5 101.9 106.0 105.7 111.4 110.3 114.0 115.3 101.9 100.2

4 101.5 101.8 105.7 105.7 116.3 111.8 117.9 115.9

5 100.7 101.6 105.6 105.7 115.1 112.5 119.0 116.5

6 100.8 101.5 105.3 105.6 108.0 111.7 115.1 116.3 101.0 98.5 103.9

7 101.1 101.4 105.8 105.6 99.0 100.0 117.9 116.5

8 100.5 101.3 106.0 105.7 112.7 111.5 118.9 116.8

9 99.5 101.1 105.4 105.6 109.4 111.3 119.6 117.1 100.7 102.2 100.4

10 99.6 100.8 105.0 105.6 110.0 111.2 116.4 117.1

11 99.5 100.8 104.2 105.5 107.3 110.8 116.6 116.6

12 99.6 100.7 103.1 105.3 110.1 110.7 116.6 116.6 100.1 100.6 100.0

2006 1 100.6 100.6 102.5 102.5 119.4 119.4 119.7 119.7

2 99.7 100.2 102.6 102.5 117.7 118.6 117.1 118.4

3 100.4 100.3 101.0 102.0 115.9 117.7 114.5 117.1 100.4 100.1 100.0

4 100.7 100.4 102.4 102.1 109.6 115.7 112.5 116.0

5 101.5 101.5 103.2 102.3 110.7 114.7 114.9 115.7

6 101.4 100.7 103.3 102.5 115.2 114.8 118.8 116.3 101.1 100.0 100.3

7 101.1 100.8 102.7 102.5 114.8 114.8 119.4 116.7

8 101.5 100.9 101.9 102.5 111.4 114.4 118.7 117.0

9 102.0 101.0 102.0 102.4 109.4 113.8 115.9 116.8 101.3 100.5 100.2

10 102.2 101.1 102.5 102.4 105.1 112.9 109.8 116.1

11 102.1 101.2 102.6 102.4 102.0 111.9 106.1 115.2

12 102.7 101.3 103.3 102.5 102.2 111.1 105.4 114.4 102.0 100.4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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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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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新疆维吾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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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53.6 - - 1052.5 - - 2180.0 - - 3019.0

    第一产业 - - 35.0 - - 93.2 - - 483.0 - - 533.2

    第二产业 - - 256.2 - - 607.1 - - 1019.0 - - 1437.9

    第三产业 - - 162.5 - - 352.2 - - 678.0 - - 1047.9

工业增加值（亿元） 78.3 160.1 229.5 315.6 425.6 528.3 632.0 733.3 868.3 967.4 1064.4 1218.7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28.6 75.2 170.7 274.8 423.2 563.4 701.7 866.0 1024.1 1171.9 1418.0

    房地产开发投资 0.7 2.6 8.6 18.5 32.4 47.6 65.6 81.1 95.8 108.5 120.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

元）
110.8 161.9 213.2 269.0 326.4 386.0 450.3 518.7 589.8 656.9 727.6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50590.0 112200.0 189320.0 265550.0 329817.0 399758.0 469855.0 546805.0 646806.0 722531.0 820213.0 910300.0

    进口 16216.0 40360.0 66836.0 87993.0 106930.0 122702.0 136767.0 149687.0 161890.0 173539.0 186676.0 196400.0

    出口 34374.0 71840.0 122484.0 177557.0 222887.0 277056.0 333088.0 397118.0 484916.0 548992.0 633537.0 713900.0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18158.0 31480.0 55648.0 89564.0 115957.0 154354.0 196321.0 247431.0 323026.0 375453.0 446961.0 517500.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

元）
1500.0 1658.0 2507.0 2577.0 5035.0 5928.0 5928.0 6013.0 9523.0 9849.0 10291.0 10400.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8.3 -15.4 -37.6 -59.2 -77.6 -106.3 -137.7 -162.5 -199.8 -227.8 -276.4 -460.4

    地方财政收入 22.1 36.0 52.4 71.5 86.9 104.1 123.9 140.8 157.0 176.0 193.6 219.4

    地方财政支出 30.4 51.4 90.0 130.7 164.4 210.4 261.6 303.2 356.8 403.7 470.0 679.8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3.9 - - 3.6 - - 3.9 - - 3.9

地区生产总值 - - 11.4 - - 11.2 - - 11.1 - - 11.0

    第一产业 - - 6.8 - - 5.7 - - 5.1 - - 5.7

    第二产业 - - 14.9 - - 14.6 - - 16.2 - - 13.5

    第三产业 - - 8.0 - - 8.0 - - 8.6 - - 10.7

工业增加值 20.6 20.8 21.8 20.1 19.4 18.2 17.6 16.0 15.9 13.0 12.9 15.2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9.5 19.0 24.4 23.7 22.0 24.1 21.3 19.5 17.9 18.5 17.2

    房地产开发投资 4340.0 102.3 -5.5 0.2 0.8 4.8 12.4 12.3 15.5 21.1 18.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2 13.5 13.7 14.3 14.0 13.9 14.3 14.0 14.2 14.0 14.1

外贸进出口总额 19.3 37.1 41.3 41.7 37.3 31.8 26.5 22.0 19.1 17.6 17.2 14.6

    进口 -20.8 -10.0 -2.9 -1.4 -6.2 -10.9 -13.9 -20.2 -24.8 -27.2 -28.5 -32.3

    出口 56.7 94.1 87.9 81.0 76.5 67.3 56.6 52.5 47.8 46.0 44.4 41.7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5.1 5.6 8.5 110.0 87.7 87.7 90.4 110.0 120.0 120.0 120.0

地方财政收入 28.6 35.1 23.4 24.4 24.4 22.1 23.5 25.3 23.1 22.5 20.9 21.7

地方财政支出 34.2 19.2 21.5 18.2 16.1 16.1 17.9 10.7 10.7 13.5 13.4 30.8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

 
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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