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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6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

进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特色经济发展步伐加快；重

点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

全区金融运行平稳，商业银行改革稳步推进，各项存、贷款较快增长。证券市场交易活跃，

证券业实现扭亏为盈。保险业务稳步发展，保费收入稳中有升。金融市场欠发达，融资渠

道单一。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稳步推进，工作机制初步形成。 

预计2007年全区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将得到极大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

加强，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将快速发展。金融业将继续贯彻落实好特殊优惠政策，按照 “一

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大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抓住青藏铁路通车、中印乃堆拉

边贸口岸恢复开放和中央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等有利时机，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促进经济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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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6 年，西藏自治区金融运行平稳，商业银

行改革稳步推进，各项存、贷款较快增长，特殊

优惠政策效果明显。证券市场交易活跃，证券业

实现扭亏为盈。保险业务稳步发展，保费收入稳

中有升。金融市场欠发达，融资渠道单一。金融

生态环境建设稳步推进，工作机制初步形成。 

（一）银行业平稳运行，特殊优惠政

策效果明显 

西藏现仅有农、中、建三家商业银行分支行

和国家开发银行西藏代表处四家银行类金融机构

以及信托投资公司和邮政储汇局两家非银行类金

融机构。 

1. 银行业金融机构平稳发展。截至 2006 年 

末，随着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推进，银行业从

业人员比上年减少 11 人，资产规模比上年增加

53.5 亿元，机构个数持平，不良贷款余额 28.3

亿元，同比下降 2.0%。2006 年，农、中、建三家

商业银行区分行因执行优惠利率政策，向社会让

利约 3.8 亿元。西藏自治区信托投资公司资产同

比增长 70.9%,从业人员比上年减少 4人，不良贷

款余额 5554 万元，同比增长 19.1%。邮政储汇局

总资产同比增长17.8%，从业人数同比增加38人，

机构个数同比增加 3 个。（见表 1） 

表 1  2006 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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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3559 263.0

二、政策性银行 1 10 0.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45 1314 237.2

四、城市商业银行 0 0 0.0

五、城市信用社 0 0 0.0

六、农村信用社 0 0 0.0

七、信托公司 1 26 6.8

八、邮政储蓄 38 414 19.0

九、外资银行 0 0 0.0

合             计 588 5323 526.0  

注：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总部及其所有下属分支机构。 

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银监局 

 

2.各项存款持续增长，增速下降。截至 2006

年末，全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545.7

亿元，比年初增长 19.8%，同比多增 7.1 亿元，

增速同比下降 2.2 个百分点。其中，人民币各项

存款余额 544.6 亿元，比年初增长 19.8%。全年

各项存款持续增长，但上半年增速较低，只有

3.0%，下半年由于青藏铁路通车，旅游业及其相

关产业收入急剧增长，各项存款增速开始明显回

升，下半年存款新增额占全年新增额的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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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金融统计月报 

 

3. 各项贷款增速加快，增幅较大。截至 2006

年末，全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204.1

亿元，比年初增长 14.0%，同比多增 14.2 亿元，

增速同比上升 7.6 个百分点。各项人民币贷款余

额 203.7 亿元，比年初增长 14.0%，增速同比上

升 7.6 个百分点。引起贷款增长的主要原因：1

一是支持“三农”的力度加大。二是个人信贷业

务发展迅猛。三是支持旅游业、藏医药业、民族

手工业等特色经济发展。（见图 2、图 3） 

截至 2006 年末，全区消费贷款余额 34.6 亿

元，比年初增长 28.8%。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

额为 30.4 亿元，增长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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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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金融统计月报 

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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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金融统计月报 

4.现金投放同比少投 

2006年全区金融机构现金累计收入643.5亿

元，同比增长 23.5%。现金累计支出 671.0 亿元，

同比增长 20.1%。现金收入大幅增长，主要原因

是青藏铁路通车后，大量游客进藏，主要采用现

金形式在西藏消费，大量的现金通过商品销售收

入和服务业收入的形式回笼。（见表 2） 

表 2  2006 年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余额（亿元）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643.5 23.5

现金支出 671.0 20.1

现金净支出 27.5 -26.8
 

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金融统计月报 

 

5.票据业务发展缓慢。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和

企业自身等各方面的原因，西藏票据业务始终发

展缓慢，只有中行和建行区分行开办有银行承兑

汇票业务，且量很小。票据贴现业务也只有中行

西藏分行开办，2006 年集中在 5 月份办理 27 笔，

金额 20003 万元，到 12 月末余额为零。（见表 3） 

根据现行政策，西藏辖区商业银行贴现利率

取消上、下限，由商业银行自主确定。中行西藏

分行执行其总行公布的指导价格。由于市场资金

较为宽松，贴现利率水平持续走低，由 2005 年末

的 2.4%下降到 2.1%，均低于同期西藏贷款利率

1.5 个百分点。（见表 4） 

表 3  2006 年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表 

单位：万元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1 3374.8 756.1 0 0 0 0

2 2910.5 2434.7 0 0 0 0

3 4494.4 4515.5 0 0 0 0

4 5045.9 7131.5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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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西藏 

自治区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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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2 － － 2.1 －

3 － － － －

4 － － － －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6.存、贷款利率随全国调整作相应幅度调整。

由于西藏 2006 年仍执行中央赋予“十五”期间的

特殊优惠金融政策，各项贷款利率一律不浮动，

仅随全国基准利率调整幅度做相应调整。2006

年，两次上调人民币贷款利率，保持与全国基准

贷款利率水平低 2 个百分点的利差。人民币存款

利率执行全国统一规定，2006 年 8 月跟随全国上

调一次。为逐步推进西藏利率市场化，2006 年 3

月，对全区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实行下浮制度，但

截至年底，辖区各金融机构均执行存款基准利率，

没有实行下浮。 

西藏三家商业银行都开办外币业务，对美元、

欧元、港币、日元 4 种币种的活期、七天通知和

一年（含）以内定期存款利率执行人民银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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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利率上限，未实行下浮制度，对其余档次和其

他各币种按其总行公布利率执行。（见表 5、图 4） 
图 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由于西藏执行特殊优惠政策，在利率市场化

改革进程中与全国相比有一定差距。虽然局部引

入了利率市场化因素，如：实行存款下浮制度和

贴现利率上下限放开等，但从执行情况看，效果

不理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藏金融机构在利率

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自主定价意识和能力相对较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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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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9-1.0) － － － － －

1.0 100 100 100 － －

小计 － 0 0 － －

(1.0-1.3] － － － － －

(1.3-1.5] － － － － －

(1.5-2.0] － － － － －

2.0以上 － － － － －

上

浮

水

平

 

数据来源：中行西藏分行、建行西藏分行 

 

7.银行机构改革继续深化。2006 年，中行西

藏分行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大力开

展市场营销，促进业务全面协调发展，质量和效

益进一步提高，资产回报率为 0.24%，全年处置

不良资产 0.5 亿元。建行西藏分行推行扁平化管

理，优化操作流程，健全风险管理制度，进行资

产保全体制改革，全年处置不良资产 1.3 亿元，

资产回报率为 1.3%。农行西藏分行为改革积极准

备，全年共处置不良资产 2.8 亿元，资产回报率

为-0.01%。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 

 

 

 

 

 

 

 

 

专栏 1：  小额信贷成为西藏信贷支农支牧的重要手段 

2001 年初，针对西藏农牧民贷款难的问题，农行西藏分行制定了《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农

牧户贷款证管理暂行办法》。根据农牧户的家庭人口、信用状况、收入水平、投资途径等量化指标确定

农牧民的信用等级，对持金卡、银卡和铜卡的农牧户分别授信 10000 元、6000 元和 3000 元。针对小额

信贷工作中部分农牧民反映的额度不够问题，2005 年，又将“三卡”的授信额度分别提升至 20000 元、

10000 元和 6000 元。同时，通过信用乡（镇）、村的评定工作，进一步扩大信用额度，对评定为信用乡

（镇）、村范围内的农牧户所取得的金、银、铜卡信用贷款额度提升到 30000 元、20000 元和 10000 元。

为加强对部分已经富裕起来的农牧民的支持力度，2005 年，农行西藏分行开始试行“钻石卡”制度，对

符合条件的农牧户授予三星钻卡、二星钻卡和一星钻卡，分别授信 20 万元、15 万元和 10 万元。截至

2006 年末，全区共发放贷款证（不含“钻石卡”）344324 本，发证面达 87.2%，实际使用率 91.1%，有

79.5%的农牧户使用了小额信贷，贷款余额 20.3 亿元，户均贷款余额 5881 元; 发放“钻石卡”1056 本，

贷款余额 10494 万元，户均贷款余额 99375 元。经过几年的实践，小额信用贷款工作在农牧区深入开展，

已经成为向全区农牧民提供信贷支持的重要载体，满足了农牧民合理的生产和生活需要，且对农牧民的

信贷需求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据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 2006 年下半年对西藏 160 户农牧户金融行为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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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民的合理信贷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从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来看，农牧户对当前银行授信额度的满

足度达 74.8%。第二、农牧户小额信贷工作的开展对农牧民的信贷需求产生了正向激励作用。从影响农

牧户当前信贷需求的 Probit 模型结果看，正向显著因素主要来自于农牧户以前是否曾经从银行获得过

贷款。这充分说明农牧户过去从银行获得贷款的经历将会极大地刺激其当前信贷需求的产生。第三、农

牧民群众不同层次的信贷需求得到了合理的划分。从聚类分析的结果看，样本应大致划分为 3类，授信

额度阀值分别为 5000 元、10000 元和 25000 元,这与农行西藏分行对不同信用的农牧户的授信额度基本

相符。 

（二）证券市场交易活跃，证券业实

现扭亏为盈 

2006 年，西藏证券机构经营持续恶化的状况

得以扭转，营业收入大幅增加，效益明显提升，

但业务始终没有得到进一步拓展，盈利能力仍受

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 

1.证券机构经营情况和改革情况。至 2006

年底，西藏只有西藏自治区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

司一家证券机构。2006 年受市场行情转好，证券

交易活跃的影响，西藏证券公司实现扭亏为盈，

各项业绩指标均大幅增长。截至 2006 年末，总资

产达 5.7 亿元，同比增长 201%；客户交易结算资

金 5.2 亿元，同比增长 282%；实现营业收入 0.3

亿元，同比增长 161%。（见表 6） 

西藏证券公司在 2006 年启动新一轮改制工

作。10 月份与郑州宇通集团签订了《西藏证券经

纪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经中国证监会批

准，新的增资扩股改制方案已经启动。西藏证券

公司建立了以“五项内控”为核心的客户交易结

算资金独立存管评审制度，基本达到证监会的要

求。 

2.证券业务发展状况。截至 2006 年末，西藏

共有 8 家上市公司，主要从事摩托车、藏药、旅

游、建材、啤酒、矿产等行业。2006 年未通过证

券市场融资。截至 2006 年末，已有 6 家完成股权

分置改革工作，剩余 2家也已进入股改程序。总

体来看，股改工作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表 6  2006 年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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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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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0

数量

 

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证监局 

（三）保险业务稳步发展，保费收入

稳中趋升 

2006 年，随着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

藏分公司的正式挂牌营业，西藏保险业长期独家

经营的格局被打破，推动了保险市场的行业竞争。

全年，西藏保险业实现了业务和效益的同步增长，

但同时存在保费收入过于依赖车辆险等单一险

种，新品种、新业务的研发和推广难有起色等问

题。 

1.保险机构经营发展情况。截至 2006 年末，

西藏辖区共有 2 家保险公司。即：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和安邦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共有分公司、支公司及

营业部等机构 13 家，从业人员 465 人。资产共计

1.7 亿元，同比增长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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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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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3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0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95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0.15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0.00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0.66
保险密度（元/人） 69.55
保险深度（%） 0.67

量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 

 

2.保险业务发展状况。2006 年，西藏保险机

构保费增长率与赔款增长率基本持平。全区实现

保费收入 1.95 亿元,增长 23.9%。其中，财产险

收入 1483.1 万元，增长 7.5%。人身险收入 939.1

万元，增长 3.2%。全年累计赔款与给付支出 6610

万元，增长 23.5%。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稳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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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别上升到 0.67%和 69.6 元，同比分别增长

0.05%和 10.9 元。2006 年新开展的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险业务发展迅速，实现保费收入

3295.4 万元，支付赔款 80.2 万元，赔率为 2.7%。

（见表 7） 

3. 保险业落实《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

的若干意见》情况。2006 年 11 月，人保西藏分

公司以“政策扶持、商业运作”为运行模式，开

展了农业保险试点工作。试点保险险种主要有种

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农房保险。 

（四）金融市场不发达 

受经济欠发达、相应金融需求小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西藏金融市场不发达，全区各商业银行

没有得到各自总行加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外汇

交易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授权；全区企业融

资渠道单一，主要为银行贷款。 

1. 融资结构单一。2006 年全区企业没有从 

股票和债券市场融资，只有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

等途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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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51.9 0.0 48.1

2001 15.9 85.9 0.0 14.1

2002 24.5 100.0 0.0 0.0

2003 23.3 100.0 0.0 0.0

2004 30.6 100.0 0.0 0.0

2005 10.9 100.0 0.0 0.0

2006 25.0 100.0 0.0 0.0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金融统计月报、西藏自治区证监局 

 

2.证券交易大幅增长。截至 2006 年末，西藏 

证券公司实现代理交易业务 197.4 亿元，增长

431%。其中：股票交易 118.3 亿元，增长 253%；

基金交易 1.4 亿元，增长 250%；国债和其他债券

交易 0.16 亿元，下降 27%；债券回购交易 0.12

亿元，下降 89.8%；其他证券及经纪业务 77.3 亿

元，增长 40%。证券交易的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

2006 年股票市场的整体上扬。 

3.外汇和黄金交易情况。受人民币汇率持续

走高的影响，全区外汇交易以外汇兑换人民币为

主。2006 年，全区外汇兑换人民币 599 万美元，

同比增长 10.5%；人民币兑换外币 18 万美元，同

比增长 2 倍。 
全区尚无黄金场内交易。2006 年，黄金场 

外交易十分活跃，主要以黄金制品零售和寺庙用

金为主；黄金价格从 3 月起不断攀升，8 月份最

高达到 198 元/克，9 月末开始趋回落。 

4.民间借贷呈上升趋势，利率基本合理。根 

据抽样调查，利率水平主要处于同期全国银行基

准贷款利率 1—4 倍内。资金用途主要在经商、农

业生产等。借贷方式以信用和保证为主，还款以

一次性还本付息为主。从监测样本看，民间借贷

大部分都能按期归还，逾期仅有 4笔。 

（五）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稳步推进，

工作机制初步形成 

2006 年，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得到了自治

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的关注和支持。自治区

政府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上报的

《关于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促进西藏经济快速

发展的意见》，并召开了自治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领导小组会议，安排部署了今后一个时期全区金

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各地区也相继建立了地方

政府领导下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领导小组。

全区初步构建了政府主导、部门推动、社会参与

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机制。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6 年，西藏经济继续保持跨越式发展势

头。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290.1 亿元，同比增长

13.4%，连续 6 年保持 12%以上增长速度，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超过万元，同比增长在 11%以上。三

大产业增加值稳步增长，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

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见图 5） 

 

 

 

 

 

 

 

 

 

 

 

 8



图 5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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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一）投资和需求稳步增长，对外贸

易增长迅速 

2006 年，西藏社会总需求稳步增长，消费市

场日趋活跃，对外贸易发展速度加快。  

1.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投资结构趋于优

化。2006 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32.4 亿元，

同比增长 18.4%，是“十五”时期年均固定资产

投资的 1. 7 倍，主要投向交通、农业等领域。投

资结构出现积极变化。（见图 6）一是民间投资快

速增长。全年民间投资完成 65.5 亿元，同比增长

99.5%。说明西藏传统的以国家投资为主的经济增

长模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农牧区投资增势迅猛。全年

农牧区完成投资 30.5 亿元，同比增长 4.1 倍。 

图 6  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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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2.消费日趋活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加快，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2006 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

别达到 8941 元和 2435 元，同比分别增长 6.3%和

17.2%。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89.7 亿元，同

比增长 22.7%。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 43.8 亿

元，增长 32.7%；县及县以下地区消费品零售额

45.9 亿元，增长 14.5%。由于全区经济发展较好，

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社会消费总额增势明显。

（见图 7） 

图 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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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3. 对外贸易增长迅速，利用外资质量有所提

高。全年完成进出口贸易总额 3.3 亿美元，同比

增长 59.9%，其中：进口总额 1.1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7 倍；出口总额 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4%，（见图 8）对外贸易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

一般贸易增势迅猛。全年协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3808 万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522 万美

元。现有外商投资企业 17 家，主要从事制造加工、

酒店、餐饮等行业。（见图 9） 

图 8  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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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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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外商直接投资额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 西藏自治区商务厅 

 

4. 财政收支持续快速增长，收支结构进一步

优化。2006 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 17.3 亿元，

同比增长 20.5%；地方财政支出 202.3 亿元，同

比增长 6.9%，财政收支差额-185.0 亿元。这一方

面，反映出中央财政对西藏转移支付力度在逐年

加大，另一方面，也说明西藏实体经济盈利能力

有所增强。（见图 10） 

图 10  财政收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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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二）一、二、三产业稳步发展，产

业结构趋于稳固 

2006 年，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51.0

亿元、80.0 亿元和 159.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2%、22.9%、11.7%。 “三二一”产业结构进一

步稳固，现代产业稳步发展。 

1.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牧区基

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2006 年，农牧区固定资产

投资 30.5 亿元，同比增长 4.1 倍，主要集中于交

通、电力和饮水等工程。全年粮食产量 92.4 万吨，

连续 8 年稳定在 90 万吨以上；油菜籽产量 5.5

万吨，同比下降 10.9%。尽管受冬季雪灾、春季

风灾旱灾等多种自然灾害和疫情的影响，全年肉、

奶产量仍然达到 22.2 万吨和 27.6 万吨，分别增

长 3.5%和 2.3%。水产品养殖 530 吨，创历史新高。

全区农牧业贷款余额 42.8 亿元，增长 25.6%，全

年累计发放农牧业贷款 31.1 亿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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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销售产值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有所好

转。随着青藏铁路的通车，制约西藏工业发展的

交通瓶颈得以缓解，企业经营效益有所提高。2006

年全区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 37.4 亿元，同比增

长 20.9%；销售产值 34.4 亿元，同比增长 17.1%；

产品销售率达 92.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 3.9 亿元，同比增长 6.0%。但工业企业普

遍科技含量及加工程度不高，附加值依然偏低的

状况尚须关注。（见图 11） 

图 11  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0

4

8

12

16

20

24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5

0

5

10

15

20

25

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左坐
标）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长率(右坐标)

亿元 %

 

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3. 服务业发展速度加快。2006 年第三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1.7%。增长突出的主要是房地

产、营利性服务业和贸易等。2006 年批发零售贸

易与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盈利性服

务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增加值分别增长

16.2%、14%、18.4%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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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气质量较好，能耗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根据自治区统计局对西藏 2005 年能耗相关

数据测算，西藏万元 GDP 能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主要原因是西藏生产性企业特别是高耗能企业相

对较少，第二产业比重小。西藏地处高原，空气

质量优良，主要污染物是自然界扬尘。拉萨市全

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144 天。全区现有森林面

积 1389.6 万公顷，覆盖率为 11.3%，但是整体生

态环境较为脆弱。 

（四）物价涨幅明显 

受供求矛盾影响，2006 年，全区物价上涨明

显。青藏铁路通车，大量游客进藏，更加剧了这

种矛盾。 

1.CPI 同比上涨明显。2006 年，全区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 2.0%。服务项目价格上

涨 5.0%，消费品价格上涨 1.5%，食品价格上涨

2.9%。居民消费价格主要受服务类价格的影响，

增幅明显。（见图 12） 

2.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小幅上涨。2006 年农

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0.4%，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

3.3%，对农牧民增收略有影响。 

 

图 12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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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3. 劳动力成本及最低生活保障基本稳定。

2006 年全区社会平均工资 2300 元/月。其中，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 2412.5 元/月，与上年基本持平。 

 

 

 

 

专栏 2：青藏铁路通车促进旅游业大发展 

2006 年 7 月 1 日，青藏铁路通车后，作为西藏支柱产业的旅游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2006 年 7 月

－12 月，全区共接待海内外旅游者 186 万人次，同比增长 48%；实现旅游总收入 21 亿元，增长 40%。全

年累计接待国内外旅游者 245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36%；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26 亿元，增长 35%。 

青藏铁路的通车运营促进了旅游业大发展，同时也带动了第三产业发展。截至 2006 年末，全区旅

游车辆达 1127 辆，增长 16%；宾馆饭店 535 家，增长 23%；餐饮店 5846 家，购物点 4867 家，文化娱乐

场所 3216 家，平均增长 20%以上；旅游直接从业人员 1.9 万人，间接从业人员 11 万人，分别增长 30%

和 23%。 

此外，青藏铁路的通车，使西藏农村旅游业蓬勃发展。自治区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2006 年新增农

村旅游示范村（点）15 个；全年参与旅游服务的农牧民人数达 29000 多人、6900 余户，比上年增长 25%

和 49%，人均收入 5318 元，旅游富民步伐不断加快。 

 

（五）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保持良好发展

势头 

  1.2006 年，西藏房地产开发投资、商品房供

应快速增长；住房供应结构进一步改善，价格小

幅上涨；房地产贷款持续平稳增长。 

（1）房地产投资合理增长，商品房供需两旺。 

西藏房地产市场起步晚，规模小，发展空间较大。

2006 年，全区房地产实际完成投资 8.9 亿元，同

比增长 47.9%。新开工面积 60.4 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 96.8%。竣工面积 32.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79.1%，其中经济适用房竣工面积 27.8 万平方米。

商品房销售面积57.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2倍。

销售额 11.3 亿元，同比增长 1.6 倍。商品房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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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有所增加，全区空置一年以上的商品房面积

3.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8 倍。（见图 13） 

图 13  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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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2）商品房销售价格小幅上涨。2006 年全区

商品房平均售价为 1976 元/平方米，同比上涨

12.8%，其中：现房销售均价为 2070 元/平方米，

同比上升14.8%；期房销售均价为1759元/平方米，

同比上升 5.8%；住宅类商品房均价为 1687 元/平

方米，同比增长 15.1%。全区土地购置面积 52.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8.5%，成交款达 1.4 亿元。 

 

（3）融资渠道拓展，资金风险分散。全区房

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 11.5 亿元，同比增长

58.9%，其中：企业自筹资金 4.0 亿元，同比增长

62.9%；银行贷款 1.6 亿元，同比增长 4.0%；其他

资金来源为 5.7 亿元，同比增长 63.9%。开发企业

融资渠道呈现多元化趋势，资金风险向开发商、

商业银行、购房人等多个主体分散。 

全区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 31.9 亿元，同比

增长 27.8%。房地产贷款结构出现较大变化，一是

房地产信贷开始由购房类贷款向房地产开发类贷

款转移，特别是开始涉足商业用房开发。二是个

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持续快速增长。全区个人住房

公积金贷款余额 5.7 亿元，同比增长 40.1%。 

 

2. 旅游业发展迅速，市场前景良好。旅游 

业在西藏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几

年，西藏旅游不断升温，尤其是青藏铁路建成通

车后，旅游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西藏拥有良好的旅游资源，主要包括高原地

理奇观、历史文化遗存、宗教文化艺术和民俗风

情景观四大类。西藏旅游业已初步形成了以拉萨

为中心、各地市为依托的旅游观光接待网络，旅

游服务体系初具规模。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加快了

西藏相关产业前进的步伐。据测算，旅游业每收

入 1 元，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就增加 4.3 元。随着

各项硬件和软件的不断完善，西藏旅游业将迎来

“井喷式”发展。但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建设、

旅游产品开发和线路整合相对滞后、接待能力和

服务水平较为有限以及自然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等

种种因素，西藏旅游业发展还面临着多种瓶颈制

约。西藏金融业逐步加大支持旅游业的发展的力

度。截至 2006 年末，旅游业贷款余额达 3.47 亿

元，同比增长 18.4%。拓宽银行卡的服务范围，满

足在旅游景区、酒店、购物中心等重点商业服务

区受理银行卡，全年新增ATM机 32 台，POS机 228

台。 

三、预测与展望 

2007 年，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更

加有利的发展机遇和优势条件。一是中央支持西

藏发展的力度不断加大，具有独特的政策优势。 

2006 年中央专门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西藏发展 

稳定工作的意见，确立了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

发展战略、奋斗目标和政策措施。二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物质基础不断增强，具有独特的后发优势。

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开始发挥效益。三是自然

资源丰富，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矿产、水能、

旅游和生物资源十分丰富，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得

天独厚。四是对口援藏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具

有独特的外援优势。但同时也有很多困难和问题。

如生产力水平低下、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根深蒂固、

与全国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等。 

2007 年是“十一五”计划的关键一年，预计

全区 GDP 增长 12%以上；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13%以上；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20%；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5%以内；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涨幅控制在 3%以内；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

建设工作将进一步加强，重点特色优势产业将持

续稳步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将显著提高。

全区金融业仍将平稳运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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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效应将进一步显现。证券保险业在规范中加

快发展，保险机构陆续进藏，金融体系有一定的

改善。预计全区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和贷款

分别新增 70 亿元和 50 亿元，增速分别为 12.9%

和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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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西藏自治区经济金融大事记 

1 月 16 日，西藏自治区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十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1 月 18 日，全区 2006 年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部署 2006 年经济工作。 

4 月 18 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加快西藏发展维护西藏稳定若干优惠政策

的请示》（藏政发[2006]19 号）。 

6 月 23 日，全区农牧民安居工程建设专题会召开，安排部署安居工程相关工作。 

7 月 1日，青藏铁路通车， 9 月 1日林芝机场通航，缓解了交通瓶颈的制约。 

7 月 6 日，中印乃堆拉山口边贸口岸中断四十四年后恢复开放。 

8 月 28 日，西藏首家具有法人主体资格的担保公司――西藏财信担保有限公司成立。 

10 月 13 日，西藏自治区政府召开全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安排部署金融生

态环境建设工作。 

11 月 7 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加快西藏发展维护西藏稳定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办函

[2006]91 号），明确“十一五”期间对西藏涉及财税金融、社会保障等相关内容的四十条优惠政策。 

12 月 25 日，全区 2007 年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总结 2006 年经济工作，部署 2007 年的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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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藏自治区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西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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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3 437.1 434.7 441.5 442.2 469.3 478.9 490.9 503.9 513.9 518.6 545.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23.3 122.3 121.4 123.0 122.8 125.0 127.4 130.4 134.1 135.0 138.4 140.6

                    企业存款 213.2 212.4 210.0 213.1 213.0 228.3 230.3 230.1 239.9 242.8 240.7 247.6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7.3 -1.2 -2.4 6.8 0.7 27.1 9.6 11.9 13.1 10.0 4.7 27.1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1.4 21.3 17.5 15.6 11.0 16.3 17.8 19.8 14.7 16.2 20.1 19.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73.7 175.2 175.4 177.7 201.4 208.8 212.5 217.8 204.4 203.4 203.0 204.1

        其中：短期 83.4 81.3 82.3 84.7 102.7 108.2 110.1 112.9 96.5 95.0 95.7 92.4

                    中长期 89.8 93.4 92.7 92.6 96.2 98.1 100.0 102.4 105.4 106.1 106.8 111.3

                    票据融资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1.8 0.0 0.0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5.5 1.6 0.2 2.2 23.7 7.4 3.7 5.3 -13.4 -1.0 -0.4 1.2

        其中：短期 -3.7 -2.0 0.9 2.4 18.1 5.4 1.9 2.8 -16.4 -1.5 0.7 -3.3

                    中长期 -1.7 3.6 -0.7 -0.1 3.6 1.9 1.9 2.4 3.0 0.7 0.7 4.5

                    票据融资 0.0 0.0 0.0 0.0 2.0 0.0 0.0 0.0 0.0 -0.2 -1.8 0.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3.1 4.8 4.7 6.7 16.0 21.8 24.3 26.7 17.2 16.2 12.0 13.8

        其中：短期 -0.8 -3.2 -0.9 4.8 29.4 24.3 28.5 26.5 3.4 5.5 5.8 9.1

                    中长期 8.1 14.0 11.6 9.2 3.1 17.0 18.0 24.8 30.9 25.4 18.3 18.2

                    票据融资 -100 -100 -100 -100 536.6 3327.9 3720.4 3717.4 64425.8 － 0.0 0.0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4.0 4.9 4.7 5.2 4.7 4.7 5.7 6.1 5.5 4.6 4.5 5.9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26.1 26.2 26.5 27.3 27.9 28.4 29.3 30.2 30.7 30.8 31.6 31.9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8.3 31.8 28.1 39.9 26.3 28.2 55.0 66.4 48.7 24.6 22.8 59.1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2.7 3.2 4.3 7.4 10.1 11.9 15.6 19.1 21.0 21.4 24.4 25.7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437.2 436.0 433.6 440.4 441.0 468.2 477.7 489.6 502.7 512.7 517.4 544.5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22.5 121.5 120.6 122.2 122.1 124.2 126.6 129.6 133.3 134.2 137.6 139.8

                    企业存款 212.8 212.0 209.7 212.7 212.6 227.9 230.0 229.7 239.5 242.4 240.3 247.1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7.2 -1.2 -2.4 6.8 0.6 27.2 9.5 11.9 13.1 10.0 4.7 27.1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0.6 -1.0 -0.9 1.6 -0.1 2.1 2.4 3.0 3.7 0.9 3.5 2.2

                    企业存款 -8.2 -0.8 -2.3 3.0 -0.1 15.4 2.0 -0.3 9.8 2.9 -2.1 6.8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1.5 21.5 17.6 15.7 11.1 16.5 17.9 19.8 14.7 16.2 20.1 19.5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5.2 14.8 15.4 16.2 16.3 17.0 16.1 14.1 15.1 14.8 14.6 13.6

                    企业存款 9.8 9.9 -0.7 -3.6 -8.0 -2.5 -0.7 -0.8 -3.5 -4.5 16.1 12.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73.2 174.8 175.0 177.2 200.9 208.3 212.0 217.3 203.9 203.0 202.5 203.7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7.3 27.4 27.8 28.7 29.1 29.9 30.6 30.7 31.4 31.7 32.5 33.2

                    票据融资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1.8 0.0 0.0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5.5 1.6 0.2 2.2 23.7 7.4 3.7 5.3 -13.4 -1.0 -0.4 1.2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2 0.1 0.3 0.9 0.4 0.8 0.7 0.2 0.6 0.3 0.9 0.7

                    票据融资 0.0 0.0 0.0 0.0 2.0 0.0 0.0 0.0 0.0 -0.2 -1.8 0.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3.2 4.8 4.8 6.8 16.1 21.9 24.4 26.8 17.3 16.2 12.1 13.9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8.6 29.9 28.7 27.6 27.3 27.1 27.4 26.5 27.9 29.1 29.3 25.7

                    票据融资 -100 -100 -100 -100 536.6 3325.2 3717.4 3717.4 64425.8 － 0.0 0.0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万美元） 1417 1464 1447 1465 1537 1446 1557 1554 1512 1544 1497 1516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19.7 -17.1 -18.2 -17.2 -9.1 -17.6 2.8 2.0 -4.5 -1.0 1.1 3.0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万美元） 603 603 572 572 572 574 577 575 540 540 545 545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10.7 -10.4 -10.2 -9.9 -9.9 -9.6 -9.1 -9.7 -10.7 -10.4 -9.6 -9.6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金融统计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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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西藏自治区各类价格指数 

 

**市房屋销

售价格指数

**市房屋租

赁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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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2001 0.2

2002 0.4

2003 0.9 2.8

2004 2.7 1.3

2005 1.5 1.0

2006 2.0 0.4

2005 1 0.6 0.6 1.0 1.0

2 0.7 0.7 1.0 1.0

3 1.3 1.3 1.0 1.0

4 1.3 0.1 1.0 1.0

5 1.7 -0.1 1.0 1.0

6 1.7 1.3 1.0 1.0

7 1.8 1.3 1.0 1.0

8 1.4 1.3 1.0 1.0

9 1.6 1.3 1.0 1.0

10 1.7 1.4 1.0 1.0

11 2.1 1.4 1.0 1.0

12 1.9 1.5 1.0 1.0

2006 1 2.4 2.4 0.9 0.9

2 2.3 2.3 0.8 0.8

3 2.4 2.4 0.6 0.8

4 2.3 2.3 0.5 0.7

5 2.1 2.3 0.5 0.7

6 1.7 2.2 0.4 0.6

7 1.5 2.1 0.4 0.6

8 1.4 2.0 0.2 0.6

9 1.7 2.0 0.2 0.5

10 2.0 1.9 0.0 0.5

11 2.0 1.9 0.0 0.4

12 3.0 2.0 0.2 0.4

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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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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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5.2 - - 113.4 - - 210.0 - - 290.1

    第一产业 - - 7.6 - - 20.9 - - 37.6 - - 51.0

    第二产业 - - 4.5 - - 23.2 - - 49.7 - - 80.0

    第三产业 - - 43.1 - - 69.3 - - 122.8 - - 159.0

工业增加值（亿元） 2.2 3.6 5.1 7.3 9.2 11.0 12.8 14.4 16.2 21.7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4.2 14.2 34.9 62.9 87.8 114.1 139.8 165.5 181.5 201.8

    房地产开发投资 0.0 0.8 1.3 2.6 3.0 4.7 5.0 5.4 5.6 8.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21.7 28.0 35.1 41.0 47.8 55.5 64.2 72.7 80.1 89.7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4522 6654 8415 10254 12048 15661 20054 23449 27805 32840

    进口 673 1341 1727 2366 2851 3748 5705 7542 8915 10619

    出口 3849 5313 6694 7888 9197 11913 14349 15907 18890 22221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3176 3972 4967 5522 6346 8165 8644 8365 9975 11602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1522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25.2 -34.8 -49.6 -72.2 -85.4 -96.9 -119.7 -133.9 -154.8 -185.6

    地方财政收入 2.8 4.0 5.2 6.8 8.5 9.8 11.1 12.3 13.6 14.6

    地方财政支出 28.0 38.8 54.8 79.0 93.9 106.7 130.8 146.2 168.4 200.2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 - - - - - 4.3

地区生产总值 - - 11.4 - - 12.5 - - 13.8 - - 13.4

    第一产业 - - 2.9 - - 7.1 - - 7.8 - - 6.2

    第二产业 - - 32.0 - - 22.7 - - 20.7 - - 22.9

    第三产业 - - 11.2 - - 13.4 - - 13.1 - - 11.7

工业增加值 13.0 16.6 16.0 13.6 14.0 15.0 14.4 11.9 12.5 16.8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2.2 -6.7 9.7 19.3 15.7 19.0 7.1 13.5 11.0 6.1

    房地产开发投资 -62.5 170 38.0 93.8 67.1 128.3 73.1 59.4 50.0 47.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9 16.6 18.5 16.9 17.7 20.4 21.9 21.8 22.2 22.7

外贸进出口总额 24.2 16.3 18.1 15.6 16.2 36.2 49.0 46.7 57.2 59.9

    进口 7.0 12.0 31.7 44.4 37.3 69.5 1.2 140 150 170

    出口 27.8 17.4 15.1 9.1 10.9 28.2 32.6 23.6 33.5 34.4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32.2

地方财政收入 32.0 30.3 31.2 30.3 30.3 28.1 26.0 21.5 23.0 21.0

地方财政支出 15.9 21.5 25.2 32.8 20.7 13.5 5.9 0.4 8.3 8.0

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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