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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5年，甘肃省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努力克服外部需求收缩、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原材

料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等不利影响，加大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工作力度，全省经济总体运行平稳，

增长质量和效益稳步提高。全省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信贷总量平稳较快增长，社会

融资规模合理适度，金融市场交易活跃，利率水平稳中有降，金融生态不断改善，金融业改革稳步推进，

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撑。 

2016年，甘肃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突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建设，全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全省金融机构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适度增

长，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不断完善金融服务，切实防范金融风险，为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脱贫

攻坚、服务创业创新、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更有效的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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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5 年，甘肃省金融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银行业经营稳健，证券市场较快发展，保险业保

障功能日益增强，融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金融改

革步伐明显加快，金融生态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持续推进。 

（一）银行业实力不断增强，货币信

贷适度增长 

1．银行业规模稳步扩大。全省银行业金融机

构数量、从业人员稳步增加，资产规模进一步扩

大。2015 年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个

数达到 4812 个，从业人数为 64136 人，资产总额

达 22340 亿元。 

表 1  2015 年甘肃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大型商业银行 1387 29634 7088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60 1548 3097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84 2770 2159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303 7350 4163 2

五、城市信用社 0 0 0 0

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2300 18748 4401 84

七、财务公司 2 68 120 2

八、信托公司 1 227 46 1

九、邮政储蓄 605 2738 685 0

十、外资银行 0 0 0 0

十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69 943 116 22

十二、其他 1 110 464 1

合             计 4812 64136 22340 112

营业网点

机构类别
法人机构

（个）

 

注：营业网点不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

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等金融机构总部数据；大型商业银行

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和交通银行；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

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其他”包含金融租

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 

数据来源：甘肃银监局。 

 

2．存款稳定增长。2015 年末，全省金融机

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6299.5 亿元，同比增长

16.6%，较上年提高 0.9 个百分点，全年新增

2329.7 亿元，较上年多增 442.4 亿元。受资本市

场波动影响，城乡居民风险偏好降低，个人投资

性资金有所回流，储蓄存款增加较多。全年新增

储蓄存款 907.3 亿元，较上年多增 112.1 亿元，

占全部存款增量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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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图 1  2014～2015 年甘肃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

款增长变化 

 

3.贷款投向结构进一步优化。2015 年末，全

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13728.9 亿元，

同比增长 23.9%，全年新增 2651.1 亿元，较上年

多增 418.6 亿元。围绕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

政策措施，金融机构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战略

性新兴产业、保障性住房以及扶贫、涉农、小微

企业等重点领域及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全省战

略性新兴产业贷款、涉农贷款、贫困县贷款分别

增长 44.2%、27.4%、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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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图 2  2014～2015 年甘肃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

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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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图 3  2014～2015 年甘肃省金融机构本外币

存、贷款增速变化 

 

4.表外融资业务有所趋缓。金融机构加快业

务创新步伐，积极开展代理、理财等表外业务。

但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市场融资需求减弱，金

融机构表外融资业务有所减少。2015 年，甘肃省

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融资 466.7 亿元，同比减少

15.6 亿元。 

5.利率呈下降态势。2015 年，随着利率政策

调整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快推进，甘肃省金融

机构定价更加理性，存款利率上浮幅度逐渐回落。

受流动性充裕及经济下行影响，金融机构贷款利

率呈下降态势，全年新发放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

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6.77%，较上年下降 0.96

个百分点，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6 家辖内法

人金融机构成功加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成为

基础成员，1 家成为观察成员，兰州银行通过年

检保留基础成员资格。全年发行同业存单 126.9

亿元，大额存单发行余额为 2382 万元。 

 

 

 

 

 

 

 

 

 

 

表 2  2015 年甘肃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各利

率区间占比 

单位：%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3.4 7.4 11.6 15.2 15.5 16.4

19.7 22.0 24.6 20.5 13.6 13.1

小计 76.9 70.6 63.8 64.3 70.9 70.5

(1.0-1.1] 12.6 8.5 5.9 6.7 7.7 5.7

(1.1-1.3] 13.0 12.5 11.2 12.7 9.8 12.6

(1.3-1.5] 19.1 19.8 15.0 18.0 18.8 14.1

(1.5-2.0] 31.0 27.2 29.8 25.1 32.8 34.3

2.0以上 1.2 2.6 1.9 1.8 1.8 3.8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2 21.2 18.3 16.8 20.5 19.6

19.5 11.4 16.2 25.3 15.6 21.0

小计 70.3 67.4 65.5 57.9 63.9 59.4

(1.0-1.1] 5.6 6.5 8.1 9.5 7.0 10.2

(1.1-1.3] 12.5 9.1 7.6 6.4 7.4 10.1

(1.3-1.5] 14.1 18.0 12.5 10.3 8.5 8.0

(1.5-2.0] 34.3 28.2 29.6 23.4 25.0 21.9

2.0以上 3.8 5.6 7.7 8.3 16.0 9.2

下浮

基准

上

浮

月份

月份

上

浮

合计

下浮

基准

合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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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图 4  2014～2015 年甘肃省金融机构外币存款

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6.银行业改革持续推进。农业银行甘肃省分

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扎实推进，“三农”金

融服务持续改善。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二类支

行”改制顺利推进，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

优化。通过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改制或新

设合并的方式共组建成立 16 家农村商业银行，年

末全省农村商业银行达到 22 家。 

7.信贷风险总体可控。2015 年末，全省银行

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 244.6 亿元，不良贷款

率 1.8%，同比提高 0.3 个百分点。政府融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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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两高一剩”行业等重点领域贷款质量较

好，风险可控。全省银行业平均拨备覆盖率

166.3%，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 14%，

风险抵御能力较强。 

8.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较快发展。2015 年，

甘肃省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较快发展，实现收付

393.8 亿元，同比增长 26.1%，占全省本外币跨境

收支的比例达到44.6%，同比提高13.4个百分点，

人民币成为全省第一大对外支付货币和第二大涉

外收入货币。从业务类型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

算额 365.5 亿元，同比增长 31.9%，占全部跨境

人民币业务的 92.8%。资本项下人民币结算额

28.31 亿元，同比下降 19.6%，占全部跨境人民币

业务的 7.2%。 

专栏 1：甘肃省金融机构利率定价行为特征分析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甘肃省金融机构不断加强利率定价机制建设，完善利率定价策略，

基本形成了差异化的利率定价格局，但在自主定价能力、利率风险管理以及利率定价人才培育等方面仍

需改进。目前，甘肃省金融机构利率定价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利率定价管理组织架构基本确立。甘肃省金融机构普遍成立了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利率定价

委员会或利率管理领导小组等利率管理决策机构，负责审定利率管理政策、利率定价目标、利率定价策

略和利率执行方面的重大事项，并根据政策规定授权执行部门行使相关职能。但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法

人金融机构这些内部决策机构所发挥的作用基本停留在表面上，利率定价方式仍然较为简单粗放。 

二是利率定价策略进一步完善。在存款定价方面，金融机构按照客户属性、历史贡献、价格敏感度

等要素，同时参考同业的利率竞争及客户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进行综合定价。在贷款定价方面，各金融机

构在不同贷款产品基础定价之上，综合考虑客户的风险等级、贷款期限、担保、抵质押条件以及其他业

务贡献等因素进行定价。当前，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定价水平仍参差不齐，城商行建立了内部资金转

移定价系统，但尚未运用到成本核算和效益考核；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仅建立了定价模型和简单的定价系

统，在定价技术和系统支撑方面较为薄弱。 

三是差异化的定价格局基本形成。从存款定价情况看，各金融机构存款定价分化趋势明显，精细化

程度进一步提高。全国性银行在甘肃省分支机构的挂牌利率浮动倍数普遍在 1.17 倍-1.33 倍之间，地方

法人金融机构挂牌利率浮动倍数主要在 1.3 倍-1.4 倍之间。从贷款定价情况看，金融机构普遍建立了额

度授权管理体系和针对客户的内部评级体系，能够针对不同客户分层定价。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科学定

价能力和定价水平依然比较薄弱，定价机制建设较为滞后。 

四是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初显。甘肃省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有效促进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在

利率定价方面的自律和协调，对促进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强化财务硬约束、提高自主定价能力发挥

了积极作用，也为促进产品创新、培育和完善市场基准利率创造了有利条件。 

下一步，金融机构应加强定价机制建设，着力建设和完善利率定价系统、利率定价模型、利率风险

管理，进一步加快利率定价人才的培养，切实提升自主定价能力。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应充分发挥自

律协调作用，引导金融机构科学合理定价，维护公平有序的利率市场秩序。 

 

（二）证券业加快发展，市场融资功能

进一步增强 

1．证券业资产规模不断扩大。2015 年末，甘

肃省有 1 家证券公司，12 家证券分公司，87 家证

券营业部；有 1 家法人期货公司，8 家期货营业部，

1 家境外期货持证企业。法人证券公司华龙证券总

资产 280.2 亿元，同比增长 93.6%；法人期货公司

华龙期货总资产 9 亿元，同比增长 114.7%。 

2.证券机构经营业绩大幅增长。受上半年证

券交易量快速增长带动，全省证券期货机构经营

效益显著增加。2015 年，全省证券经营机构证券

交易额同比增长 200.2%，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61.5%，净利润同比增长 189%。全省期货经营机

构期货交易额同比增长 73.3%，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1.1%，净利润同比增长 117.3%。 

3.股票融资较快增长。2015 年末，甘肃省共

有上市公司 27 家，较上年增加 1 家。其中主板上

市公司 21 家，中小板 4家，创业板 2 家。全年全

省A股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市场累计募集资金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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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加 66.9 亿元。全省拟上市公司共 10

家，其中 1 家首发申请获核准，3 家已上报申请材

料，6 家处于辅导期。 

表 3  2015 年甘肃省证券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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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27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108.7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418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58

        中期票据筹资额（亿元） 167  
注：当年国内股票（A 股）筹资额指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

融资。 

数据来源：甘肃证监局。 

 

（三）保险业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保障

功能显著增强 

1.保险业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2015 年，全

省共有 24 家保险市场主体，其中财险公司 12 家，

人身险公司 12 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 33 家，保

险兼业代理机构 4172 家。受益于保险代理人准入

制度改革，全省保险业从业人员大幅增加，年末

达到 9.1 万人，较年初新增 2.4 万人。 

2.业务平稳较快发展。2015 年，全省保险业

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256.9 亿元，增长 23.2%，同

比提高 7.5 个百分点，创五年来新高。其中，受

大病保险带动，全省健康险业务发展迅速，保费

收入同比增长65.8%。全年累计发生赔付支出92.8

亿元，同比增长 9.9%。其中，产险公司赔付支出

额同比增长 26.8%。 

3.服务领域显著拓宽。2015 年，全省保险业

不断拓宽服务保障领域，为地方经济发展、企业

经营和居民生活提供的风险保障水平不断提升，

全年共承担各类风险保障 10.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8%。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在全省推开，参保人员

达到 2229 万人，覆盖全省 86.3%的人口，全年为

13.9 万群众支付补偿金额 4.4 亿元。农业保险“扩

面、提标、增品”取得成效，全年农业保险累计

实现保费收入 7.7 亿元，同比增长 13.7%，累计向

51.4 万受灾农户支付 5.2 亿赔款，同比增长

34.7%。责任保险有效推进，校方责任险实现中小

学全覆盖，医疗责任险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覆盖率

达 80%，部分企业强制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责任

险在财产险中的占比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0.4 个百

分点。 

表 4  2015 年甘肃省保险业基本情况 

项        目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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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4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2

               人身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2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56.9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97.3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59.6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92.8

保险密度（元/人） 988.2

保险深度（%） 3.8  

数据来源：甘肃保监局。 

 

（四）金融市场运行平稳，融资规模稳

步扩大 

1.社会融资规模保持较快增长。2015 年，甘

肃省社会融资总量达到 3441.5 亿元，同比增加

302.9 亿元，其中贷款占比为 75.8%。全省非金融

类企业通过交易商协会注册在银行间市场累计发

行各类债券 386 亿元，甘肃银行成功发行 32 亿元

二级资本债。超短期融资券和二级资本债券实现

首次发行，全省债券发行品种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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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图 5  2015 年甘肃省社会融资规模分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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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市场交易活跃。甘肃省银行间债券市

场成员债券交易呈现前高后低走势，全年成交额

98331亿元，增长90%，其中回购交易占比为74.6%。

同业拆借市场交易稳定增长，拆借利率明显下降，

甘肃辖内同业拆借市场成员全年成交金额 143.3

亿元，同比增长 6.5%，全年各品种加权平均利率

为 3.1%，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 

3.票据业务快速增长。2015 年，甘肃省辖内

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签发银行承兑汇票2452.5亿

元，增长 53.6%。票据贴现累计发生 2470.7 亿元，

增长 24.1 %。贴现利率呈下行态势，全年银行承

兑汇票贴现加权平均利率为 4.1%，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 

表 5  2015 年甘肃省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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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78.8 481.3 357.5 690.4 0.8 1.7

2 1034.3 1358.8 508.3 1448.0 11.3 13.3

3 949.5 1849.9 369.8 1953.8 34.0 132.0

4 930.6 2452.6 395.5 2470.8 62.7 281.5

贴  现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季度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表 6  2015 年甘肃省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现

利率 

单位：%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票据买断 票据回购

1 5.3 0.0 5.4 5.7

2 4.1 5.0 4.3 3.7

3 3.8 4.4 3.6 3.4

4 3.4 5.0 3.4 3.6

贴  现 转贴现
季度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五）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金

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1.信用体系进一步完善。2015 年，“甘肃省社

会信用信息平台”和“信用甘肃”网站成功上线

运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信息采集和应用

范围进一步扩大。制定出台《关于全面推进中小

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累计补充

完善 6.3 万户小微企业信用信息，为 427.5 万农

户建立了信用档案，评定信用农户 362 万户，有

效改善了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环境。 

2.支付服务环境持续改善。2015 年，甘肃省

第二代支付系统安全平稳运行，全年共处理业务

5192.6 万笔，金额 33.9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0.8%和 26.2%。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偏远农村

地区特色支付结算业务不断拓展，截至 2015 年末

全省农村地区共设立助农取款服务点 24868 个，

布放 ATM 机 8521 台、POS 机 133803 台。 

3.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体系不断完善。

2015 年，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继续推进

“12363”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咨询投诉电话规范运

行，全年共受理金融消费者咨询 1171 余件，受理

投诉 180 件，办结率达 100%。甘肃省银行业金融

机构全面上线运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信息管理系

统，实现了金融消费者咨询投诉受理、处理的电

子化和规范化。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5 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地区生产

总值达到 6790.3 亿元，增长 8.1%，同比回落 0.8

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的趋势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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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图 6  1979～2015 年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

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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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需稳定增长，对外贸易开创新

局面 

1.投资增速前低后高。2015 年，在“6873”

交通突破行动和“6363”水利保障行动的推动下，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步企稳回升，增速由上

半年的 5.6%，回升至全年的 11.2%。从结构上看，

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30.8%；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2.7%；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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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图 7  1981～2015 年甘肃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及其增长率 

 

2.消费需求增长平稳。2015 年，全省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907.2 亿元，增长 9%，年内消

费增速保持平稳。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8.1%，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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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图 8  1979～2015 年甘肃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及其增长率 

 

3.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丝

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建设战略的驱动下，甘肃对

外开放全面推进，与 33 个国家建立 51 对国际友

好城市，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武威保税物流中

心封关运行，兰州、敦煌航空口岸对外开放，新

增15条国际及地区航线，开通2条国际货运班列，

开创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新局面。2015 年，全省实

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497.7 亿元，下降 5.4%，其中

出口总额362.1亿元，增长 11.2%；进口总额 135.6

亿元，下降 32.3%。随着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外商

投资额保持快速增长，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

资 1.1 亿元，增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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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图 9  1979～2015 年甘肃省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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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图 10  1985～2015 年甘肃省外商直接投资额及

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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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次产业稳步发展，产业结构进

一步优化 

2015 年，甘肃省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三次产

业增加值比例为 14.1：36.7：49.2，第三产业对

经济的贡献度大幅提高。 

1.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加快。现代农业综合配

套改革加快推进，累计设立县级农村土地流转服

务中心 85 个，乡镇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站 1086 个，

村级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点 11817 个，土地流转面

积 970.7 万亩。粮食总产量 1171.1 万吨，增长

1.1%，连续 12 年实现丰收。蔬菜、中药材、水果

等特色优势农业发展较快，产量分别增长 6.9%、

8.9%、8.6%。 

2.工业经济增速放缓。受需求不足、产能过

剩、工业品价格持续走低等因素影响，自 5 月起，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呈现连续回落

态势。全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6.8%，增速较上年回落 1.9 个百分点。

能源型、资源型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以原材料

为主的传统支柱产业受到较大冲击，全年电力、

煤炭、冶金行业工业增加值分别下降 3.8%、6.2%

和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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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图 11  1979～2015 年甘肃省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3.第三产业加快发展。2015 年，全省第三产

业增加值增长 9.7%，较全省经济增速高 1.6 个百

分点；占生产总值比重接近 50%，较上年提高 5.2

个百分点。 

（三）价格指数低位运行，劳动力成本

上涨 

1.物价水平保持稳定。2015 年，甘肃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进入“1 时代”， CPI 上涨 1.6%，涨幅

同比回落 0.5 个百分点，比全国高 0.2 个百分点。

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七升一降”，衣着和烟酒

类价格上涨较多，均上涨 3.1%，交通和通信价格

下降 1.4%。 

2.生产价格持续下行。2015 年，受主要工业

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等因素影响，全省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均

下降 13%。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1.4%，

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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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图 12  2001～2015 年甘肃省居民消费价格和生

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3.劳动力成本不断走高。2015 年，劳动力价

格持续上涨，城镇、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分别增

长 8.5%、12.5%，城市、农村低保标准分别提高

10%、11%。全省就业保持稳定，城镇新增就业 43.7

万人，比上年增加 0.2 万人。 

（四）财政收入稳步增长，民生类支出

力度进一步加大 

2015 年，全省财政收入保持平稳增长，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743.9 亿元，增长 10.6%。受经济下

行、企业效益下滑影响，税收收入增幅放缓，同

比增长 8.1%。全省财政支出快速增长，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2964.6 亿元，同比增长 16.7%，增幅同

比提高 6.7 个百分点。财政支出进一步向民生领

域倾斜，支出结构不断优化，农业、教育、文化、

医疗卫生等10类民生支出2309亿元，增长19.7%，

占总支出的比重达到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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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图 13  1979～2015 年甘肃省财政收支状况 

 

（五）节能环保工作积极推进，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 

依托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建设平

台，甘肃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生态环境进

一步改善。加快发展清洁能源，积极开发生物质

能、地热等清洁能源，光电、风电装机达到 600

万和 1260 万千瓦，分别居全国第 1和第 2 位。着

力推动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强化排污许可管

理，完成 38 家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

工作，重点推进兰州、平凉排污权交易试点和天

水节能量交易试点。2015 年，甘肃国家循环经济

示范区基本建成，绿色发展取得实效，超额完成

“十二五”节能降耗目标任务。 

专栏 2：强化政策支持  推进服务创新 全面深入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工作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确定了“信贷投向精准、金融服务精准、政策工具精准、信用

培育精准”的金融扶贫工作目标，着力构建“机制建设、政策扶持、工具引导、产品创新、服务保障”

五位一体的金融精准扶贫体系，取得良好成效。 

甘肃省金融助推精准扶贫工作经验。一是创新金融扶贫工作机制。联合扶贫、财政等部门，实施“金

融精准扶贫攻坚行动”，筹资 20 多亿元在每个贫困县建立了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整合各类扶贫资金 300

多亿元，用于扩大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机制建设。推动国家开发银行、甘肃银行等金融机构与贫困县区

建立对口帮扶与合作机制。二是加大金融扶贫政策支持。将“定向降准”、差别存款准备金、支农再贷款

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向贫困地区倾斜，全省支农再贷款限额 60%投向贫困地区。创建支农再贷款示范区，

严格支农再贷款资金利率和投向要求，引导扩大贫困地区农户、企业贷款投放，推动贷款成本下降。三

是提升金融扶贫精准度。全面推进金融扶贫主办行制度，110 多家贫困县区金融机构与 3200 多个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签订合作协议。研究推出总规模 400 亿元的精准扶贫专项贷款，协调省市县三级政府建立 10

亿元风险补偿基金。四是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创新。全省金融机构创新推出“金薯宝”、“惠陇通”、“药材盈”

等 80 多个特色鲜明、贴近“三农”需求的信贷创新产品，受益农户 290 多万户。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林权以及日光温室、养殖圈舍、农机具等抵质押贷款模式，有效拓宽了担保

物范围和融资渠道。五是提升扶贫金融服务水平。支持金融机构在贫困地区增设服务网点，有序布放自

助终端设备，设立村级金融便民服务点 1.1 万个，将金融服务延伸至三分之二以上的行政村。积极培育

贫困地区农村信用环境，创建了庆阳、定西、武威等农村信用体系试验区，累计为贫困地区 310 多万户

农户建立信用档案。 

甘肃省金融扶贫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贫困地区普遍缺乏具有一定规模、技术、市场优势的涉

农大企业、大基地，对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对金融资源的吸纳能力不足。二是贫

困地区自然环境艰苦，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通讯网络建设水平制约着电商扶贫、网上银行、村级助

农取款服务站点的发展和建设。三是贫困县区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大部分乡镇仅有 1家农村合作金融

机构网点，机构网点少、人员缺乏、业务素质低、主动服务意识差等问题较为普遍。四是部分贫困地区

信用环境欠佳，贫困户信用意识淡薄，一些贫困户因有不良记录，难以继续获得银行贷款支持。 

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将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总体部署，综合运用信贷政

策支持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督促全省金融机构深度融合联动，协同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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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房地产市场逐渐回暖，现代服

务业加快发展 

1.房地产开发、房屋销售、房地产贷款等指

标平稳增长。2015 年，房贷首付比例下调、降息、

放宽二手房交易征税门槛等多重利好政策先后出

台，棚户区改造项目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大

力推进，甘肃省房地产市场表现出明显的回暖走

势，各项房地产贷款均保持较高增速。 

随着房地产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市场预期发

生扭转，购房者信心有所恢复，甘肃省房地产市

场运行良好。全省房地产投资达 768.1 亿元，同

比增长 6.5%，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5.5 个百分点。

全省新建商品住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增长

7.8%和 17.5%，增速在西北五省中均位列第一。

重点城市房价有所下降，但降幅逐渐收窄，兰州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降幅由1月份的3.5%缩小至12

月份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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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甘肃省统计局。 

图 14  2002～2015 年甘肃省商品房施工和销售

变动趋势 

 

受房地产市场回升影响，商品住房开发贷款

和个人住房贷款快速增长。2015 年末，全省房产

开发贷款余额 585.3 亿元，同比增长 68%。其中，

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余额 345.2 亿元，同比

增长 87.7%。全省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722 亿元，

同比增长 29.2%。个贷业务执行基准利率和下浮

的比重上升，购房者利息成本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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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图 15  2015 年兰州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变动趋

势 

 

2.现代服务业发展形势良好。现代服务业发

展状况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活力、发展潜

力和竞争力关系密切，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推动甘

肃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是扩大

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支撑。近年来，甘肃

省在对交通运输、邮政等传统服务业进行提质改

造的同时，大力发展信息技术、现代物流、文化

旅游等新兴服务业，制定出台了加快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旅游业改革发

展、甘肃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景区总体规划

纲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全省现代服务业保持快

速发展。2015 年，全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同比增长 51%，文化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2%，

全省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25%。 

结合甘肃现代服务业发展重点和布局规划，

金融机构将现代服务业发展作为信贷政策支持的

重点，从信贷管理、金融服务、市场融资、信用

体系建设等多方面改善对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

业、科技服务业、文化旅游业等行业的金融服务，

加大对现代服务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截至 2015

年末，全省以文化旅游为龙头的服务业贷款余额

5286.2 亿元，同比增长 34.9%，占各项贷款余额

的 38.5%。 

三、预测与展望 

2016 年，甘肃省经济金融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但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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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攻坚战略的深入实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仍处

于政策机遇、市场机遇和平台机遇多重叠加的战

略机遇期，在基础设施、产业、科技、生态、民

生等领域还有大量项目亟需建设，在社会创业创

造、民营资本投资、新兴产业培育、城镇化带动

等方面还大有潜力可挖，这些决定了甘肃省经济

仍将保持平稳增长。预计 2016 年全省经济增速将

保持在 7.5%左右。从物价形势看，由于大宗商品

价格持续低位运行，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预

计全省物价水平将保持稳定。 

2016 年，甘肃省金融业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发

展态势。全省金融机构将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认真贯彻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优化增量，保持

灵活适度，大力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切实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促进全

省经济金融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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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甘肃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2月，甘肃省决定实施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3510”行动。 

2月26日，全省金融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 

4月，甘肃省决定实施“6873”交通突破行动，即从2015年起用6年时间，完成投资8000亿元以上，

建成公路、铁路70000公里以上，实现全省对内公路畅通、铁路畅通、航路畅通3大突破。 

6月，甘肃省出台《关于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意见》，制定“1+17”精准扶贫工作方案，实施总

规模400亿元“精准扶贫专项贷款工程”。 

6月17日，甘肃省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成立。 

7月6日，第二十一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活动共签约合同项目1292个，签约总额6973.2

亿元。 

8月21日，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通过国家十部委验收，正式挂牌。 

11月29日，兰州农村商业银行揭牌开业。 

12月，甘肃省出台《甘肃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实施方案》，提出实

施“13658”战略。 

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甘肃省西和县、金川区、凉州区、陇西县、临夏县和金塔

县开展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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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甘肃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甘肃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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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12.5 14519.1 15016.2 14942.5 15261.9 15577.4 15678.2 16031.3 16096.7 16256.1 16155.9 16299.5

        其中：住户存款 6973.0 7245.0 7360.3 7280.1 7256.0 7424.1 7428.9 7474.5 7604.5 7571.5 7616.7 7804.5

                   非金融企业存款 4617.5 4443.6 4643.7 4618.5 4806.4 4897.2 4866.5 4989.8 4986.8 5151.9 5115.6 5288.9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539.5 6.6 497.1 -73.7 319.4 315.5 100.8 353.1 65.4 159.3 -100.2 143.6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1.0 18.3 17.8 16.8 16.0 12.4 14.0 16.7 15.0 16.6 15.0 16.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1331.7 11541.1 11836.7 12049.3 12231.2 12644.8 12752.0 12836.3 13025.2 13220.0 13428.0 13728.9

        其中：短期 3969.5 4038.5 4150.1 4216.5 4296.9 4441.3 4459.6 4500.9 4528.2 4561.5 4585.6 4662.3

                   中长期 6623.4 6761.3 6893.8 7004.2 7086.8 7203.2 7296.5 7406.7 7550.7 7718.1 7860.9 8066.6

                   票据融资 300.7 300.9 358.3 386.2 400.2 519.6 504.9 416.2 403.8 390.7 430.4 458.2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53.9 209.4 295.6 212.6 181.9 413.7 107.2 84.4 188.9 194.8 208.0 300.9

        其中：短期 56.0 69.0 111.7 66.3 80.4 144.5 18.3 41.2 27.3 33.3 24.0 76.8

                   中长期 168.9 138.0 132.4 110.4 82.6 116.4 93.3 110.2 144.0 167.4 142.8 205.8

                   票据融资 25.4 0.2 57.4 27.9 14.0 119.5 -14.7 -88.7 -12.4 -13.1 39.7 27.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4.9 25.2 26.4 26.3 25.5 27.0 26.1 24.3 23.1 22.3 22.5 23.9

        其中：短期 18.0 18.0 19.8 20.7 20.4 20.9 21.3 21.2 19.0 17.8 18.1 19.1

                   中长期 26.6 27.1 26.7 25.9 25.0 25.0 24.1 24.0 23.7 24.3 24.5 25.0

                   票据融资 115.8 99.4 184.7 153.6 143.2 224.8 163.2 74.8 59.2 26.5 28.2 66.4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380.4 397.4 410.4 421.6 408.1 417.9 418.6 420.3 419.4 419.9 422.2 426.3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371.3 378.5 401.1 409.5 436.6 475.9 489.1 496.3 529.7 550.9 565.2 587.4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27.0 30.0 31.0 43.1 24.4 21.8 20.3 16.8 13.2 13.7 13.7 13.1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41.1 40.8 42.0 28.7 40.9 47.0 49.8 50.2 54.7 59.7 60.8 64.5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4455.5 14460.4 14953.2 14897.6 15209.7 15514.5 15582.0 15932.2 16001.3 16162.2 16062.4 16141.2

        其中：住户存款 6950.9 7221.9 7336.5 7255.8 7232.9 7400.2 7404.3 7448.7 7578.9 7547.0 7590.3 7776.8

                   非金融企业存款 4586.2 4411.3 4607.8 4601.6 4781.0 4862.8 4799.6 4921.2 4921.4 5087.1 5052.3 5163.1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92.9 138.3 626.2 671.4 748.8 853.7 163.2 682.9 799.5 247.3 502.2 -75.0

        其中：住户存款 85.8 271.0 114.6 -80.6 -22.9 167.3 4.1 44.5 130.2 -31.9 43.4 186.5

                   非金融企业存款 271.6 -174.9 196.6 -6.3 179.4 81.8 -63.3 121.6 0.3 165.7 -34.8 110.7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8.4 16.8 15.7 17.3 19.4 21.0 21.9 24.4 25.5 27.4 28.1 23.9

        其中：住户存款 11.9 16.2 14.9 15.7 15.2 14.1 14.7 15.5 14.6 15.2 14.7 13.1

                   非金融企业存款 39.0 26.1 22.2 18.1 18.4 9.0 8.1 12.3 10.1 12.8 11.6 19.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0937.6 11145.6 11432.7 11645.8 11813.1 12227.5 12344.6 12406.8 12586.7 12786.6 13034.6 13292.2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912.7 915.7 935.7 952.9 965.3 991.6 1008.1 1026.1 1047.6 1057.6 1081.2 1106.4

                    票据融资 300.7 300.9 358.3 386.2 400.2 519.6 504.9 416.2 403.8 390.7 430.4 458.2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54.0 208.0 287.0 207.7 167.3 414.4 117.2 62.2 179.9 199.9 248.0 257.6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1.8 3.0 19.9 17.2 12.4 26.4 16.5 18.0 21.5 10.0 23.7 25.2

                    票据融资 25.4 0.2 57.4 27.9 14.0 119.5 -14.7 -88.7 -12.4 -13.1 39.7 27.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6.4 26.7 27.6 27.4 26.4 28.0 27.1 25.0 23.6 23.0 23.4 24.4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7.8 26.9 24.7 24.6 22.4 22.2 23.2 22.8 22.5 21.9 21.3 22.8

                    票据融资 115.8 99.4 184.7 153.6 143.2 224.8 163.2 74.8 59.2 26.5 28.2 66.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9.6 9.6 10.3 7.3 8.5 10.3 15.7 15.5 15.0 14.8 14.6 24.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22.8 27.8 62.7 -1.1 11.7 49.3 138.2 86.6 103.0 85.1 113.0 307.7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64.2 64.3 65.8 66.0 68.3 68.3 66.6 67.2 68.9 68.3 61.5 67.3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6.6 -6.8 0.2 0.8 5.0 3.2 2.7 2.1 6.0 1.2 -5.7 4.4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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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甘肃省各类价格指数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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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 4.0 － -1.4 － 1.4 － -1.5

2002 － 0.0 － 0.4 － -1.6 － -2.1

2003 － 1.1 － 1.8 － 5.6 － 10.0

2004 － 2.3 － 7.4 － 12.5 － 14.3

2005 － 1.7 － 9.0 － 9.9 － 9.6

2006 － 1.3 － 4.4 － 8.8 － 9.5

2007 － 5.5 － 7.1 － 4.3 － 5.5

2008 － 8.2 － 14.7 － 10.2 － 4.9

2009 － 1.3 － -1.0 － -8.9 － -9.0

2010 － 4.1 － 1.7 － 14.4 － 15.0

2011 － 5.9 － 7.6 － 15.1 － 11.0

2012 － 2.7 － 5.2 － -1.3 － -3.2

2013 － 3.3 － 2.4 － -2.0 － -3.0

2014 － 2.1 － 2.5 － 2.4 － 3.3

2015 － 1.6 － -1.4 － -13.0 － -13.0

2014 1 - － － － － － － －

2 2.4 2.5 0.7 0.8 -3.1 -2.8 -5.5 -4.7

3 2.7 2.6 -0.1 0.5 -3.2 -3.0 -5.7 -5.0

4 1.9 2.4 -1.1 0.1 -2.9 -2.9 -3.6 -4.7

5 1.9 2.3 -1.0 -0.1 -2.1 -2.8 -1.0 -4.0

6 1.8 2.2 -1.6 -0.4 0.0 -2.3 0.2 -3.3

7 1.8 2.2 -1.5 -0.5 -0.6 -2.1 0.7 -2.7

8 2 2.1 -1.5 -0.6 -0.2 -1.8 -0.7 -2.5

9 2.1 2.1 -1.7 -0.8 -1.5 -1.8 -2.9 -2.5

10 2 2.1 -1.4 -0.8 -3.1 -1.9 -4.4 -2.7

11 2.1 2.1 -1.7 -0.9 -3.8 -2.1 -5.9 -3.0

12 2.4 2.1 -2.2 -1 -5.8 -2.4 -7.1 -3.3

2015 1 － － － － － － － －

2 1.7 1.5 -2.7 -2.6 -12.9 -11.2 -10.9 -10.4

3 1.5 1.5 -2.1 -2.5 -12.7 -11.7 -10.1 -10.3

4 1.5 1.5 -1.7 -2.3 -11.5 -11.7 -12.0 -10.7

5 1.5 1.5 -1.3 -2.1 -11.7 -11.7 -10.9 -10.7

6 1.6 1.5 -0.5 -1.8 -12.6 -11.8 -11.7 -10.9

7 1.6 1.6 -0.8 -1.7 -12.5 -11.9 -13.3 -11.2

8 1.8 1.6 -1.1 -1.6 -15.1 -12.3 -15.8 -11.8

9 1.6 1.6 -1.2 -1.5 -15.2 -12.6 -16.6 -12.3

10 1.5 1.6 -1.3 -1.5 -14.7 -12.8 -15.3 -12.6

11 1.5 1.6 -0.9 -1.5 -14.4 -13.0 -14.8 -12.8

12 1.3 1.6 -0.7 -1.4 -13.6 -13.0 -15.2 -13.0

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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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甘肃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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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129.7 - - 2612.9 - - 4630.5 - - 6790.3

    第一产业 - - 85.9 - - 186.7 - - 719.9 - - 954.5

    第二产业 - - 517.2 - - 1112.0 - - 1898.4 - - 2494.8

    第三产业 - - 526.6 - - 1314.2 - - 2012.1 - - 3341.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亿

元）
249.2 381.5 505.4 618.4 798.6 944.9 1083.7 1240.6 1373.3 1519.1 1662.0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158.2 650.9 1400.9 2389.6 3897.8 4763.6 5688.1 6704.2 7572.9 8080.6 8626.6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5.5 52.9 104.0 187.6 296.2 378.3 462.9 563.8 654.5 721.1 768.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

元）
- 459.1 675.5 896.9 1138.4 1375.3 1614.8 1857.1 2107.0 2368.7 2639.3 2907.2

外贸进出口总额（亿元） - 142.2 166.2 191.2 250.3 276.5 298.3 316.6 347.8 376.4 432.5 497.7

    进口 - 23.1 35.2 48.6 60.5 72.1 85.5 94.2 106.8 117.1 125.9 135.6

    出口 - 119.1 131.0 142.6 189.8 204.4 212.8 222.4 241.0 259.3 306.6 362.1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 96.0 95.8 94.0 129.3 132.3 127.3 128.2 134.2 142.2 180.7 226.5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亿美

元）
- 0.04 0.1 0.2 0.4 0.6 0.6 0.6 0.7 1.0 1.1 1.1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 -160.8 -372.9 -525.3 -720.8 -999.1 -1128.5 -1299.8 -1558.8 -1683.5 -1859.2 -2220.7

    地方财政收入 - 121.3 173.4 233.1 300.5 377.2 435.2 478.8 528.4 595.3 659.4 743.9

    地方财政支出 - 282.0 546.3 758.3 1021.3 1376.3 1563.7 1778.7 2087.2 2278.8 2518.6 2964.6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 - - - - - - - - 2.1

地区生产总值 - - 7.8 - - 8.0 - - 8.0 - - 8.1

    第一产业 - - 4.7 - - 5.0 - - 5.5 - - 5.4

    第二产业 - - 8.1 - - 8.1 - - 7.8 - - 7.4

    第三产业 - - 7.7 - - 8.2 - - 9.0 - - 9.7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7.8 7.6 7.9 8.2 7.6 7.4 7.3 7.2 7.1 6.9 6.8

固定资产投资 - 15.5 10.9 6.1 5.3 5.6 8.5 9.7 9.8 9.6 10.3 11.2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3.6 9.2 0.3 0.9 2.2 3.1 3.5 2.7 3.9 4.5 6.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0.5 9.4 9.3 9.1 8.6 8.6 8.5 8.7 8.7 8.9 9.0

外贸进出口总额 - -25.9 -28.6 -25.6 -11.8 -8.7 -7.4 -12.3 -17.2 -19.3 -13.6 -5.4

    进口 - -36.7 -41.6 -34.7 -33.5 -27.8 -22.6 -26.0 -31.3 -30.8 -32.1 32.3

    出口 - -23.4 -24.1 -21.9 -1.5 0.7 0.6 -4.8 -9.0 -12.8 -2.6 11.2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 14.0 22.0 9.0 2.0 9.0 3.0 -18.0 -10.0 16.0 9.8 10.0

地方财政收入 - 12.3 12.3 9.5 10.0 9.0 9.4 9.3 9.1 9.5 9.6 10.6

地方财政支出 - 13.6 11.6 20.9 10.0 13.8 14.8 15.7 13.9 15.8 16.9 16.7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