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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5年，青海省积极应对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主动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聚焦提质增效，推动产业创新升级，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金融业认真贯彻落实稳健货币政策的要求，着力推动金融改革

创新，加大对实体经济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推动产业转型和精准化扶贫，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稳

步增长，货币信贷与社会融资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2016年，青海省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生态保护优

先理念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在继续扩大有效需求的同时，着力加

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增强发展动能，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良

好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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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5 年，青海省金融业认真贯彻落实稳

健货币政策，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盘活存量、

用好增量，增加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

支持，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信贷总量平稳适度

增长，有力支持了地区经济平稳增长和产业转

型升级。 

（一）银行业经营稳健，信贷投放

平稳适度 

1.银行业金融机构平稳发展，资产规模持

续扩容。2015 年末，青海省银行业金融机构

资产总额 7732.9 亿元，同比增长 17.9%，增

速比上年上升 10.9 个百分点。全省银行业金

融机构个数和从业人数稳步增加，全年新增 2

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新设湟中三江村镇银行

和乐都三江村镇银行。 

表 1  2015 年青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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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9631 2936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27 571 2096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28 771 551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78 1676 704 1

五、城市信用社 0 0 0 0

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345 3985 951 31

七、财务公司 1 27 75 1

八、信托公司 1 343 62 1

九、邮政储蓄 181 900 272 0

十、外资银行 0 0 0 0

十一、新型农村机构 3 105 14 5

十二、其他 0 0 0 0

合             计 1096 18009 766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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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银监局。 

2.存款增速有所回升，结构性变化明显。

2015 年末，青海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同比增长 14.8%，增速较上年末提高 4.3个百

分点。从存款结构来看，住户存款占各项存款

的比重为 34.9%，较上年末下降 2.4个百分点；

非金融企业存款占比为 31.4%，较上年末上升

3.7个百分点。尤其是，非金融企业活期存款

较上年末同比多增 446.5 亿元，同比增长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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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图 1  2014～2015年青海省金融机构人民币

存款增长 

 

3.贷款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资金供给整体

稳定。2015 年末，青海省金融机构本外币贷

款余额比上年末增长 19.1%。其中，三次产业

贷款较上年分别增长 53.1%、1.3%和 32.4%，

涉农贷款余额占全省各项贷款余额的 36%，扶

贫贴息贷款、小型企业贷款、下岗失业人员小

额担保贷款同比分别增长 31.4%、14.6%、40%。 

在货币政策执行上，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

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关键领域和薄弱

环节的信贷支持。2015年累计发放再贷款 200

亿元，累计办理再贴现 46.3 亿元，年末再贷

款及再贴现余额 10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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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图 2  2014～2015年青海省金融机构人民币

贷款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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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图 3  2014～2015年青海省金融机构本外币

存、贷款增速变化 

 

4.表外业务快速增长，理财产品增加较

多。2015 年末，青海省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余

额 491.6亿元，较年初增加 258.2亿元，同比

增长 110.6%。 

5.贷款利率稳中有降，金融机构贷款差异

化定价趋势明显。经监测，青海省金融机构全

年各期限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水平比上年

下降 1.1个百分点。分机构看，国有商业银行

各期限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比上年下降1.1

个百分点，较全省平均利率水平低 0.2个百分

点；政策性金融机构各期限一般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比上年下降 1.3个百分点，较全省平均利

率水平低 0.5个百分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各

期限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比上年下降 1 个

百分点，较全省平均利率水平高 0.9 个百分

点；区域股份制商业银行各期限一般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比上年下降 1.1个百分点，较全省平

均利率水平低 0.2个百分点。贷款定价总体上

呈现“大行低、小行高”的格局。从企业看，

大型企业贷款中基准利率、下浮利率贷款占比

达 72.5%，中小微型企业贷款中上浮利率贷款

占比在 60%以上。 

表 2  2015年青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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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下浮 8.2 9.1 3.2 14.1 23.6 18.2

基准 40.8 47.5 47.2 24.3 31.3 20.3

小计 51.1 43.4 49.6 61.5 45.1 61.5

(1.0-1.1] 19.0 14.3 19.2 30.1 12.6 21.4

(1.1-1.3] 19.8 19.3 17.9 17.4 17.2 26.6

(1.3-1.5] 11.0 7.8 10.1 10.0 13.0 9.3

(1.5-2.0] 0.8 1.8 1.7 3.2 1.7 3.6

2.0以上 0.4 0.3 0.6 0.7 0.6 0.5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下浮 9.8 36.2 12.1 18.3 19.8 10.1

基准 37.1 20.5 37.0 31.5 30.1 50.3

小计 53.0 43.3 51.0 50.2 50.0 39.6

(1.0-1.1] 12.5 8.1 14.8 22.6 16.7 11.9

(1.1-1.3] 24.8 18.3 17.6 15.1 17.6 15.7

(1.3-1.5] 10.9 12.1 13.6 6.5 8.4 7.8

(1.5-2.0] 4.1 4.3 4.4 5.0 6.7 3.8

2.0以上 0.7 0.5 0.5 1.0 0.7 0.4

上

浮

月份

月份

上

浮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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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图 4  2014～2015年青海省金融机构外币存

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6.金融机构改革稳步推进，组织体系进一

步完善。2015年，农业银行青海省分行积极

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工作。青海

银行增资扩股 11.9 亿元，并延伸机构新设乐

都区、贵德县、互助县、湟中县等 6 个营业网

点和 2 家社区银行。农村信用社改制转型继续

推动，顺利完成共和农村合作银行改制工作，

全省已组建 7 家农村商业银行；由西宁农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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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发起成立的湟中三江村镇银行、乐都三

江村镇银行挂牌营业，全省村镇银行数量达到

3 家。民生银行西宁分行已完成选址等相关工

作，正在筹备开业事宜；光大银行西宁分行筹

建已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复。随着机构的不断增

加，青海省金融组织体系和服务体系逐步完

善。 

7.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下行压力较 

大。2015年末，青海省不良贷款指标呈现“双

升”态势，不良贷款余额 71.2亿元，比年初

增加 23.7亿元；不良贷款率 1.4%，比年初上

升 0.3个百分点。 

8.跨境人民币业务稳步推进。2015 年，

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联合省商务厅、省财政

厅等部门出台一系列促进外贸企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积极鼓励支持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成功办理首笔出口订单人民币融资业务，人民

币对外直接投资业务取得突破。2015 年末，

全省金融机构累计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85亿元，同比下降 25.5%，占同期国际收支总

额的 43.5%。

专栏 1：银行间市场助力青海发展成效显著 

 

近年来，在青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多方联动着力推进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作，积

极构建“双轮驱动”融资格局取得实效。 
一、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成为青海省企业直接融资的主渠道 

青海省通过银行间市场实现的融资增长迅猛，2015年全省 7家企业通过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务

融资工具 25 只，融资 2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7%，占地区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 23%，占企业债

券融资的 100%，与股票融资的比例为 3.8：1，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在全省直接融资

中居绝对主体地位。 

二、债务融资工具部分指标排名全国前列 

2015 年末，全省非金融企业累计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876.48 亿元；存续规模 619.2 亿元，均

创历史新高，债务融资工具余额占贷款余额比重为 12.4%,占 GDP 的比重为 25.6%，全国排名第 2

位，相对于青海经济金融总量，债务融资工作走在了前列。 

三、融资品种不断丰富 

2015年随着超短期融资券及永续票据的成功发行，融资品种取得新突破。目前全省非金融企

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品种为 5类，基本涵盖了债务融资工具的主要品种，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

不同行业的企业提供了不同层次的融资渠道。 

四、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通过发行债务融资工具，银行间债券市场有效降低了企业尤其是高信用等级企业的融资成本。

以 2015 年 12 月盐湖集团发行的短期融资券为例，其票面利率仅为 2.97%，大大低于同期贷款基

准利率，为企业节约了财务成本。 

五、支持了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 

目前，债务融资工具的支持范围涵盖了我省重点产业、区域发展主要行业以及公共事业、交

通运输、能源化工、保障房建设等多个领域，为青海省支柱行业发展和民生项目的建设提供了不

同程度的资金支持，发挥了重要的驱动作用。 

六、银行间市场参与主体多样化 

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积极推动青海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入银行间市场，2015

年有 4家金融机构加入市场，全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参与银行间市场交易量共计 4991.8亿元，同

比增长 54.7%。2015年青海银行申请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不超过 30亿元的专项用于小微企业的金融

债券，已获得人民银行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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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券业健康发展，多层次资

本市场建设扎实推进 

1.证券经营机构业务持续增长。2015年

末，青海省法人证券公司 1家，全年营业收入

6亿元，比上年增长 335.1%。营业范围由单一

的证券经纪业务向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承销与

保荐、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等多元化、综

合性业务转变。 

2.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取得成效。青海省

10 家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和资产重组活跃，全

年再融资规模 237.5亿元。贤成矿业风险处置

和资产重组工作完成，于 2015 年 6 月更名为

“青海春天”。 

表 3  2015年青海省证券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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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67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260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134

        中期票据筹资额（亿元）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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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证监局。 

 

3.期货业稳步发展。法人公司“财富期货”

完成股权变更，成为中金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更名为“中金期货”。2015年，中金期货累计

代理交易额 5436.1亿元，比上年增长 82.2%；

客户保证金余额 38.7 亿元，增长 60.7%。全

年净利润 0.2亿元，增长 101.2%。 

4.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扎实推进。2015 年

青海 1 家民营企业借壳上市获得证监会有条

件通过，1 家企业通过 IPO 审核；“新三板”

挂牌公司新增 2家。青海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企业达到 251家，全年发行债券 1.7亿元，交

易中心内部首单资产证券化项目成功完成，金

额 17亿元。 

 

（三）保险业稳步发展，保障功能

进一步增强 

1.保险业效益显著提升。2015 年末，青

海省共有保险公司分支机构 16 家，其中财产

险公司 8家，人身险公司 8家，较上年增加 1

家。全年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56.3 亿元，比

上年增长 22.1%；全省保险赔付支出 20.3 亿

元，增长 12.4%。 

   2.农业保险提质扩面。2015年，青海省农

业保险在原有险种基础上，新增藏香猪保险、

蔬菜价格指数保险；大田作物保险新增旱灾和

病虫草鼠害保险责任。大田作物全省承保面积

240.9 万亩，比上年增长 18.9%，冷水鱼承保

水域 33.1 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13 倍；藏系

羊、牦牛保险地域范围进一步拓展。 

表 4  2015年青海省保险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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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6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8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8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56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6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3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20

保险密度（元/人） 957

保险深度（%） 2  

数据来源：青海保监局。 

 

（四）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放缓，金

融市场交易活跃   

1.融资总量同比下降。2015 年，青海省

社会融资规模1111.8亿元，比上年下降21.3%。

分结构看，本外币各项贷款、直接融资和表外

业务分别占社会融资规模的 59.4%、23.1%和

17.5%。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比

上年分别少增 276.9 亿元和 94.2 亿元；非金融

企业境内股票融资较上年新增 66.6 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图 5  2015年青海省社会融资规模分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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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市场交易活跃。2015 年末，青海

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货币市场成交量共计

4991.8亿元，比上年增长 54.7%。其中同业拆

借 191.9亿元，增长 262%；质押式回购 3881.5

亿元，增长 40.4%；银行间市场现券交易累计

成交 598.0亿元，增长 46.2%。同业拆借加权

平均利率及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比上年

均有所下降，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充裕。 

3.票据融资快速发展。2015 年末，青海

省票据融资余额 40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64.7%，票据融资占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

19.2%，比上年上升 7 个百分点。地方法人金

融机构是开展票据融资的主力，转贴现是青海

省票据融资的主要方式。 

表 5  2015年青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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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3.9 49.6 244.9 32.3 0.0 0.0

2 116.8 112.3 306.3 95.3 0.0 0.0

3 130.4 174.6 361.0 140.0 0.0 0.0

4 124.3 229.5 402.2 178.5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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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表 6  2015年青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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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07 0.0000 5.2564 5.6512

2 4.7163 4.5897 3.8030 4.7348

3 3.6382 0.0000 3.4891 3.5106

4 3.3711 4.1861 3.2589 3.4707

贴  现 转贴现
季度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五）信用体系建设深入推进，金

融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信用体系建设持续深化。制定出台了《青

海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

及多项配套制度。累计为全省 2.4万户企业、

383.9万个自然人建立信用档案；建立农户信

用档案 61.9万份,占辖区农户总数的 71%；评

定信用县 4个、信用乡（镇）130个，信用村

1611个、信用户 33.8万户，深入开展精准扶

贫。 

农牧区支付服务进一步优化。2015年末，

全省累计设立惠农金融服务点 4121 个,较

2014年末增加709个，覆盖153个乡镇和2 478

个行政村，惠农金融服务乡镇覆盖率和村级覆

盖率分别达到 100%和 60%。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扎实推进。2015

年，青海省人民银行 18 家分支机构共受理金

融消费者投诉 136 件，投诉均得到了妥善解

决，办结率为 100%。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5 年青海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

持以生态文明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以

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新常态，积

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能力进一

步增强，民生得到持续改善，全省经济稳步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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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图 6  1978～2015年青海省地区生产总值及

其增长率 

 

（一）内需扩大外贸回暖 

1.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明显改善。2015 年

末，青海省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26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3%。其中，第一产业完

成投资 157.9亿元，比上年增长 13.2%；第二

产业完成投资 1467.5 亿元，增长 14.3%；第

三产业完成投资 1641.3亿元，增长 10.5%。 

2015 年末，全省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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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9.7亿元，比上年增长 14.5%，占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的 35.8%；全年完成惠民生投资

1291.1亿元，比上年增长 14.7%；现代服务业

投资中，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金

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520%、83.1%和 69.9%；工业优势产业投资中，

新能源业增长 18.7%、新材料业增长 60.3%、

装备制造业增长 24.5%、盐湖化工业增长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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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图 7  1980～2015年青海省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及其增长率 

 

2. 城乡居民收支和消费品市场呈现双

增。2015 年，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812.7 元，比上年增长 10.0%。全体居民人

均生活消费支出 13611.3 元，比上年增长

8.0%。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91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1.3%。 

2015 年全省限额以上企业通过公共网络

实现商品销售额 42.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7%；实现客房收入 1622.4 万元，比上年增

长 1.6倍；实现餐饮收入 238万元，比上年增

长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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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图 8  1978～2015年青海省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及其增长率 

3.出口总值增长较快。全年全省进出口总

值 119.9亿元，比上年增长 13.6%，其中，进

口总值18.1亿元，下降 50.0%；出口总值 101.8

亿元，增长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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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图 9  1978～2015年青海省外贸进出口变动

情况 

 

2015 年青海省实际利用外资额 0.6 亿美

元，比上年增长 9.8%。 

 

 

 

 

 

 

 

 

 

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图 10  1984～2015年青海省外商直接投资额

及其增长率 

 

（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2015 年，青海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

实效，呈现一产稳、二产优、三产增的新态势。

全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417.1 亿元，比

上年增长 8.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

为 208.9亿元、1207.3亿元和 1000.8亿元，

比上年分别增长 5.1%、8.4%和 8.6%。 

1.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2015

年青海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558.4千公顷，比

0

1

2

3

4

5

19
85

19
87

19
89

19
91

19
93

19
95

19
97

19
99

20
01

20
03

20
05

20
07

20
09

20
11

20
13

20
15

亿美元

-30

10

50

90

130

170

%

外商直接投资额（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长率(%)



 

10 

 

上年增加 4.7 千公顷，粮食产量稳定在百万

吨。高原现代生态农牧业加快发展，十大特色

农牧业产业带基本形成，河湟流域特色农牧业

百里长廊形成规模，特色作物种植比重达到

85.0%，全膜覆盖等新技术广泛运用，“菜篮

子”工程成效显著，蔬菜生产自给率提高到

73.5%，牧区畜棚入户覆盖率达到 51.3%。  

2.轻、重工业实现同步增长。全年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6%。按轻、重工业

分，轻工业增长 18.0%，重工业增长 6.3%。工

业优势产业增加值与上年相比,新材料增长

34.2%、新能源增长 29.7%、装备制造增长

22.0%、生物产业增长 21.9%、有色金属 11.8%、

轻工纺织增长 4.2%、盐湖化工增长 2.7%、油

气化工增长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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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图 11  1978～2015年青海省工业增加值增长

率 

 

3.服务业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以及简政放权等改革措施的推

动下，全省服务业加快发展。2015 年，青海

省旅游人数和总收入累计达到 9095 万人次、

824.5亿元。金融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

到 9.0%。城乡市场体系不断完善，青藏高原

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建成运营，新型商业模式和

交易手段快速兴起，健康养老、信息消费发展

迅速，新的增长动能加快形成。 

 

（三）价格在合理区间内波动 

1.居民消费价格小幅上涨。2015 年，青

海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6%，涨幅较上

年下降 0.2个百分点。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

呈现不同程度上涨。其中，食品类上涨 2.5%，

衣着类上涨 5.1%，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类上涨 3.1%，居住类上涨 3.2%，医疗保健和

个人用品类上涨 2.3%，交通和通信类上涨

0.4%；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上涨 1.4%，

烟酒类上涨 1.4%。 

2.工业生产者价格持续下降。2015 年，

青海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

分别下降 6.9%和 2.3%。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比

上年上涨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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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图 12  2001～2015年青海省居民消费价格和

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3.最低生活保障提升。社保体系不断健

全，五大保险参保率均达 98%以上，在全国率

先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统一和全覆盖。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连续 11 年增长，人均达

2910 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医保筹资标

准分别提高到 125元和 550元。全省每千名老

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提高到 30张。 

 

（四）财政用于民生支出稳步增加 

2015 年青海省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381.1亿元，比上年下降 1.1%。其中，地方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 267.1 亿元，增长 6.1%；上

划中央“四税”收入 114亿元，下降 14.6%。

从主要税种看，消费税增长 57.5%，营业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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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5.1%，增值税下降 32.9%，个人所得税下

降 9.2%，企业所得税下降 4.9%，资源税下降

5.3%。 

2015 年青海省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150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7%，增幅提高

2.0 个百分点。其中节能环保支出增长 54.2%；

城乡社区支出增长 37.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增长 27.9%；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增长

24.0%；农林水支出增长 7.7%；教育支出增长

5.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增长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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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1978～2015年青海省财政收支状况 

 

（五）环境治理与保护取得成效 

2015 年青海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

源消费量 2073.6 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1.7%。单位 GDP 能源消耗与上年相比降低

5.5%，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较上年降

低5.5%，六个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同比呈“两

升四降”。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业、有色金属冶炼压延业、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分别下降 1.8%、2.3%、2.1%和 0.3%，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分别增长 8.2%和 0.3%。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主要能源品种消费量同比均呈下降趋

势，原煤、焦炭、电力、天然气与上年相比分

别下降 8.2%、4.2%、6.9%和 9.9%。 

截止 2015 年底，青海省共建成城镇污水

处理厂 52 座，设计处理规模 70.1 万吨/日。

其中已建成投运 26 座，处理规模 54.4 万吨/

日；试运行 20 座，处理规模 10.6 万吨/日；

正在建设 6座，处理规模 5.2万吨/日。 

青海省生态文明先行区建设全面推进，经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批准，中国三江源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三江源一期工程圆满

完成、二期工程全面实施；祁连山生态保护、

三北防护林等重点生态工程有序推进；青海湖

水域面积为 15 年来最大，全省森林覆盖率提

高 1.1个百分点，湿地面积跃居全国首位。 

专栏 2：攻坚克难  全力推进精准扶贫 

 

2015年青海省委、省政府将扶贫开发摆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安排部署，全力推进精准扶贫，

全年减少贫困人口 20.1 万人，全省贫困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 2010 年的 3464 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6861元，年均增长 14.7 %，高于全省平均增长水平。 

一、高度重视，顶层部署。在扶贫政策上国家加大了对青海倾斜力度，国务院扶贫办将青海

省纳入全国 6 个旅游扶贫试点省份、6 个光伏扶贫试点省份、全国电商扶贫“双百示范行动”试

点省份；实施国家旅游扶贫试点项目 53 个；在 8 个县建设分布式光伏扶贫电站 150 兆瓦，带动

8333户贫困户增收。青海省委、省政府强化组织领导，高层谋划部署，省委书记、省长直接担任

省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开展了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扶贫攻坚“蹲点大调研”。 

二、优势互补，全力推进。青海省相关部门明确扶贫攻坚责任，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省

交通运输厅、省农牧厅等部门发挥各自优势，抱团发力，积极协调推进行业和部门扶贫政策的制

定和落实；省发改委、省旅游局、省交通运输厅、省教育厅等部门结合自身职能参与实施旅游扶

贫、光伏扶贫、易地扶贫等，在全省范围内全力推进扶贫工作。 

三、责任细化，分工到人。青海省积极细化落实扶贫开发责任，建立领导干部联县联乡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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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深化推进精准帮扶、扎实开展驻村帮扶，把“治穷、治弱、治乱”作为扶贫工作总体目标，

在全省范围内按照选派“能人”、“强人”、实干人要求，选出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 7865 名，全

省 39 名省级领导分别联系 39 个贫困县，276 名市州领导分别联系 221 个乡镇，1123 名县处级干

部分别联系 1050 个贫困村。在此基础上深化精准识别机制，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在全国率

先实现低保和扶贫标准“两线合一”，完成全省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工作，对全省 1622 个贫困村进

行再审核，列出重点贫困村 970个，一般贫困村 652个，识别贫困对象 16万户 52万人。 

四、金融创新，精准助推。全省金融部门创新金融扶贫机制，强化政银合作，人民银行西宁

中心支行与省扶贫局、省财政厅等部门共同启动“金融支持精准扶贫青海行动”，在全国率先建立

扶贫开发金融服务主办银行制度。人民银行西宁中支牵头在全省创建以贫困户为点、贫困村为面、

贫困县为片的“点、面、片”相结合的三级联动机制，对贫困区域进行细化，将责任落实到人，

在 1366个村开展精准扶贫金融服务工作。建立扶贫贷款贴息和风险防控机制，对建档立卡贫困户

提供 5 万元以下、3 年期以内的贷款，并按基准利率给予全额贴息；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特色

优势企业吸纳贫困户的,分别按基准利率 50%和 30%给予贴息贷款。2015年青海省落实金融扶贫资

金 24亿元，同比增长 179%，占各类扶贫资金的 44%，其中扶贫开发金融服务主办银行发放精准扶

贫贷款 11.4亿元。 

五、营造气氛，提气鼓劲。青海省加大扶贫舆论宣传工作，通过组织媒体记者团深入贫困地

区开展专题采访等方式，推介“扶贫开发青海模式”和营造脱贫攻坚浓厚氛围。2015年在中央和

省级各类媒体刊稿 605 条，其中中央媒体 101条，省级媒体 225条，各类网络媒体 279条。 

 

（六）房地产市场稳步发展，科技

创新推动经济发展 

1.房地产业平稳运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

深入调整和金融新政的陆续出台，青海省房地

产市场下行趋势有所放缓。 

（1）房地产投资稳定增长。2015年，全

省房地产开发投资 336 亿元，比上年增长

9.0%，其中，住宅投资 201.4亿元，增长 5.6%。 

（2）新开工房屋面积企稳回升。2015年

全省新开工房屋面积 785.5 万平方米，比上年

增长 13.6%，增速较上年提高 32.8个百分点，

保障性住房新开工面积 600.1万平方米。其中

廉租住房与公共租赁住房共计 2.1万套，新开

工面积 82 万平方米；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新

开工 6.5万套，新开工面积 518.1万平方米。     

（3）房屋待售呈现上升趋势。2015年全

省商品房销售面积 393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5.5%；商品房销售额 206 亿元，比上年下降

2.5%。全省房屋待售面积 264.3万平方米，比

上年增长 28.0%，其中住宅待售面积 189.4万

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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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青海省统计局。 

图 14  2002～2015年青海省商品房施工和销

售变动趋势 

 

（4）商品房销售价格呈现一升一降。西

宁市新建住房销售均价 4712元/平米，同比下

降 5.0%。2015年 12月末西宁市二手房交易均

价 3295元/平米，同比增长 4.6%，新建住房

与二手房价差收窄。 

（5）房地产贷款增长放缓。2015 年，青

海省房地产贷款余额 649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8%，增速较上年下降 30.1%。其中，房地

产开发贷款 44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37.2%；

个人住房贷款 15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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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较上年下降 13.1%；土地储备贷款 90.4

亿元，比上年增长 0.7%；保障性住房贷款 25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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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图 15  2015年西宁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变动

趋势 

 

2.科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5 年

青海省组织实施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301项，总

经费 62.3亿元，科技投入 20亿元。实施完成

(验收)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207 项，新增产值

31.4 亿元。登记各类科技成果 445 项，比上

年增长 10.7%；申请专利 2590件，增长 68.8%，

授权专利达到 1217 件，增长 96.6%；专利实

现质押融资 3.5亿元，是上年度的 9.8倍。设

立了青海科技创新投资、青海国科创业投资和

青海华控科技创业投资等 3 只科技型中小企

业投资基金总规模达 5 亿元，到位资金 3.1亿

元。 

2015 年，青海省重点推动食品质量安全

溯源和电子商务相结合，电子商务平台入驻企

业近 60家，98个品牌，1800款产品，实现农

产品电子商务交易 2000 万元。主动推送平台

已覆盖 17个县区，1651 个行政村，17.6万户

农牧民，380 多万亩耕地，并为 1029 个涉农

协会、企业等经营主体建立信息服务站。 

2015年，青海省高新技术企业达 109家，

比上年增长 27%，实现工业总产值 315亿元，

比上年增长 31.8%，高新技术企业工业增加值

66.2 亿元。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创

新型企业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拉动青海省

经济持续增长。 

（七）“四区两带一线”战略深入实

施 

青海省东部城市群加速崛起，“一核一带

一圈”空间布局加快形成，成为兰西经济区的

重要增长极和引领全省发展的先导区。西宁城

市现代化进程加快，百公里绕城高速环线建成

并免费通行，“外环内网”交通格局基本形成，

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海东核心片区建设全

面推进，产业园区发展取得明显突破。柴达木

循环经济试验区建设初具规模，资源综合开

发、产业耦合发展步伐加快。环湖地区生态旅

游、现代生态畜牧业成效显著，青南地区生态

保护与发展和谐共进。城乡统筹加快推进，海

东撤地建市，玉树撤县设市，城市建设进入布

局优化、多点支撑的新阶段。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五年新增城镇户籍人口超百万，城镇化率

达到 50.3%。启动实施“美丽城镇”和“美丽

乡村”建设，全省 32个城镇、近 1500个村庄

面貌焕然一新。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项目相继建成。支持果洛加快发展，实施青甘

川交界地区平安与振兴工程，玉树灾后重建目

标全面实现，成为全国藏区的标志性新城。 

三、预测与展望 

2016 年青海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

标是：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效益的基础上，

生产总值增长 7.5%左右，新增城镇就业 6 万

人，农牧民转移就业 105万人次，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9%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控

制在 3%左右，主要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保持

在 75%以上，湟水河出境断面水质达标率达到

83%以上，节能减排目标控制在国家规定目标

以内。优化投资结构，强化基础支撑，确保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左右。大力发展特

色、高效、有机和品牌农牧业，形成结构更加

合理、保障更加有力的农畜产品供给体系，确

保一产增长 5%左右。挖掘消费潜力，扩大消

费需求。提升传统消费，发展新型和中高端消

费，确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左右。

启动实施“出口自主品牌培育计划”和“千

万美元潜力企业培育计划”，力争进出口总额

增长 10%左右。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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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商品贸易、人文交流、

合作平台打造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推行精

准招商、以商招商、中介招商、集群招商，吸

引更多高端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项目落地我

省，力争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增长 10%以上。 

2016 年青海金融业将继续贯彻稳健货币

政策，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营造适宜的货

币金融环境。重点做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

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

融服务工作，加大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力度，深

入推动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移动金融”，

继续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的金融服

务。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总  纂：林建华 

统  稿：贡伟宏  贾丽均 

执  笔：邵  辉  马启军  邸小宁  尹进鹏  陈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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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雯雯  杨  措  张  新  吴俊成  汪金祥  孙小丽  苑  洁  赵咏梅 

                何  丛  唐娟娟  程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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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青海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3月3日，玉树三江源冬虫夏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新三板”挂牌。 

4月8日，青海省召开全省金融工作会议暨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推进会，人行西宁中支荣获“青海

省金融改革奖”、“青海省培育和发展市场主体贡献奖”。 

6月12日，青海省政府召开中国青海“一带一路”金融论坛，就金融支持“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了

充分讨论。 

7月31日，人行西宁中支举行扶贫开发金融服务主办银行启动仪式，省委常委、副书记王建军、副

省长严金海及相关厅局、金融机构等80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9月1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联合在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举办青海省

扶贫开发金融服务“金惠工程”试点工作首批教育培训会启动仪式，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人民银

行西宁中心支行、省金融办、省财政厅签订了《“金惠工程”合作框架协议》。 

9月23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联合召开青海省运用银行间市场债

务融资工具座谈会。 

10月16日，中央举办了“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在分论坛上，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就青海开展

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工作做了经验交流介绍，是参加介绍的两家分支机构之一。 

11月6日，青海小西牛乳业股份公司在“新三板”挂牌。 

12月24日，由农村商业银行发起设立的湟中三江村镇银行成立；12月25日，乐都三江村镇银行正式

开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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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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6.0 4484.9 4592.6 4518.6 4622.9 4699.5 4852.5 5087.5 5146.6 5112.6 5087.1 5228.0

        其中：住户存款 1704.0 1735.1 1717.6 1681.7 1681.9 1699.7 1714.2 1720.7 1766.1 1743.3 1767.6 1823.0

                   非金融企业存款 1157.4 1077.5 1137.5 1131.8 1208.6 1268.0 1240.1 1372.1 1336.6 1374.1 1424.7 1640.9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3 -61.1 107.7 -74.0 104.3 76.6 153.0 235.0 59.1 -34.0 -25.6 140.9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4.0 10.5 10.6 7.1 7.7 5.3 7.4 10.9 12.8 11.0 10.1 14.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4366.1 4424.2 4464.0 4509.8 4526.3 4576.2 4624.1 4710.8 4799.4 4828.1 4927.6 5124.1

        其中：短期 895.6 922.5 929.8 924.8 922.0 935.9 928.8 957.4 953.7 945.6 922.5 932.3

                   中长期 3088.7 3125.9 3166.9 3208.3 3215.8 3209.3 3242.6 3275.8 3354.4 3402.9 3482.7 3659.0

                   票据融资 258.2 252.1 244.9 250.3 262.8 306.3 329.9 347.4 361.0 350.6 395.3 402.2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62.6 58.2 39.7 45.8 16.5 49.9 48.0 86.7 88.6 28.7 99.4 196.5

        其中：短期 6.2 27.0 7.2 -5.0 -2.8 14.0 -7.2 28.6 -3.7 -8.2 -23.1 9.8

                   中长期 47.4 37.1 41.0 41.5 7.5 -6.5 33.4 33.2 78.6 48.5 79.8 176.2

                   票据融资 12.9 -6.1 -7.2 5.4 12.5 43.5 23.7 17.5 13.6 -10.4 44.8 6.9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2.0 22.5 21.1 19.6 16.2 14.5 14.8 15.3 16.3 15.3 16.8 19.1

        其中：短期 3.3 6.6 6.0 5.1 7.4 8.3 12.2 14.9 14.4 10.7 7.2 4.7

                   中长期 24.9 23.7 22.4 20.7 16.6 13.4 13.2 13.1 15.0 14.8 16.5 20.3

                   票据融资 101.4 133.0 116.7 104.9 73.5 77.2 57.8 54.5 46.3 48.5 66.8 64.7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97.8 95.7 96.0 95.9 96.3 102.8 99.0 98.8 97.8 97.2 96.1 90.2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176.2 177.9 178.9 181.8 175.3 171.2 171.6 173.6 176.7 172.8 165.6 168.3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4.4 1.0 -4.4 -11.3 12.8 17.2 10.0 6.3 5.0 4.0 3.9 -5.3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16.9 15.6 8.8 7.3 0.2 -3.3 -5.8 -3.3 -1.5 -3.3 -9.4 -3.9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4533.0 4473.4 4578.2 4505.7 4609.6 4684.8 4836.0 5071.7 5130.6 5089.8 5073.0 5212.8

        其中：住户存款 1698.9 1729.6 1712.0 1676.0 1676.6 1693.9 1708.2 1714.8 1760.4 1737.9 1761.4 1716.8

                   非金融企业存款 1149.7 1071.6 1128.9 1124.8 1201.4 1260.1 1230.5 1363.1 1327.2 1366.5 1417.7 1632.8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5.7 -59.5 104.8 -72.5 103.8 75.3 151.2 235.7 58.8 -31.8 -25.7 139.8

        其中：住户存款 10.0 30.7 -17.7 -36.0 0.6 17.3 14.3 6.6 45.6 -22.5 23.5 55.4

                   非金融企业存款 -48.7 -78.1 57.2 -4.1 76.6 58.7 -29.6 132.6 -36.0 39.3 51.2 215.1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4.0 10.4 10.4 7.1 7.7 5.1 7.2 10.7 12.7 11.0 10.1 14.7

        其中：住户存款 8.5 11.8 9.7 9.5 8.8 6.5 7.9 8.1 8.2 8.0 8.0 7.6

                   非金融企业存款 15.6 6.5 7.3 3.3 5.0 5.9 3.3 12.4 15.9 14.6 17.2 29.9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4237.0 4294.6 4335.5 4379.5 4397.3 4448.5 4497.5 4577.7 4668.0 4699.2 4798.9 4988.0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94.8 195.0 198.7 204.6 208.6 213.7 215.7 218.4 222.2 224.3 229.3 233.3

                    票据融资 258.2 252.1 244.9 250.3 262.8 306.3 329.9 347.4 361.0 350.6 395.3 402.2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65.3 57.6 40.9 44.1 17.7 51.2 49.0 80.3 90.3 31.2 99.8 189.1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6 0.2 3.7 5.9 4.0 5.1 2.0 2.7 3.9 2.1 5.0 4.0

                    票据融资 12.9 -6.1 -7.2 5.4 12.5 43.5 23.7 17.5 13.6 -10.4 44.8 6.9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2.4 22.9 21.5 20.0 17.0 15.3 15.5 16.0 17.0 16.0 17.6 19.6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31.9 33.2 28.4 27.8 25.4 23.1 23.1 21.7 21.2 21.5 22.1 21.3

                    票据融资 101.4 133.0 116.7 104.9 73.5 77.2 57.8 54.5 46.3 48.5 66.8 64.7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2.1 1.9 2.3 2.1 2.2 2.4 2.7 2.5 2.5 2.2 2.2 2.3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46.2 29.0 80.0 37.0 6.9 86.1 109.3 74.5 57.5 5.3 8.4 23.9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21.0 21.1 20.9 21.3 21.1 20.9 20.7 20.8 20.7 20.3 20.1 21.0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9.8 10.1 9.2 8.6 -4.4 -5.1 -4.7 -6.9 -5.4 -8.6 -8.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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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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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 － -0.4 － -0.9 － -6.3

2002 － 2.3 － -0.2 － 2.7 － -2.4

2003 － 2 － 1.1 － 1.8 － 5.5

2004 － 3.2 － 9.2 － 8.5 － 11.2

2005 － 0.8 － 6.5 － 5.3 － 10.2

2006 － 1.6 － 2.1 － 2.8 － 9.5

2007 － 6.6 － 8.1 － 4.4 － 4.2

2008 － 9.9 － 24.2 － 10.4 － 7.6

2009 － 2.6 － 0.4 － -0.2 － -8.7

2010 － 5.4 － 3.5 － 8.6 － 9.4

2011 － 6.1 － 12.4 － 7.0 － 7.4

2012 － 3.1 － 8.7 － -1.4 － -3.1

2013 － 3.9 － 4.3 － -1.2 － -3.0

2014 － 2.8 － -0.2 － -2.4 － -3.9

2015 1.6 2.6 － 0.8 -5.8 -2.3 -8.9 -6.9

2014 1 3.1 3.1 1.6 1.6 -1.2 -1.2 -4.0 -4.0

2 2.4 2.7 1.3 1.3 -2.2 -1.7 -4.8 -4.4

3 2.3 2.6 -0.3 0.8 -3.8 -2.4 -6.3 -5.0

4 1.6 2.3 -0.6 0.4 -3.3 -2.6 -6.1 -5.3

5 2.3 2.3 -0.2 0.3 -3.4 -2.8 -4.2 -5.1

6 2.0 2.3 0.1 0.3 -3.1 -2.8 -4.4 -5.0

7 2.2 2.3 0.1 0.2 -2.1 -2.7 -3.1 -4.7

8 3.1 2.4 -0.2 0.2 -2.4 -2.7 -2.5 -4.4

9 3.6 2.5 -0.4 0.1 -1.7 -2.6 -1.8 -4.1

10 3.6 2.6 -0.5 0.1 -1.8 -2.5 -2.4 -4.0

11 3.3 2.7 -1.0 0.0 -1.4 -2.4 -2.9 -3.9

12 3.5 2.8 -1.7 -0.2 -1.7 -2.4 -3.6 -3.9

2015 1 2.5 2.5 -1.9 -1.9 -1.8 -1.8 -5.2 -5.2

2 3.2 2.9 -2.0 -2.1 -1.6 -1.7 -6.3 -5.8

3 2.9 2.9 0.7 -1.1 -1.0 -1.5 -5.1 -5.5

4 3.4 3.0 1.5 1.2 -0.9 -1.3 -4.1 -5.2

5 2.8 3.0 1.6 1.1 -0.2 -1.1 -5.5 -5.2

6 2.8 2.9 1.7 0.3 -1.1 -1.1 -5.6 -5.3

7 3.0 2.9 1.6 0.5 -1.7 -1.2 -6.8 -5.5

8 2.9 2.9 0.8 0.5 -2.0 -1.3 -7.8 -5.8

9 2.5 2.9 1.0 0.6 -3.0 -1.5 -8.7 -6.1

10 1.8 2.8 1.3 0.6 -3.6 -1.7 -9.2 -6.4

11 2.0 2.7 1.1 0.7 -4.4 -1.9 -9.3 -6.7

12 1.6 2.6 1.6 2.5 -5.8 -2.3 -8.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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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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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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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25.78 - - 1011.28 - - 1633.66 - - 2417.05

    第一产业 - - 15.67 - - 32.83 - - 117.39 - - 208.93

    第二产业 - - 193.09 - - 550.03 - - 865.1 - - 1207.31

    第三产业 - - 216.12 - - 428.42 - - 651.17 - - 1000.81

工业增加值（亿元） - - 176.95 - - 409.96 - - 649.76 - - 893.87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46.93 195.05 445.56 843.84 1326.65 1758.41 2152.22 2664.87 2996.15 3161.21 3266.64

    房地产开发投资 - 2.3 12.67 45.26 82.63 130.56 174.56 211.98 248.15 296.77 335.39 33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99.84 148 195.41 252.97 304.85 364.19 425.25 489.95 559.64 619.92 690.98

外贸进出口总额（亿元） - 12.01 24.4 33.45 36.66 60.4 55.79 83.29 91.15 100.12 116.28 119.89

    进口 - 4.57 6.76 8.54 9.62 10.67 11.64 13.38 14.86 16.03 16.66 18.11

    出口 - 7.44 17.63 24.91 27.04 49.72 44.14 69.91 76.29 84.09 99.62 101.78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 2.87 10.87 16.37 17.42 39.05 32.5 56.53 61.43 68.06 82.96 83.67

外商直接投资额（亿美元） - - - - - - - - - - - 0.55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 -92.4 -171.39 -257.55 -336.04 -454.74 -530.69 -662.56 -789.56 -907.37 -1017.6 -1124.4

    地方财政收入 - 53.1 81.94 114.36 145.78 183.28 213.59 239.61 273.79 308.06 339.94 381.13

    地方财政支出 - 145.5 253.33 371.91 481.82 638.02 744.28 902.17 1063.35 1215.43 1357.53 1505.54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3.2 - - 3.2 - - 3.2 - - 3.2

地区生产总值 - - 7.5 - - 7.9 - - 8.3 - - 8.2

    第一产业 - - 4.3 - - 4.5 - - 5.1 - - 5.1

    第二产业 - - 6.8 - - 7.8 - - 8.5 - - 8.4

    第三产业 - - 8.5 - - 8.3 - - 8.5 - - 8.6

工业增加值 - - 6.2 - - 7.4 - - 7.3 - - 7.4

固定资产投资 - 8.1 11.2 1.6 7.8 10.2 9.7 10.1 11.2 12.1 12.5 12.3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16.8 -25.7 -8 4.3 8 6.3 6.6 8.2 9 10 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1.9 12 11.1 11.2 10.7 11.1 11.2 11.6 11.8 11.2 11.3

外贸进出口总额 - 12.3 35.9 32.1 17.7 63 27.8 75.1 42.6 17.7 25.4 13.6

    进口 - -37.4 -46.6 -49.7 -50.4 -51.3 -52.5 -48 -48.4 -50.2 -51.7 -50

    出口 - 118.4 233.4 198.4 130.2 228.3 130.9 219.9 117.2 59.2 71.1 46.8

外商直接投资额 - - - - - - - - - - - 9.8

地方财政收入 - -13.9 -9.1 -5.4 -4.4 -5.8 -2.4 -1.4 -1.3 -1.6 -0.8 -1.1

地方财政支出 - 15.6 9.6 10.1 10.3 11.7 13.4 11.9 11.4 11.6 11.3 11.7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