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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2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内蒙古认真贯彻中央“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

力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扩内需、惠民生，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转型加快、重点突破、物价稳

定、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 

金融业保持平稳运行，银行业金融机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存款增速放缓，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证

券业健康发展，保险保障功能不断增强；社会融资结构持续改善，金融创新更趋活跃；金融生态环境建

设深入推进，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 

2013年，内蒙古将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动力；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和

谐稳定。金融业将继续贯彻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优化信贷结构，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创新金融服

务，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多样化、宽领域、多层次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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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2年，内蒙古金融业按照“稳中求进”的

总基调，认真贯彻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支

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金融业保持良性发展态势。

金融机构改革继续推进，整体服务水平有所提升，

金融市场交易活跃，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成效进一

步巩固。 

（一）银行业健康发展，存贷款平稳运

行 

1.银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大，质量效益持续

提高。2012年，银行业资产规模稳步增长，经营

效益持续向好，资产和利润分别增长 15.4%和

25.5%（见表 1）；不良贷款保持“双降”，同比

分别下降 0.5亿元和 0.3个百分点。新型农村金

融机构发展迅速，村镇银行法人机构数达到 56

家。 

表 1  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情

况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大型商业银行 1624 41178 7575.3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

银行
85 2136 2293.1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56 2331 1880.8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278 10338 3191.9 4

五、主要农村金融机构 2294 28800 2961.9 93

六、财务公司 2 41 44.0 1

七、信托公司 2 288 29.3 2

八、邮政储蓄银行 792 7556 624.5 0

九、外资银行 1 25 8.9 0

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97 2257 203.4 60

合             计 5231 94950 18813 160

营业网点

机构类别
法人机构

（个）

 

注：1.营业网点不包括总部。2.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含农村
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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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机
构。4.“其他”包含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
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内蒙古银监
局、内蒙古金融办。 

 

2.存款增速低位运行，新增存款“两少一

多”。2012年，内蒙古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

余额 13616.6 亿元，增长 12.9%，同比下降 4.5

个百分点（见图 1）。年初以来，存款增速逐月回

落，在 8 月份达到最低点 10.9%，之后开始小幅

回升，全年持续低位运行。新增存款同比少增

215.4 亿元，分类别看，单位存款、财政性存款

和个人存款新增额占比呈“两少一多”的态势。

存款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内蒙古整体经济增长放

缓，市场需求下降，企业库存占压资金增多，加

之财政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加大，导致单位存款和

财政性存款同比少增。新增存款季节性波动依然

存在，季末商业银行表外理财产品到期而新理财

产品下月初起计息，导致储蓄存款季节性波动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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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图 1  2011～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人

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3.信贷总量适度增长，结构持续优化。金融

机构积极调整信贷投放规模和节奏，全年贷款增

速平稳。2012年末，内蒙古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

贷款余额 11284.2 亿元，增长 16.0%，同比下降

7.6 个百分点（见图 2、图 3），全年新增人民币

贷款 1541.7亿元，同比少增 324.5亿元，占全国

贷款新增额的 1.9%，同比下降 0.5个百分点。主

要原因：一是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部分企业

由于产能过剩减少了投入和产出，导致企业有效

资金需求增长放缓。二是受存贷比考核制约，存

款增速放缓直接影响贷款的投放量。 

贷款增速放缓的同时，结构进一步优化，地

区间增长趋于协调，表现为“三多”：一是流动

性贷款多增，全年新增流动性贷款（包括短期贷

款和票据融资）占全部新增贷款的 55%，占比同

比提高 5.3个百分点。二是中小企业贷款多增，

全年新增中小微企业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增加额

的 72.9%，同比提高 8.6 个百分点。三是涉农贷

款多增，全年新增涉农贷款 814.9 亿元，同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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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174.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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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图 2  2011～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人

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8

13

18

23

28

2
0
1
1
.
0
1

2
0
1
1
.
0
3

2
0
1
1
.
0
5

2
0
1
1
.
0
7

2
0
1
1
.
0
9

2
0
1
1
.
1
1

2
0
1
2
.
0
1

2
0
1
2
.
0
3

2
0
1
2
.
0
5

2
0
1
2
.
0
7

2
0
1
2
.
0
9

2
0
1
2
.
1
1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增速（当月同比）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增速（当月同比）

%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图 3  2011～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本

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4.银行承兑汇票基数较大，保函和跟单信用

证快速增长。2012 年末，表外业务余额 2558.7

亿元，增长 6.2%，占人民币贷款余额的 22.7%，

其中，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基数较大，余额占表外

业务余额的 59.6%，保函和跟单信用证增长较快，

分别增长 90.0%和 100.1%。 

5.贷款利率小幅走低，金融机构定价能力增

强。2012年，受两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

率、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及两次下调存款准

备金率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贷款总量有所增加，

实际贷款利率走低。全年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 9.3%，较上年小幅下降。金融机构综合考虑

贷款成本、收益和风险及市场供求关系，实行差

别的贷款定价能力进一步提高，下浮利率贷款占

全部人民币贷款的比重下降，上浮利率和基准利

率贷款占比上升（见表 2）。 

 

表 2  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人民币贷

款各利率区间占比表 

单位：%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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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 1.5 2.7 0.3 1.4 0.6 1.6

1 29.9 26.9 22.0 25.0 31.0 23.5

小计 68.6 70.4 77.7 73.6 68.4 74.9

(1.0，1.1] 21.1 16.5 13.4 10.4 14.5 20.0

(1.1，1.3] 19.0 11.2 13.2 12.9 13.7 12.0

(1.3，1.5] 9.2 4.7 5.1 8.4 8.5 8.1

(1.5，2.0] 8.1 14.2 17.6 20.7 16.8 13.7

2.0以上 11.2 23.8 28.4 21.4 14.9 21.2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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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 1.6 0.8 2.6 3.6 5.2 4.2

1 25.4 27.6 24.8 31.0 29.5 24.5

小计 73.1 71.7 72.6 65.4 65.3 71.4

(1.0，1.1] 17.5 15.5 12.7 11.6 7.8 10.8

(1.1，1.3] 14.1 16.7 15.8 13.5 14.6 15.6

(1.3，1.5] 7.6 6.8 7.3 6.0 8.7 7.6

(1.5，2.0] 12.6 11.9 10.0 9.7 9.2 14.2

2.0以上 21.2 20.8 26.8 24.7 25.0 23.0

上

浮

水

平

上

浮

水

平

 
注：2012 年 8-12 月统计数据的下浮区间为[0.7，1)。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6.金融组织体系不断完善，农村金融改革扎

实推进。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实现快速发展，城市

商业银行加快网点布局。服务于农村及中小企业

的多层次、多功能地方金融组织较快发展，体系

不断完善。2012年末，小额贷款公司法人机构 533

家，融资性担保法人机构 212 家，有效填补了银

行服务的空白。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通过对已完成专项票据兑付的 93家小型

农村金融机构后续监测，进一步巩固前期成果，

资产质量和资本约束能力显著提高，不良贷款率

下降 1.2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上升 2个百分点。 

7.跨境人民币业务稳步推进，业务领域不断

拓展。2012年，内蒙古共完成跨境人民币结算业

务 197.4亿元，增长 43.5%，557家进出口企业参

与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增长 75%。业务领域逐

步扩展，内蒙古企业参与的人民币结算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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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涵盖了贸易结算、跨境融资、跨境担保、直接

投资等多个领域。跨境人民币结算地域范围拓展

至香港、俄罗斯和蒙古等 44个国家和地区，涉及

境外参加行百余家。

 

 

专栏 1  大力推进“一县一品”工程 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壮大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认真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加快推进农村

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结合辖区实际，以大力推进“一县一品”工程为抓手，积极推动农

村牧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壮大。 

一、多措并举，大力推进“一县一品”工程 

（一）明确目标，多方联动，推动“一县一品”工程有序开展。围绕县域经济、 “三农三牧”、小

微企业及民生领域开展信贷政策产品化工作，实现一个县创新一个金融产品（即“一县一品”）的工作

目标。2009 年以来，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先后三次组织县域金融机构召开 “一县一品”金融产

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现场推动会，总结了县域金融机构开展“一县一品”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

作经验，实现了区域间、行际间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产品交流，推广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创新成果。 

（二）加强指导，积极协调，建立促进 “一县一品”工程良好发展的长效机制。一是建立激励长

效机制。近年来，内蒙古各级人民银行积极协调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开展“一县一品” 信贷政策

产品化创新工作成效突出的金融机构给予奖励。二是强化考核监测机制。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会

同相关部门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深化“一县一品”信贷政策产品化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工

作目标和具体措施，逐步建立了完善的 “一县一品”工作监测考核机制。同时将该项工作纳入内蒙古

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对县域金融机构针对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政策，特别对支持“三

农三牧”、中小微企业、民生领域方面开展的信贷产品创新工作做重点评估，定期通报评估结果。三是

完善宣传交流机制。充分利用电视台、电台、报纸、现场会等多种形式，推动金融机构对信贷政策产品

化工作开展多层次、宽领域、广覆盖的宣传。 

（三）搭建平台，鼓励创新，探索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新模式。内蒙古各级人民银行加强

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联系，积极搭建政银企合作平台，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探索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新模式。2010年以来，先后召开“金融支持非公经济融资对接会”、“银企项目对接会”、“金融产品推介

会”等座谈会 50多次，签约金额 2170亿元。通过搭建交流平台，一是促使金融机构深入了解政府政策

导向和发展规划，及时摸清企业和农户金融需求，有针对性的设计信贷产品和进行信贷投放，有效缓解

三农三牧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二是金融机构因地制宜，根据农区、林区、牧区、口岸“四

大区域”及“三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特色，在牧业旗（市）结合“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实

施，积极推动“牧户贷款+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草场证”的信贷模式；在农业旗（市）继续推进

“政府贴息+小额信贷”、林权证、“专业合作社+信贷”、“订单农业+信贷”等抵押贷款模式；在“三少

民族”县域继续推动“乡村游+培训+担保+贷款”民俗风情游贷款模式，不断拓宽中小微企业和“三农

三牧”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二、“一县一品”工程取得明显成效，县域金融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近年来，内蒙古各级人民银行在大力推进“一县一品”工程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促进县域金融服务

水平显著提升。一是涉农贷款和小企业贷款保持快速增长。2012 年，涉农贷款和小企业贷款分别增长

26.8%和 21.0%，均超过内蒙古贷款增速。二是农村牧区金融创新产品及服务不断丰富。 2012年，内蒙

古县域金融机构共创新信贷产品 81个，创新金融服务方式 10项。各类金融创新产品贷款余额 177.9亿

元，占涉农贷款的 4.5%。产品覆盖全部旗县，乡镇覆盖率达到 73.2%，52万农牧户及 2.3万小微企业及

个体工商户获得了金融创新产品服务。三是县域金融服务明显改善，县域经济不断发展壮大。2012年，

内蒙古县域贷款余额 2829.2 亿元，增长 18.6%，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占内蒙古总量的 59%，县域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占内蒙古总量的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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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入推进“一县一品”工程，不断完善县域金融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将继续推动农村牧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一是鼓励县域

内法人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将新增存款主要留在当地使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二是各地要

认真梳理现有的涉农信贷产品和信贷管理制度，结合自身实际以及各地经济发展特点，选择具有特色的、

创新型涉农信贷产品和信贷管理模式，进行重点研究、开发。 

 

（二）证券机构健康发展，股票融资

大幅增加 

1.证券业经营稳步发展，股票交易有所回升。

2012年，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内部控制水平明显提

高，规范经营与风险管理意识明显增强，客户服

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内蒙古设有 2家法人

证券公司和 56 家证券营业部（见表 3）。股市交

易量、经营效益逐步回升，证券交易额增长 8.3%，

实现利润 1.8亿元。 

2.股票融资大幅增加，后备上市公司资源培

育成效显著。截至 2012 年末，24 家境内上市公

司累计募集资金 679.3亿元，总市值增长 16.7%。

其中，金河生物、蒙草抗旱 IPO融资 9亿元，伊

泰煤炭增发 H股融资 57亿元。上市公司后备资源

发展加快，3 家企业申报了 IPO发行材料，5家企

业进入上市辅导期。 

表 3  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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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123.3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57.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481.7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118.0 

       中期票据筹资额（亿元） 120.0 
 

数据来源：内蒙古证监局。 
 

（三）保险业持续稳定发展，保险保

障功能不断增强 

1.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整体实力有效提升。

2012年，保险公司省级机构由 32家增加到 36家

（见表 4），保险从业人员由 8.3万人增加到 8.6

万人。保险总资产增长 19.6%，赔付支出增长

19.9%，保费收入增长 7.8%。保险业对国民经济

的渗透率和融合度不断提高，保险密度同比提高

29 元/人。 

2. 保险保障功能不断健全，农业保险覆盖面

扩大。人身险快速增长，保费收入排名全国第三，

其中健康险表现突出，对保费增长贡献率达 18%。

财产险持续低迷，保费收入增长 3.2%，农业险成

为财产险增长主力。农业险覆盖面扩大，保费增

长 13%，2012年累计为 274.9 万农民提供 253亿

元风险保障，赔付支出增长 9.5%。 

表 4  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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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0

               人身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6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47.7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19.8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27.9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85.4

保险密度（元/人） 995.0

保险深度（%） 1.6  

数据来源：内蒙古保监局。 
 

（四）社会融资结构持续改善，金融

创新更趋活跃 

内蒙古金融市场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市

场规模扩大，融资结构优化，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方式取得新突破，2012年末，内蒙古非金融机

构通过贷款、债券和股票共融资 2171.1亿元。 

1.直接融资占比创历史新高，融资结构显著

改善。2012年，在信贷投放趋缓的背景下，内蒙

古直接融资大幅增长，区内企业共利用短期融资

券、中期票据、企业债以及股票市场融资 605亿

元，增长 1.7倍，创历史新高（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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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1～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非金融机构

部门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1 166.4 77.3 2.4 20.4

2002 200.1 91.0 0.0 9.0

2003 274.2 97.1 0.0 2.9

2004 389.5 86.2 9.3 4.6

2005 464.4 92.5 6.5 1.0

2006 664.8 94.0 6.0 0.0

2007 690.0 81.6 3.8 14.6

2008 1025.5 85.9 7.9 6.2

2009 1935.9 95.0 5.0 0.0

2010 1776.1 90.5 9.2 0.3

2011 2105.7 89.1 9.4 1.5

2012 2171.1 72.1 22.2 5.7

�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内蒙古证监
局。 

2.货币市场交易活跃，利率在波动中下行。

2012年，内蒙古银行间市场成员累计债券回购成

交金额 27971.9亿元，增长 1.4倍；同业拆借市

场成交金额 1082.9 亿元，增长 6.7%。随着人民

币存款准备金率及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下

调，市场流动性得到释放，银行间市场的资金面

逐渐宽松，利率从 1月份的相对高位显著回落。 

3.票据市场交易节奏放缓，贴现利率下降明

显。2012年累计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2993.6亿元，

增长 3.3%；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 1742.4亿元，

增长 37.2%（见表 6），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性

商业银行仍是内蒙古票据业务的主要经营机构。

贴现、转贴现利率下降幅度明显，特别是 12月份，

银行承兑汇票 3 个月以内直贴加权平均利率和

3-6 个月贴现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低于上年同期

3.5 个和 3.7个百分点（见表 7）。 

表 6  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票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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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2 825.2 146.8 297.4 0.2 0.1

2 1537.9 1603.6 125.6 689.7 0.1 0.3

3 1391.7 2283.9 161.9 1156.7 0.0 0.3

4 1326.5 2993.6 139.2 1742.4 0.0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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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表 7  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票据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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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 8.40 7.29 5.90

2 5.98 7.37 5.30 4.72

3 5.94 6.74 4.92 4.27

4 6.32 7.34 5.14 4.96

季度
贴  现 转贴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专栏 2  积极拓宽融资渠道 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将扩大企业直接融资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借助银行间市场

平台，积极引导企业充分利用直接融资工具，有效地缓解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资金供需矛盾，为促

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明确目标，加大直接融资工作力度 

（一）加大宣传推介，夯实前期准备工作。近 3年来，先后 4次举办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培训

班，使政府、银行和企业进一步了解熟悉债务融资工具的规则和要求，并对内蒙古企业的市场融资能力

进行摸底调查，建立了优质企业储备库。同时，及时向金融机构和企业宣传人民银行对银行间市场管理

的新政策、债务融资工具管理的新规定和市场推出的新产品, 充分调动各方扩大融资的积极性。 

（二）加强协调合作，建立健全保障措施。2012 年，呼和浩特中心支行联合自治区金融办、发改

委等部门，在内蒙古组织实施了以“推介金融市场产品，增强直接融资能力；推进融资方式创新，增大

直接融资规模”为主要内容的“双推双增”融资工程，制定并印发了实施方案，成立了领导小组，引导

各职能部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帮助企业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http://gov.hexun.com/sdpc/index.html
http://gov.hexun.com/sdpc/index.html


 

9 

 

二、拓宽渠道，直接融资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一）直接融资占比上升。2012年，内蒙古非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债券和股票共融资 2146.7亿元，

其中，直接融资额达 605亿元，同比增长 1.7倍，创历史新高；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为 28.2：71.8，

直接融资占比同比上升 17.3 个百分点，直接融资已成为内蒙古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 

（二）直接融资方式呈多元化。2012年，内蒙古共发行短期融资券 118亿元，中期票据 120亿元，

中小企业集合票据 1.1亿元，企业债 143亿元，公司债 67.1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30亿元，

中小企业私募债 2.5亿元，内蒙古也成为西部首个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省区。债券融资在全部融资中的

比例从 2011年的 12.4%提高到 2012年的 22.4%。 

（三）融资项目倾向经济发展薄弱环节。2012年，债券融资重点支持了中小企业、保障安居工程等

项目。赤峰市 2家企业发行了 1.1亿元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乌海市建设投资公司、通辽市天诚城市建设

公司发行了 26亿元企业债，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工矿棚户区改造。 

（四）融资理念发生根本改变。通过实施扩大债券融资的一系列措施，地方政府逐步树立了间接融

资与直接融资并重的融资理念，中小企业基本上逐步树立了多元化的融资理念，商业银行也普遍加大了

融资方式创新力度，助推银行战略转型。 

三、找准差距，加快推进直接融资发展 

由于起步较晚、经济基础薄弱，对银行间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认识还不够充分，内蒙古企业利用非金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融资规模整体偏小，市场份额不高，迫切需要通过各方发债参与主体加强合作，加

快推进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发展。 2013 年，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将继续按照“双推双增”融

资工程实施方案的部署，加强金融市场管理，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为债券推广提供良好市场环境；搭建

沟通协调和政策支持平台，畅通企业发债渠道；召开推介会与加强媒体宣传，扩大企业和政府职能部门

获知面，力争内蒙古金融市场债务融资工作取得新进展。 

 

 

（五）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深入推进，金

融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 

2012年，内蒙古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不断深入。

内蒙古人民政府及时出台《关于促进内蒙古金融

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担保

+风险补偿+贴息+奖励”四位一体的财政补贴体

系已基本形成，财政直接奖补和贴息金额达 3.1

亿元。信用体系建设成果进一步扩大，为 19.3万

户企业和 1086万个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稳步

推进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征集中小企

业信用信息 36630 户，共为 244 万农户建立了信

用档案。农村牧区支付服务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POS 机数量、ATM机数量分别达到 14.3万台、7248

台，分别增长 56.8%、27.1%。通过“一卡通”发

放补贴资金 240.2亿元，增长 1.2倍。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2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

内蒙古认真贯彻中央“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统筹推进保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扩内需、惠

民生，经济发展实现缓中企稳、稳中有进。全年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1.7%（见图 4），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达 64319元，增长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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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局。 

图 4  1978～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

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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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长平稳回落，对外开放不

断扩大 

1.投资增速同比下降，结构调整力度加大。

2012年，内蒙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完成 13112

亿元，增长 20.3%，低于上年 1.2个百分点（见图

5）。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 33.7%、26.6%

和 13%。投资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工业、冶金、

装备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稳步发展，其固定资产投

资分别增长 57.7%、34.5%和 36%，占工业投资总

量的 55.9%；风电装机、光伏、云计算产业等新兴

产业加快发展，建设规模居全国前列；新增百亿

元企业 10户、园区 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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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局。 

图 5  1985～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

及其增长率 

2.消费增长有所减缓，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2012年，内蒙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534.6

亿元，增长 14.9%，同比下降 3.1个百分点（见图

6）。城乡收入差距缩小，2012 年，内蒙古城镇居

民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23150

元和 7611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分别增长 9.8%

和 11.8%，农牧民收入增幅继续超过城镇居民。城

乡消费市场协调发展，乡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 566.6亿元，占全部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12.5%，

增长 16.7%，高于城镇 2.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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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局。 

图 6  1978～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3.进出口总量下降，对外开放不断扩大。2012

年，受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内蒙古外贸增长明

显放缓，全年进出口总值 112.6 亿美元，同比下

降 4.9个百分点（见图 7）。其中，出口总值 39.7

亿美元，同比下降 15.3%；进口总值 72.9亿美元，

同比增长 1.9%。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与多个省签

订多项合作协议，实施招商引资项目 2722项，实

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 39.4亿美元（见图 8），蒙港

经贸周签订合同投资额 460 亿美元。口岸开放数

量继续增加，全年新批准开放 3 个公路口岸，满

洲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实施方案获国家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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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局。 

图 7  1980～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外贸进出口变

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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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局。 

图 8  1986～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外商直接投资

额及其增长率 

 

（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产业结构继

续调整 

2012 年，内蒙古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第

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8%、14%和 9.4%，

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9.1：56.0：34.9 调整为

9.1：56.5：34.4，第二产业比重继续提高（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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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局 

图 9  1978～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三次产业结构

分布图 

 

1.农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农牧业产业化顺

利推进。2012年，内蒙古农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

全年粮食总产量 505.7 亿斤，居全国第十位。内

蒙古牲畜存栏达到 1.1亿头只，连续 8年稳定在 1

亿头只以上，内蒙古羊肉、猪肉和牛肉产量分别

为 88.6 万吨、73.9 万吨和 51.2 万吨，分别增长

1.6%、3.6%和 3%。 

2.工业经济保持平稳增长。2012 年，内蒙古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4.8%，高于全国平均增

速 4.8个百分点（见图 10）。工业运行呈现“内源

动力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的特点。私营

企业、非公有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1.3%和 16.9%，

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沿黄沿线

经济带的 22个重点工业园区、集中区实现工业总

产值 7236 亿元，增长 12.6%，占西部地区工业园

区的 81%；东部五盟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9.8%，高于内蒙古平均水平 5 个百分点。 

3.服务业稳步发展。2012 年，内蒙古服务业

增加值 5508.4亿元，增长 9.4%，对 GDP的贡献率

达 28.6%。其中，交通运输业增长 9.6%，完成货

运量 19.4 亿吨，增长 12.5%；旅游业蓬勃发展，

接待旅游人数和旅游业总收人增速连续 5 年保持

在 20%以上；金融业快速发展，产业增加值增长

18.3%，同比提高 9.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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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1978～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率 

 

（三）物价涨幅回落，通胀压力减缓 

1.居民消费价格稳步回落。2012 年，内蒙古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1月达到5.3%之后逐月下降。

2012 年末，在经济企稳回升、季节因素以及春节

临近等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周期性反弹，全年

累计上涨 3.1%，但仍同比回落了 1.8个百分点（见

图 11）。其中，食品价格仍是推高 CPI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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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拉动 CPI 上涨 1.7 个百分点，对 CPI 的影响

程度达 54.1%，较上年有所下降。 

2.生产者价格涨幅回落。2012 年，内蒙古工

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月度涨

幅快速回落，下半年呈现负增长。全年工业生产

者购进价格、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分别上涨 2%和

0.2%，其中，生活资料出厂价格上涨 3.3%（见图

11）。 

3.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劳动力价格继续上升。

2012年，内蒙古城镇新增就业 26.5万人，失业人

员实现再就业 10.2 万人，安排就业困难人员 6.9

万人，保持了就业的基本稳定，城镇登记失业率

3.7%，同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劳动力价格继续

上升。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 14.2%，农牧民家

庭经营性收入增长 11.2%。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水平再提高，城市低保月均保障标准达到 385元，

农牧区低保年均保障标准达到 2583元。 

4.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继续推进。2012 年，

内蒙古先后实施了电价补贴、峰谷电价、扩大电

力多边交易、“一厂一策”电价扶持、临时性容

量电费减免、降低化成箔行业电价等一系列综合

政策，切实起到了降成本、促生产、稳负荷、增

税收的综合效应。同时，实施居民生活用电阶梯

电价政策，对蒙西电网和蒙东地区分盟（市）用

电实现同网同价。 

-10 

-5 

0 

5 

10 

15 

20 

2
0
0
1
.
01

2
0
0
1
.
07

2
0
0
2
.
01

2
0
0
2
.
07

2
0
0
3
.
01

2
0
0
3
.
07

2
0
0
4
.
01

2
0
0
4
.
07

2
0
0
5
.
01

2
0
0
5
.
07

2
0
0
6
.
01

2
0
0
6
.
07

2
0
0
7
.
01

2
0
0
7
.
07

2
0
0
8
.
01

2
0
0
8
.
07

2
0
0
9
.
01

2
0
0
9
.
07

2
0
1
0
.
01

2
0
1
0
.
07

2
0
1
1
.
01

2
0
1
1
.
07

2
0
1
2
.
01

2
0
1
2
.
07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当月同比）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当月同比）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当月同比）

%

 
数据来源：内蒙古调查总队。 

图 11  2001～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居民消费价

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四）财政收支增长放缓，民生支出力

度加大 

2012 年，受内蒙古经济增速下滑的影响，内

蒙古财政总收入增长 10.4%，同比下降 19.7 个百

分点；财政支出增长 14.7%，同比下降 16.8 个百

分点（见图 12）。财政对民生的支出力度加大，全

年用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方面的资金达 44.1

亿元，137.9万户农牧民受益；用于教育、医疗卫

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方面的民

生支出增长 16.1%，高于同期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增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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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局。 

图 12  1978～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收支状

况 

（五）生态文明建设平稳推进 

2012 年，内蒙古认真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

奖励机制和京津风沙源治理、退牧还草等重点生

态工程，将 10.2亿亩可利用草原全部纳入生态保

护补助范围，对严重退化的 4.4 亿亩草原实行禁

牧、退耕还林、退草还牧、休牧轮牧，内蒙古草

原平均植被盖度达到 43.1%，比上年提高 5个百分

点；完成林业生态建设面积 1172 万亩，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确权到户任务基本完成。同时，强化节

能减排工作，制定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加强重

点行业用能管理和重点领域污染治理，全年单位

地区生产总值耗能下降 3.9%。24 个乡镇新入榜 

“国家级生态乡镇”名单，截至 2012年末，内蒙

古共有 56个乡镇获此殊荣。 

（六）房地产宏观调控成效明显 

2012 年，随着国家一系列房地产市场调控政

策的持续实施，内蒙古房地产市场继续向着积极

的方向发展。 

1.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回落。2012 年，内蒙

古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1291.4亿元，下降 21.7%，

增速下降 69个百分点。其中，住宅完成投资 8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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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下降 24%。 

2.房屋销售同比下降。2012 年，房屋施工面

积 15582.5 万平方米，下降 4.9%。商品房销售增

速逐渐放缓，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分别下降 24.8%

和 30.3%，分别较上年下降 51.2、48.7个百分点。

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下降

0.8%和上涨 0.6%（见图 13和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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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局。 

图 13  2002～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商品房施工 

和销售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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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局。 

图 14  2012年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新建住宅销

售价格变动趋势 

3.房地产贷款平稳增长。2012 年末，房地产

开发贷款 292.1 亿元，增长 7.6%，其中，保障性

住房开发贷款占比为 49.4%，同比上升 12.1 个百

分点。个人住房贷款 974.4亿元，增长 21.3%。首

套房贷款占比在 90%以上，平均利率水平维持在略

高于基准利率，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执行较好。 

三、预测与展望 

2013 年是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经济发展环境仍然比较复杂，国际

经济形势充满变数，我国经济发展也仍面临不少

风险和挑战。我国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从

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带动内需的提升。国内经济

企稳后，对能源的需求将恢复到一定的增长水平，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

对内蒙古资源优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2013

年内蒙古经济的基本面会稳中向好，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将持续推进，经济回升势头进一步巩固，

预计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2%，单位地区生产

总值能耗下降 3.2%，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

实的基础。 

    2013年，内蒙古将继续贯彻落实稳健的货币

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

理，引导信贷合理投放，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

推动金融改革创新，注重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

协调配合，加快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全面

提升信贷政策导向力，加强金融市场管理和监督，

促进经济增长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14 

 

 

总  纂：余文建 高兰根 

统  稿：韩向国 王晓中  

执  笔：伊丽琪 赵平 付作忠 赵婧 陈利军 刘效禹 乔海滨 杨铁牛 张海波 张宇薇 

提供材料的还有： 王禹人 赵琳 李岩 李晓霞 闵德明 王璐 张佳伟 吴晓灵 李杰夫  

 

 

附录： 

（一）内蒙古自治区经济金融大事记 

3月 24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首个国家级广告产业园区落户包头。 

4月 10日，2012年内蒙古·香港经贸合作周开幕，蒙港两地签署了 14个重点项目协议，总投资金

额 112.6亿美元。 

6月 5日，鄂尔多斯市出台《鄂尔多斯市规范民间借贷暂行办法》，我国首部系统规范民间借贷的规

范性文件在内蒙古诞生。 

7 月 12日，伊泰煤炭 H 股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开创了全国纯 B 股企业及煤炭企业（B+H）的先

河。 

7月 9日，《满洲里重点开发开放实验区建设实施方案》正式获国务院批准，标志着内蒙古重点开发

开放实验区建设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 

7月 30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型微型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11月 13日，内蒙古首支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发行总额 2.5亿元。 

12月 19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金融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2012年，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积极稳妥推进信贷政策“三评两奖”工程、“双推双增”融资工程、

“民生金融支持富民强区工程”和推进县域经济“一县一品”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工程，加强信贷政策与产

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先后制定了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等 9个指导意见，有效落实了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

的“科学发展、富民强区”的中心任务。 

2012年，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先后组织召开银企对接会 6次，积极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搭建信

息交流和项目对接平台。全年共帮助企业与金融机构签署合作项目 506 项，签约总金额 1223 亿元，其

中合同金额 175亿元，达成意向贷款 104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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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蒙古自治区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内蒙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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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8.6 12357.5 12851.6 12913.0 13070.4 13299.6 13301.2 13311.8 13492.0 13416.4 13532.8 13673.0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5785.2 5812.4 6046.9 6009.7 6071.0 6171.5 6027.8 6267.8 6405.3 6331.7 6413.3 6618.1

                    单位存款 5266.8 5441.9 5758.5 5898.4 6014.7 6155.6 6044.0 6110.4 6196.4 6099.7 6132.5 6238.5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63.4 288.9 494.1 61.4 157.4 225.2 1.7 10.5 180.2 -75.6 119.4 140.2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6.8 16.2 16.3 16.5 14.5 13.7 13.2 11.1 14.0 12.8 12.7 12.7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9988.9 10200.6 10457.3 10615.6 10777.3 10902.0 11043.0 11196.0 11255.5 11372.2 11394.1 11392.5

        其中：短期 3692.8 3823.4 3949.4 4056.1 4116.9 4205.9 4239.5 4287.3 4324.8 4363.6 4391.2 4421.0

                    中长期 6203.4 6268.7 6346.4 6393.2 6488.6 6540.8 6626.7 6699.6 6731.1 6792.2 6804.9 6807.7

                    票据融资 85.0 97.4 136.4 142.6 147.0 123.7 144.5 173.1 165.1 179.3 162.4 133.6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62.4 211.7 256.7 158.3 161.7 124.7 141.0 153.1 59.4 116.8 21.9 -1.6

        其中：短期 79.0 130.6 126.0 106.7 60.8 83.0 33.4 47.7 37.5 38.8 27.7 29.8

                    中长期 81.8 65.3 77.7 46.8 95.4 58.2 86.0 72.9 31.5 61.1 12.7 2.8

                    票据融资 0.0 12.4 39.0 6.2 4.3 -23.2 20.8 28.6 -8.1 14.2 -16.8 -28.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1.6 22.2 22.0 20.7 21.5 21.8 21.7 22.3 21.8 22.0 18.1 16.1

        其中：短期 30.0 30.7 30.2 28.2 28.5 30.6 29.6 30.2 30.1 31.0 26.7 22.3

                    中长期 17.3 17.5 16.2 15.1 15.8 15.5 15.6 15.9 15.4 15.0 11.8 11.5

                    票据融资 -4.7 10.0 80.8 98.6 148.1 88.1 103.2 138.6 107.5 135.7 82.2 57.2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258.9 283.1 1203.7 270.6 280.4 295.8 302.7 302.7 306.2 306.2 315.5 307.6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228.3 227.0 216.2 220.5 219.6 210.0 210.4 208.9 217.3 217.3 214.4 224.7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54.9 61.9 534.2 32.4 35.2 48.4 48.0 45.4 44.0 36.0 34.7 22.7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3.7 -3.9 -8.6 -6.4 -5.2 -7.9 -9.8 -9.5 -3.4 -5.5 -6.1 -0.3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2010.8 12284.2 12789.7 12850.6 13006.1 13226.3 13229.1 13230.2 13427.6 13357.6 13471.5 13612.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5766.7 5789.7 6027.0 5989.2 6049.6 6150.2 6187.7 6248.6 6386.7 6311.8 6393.5 6579.2

                    单位存款 5229.1 5406.7 5718.9 5858.1 5975.2 6105.6 5994.9 6051.7 6152.1 6061.9 6092.9 6200.6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52.4 273.4 505.5 60.9 155.5 216.2 2.9 1.1 197.4 -70.0 116.9 141.2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335.6 23.0 237.3 -37.8 60.5 103.4 37.5 60.9 138.0 -74.9 81.7 259.2

                    单位存款 -568.3 177.6 312.1 139.2 117.1 123.7 -110.7 56.7 100.5 -90.3 31.0 107.8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6.8 16.0 16.2 16.4 14.6 13.7 13.0 11.0 14.0 12.8 12.7 12.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7.9 17.9 19.0 19.9 20.9 21.6 23.6 23.7 24.9 24.7 23.6 21.3

                    单位存款 12.0 11.3 10.9 11.8 9.9 9.8 9.3 6.4 9.5 9.0 7.7 6.9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9907.0 10121.3 10380.8 10539.4 10706.7 10811.5 10948.4 11100.1 11156.9 11268.9 11287.3 11284.2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167.1 1174.1 1202.3 1216.6 1229.7 1238.0 1253.2 1272.0 1292.0 1306.2 1325.2 1333.5

                    票据融资 85.0 97.4 136.4 142.6 147.0 122.9 144.5 173.1 165.1 179.3 162.1 131.3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64.5 214.2 259.5 158.6 167.3 104.7 136.9 151.7 56.9 111.9 18.5 -3.1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4.4 6.9 28.2 13.5 13.1 7.4 15.2 18.9 20.0 14.2 18.9 8.4

                    票据融资 0.0 12.4 39.0 6.2 4.3 -24.0 21.6 28.6 -8.1 14.2 -17.2 -30.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1.6 22.3 22.2 21.0 22.0 22.0 21.8 22.5 21.9 22.0 17.9 16.0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34.0 32.1 29.6 27.4 24.7 22.5 21.1 21.2 20.7 19.6 17.8 15.7

                    票据融资 -4.7 10.0 80.8 98.6 148.1 86.9 103.2 138.6 107.5 135.7 81.7 54.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9.2 11.7 9.8 9.9 10.2 11.6 11.4 12.9 10.2 9.3 9.7 9.6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35.5 78.1 41.5 58.9 8.3 28.8 62.1 45.9 22.4 18.9 17.2 -12.1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13.0 12.6 12.2 12.1 11.1 14.3 14.9 15.1 15.5 16.4 17.0 17.2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22.8 14.2 4.1 -5.8 -21.7 2.5 10.7 11.4 13.9 27.9 44.4 29.3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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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内蒙古自治区各类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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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 1.4 － -0.1 － -0.7

2002 － 0.2 － 2.6 － -0.1 － -0.7

2003 － 2.1 － 1.2 － 2.9 － 3.2

2004 － 2.9 － 9.5 － 9.2 － 5.1

2005 － 2.4 － 8.3 － 9.8 － 5.1

2006 － 1.5 － 1.1 － 5.9 － 3.0

2007 － 4.6 － 3.0 － 4.8 － 5.7

2008 － 5.7 － 14.9 － 11.7 － 12.5

2009 － -0.3 － -0.3 － -0.9 － -3.8

2010 － 3.2 － 2.0 － 5.0 － 6.7

2011 － 5.6 － 6.3 － 6.1 － 7.8

2012 － － － －

2011 1 4.5 4.5 1.7 1.7 5.2 5.2 6.8 6.8

2 4.7 4.6 2.2 1.9 5.5 5.3 7.8 7.3

3 4.8 4.7 5.3 3.1 5.7 5.5 8.0 7.6

4 5.0 4.7 6.0 3.8 6.0 5.6 7.6 7.6

5 5.4 4.9 6.6 4.3 6.3 5.7 8.0 7.7

6 6.5 5.1 7.5 4.9 6.3 5.8 8.6 7.8

7 6.8 5.4 7.7 5.3 6.8 6.0 9.4 8.1

8 6.6 5.5 7.8 5.6 7.0 6.1 9.5 8.2

9 6.9 5.7 8.7 5.9 7.0 6.2 8.8 8.3

10 6.3 5.8 7.7 6.1 6.4 6.2 7.5 8.2

11 4.6 5.6 7.5 6.2 5.8 6.2 6.0 8.0

12 4.9 5.6 7.5 6.3 5.6 6.1 5.3 7.8

2012 1 5.3 5.3 7.7 7.7 5.4 5.4 4.4 4.4

2 4.0 4.7 7.4 7.5 5.0 5.2 3.5 4.0

3 4.1 4.5 6.4 7.1 4.4 4.9 3.1 3.7

4 3.8 4.3 5.8 6.8 3.6 4.6 2.3 3.3

5 3.6 4.2 5.4 6.5 3.2 4.3 1.8 3.0

6 2.9 4 4.3 6.1 2.4 4 0.6 2.6

7 2.2 3.7 4 5.8 1.4 3.6 -0.2 2.2

8 2.3 3.5 4 5.6 0.5 3.2 -1.5 1.7

9 2.2 3.4 3.6 5.3 -0.3 2.8 -2.4 1.3

10 2.1 3.2 3.7 5.2 -0.1 2.5 -2.5 0.9

11 2.4 3.2 3.8 5.1 -0.4 2.2 -3 0.5

12 2.4 3.1 3.6 4.9 -0.6 2 -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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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调查总队、《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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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内蒙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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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774.0 - - 6673.2 - - 10803.3 - - 15988.3

    第一产业 - - 110.0 - - 253.5 - - 463.6 - - 1447.4

    第二产业 - - 1540.0 - - 3921.1 - - 6485.9 - - 9032.5

    第三产业 - - 1120.0 - - 2498.5 - - 3853.8 - - 5508.4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68.5 518.6 1442.4 2909.1 5159.0 6829.5 8530.6 10413.3 12023.5 12808.5 13112.0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5 34.1 112.0 256.4 442.1 605.0 821.9 1006.6 1174.5 1263.7 1291.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261.7 1061.7 549.9 699.1 2090.3 983.3 1132.6 3227.8 1439.4 1591.4 4534.6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 159400 254300 342500 447400 566800 667500 755500 839600 924500 1029800 1125700

    进口 - 117000 176700 233900 296600 369600 430900 480900 526400 581300 657900 728600

    出口 - 42400 77600 108600 150700 197300 236600 274600 313200 343200 371800 397000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 -74600 -99100 -125300 -145900 -172300 -194300 -206300 -213200 -238100 -286100 -33160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 9400 37200 37300 76700 80600 85500 95800 117300 128900 191500 39430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 -13.5 -182.1 -265.5 -379.5 -559.5 -673.3 -833.6 -1042.9 -1169.7 -1356.0 -1873.2

    地方财政收入 - 271.2 400.9 530.6 656.7 819.9 948.0 1049.3 1144.5 1261.0 1376.9 1552.8

    地方财政支出 - 284.7 583.0 796.1 1036.2 1379.4 1621.3 1882.9 2187.4 2430.6 2732.9 3426.0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度） - - - - - - - - - - - 3.7

地区生产总值 - - 13.0 - - 12.0 - - 11.6 - - 11.7

    第一产业 - - 4.8 - - 5.5 - - 4.2 - - 5.8

    第二产业 - - 15.0 - - 14.0 - - 13.8 - - 14.0

    第三产业 - - 11.0 - - 9.5 - - 8.8 - - 9.4

工业增加值 - 12.6 15.4 13.6 13.8 14.2 13.9 13.9 14.0 14.3 14.5 14.8

固定资产投资 - 31.3 18.2 14.5 19.8 22.5 21.0 20.6 20.0 20.9 21.2 20.3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5 -1.2 -18.3 -17.6 -26.9 -28.7 -25.4 -25.5 -25.3 -22.6 -21.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4.9 15.5 16.2 14.9 14.5 12.0 12.7 14.2 13.2 21.2 14.9

外贸进出口总额 - 5.2 -5.5 -7.0 -4.8 0.4 -1.0 -2.9 -4.6 -5.4 -4.5 -4.9

    进口 - 9.0 -1.9 -2.2 -0.4 6.5 6.7 4.0 1.0 0.8 1.8 1.9

    出口 - -4.1 -12.8 -15.9 -12.5 -9.3 -12.4 -13.1 -12.8 -14.3 -13.8 -15.3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 203.0 -4.2 -17.0 38.0 -26.0 -33.0 -29.0 -24.0 -20.0 -29.0 2.7

地方财政收入 - 26.2 25.2 21.0 19.4 17.0 12.3 10.2 9.3 9.4 11.2 14.5

地方财政支出 - 21.5 38.3 40.0 36.8 38.1 37.0 24.4 20.4 20.8 14.5 14.6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