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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2 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之年。西藏全区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精神，紧紧围绕科学发展的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大力实施“提升一产、壮大二产、做

强三产”的经济发展思路。全区经济运行呈现出“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主要指标实现新突破、落实投

资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得到新改善”的特点，保持并巩固了跨越式发展的良好势头。 

西藏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各项金融政策，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着力改进信贷政策实施方式，

加大信贷投入力度，优化信贷结构，积极推动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全区金融运行平稳，存贷款快

速增长，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 

在西藏经济发展环境不断向好的有利形势下，全区将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预计 2013

年西藏经济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金融业将继续健康平稳运行。 

 

 

 

 

 

 



 

 2

目  录 

一、金融运行情况 ........................................................... 4 

（一）银行业运行平稳，存贷款增长较快 ............................................................................................... 4 

（二）证券业稳步发展，上市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 6 

（三）保险业健康发展，保费收入和赔付支出快速增长 ....................................................................... 6 

（四）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量大幅增长，金融市场交易活跃................................................................ 6 

（五）金融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生态环境不断优化 ............................................................................... 7 

二、经济运行情况 ........................................................... 7 

（一）总需求持续扩大，投资消费并驾齐驱的格局进一步巩固............................................................ 8 

（二）三次产业继续稳步发展，产业结构不断改善 ............................................................................... 9 

（三）价格涨幅回落，通货膨胀压力有所缓解 ..................................................................................... 10 

（四）财政收支规模持续扩大，自给率稳步提高 ................................................................................. 10 

（五）生态环境建设扎实推进，节能减排进一步强化 ......................................................................... 10 

（六）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政策性房地产金融支持力度增强.......................................................... 11 

三、预测与展望 ............................................................ 12 

附录： .................................................................... 13 

（一）西藏自治区经济金融大事记 ......................................................................................................... 13 

（二）西藏自治区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 14 

 

 

 

专 栏 

专栏  西藏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初显成效 ............................................................................................. 11 

 
 

 

表 

表 1  2012 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情况 .......................................................................................................... 4 

表 2  2012 年西藏自治区人民币贷款各利率区间占比 .......................................................................... 5 

表 3  2012 年西藏自治区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 6 

表 4  2012 年西藏自治区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 6 

表 5  2001～2012 年西藏自治区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结构表............................................................... 7 

表 6  2012 年西藏自治区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表 .......................................................................... 7 

表 7  2012 年西藏自治区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现利率表............................................................... 7 



 

 3

 

图 

图 1  2012 年西藏自治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 4 

图 2  2012 年西藏自治区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 4 

图 3  2011～2012 年西藏自治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5 

图 4  2011～2012 年西藏自治区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5 

图 5  1978～2012 年西藏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8 

图 6  1980～2012 年西藏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8 

图 7  1978～2012 年西藏自治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8 

图 8  1978～2012 年西藏自治区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 9 

图 9  2012 年西藏自治区外商直接投资额及其增长率 .......................................................................... 9 

图 10  2000～2012 年西藏自治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 9 

图 11  2001～2012 年西藏自治区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10 

图 12  1996～2012 年西藏自治区财政收支状况 .................................................................................. 10 

图 13  2005～2012 年西藏自治区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12 

 

 

 

 

 

 

 

 

 

 

 

 

 

 

 

 

 

 

 

 

 

 

 



 

 4

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2年，西藏金融机构认真执行稳健的货币

政策和中央赋予西藏的特殊优惠金融政策，金融

业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银行业运行平稳，证

券业、保险业稳步发展，金融体系更加完善，金

融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一）银行业运行平稳，存贷款增长

较快 

2012年，西藏银行业运行平稳，存贷款增长

较快，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建设

稳步推进，风险防控能力、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1.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不断完善，资产质量

继续提高。2012年，西藏继续推进银行业金融机

构体系建设，西藏银行正式对外营业，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揭牌成立，金融服务体

系不断丰富完善。截至2012年末，银行业金融机

构网点636个，从业人员7125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5个和671人（见表1）。银行业资产总额快速增长，

增幅达39.7%；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实现

“双降”，分别较年初下降3.3亿元和1.2个百分

点。 

表 1  201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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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 6621 1881.0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和
政策性银行

2 65 30.4 0

三、城市商业银行 1 124 82.2 1

四、信托公司 1 23 6.9 1

五、邮政储蓄银行 75 292 169.7 0

合             计 636 7125 2170.3 2

营业网点

机构类别
法人机构
（个）

数据来源：西藏银监局。 

 

2.存款快速增长，机关团体存款和住户存款

增长较快。截至2012年末，西藏金融机构本外币

各项存款余额2054.2亿元，同比增加391.8亿元，

增长23.6%，增幅比上年降低4.6个百分点（见图

3）。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050.6亿元，

同比增长23.4%（见图1）。存款快速增长主要是由

于中央转移支付力度加大，投资项目资金到位率

高；城乡居民收入增加，投资渠道相对较窄。储

蓄存款依然是城乡居民投资主渠道，机关团体存

款和住户存款大幅增长，余额分别是1195.8亿元

和404.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2%和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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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金融统计月报》。 

图 1  2012 年西藏自治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

增长变化 

3.贷款增长较快，结构进一步优化。截至2012

年末，西藏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664.0

亿元，同比增加255.0亿元，增长62.3%，增量和

增幅分别高出上年147.8亿元和26.8个百分点（见

图3）。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663.8亿元，

同比增长62.4%（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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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金融统计月报》。 

图 2  2012 年西藏自治区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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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投向了农牧区、

中小企业和基本建设项目等领域及票据融资。截

至2012年末，涉农贷款余额为88.6亿元，同比增

长13.0 %；中小企业贷款余额为193.1亿元，同比

增长63.7%；基本建设项目及前期费用贷款余额为

166.1亿元，同比增长83.9%；票据融资余额为72.6

亿元，同比增长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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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金融统计月报》。 

图 3  2011～2012 年西藏自治区金融机构本外

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4.继续执行贷款优惠利率政策，利率水平保

持平稳。2012年，西藏银行业金融机构继续执行

中央赋予西藏的贷款优惠利率政策，除居民购买

第二套及以上住房贷款执行西藏贷款优惠利率的

1.1倍外，各银行机构其他贷款利率均未浮动。存

款利率政策与全国保持同步，除西藏银行各期限

存款利率均上浮至1.1倍外，其他在藏银行业金融

机构存款利率均按各自总行要求的浮动水平执

行。金融机构定价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 

2012年，西藏民间借贷利率走势保持平稳，

加权平均利率为9.88%，较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 

西藏辖区各商业银行机构对美元、欧元、港

元、日元4种币种的活期、7天通知和1年（含1年）

以内定期存款利率，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基准利率上限，其他档次和币种按各自总行规定

的利率执行。2012年，大部分币种小额存款利率

年内保持不变，全区仅发生1笔大额存款业务。截

至2012年末，西藏金融机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

5836.6万美元，同比增长192.8%。 

 

表 2  2012 年西藏自治区人民币贷款各利率区

间占比 

单位：%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9, 1.0) — — — — — —

1.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小计 0.0 0.0 0.0 0.0 0.0 0.0

(1.0, 1.1] 0.0 0.0 0.0 0.0 0.0 0.0

(1.1, 1.3] — — — — — —

(1.3, 1.5] — — — — — —

(1.5, 2.0] — — — — — —

2.0以上 — — — — — —

月份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9, 1.0) — — — — — —

1.0 100.0 100.0 100.0 99.9 99.9 99.9

小计 0.0 0.0 0.0 0.1 0.1 0.1

(1.0, 1.1] 0.0 0.0 0.0 0.1 0.1 0.1

(1.1, 1.3] — — — — — —

(1.3, 1.5] — — — — — —

(1.5, 2.0] — — — — — —

2.0以上 — — — — — —

上
浮

水

平

上
浮

水

平

 

注：2012 年 8-12 月统计数据的下浮区间为[0.7，1.0)。 

数据来源：各商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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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各商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图 4  2011～2012 年西藏自治区金融机构外币

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5.经营效益稳步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增强。

西藏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营销力度，经营效益不

断提高。2012年，西藏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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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14.0亿元，同比增长15.1%。资产利润率

为1.7%，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同时，加强贷

款管理和风险管控，保持经营运行的稳健性。截

至2012年末，西藏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为

0.7%，比年初下降1.2个百分点。辖区法人银行机

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41.2%。 

6.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稳步推进，持续

快速增长。2012年，全区累计办理跨境人民币结

算业务75.5亿元，同比增加39.1亿元，增长1.1

倍。其中，货物贸易出口结算金额75.3亿元，占

全部结算总额的99.6%；货物进口结算金额0.2亿

元；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进出口业务结算金

额0.1亿元。人民币结算地域范围不断扩大，除尼

泊尔、香港外，还包括日本、丹麦、意大利等国

家和地区。 

（二）证券业稳步发展，上市公司经

营状况良好 

2012年，西藏证券业稳步发展，经营效益提

高。上市公司数量增加，经营状况保持良好。 

1.证券业经营效益提高。截至2012年末，西

藏辖区有一家证券公司，即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证券营业部5家，其中拉萨市3家、山南

和林芝地区各1家。证券业资产总额和业务规模不

断扩大。截至2012年末，法人证券机构资产总额

30.9亿元，同比增长17.2%。实现营业收入3.2亿

元，同比增长33.9%。辖内证券市场交易额为120.4

亿元。 

2.上市公司经营状况保持良好。截至2012年

末，西藏共有11家上市公司，同比增加1家。其中，

境内上市10家，香港上市1家。10家境内上市公司

通过股票市场募集资金7.4亿元（见表3）；总市值

为572.3亿元，占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的81.6%。 

表 3  2012 年西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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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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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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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票据筹资额（亿元） 0  
数据来源：西藏证监局。 

（三）保险业健康发展，保费收入和

赔付支出快速增长 

2012年，西藏保险业总体运行良好，资产规

模稳步扩大，保费收入和赔付支出快速增长，经

济补偿功能不断增强。 

1.保险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大。截至2012年末，

西藏保险市场共有省级分公司5家，其中财产险分

公司4家，人身险分公司1家（见表4）。保险业总

资产为4.6亿元，同比增长32.4%；从业人员达881

人。 

2.保费收入快速增长，赔付能力不断增强。

2012年，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9.5亿元，同比增长

25.5%，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7.5个百分点。其中，

财产险实现保费收入6.5亿元，同比增长13.7%；

人身险实现保费收入3.0亿元，同比增长61.6%。

经济补偿能力不断增强。2012年，保险业赔付支

出4.1亿元，同比增长21.2%。保险深度、保险密

度分别较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和59.2元（见表

4）。 

表 4  2012 年西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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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4

               人身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9.5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6.5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3.0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4.1

保险密度（元/人） 309.7

保险深度（%） 1.4  

数据来源：西藏保监局。 

（四）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量大幅增

长，金融市场交易活跃 

2012年，西藏金融市场健康发展，非金融机

构部门融资量大幅增长，票据融资持续增加，黄

金投资性交易活跃。 

1. 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量大幅增长。2012

年，西藏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总额达262.4亿元，

同比增长83.4%。在融资结构中，贷款融资仍占据

主导地位，占融资总额的97.2%，高于上年22.3

个百分点；股票融资规模有所下降，占融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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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8%（见表5）。 

表 5  2001～2012 年西藏自治区非金融机

构部门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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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19.7 100.0 0.0 0.0

2008 25.8 100.0 0.0 0.0

2009 36.2 86.7 0.0 13.3

2010 111.4 48.0 0.0 52.0

2011 143.1 74.9 7.0 18.1

2012 262.4 97.2 0.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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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证监局。 

2.票据业务稳步发展。票据融资增长较快，

仍以转贴现为主，且均为与内地金融机构间的融

资。截至2012年末，银行承兑汇票余额4.2亿元，

同比增加3.1亿元，全年累计发生6.5亿元，同比

增加3.1亿元。票据融资余额72.6亿元，同比增加

14.0亿元（见表6）。其中，买断式转贴现余额为

72.6亿元，同比增长68.1%。全年累计办理转贴现

660.4亿元。 

表 6  2012 年西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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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0.7 85.9 89.6 0 0

2 1.4 1.8 126.5 256.5 0 0

3 1.5 2.8 129.7 375.1 0 0

4 4.2 6.5 72.6 6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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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商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表 7  2012 年西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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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 0.00 7.44 0.00

2 4.84 0.00 4.77 0.00

3 4.86 0.00 5.07 4.47

4 5.45 0.00 4.85 4.98

贴  现 转贴现
季度

 
数据来源：各商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黄金投资性交易继续保持上升态势。受股

市震荡走低、房地产市场调控等因素的影响，以

实物黄金、纸黄金为主的投资性交易呈逐渐上升

趋势。2012年，共销售实物黄金242.8千克，同比

增长117.6%，实现销售金额9080.6万元，同比增

长127.4%。全区仅中国建设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开办了“账户金”业务。2012年，“账户金”成交

量589.1千克，成交金额达20081.3万元。 

4.涉外收支和结售汇业务继续增长。2012年，

在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大幅增长的拉动下，全区

涉外收支总额达到17.6亿美元，同比增长97.4%。

跨境外汇收支顺差额为2.1亿美元，同比增长

6.2%。银行代客结售汇总额继续增长并仍呈现顺

差格局，顺收额有所收窄。2012年，辖区银行结

售汇总额为4.7亿美元，同比增长15.6%。银行结

售汇顺收额1.7亿美元，同比减少31.7%。  

（五）金融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生态

环境不断优化 

2012年，西藏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稳步推进，

金融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一是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工作全面推进。继续采集和完善全区住房公积

金缴存、企业环境违法、拖欠工资等非银行信息，

加快征信系统建设。截至2012年末，企业征信系

统共收录全区企事业单位及其它经济组织6473

户，同比增长3.9%；个人征信系统收录全区自然

人约104.8万人，同比增长9.9%。继续加快农牧区

信用体系建设，优化农牧区信用环境。全年评定

信用乡（镇）251个、信用村2214个。二是支付结

算系统建设稳步推进。2012年，全区大小额支付

系统处理支付业务144.9万笔，金额20012.0亿元，

比上年分别增长42.3％和39.5％。网上支付、电

话支付、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工具的发展进一步

提升了西藏支付结算服务水平。三是金融法制环

境进一步完善。严厉打击破坏金融秩序、骗取银

行贷款、逃废金融债务的行为，切实维护金融债

权的合法权益。开展“9.16平安西藏”、“12.4法

制宣传日”等活动，广泛宣传金融法律法规和金

融安全知识，营造良好的金融法制氛围。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2 年，西藏全区充分利用财税、金融等手

段加强经济调控，全区经济运行呈现出“经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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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图 5  1978～2012 年西藏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

及其增长率 

量迈上新台阶、主要指标实现新突破、落实投资

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得到新改善”的特点，保

持并巩固了跨越式发展的良好势头。全年完成地

区生产总值 701.0 亿元，增长 11.8%（见图 5）。 

（一）总需求持续扩大，投资消费并

驾齐驱的格局进一步巩固 

2012年，西藏自治区坚持基础先行，狠抓投

资消费双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城乡消费、外贸

进出口均实现大幅增长。 

1.投资规模增长较快，基础设施继续改善。

2012年，西藏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努力拓宽投资

渠道，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10.0亿元，同比增

长29.3%，增速比上年上升10.7个百分点（见图6）。

从投资主体看，政府投资比例有所下降，全年完

成489.2亿元，占投资总额的68.9%，同比下降7.7

个百分点。全年完成援藏投资项目1095个，落实

援藏资金39.5亿元。在投资的有力保障下，拉萨

市城市供暖工程顺利开工，“十二五”规划180个

项目投入建设。 

2.市场持续活跃，城乡消费齐头并进的良好

态势进一步巩固。2012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为254.6亿元，同比增长16.3%（见图7）。其中，

城镇和乡村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为211.8亿元、

42.9亿元，分别增长18.3%、7.2%。城乡市场体系

和商品流通网络不断完善，城乡消费齐头并进的

良好态势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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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图 6  1980～2012 年西藏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

及其增长率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1
9
7
8

1
9
8
1

1
9
8
4

1
9
8
7

1
9
9
0

1
9
9
3

1
9
9
6

1
9
9
9

2
0
0
2

2
0
0
5

2
0
0
8

2
0
1
1

-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左坐标）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率（右坐标）

亿元 %

 
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图 7  1978～2012 年西藏自治区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3.外贸总量实现新突破，实际利用外资大幅

增长。2012年，西藏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4.2亿美

元，同比增长1.5倍。其中，贸易出口33.6亿美元，

同比增长1.8倍，进口0.7亿美元，同比下降60.7%

（见图8）。全年贸易顺差32.9亿美元，同比增长

226.1%。矿泉水、啤酒、青稞酒、藏毯等主要贸

易产品出口形势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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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图 8  1978～2012 年西藏自治区外贸进出口变

动情况 

 

招商引资不断加强，全年落实招商引资项目

502个，实际到位资金125.7亿元，主要涉及旅游

服务业、特色产品加工、新能源、矿产开发、水

电开发、商贸物流等领域。2012年合同利用外商

直接投资3.9亿美元，同比下降41.7%，实际利用

外商直接投资1.7亿美元，同比增长1.7倍，全年

审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家（见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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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图 9  2012 年西藏自治区外商直接投资额及其

增长率 

（二）三次产业继续稳步发展，产业

结构不断改善 

2012年，西藏自治区三次产业稳步发展，增

加值分别为80.4亿元、241.7亿元、379.0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3.4%、14.4%和12.0%。产业结构进

一步调整，第一产业比重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

点，第二产业比重与上年持平，第三产业比重比

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 

1.农业生产稳步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取

得新进展。主要农产品生产取得显著成效，2012

年，粮食总产量达94.9万吨，同比增长1.2%；全

年肉产量29.0万吨、奶类产量31.7万吨，同比分

别增长4.6%和1.1%。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

善。全区特色农牧业生产基地达到250个，带动了

150万农牧民；大力实施“八到农家”工程，解决

了30万农牧民饮水安全问题、411个建制村通公路

和15个乡镇通油路问题、36.9万多户住房条件较

差农牧民的安居问题、52万无电人口的基本用电

问题，完成了1000个行政村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2.工业生产快速增长。2012年，西藏工业增

加值完成55.1亿元，同比增长14.7%。其中，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42.8亿元，同比增长15.1%

（见图10）。主要工业品产销两旺，全年工业累计

销售产值为86.6亿元，同比增长17.1%，销售率为

102.2%，同比提高4.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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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00～2012 年西藏自治区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率 

 

3.旅游业不断升温，经济效益不断提高。2012

年，全区旅游业产业链条不断拉长，规模逐渐扩

大，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1058.4万人次，同比增长21.7%。其中，接待国内

游客1038.9万人次，同比增长23.3%。实现旅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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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126.5亿元，同比增长30.3%，占西藏地区生

产总值的18.0％，比上年提高2.0个百分点。 

（三）价格涨幅回落，通货膨胀压力

有所缓解 

2012年，西藏自治区重点强化对生活必需品

价格的监测预警，严厉打击各种扰乱市场秩序的

不良行为，物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1.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有所回落。2012年，西

藏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5%，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

（见图11）。八大类商品价格同比全部上涨，涨幅

最高的仍为食品类价格，全年上涨6.9%，同比下

降2.2个百分点；其次是衣着类价格，全年上涨

4.3%，同比上升1.5个百分点；其他类价格温和上

涨。 

2.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回落。2012年，农业生

产资料价格上涨1.6%，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下跌0.3 %，同比下降4.6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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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图 11  2001～2012 年西藏自治区居民消费价格

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3.上调最低工作标准。2012 年 9 月，西藏自

治区上调最低工作标准，从现行的 950 元、900

元、850 元三个档次，调整为每月 1200 元、1150

元两个档次。同时，将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现行

的 8.5 元、8.0 元、7.5 元三个档次，调整为 11.0

元、10.5 元两个档次。调整幅度为历年最大，有

效改善低收入者生活水平。以高校毕业生、农牧

区富余劳动力、就业困难群体为重点，健全和落

实各项扶持政策，提高转移就业的培训规模和组

织化程度，努力扩大和创造就业。 

 

（四）财政收支规模持续扩大，自给

率稳步提高 

2012年，西藏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86.6亿元，增长58.1%，增速比上年提高8.7个百

分点。其中，各项税收达到70.1亿元，增长52.9%，

税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达到905.3亿元，增长19.4%，增速比上年下降18.2

个百分点（见图12）。财政自给率为9.6%，比上年

提高2.4个百分点，连续四年提高。财政支出继续

向民生领域倾斜，结构进一步优化，各项重点支

出得到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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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图 12  1996～2012 年西藏自治区财政收支状况 

 

（五）生态环境建设扎实推进，节能

减排进一步强化 

2012年，西藏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

的地位，扎实推进湿地、湖泊和生态功能保护区

项目建设。全年实现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108.6

万亩，其中植树造林56.8万亩，封山育林51.8万

亩；完成2011年国家下达的36.8万亩森林抚育试

点任务和2.5万亩造林补贴试点计划；完成防沙护

林体系建设、防沙治沙等15个项目的申报编制工

作。森林、草原生态保护补偿奖励得到及时足额

兑现，集体林权改革试点主体工作基本完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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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节能减排，严格控制“两高一资”项目，加快

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节能减排

顺利通过国家考核。 

 

专栏  西藏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初显成效 

 

西藏农牧区人口居住分散，受道路交通、电力、通讯条件的制约，农牧区金融网点少、金融基础设

施薄弱。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各类支农补贴等惠农政策主要依托银行卡进行资金发放。农牧民为支

取补贴资金，频繁往返县、乡金融网点，费用成本较高。为有效解决农牧民办理存取款等金融业务难的

问题，辖区金融机构以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为突破口，推动农牧区金融支付环境建设，加大金融对

农牧区发展的支持力度。 

一、主要做法 

一是加强调研与宣传力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的通知》精神，中国

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派工作组赴农牧区深入开展调研，并组织协调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召开助农取款金

融联席会议，了解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工作开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困难。同时，通过印制藏汉双语

宣传品和大屏幕宣传等方式在全区开展宣传，大力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 

二是着力推进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试点工作。自 2012 年 3 月以来，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中

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先后开展了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该三

家试点银行加紧系统改造，着力宣传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知识，促使助农取款服务在辖内顺利开展，为

农牧民群众提供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三是大力推广惠农卡。在中国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和中国银联西藏分公司联合指导下，中国农业

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在林芝地区启动了农牧民财政补助资金代理试点工作，通过银政合作，以户为单位

为广大农牧民办理惠农卡，将中央惠农惠牧补贴通过惠农卡发放，并在农牧区设置助农取款服务点，积

极开展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工作。 

二、取得的成效 

西藏全辖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为农牧民群众提供了便利的金融服务，实

现国家涉农补贴款项直接发放到农牧民手中，而且将银行金融服务延伸到乡村服务点，进一步完善农牧

区金融服务体系。2012 年，西藏金融机构在拉萨、林芝及日喀则地区有条件的村镇共布放受理终端 115

台，受理取款交易笔数 979 笔、查询交易笔数 475 笔，交易金额 233293 元。其中，中国农业银行西藏

自治区分行新发放惠农卡 47724 张，设立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 102 个，交易金额达 167938 元。 

三、政策建议 

下一步，西藏各金融机构将进一步推动全区助农取款服务工作，使这项服务落实到全区金融空白乡

镇，切实服务“三农”。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普及用卡知识。积极向农牧区开展惠农补贴政策、助农取款、

银行卡办理和风险防范等知识的宣传，帮助农牧民了解助农取款查询、取现等业务的操作流程，增强农

牧民使用银行卡意识。二是加强对业务人员及特约商户的培训和管理，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效率。积极

采取有效措施，做好 POS 终端机具的安装和维护工作，并不断提升助农取款服务的功能，切实满足农牧

区群众的金融需求。 

（六）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政策性

房地产金融支持力度增强 

2012年，西藏房地产投资规模和销售面积增

长较快，房地产销售价格同比回落，政策性房地

产金融支持力度增强。 

1.房地产投资规模增长。2012年，西藏房地

产开发投资累计完成6.9亿元，同比增长33.9%，

投资额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1.0%。 

2.房地产施工面积减少。2012年，西藏商品

房施工面积达47.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9%（见

图13）；新开工面积为22.7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4%。 

3.房地产销售增长较快。全年商品房累计销

售面积完成22.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8.5%；全

年销售额累计完成7.4亿元，同比增长10.7％（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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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4.房地产价格下降。按照商品房销售额与销

售面积计算，2012年西藏商品房销售均价为3269

元/平方米，同比下降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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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图 13  2005～2012年西藏自治区商品房施工和

销售变动趋势 

5.政策性房地产金融支持力度增强。截至

2012年末，西藏房地产贷款余额为40.5亿元，同

比下降1.0%，占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

6.1%，比2011年末下降3.9个百分点。在房地产

贷款总量减少的情况下，政策性房地产贷款逆势

上涨。截至2012年末，西藏政策性住房贷款余额

22.7亿元，同比增长9.0%。 

三、预测与展望 

西藏经济连续20年保持快速增长，发展势头

强劲，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特色产业加速培育，经济发展环境不断向好，但

也存在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国家投资、经济结构总

体较为单一、消费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总体来

看，2013年西藏经济发展机遇大于挑战，经济将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预计2013年西藏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2%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18%以上，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3%以

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控制在3.5%左右。 

2013年，西藏金融机构将以党的十八大精神

为指导，认真执行中央的宏观经济政策，以科学

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区别对待、

有保有压”的信贷原则，全面贯彻落实好稳健的

货币政策和中央赋予西藏的特殊优惠金融政策，

把握好信贷投放的重点、力度和节奏，促进信贷

合理适度增长，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着力改进

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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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西藏自治区经济金融大事记 

1 月 17 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四川省人民政府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3 月 12 日，林芝银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在西藏林芝地区挂牌成立，这是林芝地区首家融资性担保机

构，填补了西藏各地区及县域无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空白。 

4 月 24 日至 28 日，由中国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牵头、各商业银行区分行为成员的西藏自治区银

行业调研组，赴昌都地区开展调研工作。 

5 月 22 日，西藏银行在拉萨市举行开业典礼，正式对外营业。 

8 月 8 日，西藏首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在拉萨正式揭牌成立。 

8 月 31 日，中国建设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联合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率先推出以金融 IC 卡为载

体的公积金龙卡，这是西藏自治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的第一张 IC 卡，填补了西藏无 IC 卡的空白。 

9 月 25 日至 26 日，西藏牧区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 

10 月 15 日，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在拉萨召开昌都工作会议，全力支持昌都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

安。 

12 月 16 日，中国工商银行林芝支行举办开业典礼，标志着林芝地区已初步形成由四大国有商业银

行为主体，证券、保险、担保公司并存的金融体系。 

12 月 25 日，中国建设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第一家县域机构芒康县支行正式开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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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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1.5 1647.8 1670.3 1730.5 1756.9 1858.3 1899.7 1952.4 2003.6 2045.6 2024.5 2054.2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320.9 315.8 322 320.7 325 331.3 339.3 349 366.6 369.4 388.8 404.3

                    单位存款 1115.7 1158.6 1244.7 1234.2 1275.5 1319.7 1327.4 1351.2 1392.3 1406.8 1395.1 1477.6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1 16.3 22.5 60.1 26.4 101.4 41.4 52.7 51.2 42 -21.1 29.7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7.2 30 26.2 30.6 27.7 29.6 28.8 28.8 28.1 25.9 21 23.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446.6 452.6 460.2 508.5 523.1 615 641.5 651.8 669 663.8 657.6 664

        其中：短期 73.9 78.1 84.5 89.3 94.2 97.9 106.1 106.7 110.8 119.4 127.1 126.8

                    中长期 284.7 291.4 289.9 332.5 342.8 390.6 396.3 407.9 428.4 439.9 449.1 464.7

                    票据融资 88 83 85.9 86.6 86 126.5 139.1 137.2 129.7 104.6 81.4 72.6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7.6 5.9 7.6 48.3 14.6 92 26.5 10.3 17.2 -5.2 -6.3 6.5

        其中：短期 -0.4 4.2 6.3 4.8 4.9 3.7 8.2 0.6 4.1 8.5 7.8 -0.4

                    中长期 8.6 6.7 -1.5 42.6 10.4 47.8 5.7 11.6 20.5 11.5 9.2 15.6

                    票据融资 29.4 -5 2.8 0.7 -0.5 40.4 12.6 -1.9 -7.5 -25.1 -23.2 -8.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45.3 43.3 46.8 60.1 60.8 83.6 91.7 85.8 84 79.2 71 62.3

        其中：短期 17.3 23.3 41.3 42.7 40.8 41.3 59.9 60.5 70.8 76.7 93.4 70.6

                    中长期 32.9 35.5 32.2 51.3 55.1 71.9 75 72.6 72.8 74.6 68.7 68.3

                    票据融资 192.6 121.9 149.4 145.1 131.3 228.9 232.6 186.5 155.1 105.2 54.7 23.8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56.8 60.8 61.7 72.8 79.7 83.9 86.4 93.7 103.2 111 114.8 114.3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2.7 4.7 4.6 4.6 4.6 4.8 5.1 5.1 6.6 8.8 8.9 9.4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104.3 118.7 125 176.4 203.7 208.6 234.6 180.1 146.4 148.7 114.6 113.9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26.8 27.9 27.3 28.6 29 36.5 66.9 71 122.3 223.9 329.8 301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630.4 1646.8 1669.4 1729.5 1755.6 1857.1 1895.5 1948.4 1999.7 2041.8 2020.8 2050.6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320.5 315.3 321.6 320.3 324.6 330.8 338.9 348.6 366.2 369 388.3 403.9

                    单位存款 1115 1158.1 1244.2 1233.8 1274.8 1319 1323.7 1347.8 1389 1403.6 1392 1474.5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0.8 16.4 22.6 60.2 26.1 101.5 38.3 52.9 51.4 42.1 -21 29.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6 -5.1 6.3 -1.3 4.3 6.3 8.1 9.7 17.6 2.8 19.4 15.6

                    单位存款 -36.2 43 86.2 -10.4 41 44.3 4.7 24.1 41.3 14.6 -11.6 82.5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7.2 30.1 26.3 30.7 27.7 29.6 28.7 28.6 27.9 25.7 20.8 23.4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8.8 20.9 23.5 22.7 23.5 22 21.6 22.1 24.1 25 27.3 26.7

                    单位存款 30.8 34.7 40.7 37.4 41 34.4 31.5 31.6 36.2 33.9 29.6 28.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446.3 452.3 459.9 508.2 522.8 614.7 641.2 651.5 668.7 663.6 657.3 663.8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68.6 69.4 71.4 71.5 72.6 73.3 74.1 74.6 76.1 76.3 77 77.9

                    票据融资 88 83 85.9 86.6 86 126.5 139.1 137.2 129.7 104.6 81.4 72.6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7.6 5.9 7.6 48.3 14.6 92 26.5 10.3 17.2 -5.2 -6.3 6.5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0.1 0.8 2 0.1 1.1 0.7 0.8 0.6 1.5 0.1 0.7 0.9

                    票据融资 29.4 -5 2.8 0.7 -0.5 40.4 12.6 -1.9 -7.5 -25.1 -23.2 -8.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45.3 43.3 46.8 60.1 60.9 83.7 91.8 85.9 84 79.3 71.1 62.4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3 -10 -5.5 -6.2 -5.8 -4.7 -1.5 0.2 2.3 3.8 5 13.7

                    票据融资 192.6 121.9 149.4 145.1 131.3 228.9 232.6 186.5 155.1 105.2 54.7 23.8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0.2 0.2 0.1 0.1 0.2 0.2 0.7 0.6 0.6 0.6 0.6 0.6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7.8 -17.9 -23.1 -43.7 5.7 -1.1 106.8 319.1 391.8 293.0 185.9 192.8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4.0 -4.0 -4.7 -5.0 -3.9 -3.8 -3.9 -3.6 -3.8 -3.7 -3.8 -4.3

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金融统计月报》和《西藏金融统计专项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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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西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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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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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2007 － 3.4 － 1.1 － － － －

2008 － 5.7 － 3.2 － － － 5.6

2009 － 1.4 － -0.9 － － － -1.8

2010 － 2.2 － 0.6 － － － 5.8

2011 － 5.0 － 2.6 － － － 4.3

2012 － 3.5 － 1.6 － － － -0.3

2011 1 4.5 4.5 0.8 0.8 － － 6.2 6.2

2 4.6 4.5 0.8 0.8 － － 6.5 6.5

3 5.3 4.8 1.0 0.9 － － 7.4 6.8

4 5.4 4.9 1.5 1.0 － － 4.3 6.2

5 5.1 5.0 1.9 1.2 － － 1.2 5.8

6 5.0 5.0 1.9 1.3 － － 3.1 5.3

7 4.5 4.8 1.4 1.1 － － 6.9 6.0

8 5.1 5.0 6.8 6.7 － － 3.4 4.9

9 5.2 5.0 3.2 2.0 － － 3.2 4.7

10 5.0 5.0 2.8 2.6 － － 2.2 4.4

11 4.8 5.0 2.8 2.6 － － 4.5 4.4

12 4.8 5.0 2.6 2.6 － － 2.0 4.3

2012 1 － － － － － － － －

2 4.6 4.7 2.4 2.5 － － 2.1 2.1

3 4.3 4.5 1.5 2.2 － － 1.6 1.9

4 4.4 4.5 1.7 2.0 － － 0.3 1.5

5 4.6 4.5 1.9 2.0 － － -1.1 1.0

6 4.0 4.4 1.6 1.9 － － -2.0 0.5

7 3.6 4.3 1.4 1.9 － － -2.1 0.1

8 3.0 4.2 1.4 1.8 － － -0.7 0.0

9 2.6 4.0 1.4 1.8 － － -1.4 -0.2

10 2.3 3.8 1.3 1.7 － － -1.1 -0.3

11 2.1 3.7 1.3 1.7 － － -0.6 -0.3

12 1.9 3.5 1.3 1.6 － － － -0.3

数据来源：西藏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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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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32.7 － － 287.2 － － 498.7 － － 701.0

    第一产业 － － 10.9 － － 30.8 － － 56.1 － － 80.4

    第二产业 － － 15.6 － － 75.9 － － 160.8 － － 241.7

    第三产业 － － 106.2 － － 180.6 － － 281.8 － － 379.0

工业增加值（亿元） － － 7.2 － － 20.6 － － 33.8 － － 55.1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6.2 30.1 71.7 123.8 228.3 324.1 399.7 496.6 589.0 643.6 710.0

    房地产开发投资 － 0.0 0.5 0.9 1.2 2.2 3.1 4.0 4.7 5.3 6.3 6.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

元）
－ 40.3 56.7 74.0 94.0 113.9 134.0 155.2 180.4 204.8 223.9 254.6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 13956 25506 45978 72514 101580 159959 195286 248134 289264 317948 342397

    进口 － 262 413 623 856 1049 1185 5631 6367 6523 6704 6896

    出口 － 13694 25093 45355 71658 100531 158774 189655 241767 282741 311243 335501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 13432 24680 44732 70802 99482 157589 184024 235400 276218 304539 328605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

元）
－ － － － － － － － － － － 17402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 -86.6 -154.2 -191.8 -256.7 -319.7 -380.7 -474.4 -546.1 -587.6 -699.4 -818.8

    地方财政收入 － 7.7 12.2 16.6 20.5 27.4 33.7 38.0 44.3 51.0 74.0 86.6

    地方财政支出 － 94.4 166.4 208.4 277.3 347.1 414.4 512.5 590.4 638.6 773.4 905.3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 － － － － － － － － －

地区生产总值 － － 11.4 － － 11.3 － － 11.4 － － 11.8

    第一产业 － － 2.7 － － 3.0 － － 3.0 － － 3.4

    第二产业 － － 17.3 － － 15.4 － － 12.9 － － 14.4

    第三产业 － － 11.6 － － 11.2 － － 12.3 － － 12.0

工业增加值 － － 9.5 － － 12.7 － － 13.8 － － 14.7

固定资产投资 － 150.0 44.0 19.7 24.0 25.1 31.6 28.6 25.4 27.6 32.1 29.3

    房地产开发投资 － － -55.1 -31.6 -52.4 -15.1 14.2 8.6 9.0 39.4 47.2 33.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3.9 14.3 14.4 14.4 14.6 14.8 14.9 15.5 16.3 16.4 16.3

外贸进出口总额 － 13.4 52.3 117.2 154.1 170.3 217.9 183.1 196.0 209.6 170.0 150.0

    进口 － -58.5 -44.6 -31.1 -25.9 -58.4 -83.3 -51.4 -45.9 -49.1 -60.9 -60.7

    出口 － 17.3 56.8 123.7 161.7 186.7 267.5 230.4 235.5 250.7 210.0 180.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 － － － － － － － － － － 169.4

地方财政收入 － 20.2 20.1 20.0 14.4 17.2 17.9 14.7 16.2 17.1 51.7 58.1

地方财政支出 － 50.1 64.1 56.0 60.8 29.7 25.4 33.4 29.2 16.9 22.1 19.4

数据来源：西藏统计局。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