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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金融运行报告（2020）》摘要 

 

中国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2019 年，西藏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安排部署，紧紧围

绕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和中央赋予西藏的特殊优惠

金融政策，着力推进“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

任务，全面深化西藏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力支持了西藏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全年经济形势稳中向好，金融体系运行平稳健康，各类风险总体可控。 

从经济运行情况看，2019 年，西藏各部门坚决贯彻区党委政府关于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保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一是经济

运行态势持续向好。2019 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697.82 亿元、同比增长 8.1%，

高于全国经济增速 2 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1%，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7%。二是民生福

祉有力提升。2019 年，西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10%和 13%，

继续位居全国第一。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5.2 万人，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

98.1%。教育“五个 100%”1目标基本实现。民生支出占到财政总支出的 64.6%。

三是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 4012.15 万人次、增长 19%，

收入 560 亿元。文化产业产值增长 15%。金融业增加值 122.6 亿元，各类债券融

资余额增长 70%以上。进出口总值超过 45 亿元，边境小额贸易增长 21.6%。四

是创业创新活力激发。2019 年，财政科技投入、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分别增

长 23%和 19%。科技对农牧业贡献率达 51%。建成 9 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

工程实验室，建成各类“双创”载体 131 家,孵化企业 2129 家，吸纳就业 1.54

万人。五是改革开放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取消和下放行政许可

事项 19 项。“互联网+政务服务”超额完成"9070"目标，办件数据入库总量跃居

                                                        
1 五个 100%：中小学双语教育普及率 100%；小学数学课程开课率达到 100%；中学数理化生课程计划完成

率达到 100%；中学理化生实验课程开出率达到 100%；职业技术学校国家目录规定课程开出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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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前列。完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和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农

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被国家评为优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年减税降费 47.1

亿元，实现各类减免税 201 亿元。积极推进樟木口岸恢复货运功能，里孜口岸开

放，阿里昆莎机场临时开放，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筹建和陈塘、日屋口岸开放。

总的来看，全区经济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

中向好的良好态势。 

从金融运行情况看，2019 年，西藏金融运行总体平稳，各项金融指标在高

基数背景下继续保持平稳运行，部分指标低于预期，社会融资规模小幅下降，各

项贷款保持增长，资本市场稳定发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稳步提升。一是社

会融资规模小幅下降，融资结构相对稳定。全年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呈波动性缓慢

下降趋势。截止 2019 年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5974.46 亿元，同比增长

0.39%。其中，间接融资占比 91.4%，直接融资占比 8.6%，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二是信贷规模合理适度增长，LPR 改革稳步推进。年末全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

项贷款余额 4695.46 亿元，同比增长 3.07%，较上年末低 9.6 个百分点，较全国

贷款平均增速低 8 个百分点左右。全年累计发放贷款 2254.92 亿元，较上年同期

多投放 160.6 亿元。推动西藏贷款基准利率向 LPR 平稳过渡。12 月，全区一般

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2.56%，较 9 月下降 33 个基点。三是信贷支持重点突出，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全年累计发放再贴现 15 批合计 269 笔、1.01 亿元。普惠口

径小微贷款余额 354.82 亿元、同比增长 40.30%，占贷款总量的 7.56%。其中单

户授信 1000 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 50.15 亿元、同比增长 48.84%。涉农

贷款余额 1405.15 亿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 288.37 亿元、同比增长 11.82%。“双

创”贷款余额 32.38 亿元、同比增长 14.17%，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11.10 个百

分点。制造业贷款余额 240.95 亿元、同比增长 17.65%。四是银行业组织体系持

续完善，金融资源合理配置。2019 年，西藏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不断增加，组

织体系日趋完善，竞争程度进一步提高。截至 2019 年 12 月，西藏银行业金融机

构营业网点 723 个，从业人员 10065 人。西藏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 6748.17

亿元，同比减少 304.97 亿元，下降 4.32%。五是资本市场稳定发展，融资渠道

逐步拓宽。2019 年末，西藏上市公司 19 家，总股本达 140 亿股，流通股本 95

亿股；总市值 1690 亿元，流通市值 870 亿元。成功推动发行第一单 5 亿元超短

期融资券、15 亿元扶贫中期票据，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行 20 亿元金融债。六是

保险产品结构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保险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提高。全民参

保深入实施，2019 年各类社会保险参保达到 658 万人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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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至 180 元。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贴标准提高到人均

555 元，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农牧民大病保险保费分别提高到人均 72 元和 33 元。

贫困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七是金融

生态环境建设稳步推进，金融服务水平持续提升。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扩大征信

服务覆盖面。截至 2019 年末，全区个人征信系统收录自然人、企业数同比分别

增长 3.97%和 44.89%。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机县域覆盖率达 92%。完善支付

服务环境，加大助农取款服务点建设。2019 年末，西藏辖区共设立助农取款服

务点 5821 个，助农取款交易笔数 42.77 万笔，同比增长 72.32%；金额 5.42 亿元，

同比增长 1.46 倍。不断优化人民币流通环境，多措并举，建立小面额人民币供

应长效机制，满足社会公众合理的现金需求。提升国库服务基层的水平，大力推

进国库直拨业务，不断拓宽国库直拨资金种类和地域覆盖面。加大金融知识普及

宣传，组织开展“3.15 金融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教育活动，“金融知识普及月”

活动，依托助农取款点、驻村工作队，与“强基础、惠民生”活动相结合，开展

了具有西藏地域特色的、以面向低净值人群（农民、务工人员、青少年、老年人

和残疾人）、农牧区和学校等为主的藏汉双语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切实保护

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西藏金融系统将

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

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区党委九届七次全会暨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

和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持稳字当头，继续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全面

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

定，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贯彻落实好特殊优惠金融政策，持续优化信

贷结构，引导信贷资源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持续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提高金融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的底线，为我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全文链接：http://lasa.pbc.gov.cn/lasa/120466/4030102/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