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西藏自治区金融运行报告（2021）》摘要

中国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2020年，西藏各级各部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第六次、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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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

西藏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优化信贷结构，稳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

效，有力支持了西藏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从经济运行情况看，2020年，全区强化经济运行监测研判，按照“周监测、

月调度、季通报”工作机制，对重点战略物资、重大投资项目、重要经济要素开

展调度，分类推动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助企抒困精准施策，全力抓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全区经济持续复苏。一是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主要指标

增速位居全国前列。2020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902.7亿元，同比增长 7.8%，

是全国唯一一个全年始终保持正增长的省区。地区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二是工业生产

加快，主要产品产量持续增长。2020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6%，

增速比上年提高 6.6个百分点。主要产品产量持续增长，铜、铅、锌金属产量同

比分别增长 24.8%、97.7%、44.4%，中成药同比增长 25.9%，水泥同比增长 0.4%。

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民间投资占比提高。2020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 5.4%。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31.1%，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上年的 11.9%提

高到 14.8%，提高 2.9个百分点。四是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物价指数保持平

稳。2020年，西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41156元、14598元，同比增

长 10.0%、12.7%。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2%，涨幅较全国平均水平低 0.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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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防风险能力持续增强。深入推进“放

管服”改革，“互联网+政务服务”超额完成“9070”目标1，网上政务服务能力

全国排名上升 5位。“减证便民”行动有效开展，“证照分离”全面推行，企业申

办时间压缩至 4个工作日。全年减税降费超过 50亿元，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10.4

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减收 6.4亿元，减免租金 6892万元。市场主体发展到 36.5

万户，是“十二五”末的 2.3倍。招商引资累计到位资金 2535亿元，是“十二

五”末的 2.4倍。

从金融运行情况看，2020年，西藏金融运行总体平稳，全区金融系统着力

改善金融服务、优化信贷结构，不断加大对民营小微、基础设施、“三农”、扶贫、

民生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呈现出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贷

款增速回升、重点领域结构优化、风险可控的良好态势。一是存贷款总量稳定增

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2020年末，西藏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5423.5

亿元，同比增长 8.9%；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4957.1亿元，同比增长 5.6%。普惠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28.8亿元，同比增长 66.4%；制造业领域贷款余额 270.8亿

元，同比增长 12.4%；绿色贷款余额 717.3亿元，同比增长 10.7%；涉农贷款余

额 1467.9亿元，同比增长 4.5%；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1323.2亿元，同比增长

4.1%。二是 LPR改革稳步推进，利率水平持续下行。自推进 LPR改革以来，西

藏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2.4%，同比下降 34个 BP,为全区企业节约

信贷融资成本 2.6亿元。同时，2020年，金融机构运用再贷款资金共发放贷款

18.9亿元，加权平均利率为 2.4%。三是融资规模持续增长，直接融资增长较快。

2020年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6527.3亿元，同比增长 8.1%。全年社会融

资规模增量为 490.6亿元，同比多增 467.4亿元。直接融资规模进一步上升，全

年全区直接融资金额达 174.8亿元，同比增长 1.3倍。四是银行业稳健发展，机

构体系稳步优化。2020年末，西藏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 635个，从业人员

9707人。西藏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 6349.4亿元，同比下降 5.9%；负债总额

为 6482.3亿元，同比下降 1.3%。五是金融市场稳定发展，债券规模持续快速增

长。2020年末，西藏辖区 A股上市公司 20家，总股本达 145.5亿股，流通股本

61.8亿股；总市值 2089.7亿元，流通市值 672.9亿元。2020年末，债券市场各

1“9070”目标:自治区级申请类行政权力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 90%，市县级申请类行政权力事项网上可办
率达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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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债券融资余额 772.1亿元，同比增长 50.4%。六是证券业务规模持续扩大，保

险业务稳步发展。2020年末，全区 26家证券分支机构合格资金账户 824.3万户，

客户资产总额 7758.4亿元，累计证券交易额 16万亿元。辖内保险业原保险保费

收入累计 39.8亿元，同比增长 8.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5个百分点；赔付支

出 22.2亿元，同比下降 1.9%。七是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持续推进，金融服务水平

持续提升。2020年末，全区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机县域覆盖率达 100%，并全

部实现“藏汉”双语服务和扫码支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优化。辖区共设立

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 5800个，实现符合条件的乡（镇）和行政村全覆盖。2020

年，全区大、小额支付系统共处理业务 392.1万笔、金额 1.6万亿元，支付服务

体系进一步健全。西藏辖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组织引导辖区各参与机构全年累计

开展宣传活动 1936次，受众消费者人数达 455万余人，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45

万余份，微信推送阅读量达 42万余次，媒体报道 48次，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成

效显著。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起步之年，西藏金融系统将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以推

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力抓好稳定、发展、

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贯彻落实好特殊优惠金融政策，提升直接融资比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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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为西藏经济社

会持续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

全文链接：http://lasa.pbc.cn/lasa/120476/426414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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