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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金融运行报告（2022）》摘要

中国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2021年，西藏金融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西藏经济金融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认真贯彻稳健的

货币政策和西藏特殊优惠金融政策，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支持助

企纾困，创新推动绿色发展，统筹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金融服务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

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从经济运行情况看，2021年，西藏全区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切实兜牢风险底线，加大对重大投资项目、重要经济要

素和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经济增长持续向好。一是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主要指

标增速较高。2021年，西藏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080.2亿元，同比增长 6.7%，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13.0%，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16.0%。

二是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乡村振兴深入推进。2021年，西藏粮食产量 106.2万吨

（薯类折粮），自 2015年以来连续 7年稳定在 100万吨以上，青稞、牲畜良种覆

盖率分别达 90%和 32%以上。全年启动建设乡村振兴示范村 100个，实施帮扶

项目 2126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6172个，完成农村户厕改造 4.7万座，创

建美丽宜居示范村 120个。三是工业生产加快，主要产品产量持续增长。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9%，两年平均增长 11.2%。主要产品产量

持续增长，铜金属产量同比增长 87.5%，包装饮用水同比增长 17.7%。四是城乡

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物价指数保持平稳。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6503

元，同比增长 13.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935元，同比增长 16.0%；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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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9%，涨幅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全年保持了温和缓涨态

势。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新经济亮点频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

革，“一网三平台”
①
建成运营，五省“跨省通办”

②
上线运行。全年新增减税降

费超 41亿元，各类市场主体超过 40万户，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500亿元。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分别同比增长 12.5%、18.0%

和 127.0%。数字经济实现增加值 186.8亿元，同比增长 18.7%，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为 24.8%。

从金融运行情况看，2021年，西藏金融运行总体呈现出“四稳、三升、一

控”的特点，即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本外币各项贷款稳定增长、本外币各项

存款稳步增长、资本市场稳健运行；重点领域信贷支持力度提升、普惠金融发展

质效提升、稳企业保就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一是融资规模

平稳增长，存贷款总量合理适度。2021年末，西藏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6958.2亿

元，同比增长 6.6%。西藏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5596.5亿元，同比增长

3.2%；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5135.3亿元，同比增长 3.6%。二是信贷结构持续优

化，重点领域信贷支持力度较大。2021年末，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81.3亿元，

同比增长 40.8%；制造业领域贷款余额 294.0亿元，同比增长 8.6%；绿色贷款余

额 787.1亿元，同比增长 9.7%；涉农贷款余额 1540.1亿元，同比增长 4.9%；已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余额 21.1亿元，支持脱贫人口 15.2万户；21个边境县贷款余

额 176.3亿元。三是 LPR改革稳步推进，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中有降。2021年

1-12月，西藏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2.2%，同比下降 0.12个百分点，

其中，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2.3%，同比下降 0.08个百分点，企业融资成本进

一步降低。四是银行业稳健经营，资产负债保持稳定。2021年末，西藏银行业

金融机构营业网点 748个，从业人员 10216人。西藏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

6351.7亿元，同比增长 0.04%；负债总额 6550.1亿元，同比增长 1.1%。五是积

极融入资本市场，债券规模较快增长。2021年末，西藏上市公司 21家，总股本

146.5亿股，流通股本 64.6亿股；总市值 2798.9亿元，流通市值 1177.8亿元。

西藏各类主体债券融资余额 1120.4亿元，同比增长 45.1%，其中，非金融企业债

券融资余额 361.1亿元，同比增长 20.9%。六是证券业务规模持续扩大，保险保

①
“一网三平台”即“公共资源交易网、交易平台、服务平台和监督平台”。

②
“五省”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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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功能增强。2021年末，西藏在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 192

家，备案的私募基金 1429只，在管基金净值 3764.1亿元，管理人数量和管理基

金规模在全国分别排名第 21位和第 9位。西藏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累计 40.0

亿元，同比增长 0.4%，赔付支出 29.3亿元，同比增长 32.3%。七是金融生态环

境建设持续推进，金融服务水平持续提升。2021年，西藏已评定信用县 47个（含

人民银行评定的自治区级信用县 21个），信用乡（镇）584个，信用村 5024个。

根据评定结果，共发放“钻石、金、银、铜卡”46万张，发证面达 92%，四卡

贷款余额 273.6亿元。新增支付系统参与者 14家，支付清算系统覆盖率进一步

提升。全年新增各类智慧移动支付场景 51个。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组织引导辖

区各参与机构全年累计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8414次，金融消费者受众 912万

余人次，辖区人民银行受理投诉办结率 100%，满意率 100%，金融消费者权益

保护成效显著。

2022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也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西

藏金融系统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第七次西藏工

作座谈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优化发展

格局为切入点，以要素和设施建设为支撑，以制度机制为保障，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四件大事”“四个确保”，继续做好“六

稳”“六保”工作，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
③
，保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为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有效的金融支持。

全文链接：http://lasa.pbc.gov.cn/lasa/120466/4600077/index.html

③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在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上提出：要锚定“四件大

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其中“四件大事”为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

件大事；“四个确保”为确保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生态环境良好、确保

边防巩固和边境安全；“四个创建”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国

家生态文明高地、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四个走在前列”为民族团结进步、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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