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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8 年，甘肃省积极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急剧变化、努力克服严重自然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全

省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态势，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价格回稳、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的良好

格局。粮食产量再创历史纪录，节能减排取得显著成效。 
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金融调控成效明显。货币信贷均衡适度增长，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贷款投放

与地方经济发展基本适应；金融改革稳步推进，业务总量和经营效益持续提升；证券业发展平稳，保险

业发展速度加快；金融市场功能不断完善，业务逐步扩大，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 
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和国内经济增长减速的影响，2009 年，甘肃省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将会明显

增加。因此，需要认真贯彻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作为首要任务，进

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促进金融、经济良性互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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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8 年，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甘

肃省金融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金融改革稳步

推进，业务总量和经营效益持续提升，金融市场

功能不断完善，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 

（一）银行业快速发展，货币信贷平

稳运行 

2008 年，甘肃省银行业认真贯彻执行宏观调

控政策，结合辖区经济发展特点，坚持“有保有

压”的原则，以调控促发展，各项存贷款均衡稳

定较快增长，为扩大内需、促进全省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银行体系不断完善，经营效益持续提升。

2008 年，全省新增 4 家法人银行机构，1 家省级

银行分支机构。银行业资产规模较快扩张，同比

增长 24.9%（见表 1）；盈利水平持续提升，利润

同比增长 21.2%；资产质量不断改善，不良贷款

率较年初下降 6.3 个百分点，呈逐年下降趋势。 

表 1  2008 年甘肃省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国有商业银行 1413 26055 3297.1 0
二、政策性银行 59 1402 682.4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18 658 256.0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83 1636 336.4 1
五、城市信用社 36 508 41.6 2
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2149 13906 895.2 378
七、信托投资公司 1 53 4.1 1
八、邮政储蓄 412 1453 193.5 0
九、外资银行 0 0 0.0 0
十、农村新型机构 12 114 4.2 10

合             计 4183 45785 5710.4 392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
法人机构

（个）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甘肃银监局。 

2.存款增长迅速，储蓄存款回流明显。2008

年，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增加 983.2 亿元，增幅

同比提高 13.5 个百分点（见图 1）。 

分结构看，储蓄存款快速增长，企业存款增

幅逐月提高。受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因

素影响，储蓄存款回流明显，全年储蓄存款增加

547.6 亿元，是上年增量的 6.1 倍。受国内外经

济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1-8 月，企业存款持续

低位增长，月度波动较大，9 月份以后，增速逐

渐提高，年末达到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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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图 1  2008 年甘肃省金融机构人民币 
存款增长变化 

3.贷款增速加快，增量创历史新高，均衡性

有所增强。2008 年，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增加

462.4 亿元，增幅同比提高 3.7 个百分点。其中

短期贷款增加245.3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20.7

亿元（见图 2、图 3）。四个季度贷款增加量均在

100 亿元左右，信贷投放的均衡性明显提高。受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年个人消费贷款增幅同比

下降 8.4 个百分点，进出口贸易企业对贸易融资

的需求也有所减弱，全年外汇贷款减少 0.7 亿美

元。 

从投向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灾后重建

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支持，对中小企业、下岗失

业、助学等经济薄弱环节和弱视群体的信贷扶持

进一步增强。全年累积发放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贷款 153.6 亿元，其中发放农户住房重建贷款

19.6 亿元；农业贷款增加 79.4 亿元，增速同比

提高 31.6 个百分点，占比提高 16.3 个百分点。

累计发放中小企业贷款 85.6 亿元、下岗失业人员

小额担保贷款 1.0 亿元、助学贷款 4.2 亿元，分

别支持了 48659 户中小企业生产经营、4409 人再

就业、64880 名贫困学生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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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8 年甘肃省金融机构人民币 
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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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图 3  2007～2008 年甘肃省金融机构本外币 
存贷款增速变化 

4.现金收支活跃，呈净投放格局。受工资及

行政事业单位管理费支出加大等因素影响，全省

金融机累计投放现金 4.02 亿元（见表 2），同比

多投放 15.7 亿元，收支增幅较上年下降 9.6 个百

分点。 

表 2  2008 年甘肃省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年累计额（亿元）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8208.2 13.6

现金支出 8212.3 13.9

现金净支出 4.0 -134.3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5.贷款利率先升后降，利率定价能力有所增

强。利率调控政策累积效应显现，1-9 月，甘肃

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水平持续攀升，9 月

份以后，受连续 5 次降息影响，贷款利率水平开

始逐步回落。全年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利率为

7.9%，同比提高 0.1 个百分点，其中，一年期加

权平均利率为 8.1%，同比提高 0.2 个百分点。各

金融机构之间利率水平差别较大，城乡信用社加

权平均利率最高，分别比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

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高出 4.4、

4.1、3.7 和 2.5 个百分点。 

全省金融机构执行下浮利率的贷款占比

41.3%，同比提高 13.5 个百分点，比上浮利率贷

款和基准利率贷款高出 6.9 和 17.1 个百分点（见

表 3）。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基本保持稳定，利率区

间分布范围有所扩大，金融机构利率风险管理意

识不断增强，差别定价能力有所提高。 

表 3  2008 年甘肃省各利率浮动区间 
贷款占比表 

单位：% 

合计
国有商
业银行

股份制
商业银行

区域性
商业银行

城乡
信用社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0.9-1.0) 41.5 52.4 66.4 11.6 3.7 

1.0 22.7 27.9 16.5 9.3 2.8 

上
浮
水
平

小计 35.8 19.7 17.1 79.1 93.5 

(1.0-1.1] 10.0 11.9 7.5 10.5 3.0 

(1.1-1.3] 5.6 3.8 6.1 30.6 8.9 

(1.3-1.5] 5.9 2.9 3.3 30.0 23.1 

(1.5-2.0] 9.9 0.8 0.2 6.9 56.0 

2.0以上 4.4 0.3 0.0 1.2 2.5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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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7～2008 年甘肃省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

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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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融改革稳步推进，改革成效显著。国有

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进展顺利，农业银行甘肃省

分行大量剥离不良贷款，改革工作全面启动并加

速推进。兰州市商业银行更名兰州银行工作顺利

完成，改革发展步入新阶段。农村信用社改革试

点工作取得阶段成效，历史包袱逐步化解，全年

共有 48 个县（区）农村信用联社分三批通过考核，

兑付专项票据资金 4.9 亿元。农村新型金融组织

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全年筹建设立 4 家村镇银行

和 3 家小额贷款公司，有效激发了农村金融创新

活力，对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和改进农村金融

服务产生了积极影响。 
 
 

专栏 1  金融机构全力支持地震灾区恢复重建 

 
甘肃是“5.12”汶川特大地震波及的重灾区，以县区口径，经国家评估认定的地震灾区有 40 个，其中

重灾区 8 个，一般灾区 32 个。地震造成全省 526.6 万人受灾，132.2 万间房屋倒塌，直接经济损失 642.6
亿元，灾后恢复重建任务十分艰巨。 

地震发生后，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迅速深入灾区，针对灾后重建信贷需求开展多次调查，积极反

映灾区金融服务需求，努力争取金融扶持政策，并认真贯彻落实。一是先后增加陇南市等 7 个地震灾区

支农再贷款限额 11 亿元、短期头寸再贷款限额 1 亿元，并对 40 个灾区农村信用社发放的支农再贷款实

行优惠利率，2008 年，灾区农村信用社申请使用优惠利率再贷款 11.45 亿元，占全省全部支农再贷款余

额的 67.7%。二是对灾区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增加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总量，8
个重灾区、32 个一般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分别比一般商业银行低 6.5 个和 5.5 个百分

点。三是对灾区农村信用社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兑付实行倾斜政策，8 个重灾区、25 个一般灾区的农村信

用社已通过了人民银行、银监会的兑付考核，兑付资金 3.05 亿元，大大增强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抗灾救

灾和灾后重建的信贷资金实力。 
辖区金融机构根据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甘肃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积极争取各项优惠政策，深入开

展对客户及项目的灾情调查，把握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和受灾企业恢复生产的资金需求，采取多种措施和

办法，加大信贷投入力度，为灾后重建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信贷支持。2008 年，全省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抗

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 153.6 亿元，其中支持农业贷款 24.9 亿元、采矿业贷款 5.6 亿元、制造业贷款 6.5
亿元、电力贷款 46.7 亿元、交通运输业贷款 31.8 亿元、水利贷款 6.7 亿元。为支持灾区农户住房重建，

省农村信用联社、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陇南武都金桥村镇银行先后制定了信贷支持农户住房重建的具

体措施。2008 年，三家金融机构累计向 10.9 万农户发放住房重建贷款 19.6 亿元，基本满足了符合贷款

条件农户住房重建的贷款需求。其中农村信用社发挥贴近农户的优势，成为灾后农户住房重建贷款的主

要经办机构，累计发放 10.7 万户 19.3 亿元，发放农户户数和贷款额分别占到总户数及全部贷款的 98.8%、

98.1%。 
在中央财政、社会捐助、对口援建及金融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正有力有序有

效开展，损毁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已得到修复，倒塌或严重损毁的农户住房重建工作进展顺利，工农

业生产已基本恢复正常，全省灾后重建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二）证券业发展减缓，市场交易大

幅回落 

受证券市场持续走低影响，2007 年，甘肃省

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交易额、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

润大幅下降，同比分别减少 31.8%、33.0%和

37.4%。期货公司经营好转，交易额、利润均较上

年大幅上涨。目前，全省有法人证券公司和期货

公司各 1 家。 

随着股指的不断走低，全省 21 家上市公司股

票市值大幅缩水，年末总市值达到 460.7 亿元，

同比减少 57.4%，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了

25.6 个百分点。2008 年，全省 IPO 上市公司 1

家，增发配股公司 2 家，募集资金（产）29.0 亿

元（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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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8 年甘肃省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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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21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29.0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25.0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25.0

量

 

数据来源：甘肃证监局。 

（三）保险业发展速度加快，经济社

会保障面扩大 

2008 年，全省新增省级保险公司 2家，保险

主体发展到 17 家，分支机构数量增加至 989 家；

保险专业中介机构26家，保险兼业代理机构1448

家；保险从业人员增至 4.6 万人。保险机构数的

进一步增多和服务覆盖面的继续拓宽，有效降低

了市场集中度，对保险业有序竞争发挥了积极作

用。全年保费收入 97.5 亿元，同比增长 38.5%；

赔款和给付支出 31.3 亿元，同比增长 8.8%。年

末保险密度达365元/人，保险深度达3%（见表5）。 

“三农”保险稳步推进。能繁母猪保险、奶

牛保险、种植业保险的承保面进一步拓宽，农业

保险全年实现保费收入 5537 万元，赔付 2455 万

元，雪灾、震灾中的涉农保险理赔全部完成。农

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工作稳步推进，9 个试点市

（县）实现保费 58.1 万元，为 1.3 万民农民提供

了保险保障。 

表 5  2008 年甘肃省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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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989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92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697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97.5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2.6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74.8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31.3
保险密度（元/人） 365
保险深度（%） 3

量

 
数据来源：甘肃保监局。 

（四）融资结构进一步改善 

1.直接融资规模增加，比重略有下降。2008

年，全省企业通过 IPO、再融资及短期融资券融

资 54 亿元，同比增长 32.4%，创历史最好水平。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重为 10.5：89.5（见表 6），

略低于 2007 年融资比重水平。 

表 6  2008 年甘肃省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1 105.9 90.6 0.0 9.4
2002 201.8 95.2 0.0 4.8
2003 254.8 100.0 0.0 0.0
2004 228.9 91.8 0.0 8.2
2005 120.0 100.0 0.0 0.0
2006 240.3 79.0 15.0 6.1
2007 357.6 88.6 5.0 6.4
2008 516.4 89.5 4.8 5.6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甘肃证监局。 

2.货币市场运行平稳。同业拆借量呈现先高

后低的萎缩态势，全年同业拆借业务累计发生额

12.3 亿元，同比下降 57.2%。银行间债券市场交

易以回购交易为主，交投活跃，全年累计成交

736.4 亿元，同比增长 154.9%，创历史交易最高

水平，其中质押式回购交易 611.6 亿元，同比增

长 146.8%%，占债券交易总量的 83.1%；现券交易

124.9 亿元，同比增长 203%。 

3.票据市场稳步发展。前三季度全省票据市

场发展平稳，第四季度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部

分企业生产下滑，票据市场资金减少，贴现业务

量有所下降。2008 年累计签发商业汇票 181.4 亿

元，同比增加 8.4 亿元，累计办理贴现 364.7 亿

元，同比减少 11.9 亿元（见表 7）。票据市场利

率呈现由高向低滑行态势，直贴加权平均利率自

10 月份以后逐月下降，由 9 月末的 5.3%降至

2.8%，最低为 2.3%（见表 8）。 

表 7  2008 年甘肃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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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89.9 102.6 197.2 262.4 1.8 7.1

2 1014.6 55.3 587.6 1001.7 1.3 5.3

3 718.7 372.0 1702.2 2563.7 1.3 0.0

4 895.6 1022.2 532.4 2660.4 0.0 0.0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季度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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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08 年甘肃省金融机构票据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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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5 5.954 2.413 6.22

2 5.56 5.65 5.37 5.3

3 5.26 0.0 4.9950 4.958

4 4.56 0.0 4.37 3.770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4.外汇市场交易小幅下降。受交易方式单一

和交易币种较少等因素所限，全年外汇累计交易

金额 1630 万美元，同比下降 29.8%。 
5.黄金市场交易量大幅上扬。辖内黄金交易

所成员抓住黄金市场发展的良好机遇，积极参与

市场交易，全年累计成交黄金 20656.3 公斤，同

比增长2.0倍；商业银行累计交易纸黄金17949.7

公斤，增长 10.7 倍。 

6.民间借贷呈波动趋势。2008 年，全省民间

借贷整体规模和利率水平与上年相比均有所上

升，但年内资金借贷量和利率水平波动较大。民

间借贷累计发生额 1.9 亿元，同比增长 23.1%，

加权平均利率为 16.5%。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民

间借贷量价水平较高，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量价

水平相对较低。 

（五）金融生态环境继续改善 

2008 年，在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关部门

的积极推动下，工商、税务、司法、金融等相关

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力度，积极搭建金融生态环境

建设的组织协调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金融市场

秩序综合治理工作，依法打击各种金融诈骗犯罪

和恶意逃废银行债务活动，切实维护金融机构的

合法权益，企事业单位的诚信观念明显增强。人

民银行依托信用村镇创建工作，深入推进农村信

用体系建设；以扩大贷款卡发放和年审范围为载

体，推动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档案建设长效机制，

制定下发了借款企业和信用担保机构信用评级意

见，正式启动全省信贷市场信用评级工作。全省

信用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8 年，甘肃省积极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

急剧变化和严重自然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国民

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态势，总体上呈现出增

长较快、价格回稳、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的良好

格局。初步预计，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176.1

亿元，增长 10.1%（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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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78～2008 年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 
及其增长率 

（一）三大需求稳定增长，投资拉动

作用明显 

1.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

化。由于灾后重建、新农村建设以及电力特别是

风电等新型工业项目的投资拉动，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 32.5%，增幅同比提高 4.6 个百分点，

是自 1994 年以来的最高增速（见图 6）。房地产

投资增速减缓，较上年同期回落近 1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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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图 6  1980～2008 年甘肃省固定资产投资 
及其增长率 

2.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需求持续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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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2008 年，全省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增长

长 9.6%和 17.0%，由于食品价格上涨较多等因素

影响，恩格尔系数同比分别提高 2.5 个百分点和

0.4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的稳步提高支撑了

消费的持续增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990.1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8.8%，增速创近年

新高（见图 7）。城乡市场发展同步提速，协调

增长势头明显，县及县以下零售额增长 19.4%，

增速同比加快 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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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78～2008 年甘肃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4.贸易逆差继续扩大，出口呈现负增长。2008

全省进出口完成 60.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7%，

其中：出口 16.0 亿美元，同比下降 3.5%，进口

44.8 亿美元，增长 16.8%。贸易逆差 28.8 亿美元，

同比扩大 6.43 亿美元（见图 8）。受国际金融危

机加剧及各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影

响，进出口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 33 个百分点。其

中，出口增速回落 13.4 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回落

48.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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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978～2008 年甘肃省外贸 
进出口变动情况 

全年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 37 个，实际使用

外商直接投资1.3亿元美元，比上年增长8.8%（见

图 9）。全年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金额

1.0 亿美元，下降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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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984～2008 年甘肃省外商 
直接投资情况 

（二）三次产业全面发展，结构进一

步优化 

2008 年，甘肃省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结构进

一步优化，三次产业比重为 14.6：46.3：39.1，

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为 9.9%、38.5%和

51.6%。 

1.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粮食实现连续五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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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尽管 2008 年甘肃省遭遇了严重的低温雨雪冰

冻灾害，但由于抗灾救灾措施得力，全年粮食再

获丰收，总产量实现 888.5 万吨，同比增长 7.8%，

创历史最高水平。农业增产增效先进技术大力推

广，全膜双垄沟播面积达到 289 万亩，马铃薯等

特色优势农产品种植 2600 多万亩。 

2.工业生产增速减缓，企业效益明显下滑。

2008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 1135.2

亿元，增长 9.5%（见图 10），增速同比回落 7.6

个百分点。受成本提升、库存增加、价格下跌等

多重因素影响，企业效益下滑明显，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68.2%，其

中，石化工业亏损 58.2 亿元，导致规模以上工业

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较上年同期下降 25.5 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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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图 10  1978～2008 年甘肃省工业增加值 
及其增长率 

3.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所增强。第三

产业实现增加值增长 13.2%，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比重由上年的 38.2%上升至 39.1%，对经济增长的

拉动率由 4.3 个百分点上升至 5.6 个百分点。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等主要行业均呈现加快发展

的良好格局，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经济正在加

快形成。 

（三）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较大，工业

品出厂价格大幅回落 

1.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达 10 年来最高水平，与

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全年居

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 8.2%，创下 1997 年以来的

新高（见图 11）。其中食品类和居住类价格是拉

动CPI上涨的主要因素，分别上涨16.2%和11.3%。 

2.工业品出厂价格大幅回落。2008 年 1 月以

来，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明显加快，

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之间的差距逐月扩大，工

业生产领域这种“高进低出”的格局使工业企业

内部积聚了较大的成本压力。11 月份以来，受国

际金融危机引致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影响，大宗商

品价格大幅跳水，造成 12 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和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大幅回落，其

中工业品出厂价格大幅下降至-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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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图 11  2001～2008 年甘肃省居民消费价格 
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3.就业形势持续向好，社会保障进一步加强。

全省就业人数同比增长 2.2%，年末城镇登记失业

率较上年末下降 0.1 个百分点，就业形势持续向

好。全省 87 个县（市、区）全部开展了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工作，参保农民比上年增长了 4.8%，参

合率同比提高 4.8 个百分点，达到 93.2%。 

（四）财政收支状况良好，重点支出

保障有力 

2008 年，全省实现大口径财政收入 470.9 亿

元，地方财政收入 264.9 亿元，分别增长 20.3%

和 39.0%，实现财政支出 965.4 亿元，增长 43.0%

（见图 12）。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救灾重建、

支农惠农和保障民生等重点支出得到有效保障，

其中救灾应急和灾后重建财政支出 99.85 亿元，

保证了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有序进行。积极

推动了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由 2007 年的每人每年

40 元提高到目前的 80 元，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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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率达到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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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图 12  1978～2008 年甘肃省财政收支状况 

（五）节能减排和环保取得显著成效 

2008年，甘肃省组织实施了石化、有色冶金、

建材、轻工、纺织等五个节能减排方案，积极开

展节能减排项目建设，实施了金川公司一期回转

窑烟气治理、西固热电厂、永昌电厂“上大压小”

等一批节能减排项目。实现了万元 GDP 能耗下降

4.5%，削减二氧化硫7.436万吨、化学需氧量1.35

万吨的年度目标。 
辖区金融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节能

减排”的政策措施，制定了支持节能减排的工作方

案，加强对“节能减排”贷款项目管理，优先为循

环经济、环境保护和技术改造项目提供金融服务。

累计向水污染治理、国家确定的节能重点工程、

节能减排技术研发、排污治理等工程项目发放贷

款近 60 亿元，在调整信贷结构、支持节能技术应

用、鼓励新能源开发与生产等方面初显成效。 
 

 

专栏 2  金融助推甘肃风电产业快速发展 

甘肃风电产业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凭借丰富的风资源、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较好的风电产业

基础，甘肃省风电产业发展较快。近年来，国内各大发电公司纷纷投资甘肃风电项目，特别是随着建设

河西风电走廊、再造西部陆上“三峡”的战略构想提出后，甘肃风电装机规模迅速增长。2007 年，甘肃省

组织编制完成了《甘肃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规划报告》，2007 年 1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甘

肃省开展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及 750 千伏配套电网工程前期工作。截至 2008 年末，甘肃风电装机

规模达到 100 万千瓦。目前，甘肃省规划的 380 万千瓦风电项目已具备开工条件，预计“十一五”末甘肃

省风电装机将达到 516 万千瓦。 
金融机构加大对风电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促进甘肃省风电产业的发展。2007 年以来，甘肃省风电

项目建设所需资金主要依靠金融机构的贷款。截止 2008 年 9 月末，大唐、中广核、新安、中国电力投

资等公司在甘肃省建成的风电项目总投资为 24.7 亿元，其中自筹资金为 6.9 亿元，财务公司贷款 0.3 亿

元，其余 17.6 亿元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占项目投资总额的 71%。给这些项目贷款的银行除国家开发

银行外，基本上是项目所在地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行。银行贷款中有 8.8 亿元是以银团贷款形式发放的，

占风电项目贷款的 50%。风电项项贷款全部是长期贷款，期限一般都在 15 年左右。截至 2008 年年末，

甘肃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已对大唐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华能国际等企业下属的甘肃风电项目出示贷

款承诺函 286.8 亿元。预计“十一五”末前，甘肃省金融机构投向风电项目的贷款将超过 300 亿元。 
甘肃省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也给甘肃省金融机构带来了机遇，已建成的风电项目将逐步进入还款

期，这将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盈利空间。但金融支持风电产业发展中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

是风电项目建设投资大，对银行贷款依赖严重。二是各银行对风电项目贷款营销竞争激烈，议价能力有

待提高。三是风电成本较高，风电价格缺乏竞争优势。四是风电项目的投资回收期长，风险大，可能对

银行信贷资金安全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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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房地产行业和有色金属行业分

析 

1.房地产价格增幅减缓，房地产贷款增速回

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回落。2008 年，全省房

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27.3%，增幅同比回落 9.9 个

百分点。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呈现高开低走的态

势，上半年投资增速持续在高位运行，从 7 月份

开始增速逐月快速回落，到 11、12 月份受国家加

大投资的影响，增长略有回升。 

销售持续低迷，供给较为充足。商品房销售

市场观望氛围浓厚，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增幅均出

现了大幅回落。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20.4%，增幅同比回落 42.9 个百分点；销售额同

比下降 21.2%，增幅同比回落 62.5 个百分点。商

品房施工面积增长 3.3%，新开工面积增长 11.8%，

增幅同比虽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了一定的增长，未

来的供给相对充足（见图 13）。  

房价继续保持上涨态势。全年商品房成交量

大幅下滑，但房价却并没有随成交量的下滑而出

现下跌的情况，兰州市房屋销售价格继续呈现上

涨的态势，只是涨幅有所回落。12 月份兰州市房

价同比上涨 3.7%，高于全国 4.1 个百分点。其中

新建商品房同比上涨 3.1%，二手住房同比上涨

7.5%，房价与销售形势呈现背离的局面（见图

13）。 

房地产贷款增速明显回落。12 月末，房地产

贷款同比增长 13.1%，增幅同比回落 24.2 个百分

点。分类看，房地产开发贷款同比增长 15.5%，

高于全部房地产贷款增幅 2.4 个百分点。主要是

商业银行加大了对实力较强、信用好的房地产开

发项目和经济适用房的信贷支持。个人购房贷款

同比增长 11.7%，增幅同比回落 2.9 个百分点，

受住房销售速度放缓的影响，申请个人住房贷款

人数有所减少，个人购房贷款增长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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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02～2008 年甘肃省商品房施工 
和销售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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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02～2008 年兰州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

变动趋势 

2.有色金属价格持续低迷，效益大幅下滑 

作为全国主要的铜、钴、铅、锌和亚洲最大

的镍生产基地，有色行业是甘肃仅次于石化的支

柱产业，近几年，有色行业工业增加值占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一致保持在 20%左右。 

2008 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加

深，有色金属消费需求急剧下降，镍、铜、钴、

铅、锌价格出现暴跌，其中镍价下跌了 65.6%，

铜价下跌了 52.7%，价格下跌导致有色行业利润

同比下降了 50%。 

当前有色金属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产

品价格持续低迷，二是原材料采购难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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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测与展望 

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减速的

影响，加上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基础

设施薄弱、经济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的矛盾和问

题，2009 年，甘肃省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将会明显

增加。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二是企业经营困

难加剧。三是保持农民增收难度较大。初步预计，

2009 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速将保持在 10%左右，消

费、进出口增速保持在 1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0%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在 5%左右。 

随着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大内需战略的实

施，2009 年，甘肃省货币信贷将继续保持平稳较

快增长态势，在民生工程、重大项目、重点工程

建设和灾后重建的带动下，信贷投放量将保持较

快增长，但投放的节奏和稳定性可能会出现变化。

初步预计全年全省金融机构存、贷款将增长 22%

左右。 

 
 
 
 
总  纂：杨明基  陶君道 
统  稿：蔡  彤  王晓红  李兴坚 
执  笔：王  昊  聂  蕾  张  婷 
提供材料的还有：王淑萍  李刚锋  张  颖  杨召举  常  晔  李  静  牛艳艳  任墨香  陈恒有   

王  煜  荆勤忠  孟秋敏  景文宏  姚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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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甘肃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5 月 9 日，甘肃省委、省政府推出“六大行动、促农增收”计划，有力促进了全省农村经济平稳增长。 
5 月 12 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甘肃省作为地震波及的重灾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642.6 亿元。 
7 月 22 日，甘肃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甘肃省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9 月 26 日，兰渝铁路开工建设，加之西平铁路、天平铁路开工建设，甘肃省铁路建设全面进入“黄

金期”。 
10 月 23 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兰州分行正式开业。 
11 月 19 日，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甘肃银监局、甘肃证监局、甘肃保监局和甘肃省政府金融办

联合制定了《关于落实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积极支持扩大内需、促进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了全省金融部门加强和改进金融工作，支持全省经济发展的十条具体措施。 
11 月 30 日，甘肃省召开重点项目银企对接会，11 家银行与省内企业的 111 个项目签订贷款合同和

协议，签约总额 1371 亿元。 
12 月 9 日，甘肃省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意见》。 
12 月 21 日，甘肃省政府设立省长金融奖励基金，用于奖励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大的金融机构和

省政府组织的金融业发展课题研究项目。 
2008 年，甘肃省加快酒泉风电基地和庆阳石化基地、平凉煤电基地建设，煤油能源基地建设成为工

业建设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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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甘肃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甘肃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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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3.0 3913.4 4022.7 4033.6 4114.7 4278.8 4296.7 4333.2 4463.0 4487.7 4598.4 4745.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981.7 2042.3 2085.8 2095.9 2129.9 2164.6 2202.3 2244.1 2289.6 2333.1 2380.9 2475.7

                    企业存款 1143.8 1141.4 1195.5 1178.6 1207.7 1258.8 1226.2 1234.3 1328.4 1311.8 1328.6 1372.2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60.6 90.3 109.3 10.9 81.2 164.1 17.9 36.5 129.8 24.8 110.7 147.3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1.2 13.2 12.9 12.7 14.7 18.1 18.6 19.3 21.3 23.0 23.4 26.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501.5 2521.9 2577.0 2629.3 2654.5 2682.4 2722.4 2753.0 2795.2 2827.6 2728.4 2768.4

        其中：短期 1078.7 1092.1 1105.9 1130.3 1140.5 1135.1 1151.0 1183.3 1210.8 1256.9 1201.9 1214.4

                    中长期 1286.6 1288.8 1322.8 1138.2 1351.0 1385.2 1401.0 1419.0 1442.2 1437.7 1390.8 1423.8

                    票据融资 88.7 90.2 93.9 106.1 111.2 113.6 126.4 120.0 120.4 111.2 119.5 119.1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57.6 20.3 55.1 52.4 25.2 27.9 39.9 30.8 42.2 32.4 30.5 40.1

        其中：短期 32.7 13.5 13.8 24.4 10.2 -5.4 15.8 32.3 27.5 46.0 14.1 12.5

                    中长期 31.3 2.2 34.0 15.3 12.8 34.2 15.7 18.0 23.2 -4.5 12.8 33.0

                    票据融资 -13.9 1.5 3.7 12.2 5.1 2.4 12.9 -6.4 0.4 -9.2 8.3 -0.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4.5 13.9 14.5 15.6 15.7 16.1 16.7 14.8 14.9 15.8 15.8 18.6

        其中：短期 12.6 10.9 10.7 11.5 12.5 14.5 16.0 15.6 15.4 18.8 25.4 15.7

                    中长期 20.4 20.8 22.0 22.6 21.9 21.4 20.8 19.8 20.2 18.1 22.7 13.4

                    票据融资 -37.0 -38.3 -37.2 -30.3 -29.8 -30.8 -22.5 -26.6 -19.1 -15.7 -7.4 15.2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46.5 36.1 35.7 44.9 36.1 35.1 42.8 39.4 40.1 42.5 40.8 44.2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76.0 75.7 76.0 74.8 74.1 75.0 75.2 77.4 -0.8 77.9 77.2 79.5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15.0 -10.9 -11.7 10.9 -10.8 -13.2 5.9 -2.6 -0.8 5.1 0.9 9.3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6.1 5.7 6.1 4.5 3.5 4.7 5.1 8.1 9.9 8.8 7.8 11.1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3806.6 3899.3 4010.3 4021.5 4100.4 4262.4 4281.1 4319.1 4445.3 4467.2 4583.8 4728.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967.9 2029.0 2072.4 2083.1 2117.2 2152.2 2189.8 2231.3 2277.0 2319.4 2367.5 2461.9

                    企业存款 1138.1 1137.3 1193.0 1176.0 1202.9 1251.7 1219.7 1229.8 1321.3 1302.0 1324.5 1366.2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62.1 92.8 111.0 11.2 78.9 162.0 18.7 38.0 126.3 21.9 116.7 145.0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53.6 61.1 43.4 10.6 34.1 35.0 37.6 41.5 45.7 42.4 48.0 94.4

                    企业存款 14.3 -0.8 55.8 -17.1 26.9 48.9 -32.1 10.1 91.5 -19.3 22.5 41.7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1.5 16.6 13.3 13.0 15.1 18.5 18.9 19.7 21.4 23.1 23.7 26.3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6.8 6.2 7.5 9.1 12.9 14.4 15.6 19.8 23.5 27.8 27.8 28.6

                    企业存款 10.7 13.6 12.8 7.5 8.7 12.9 11.8 8.4 15.2 13.8 16.3 21.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449.7 2465.4 2503.8 2556.2 2584.6 2612.9 2657.5 2702.1 2753.8 2784.9 2687.2 2731.9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14.8 114.5 116.7 118.1 119.5 121.5 121.4 123.4 123.4 124.2 125.1 126.2

                    票据融资 88.7 90.2 93.9 106.1 111.2 113.6 126.4 120.0 120.4 111.2 119.5 119.1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50.3 15.7 38.4 52.4 28.4 28.3 44.5 44.6 51.7 31.2 32.0 44.7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7 -0.3 2.2 1.5 1.3 2.0 -0.1 2.0 0.1 0.8 5.1 1.1

                    票据融资 -13.7 1.5 3.7 12.2 5.1 2.4 12.9 -6.4 0.4 -9.2 8.3 -0.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3.1 12.2 12.2 13.3 13.4 13.8 14.7 14.1 15.0 15.9 16.1 19.3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8.1 16.7 15.5 16.9 18.7 17.3 17.7 16.8 13.9 14.0 16.5 14.5

                    票据融资 -37.0 -38.3 -37.2 -30.3 -29.8 -30.8 -22.5 -26.6 -19.1 -15.7 -7.4 15.2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2.3 2.0 1.8 1.7 2.1 2.4 2.3 2.1 2.6 3.0 2.1 2.5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21.7 -37.2 -43.4 -39.8 -38.0 -23.2 -28.2 -29.8 -0.1 22.1 -23.1 0.9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7.2 7.9 10.4 10.4 10.1 10.1 9.5 7.5 6.1 6.2 6.0 5.4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215.4 244.4 339.5 344.7 422.0 430.2 359.5 81.6 16.0 19.1 5.6 -12.2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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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甘肃省各类价格指数 
单位：% 

兰州市房
屋销售

价格指数

兰州市房
屋租赁

价格指数

兰州市土
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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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2001
-

4
-

-1.4
-

1.4
-

-1.5 1.9 1.1 0.0

2002
-

0
-

0.4
-

-1.6
-

-2.1 5.4 -0.2 0.0

2003
-

1.1
-

1.8
-

5.6
-

10 6.1 -7.2 0.0

2004
-

2.3
-

7.4
-

12.5
-

14.3 8.7 -0.5 0.0

2005
-

1.7
-

9
-

9.9
-

9.6 5.6 0.0 -0.1

2006
-

1.3
-

4.4
-

8.8
-

9.5 4.6 0.0 0.3

2007 -
5.5

-
7.1

-
4.3

-
5.5 9.2 0.9 0.0

2008 -
8.2

-
14.7

-
10.2

-
4.9 8.5 2.2 0.0

2007 1 2.0 2.0 6.2 6.2 3.9 3.9 8.5 8.5 - - -

2 2.2 2.1 6.6 6.4 4.3 4.1 8.3 8.4 - - -

3 3.9 2.7 5.1 5.9 4.6 4.3 6.5 7.8 4.5 0.0 0.0

4 3.4 2.9 5.9 5.9 4.9 4.4 6.1 7.4 - - -

5 4 3.1 5.9 5.9 3.8 4.3 5.2 6.9 - - -

6 5.4 3.5 4.5 5.7 3.7 4.2 4.9 6.6 4.6 -0.1 0.0

7 6.7 4 8.3 6.1 4.5 4.2 4.7 6.3 - - -

8 7.6 4.4 8.5 6.4 5.5 4.4 3.1 5.9 - - -

9 6.9 4.7 8.2 6.6 4.6 4.4 3.6 5.7 5.6 0.3 0.0

10 7.7 5 8 6.7 3.1 4.3 2.7 5.4 - - -

11 8.3 5.3 8.4 6.9 3.5 4.2 5.6 5.4 - - -

12 8.3 5.5 9.7 7.1 5.6 4.3 6.7 5.4 9.2 0.9 0.0

2008 1 8.8 8.8 9.7 9.7 7.0 7.0 8.4 8.4 - - -

2 11.6 10.2 10.3 10.0 9.0 8.0 8.3 8.3 - - -

3 10.1 10.2 16.7 12.2 10.2 8.8 8.3 8.3 13.0 1.2 0.0

4 10.7 10.3 17.7 13.6 12.3 9.6 8 8.2 - - -

5 9.4 10.1 17.6 14.4 10.9 9.9 6.6 7.9 - - -

6 9 9.9 18.2 15.1 12.7 10.4 6.5 7.7 11.0 1.8 6.0

7 8.8 9.8 14.4 15 13.2 10.8 7.4 7.6 - - -

8 7.7 9.5 14.7 14.9 13.4 11 8.9 7.8 - - -

9 7.9 9.3 16 15 13.9 11.4 6.3 7.6 10.2 2.0 0.0

10 6.5 9 15.3 15.1 13.6 11.6 2.6 7.1 - - -

11 5.2 8.7 13.5 14.9 6 11.1 -3.2 6.2 - - -

12 3.4 8.2 11.7 14.7 -0.3 10.2 -8.8 4.9 4.9 0.9 0.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指数
原材料购进价格指

数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

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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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甘肃省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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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03.7 - - 1269.6 - - 2213.5 - - 3176.1

    第一产业 - - 52.9 - - 120.2 - - 363.4 - - 462.3

    第二产业 - - 316.0 - - 681.4 - - 1131.7 - - 1471.4

    第三产业 - - 234.8 - - 467.9 - - 718.3 - - 1242.4

工业增加值（亿元） 70.8 150.6 240.7 332.9 426.9 531.6 653.8 751.7 853.8 950.4 1041.4 1135.2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23.7 100.0 229.7 389.2 627.8 795.2 935.3 1103.2 1255.9 1388.7 1495.6

    房地产开发投资 - 3.6 15.8 32.9 50.8 74.4 91.3 108.2 126.7 139.5 156.6 170.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78.4 156.1 230.8 304.2 386.0 469.1 550.3 631.9 717.3 806.9 895.6 990.1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56350 98233 154866 216830 281282 318207 384060 441453 496283 535139 580199 608360

    进口 45747 77546 123546 172901 223304 248330 289786 329389 368291 395588 431244 448233

    出口 10603 20687 31320 43929 57978 69877 94274 39475 127992 139550 148955 160127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35144 -77546 -92226 -128972 -165326 -178453 -195512 -289914 -240299 -256038 -282289 -288106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 230 757 835 835 2832 5927 6282 7268 7723 9485 1280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15.3 -30.4 -67.4 -100.6 -136.7 -219.3 -281.7 -326.2 -389.8 -441.8 -520.2 -700.5

    地方财政收入 21.8 36.0 52.1 70.5 89.4 111.7 132.9 146.1 161.3 192.4 209.9 264.9

    地方财政支出 37.1 66.4 119.5 171.1 226.2 331.1 414.6 472.3 551.1 634.2 730.1 965.4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度） - - 3.2 - - 3.1 - - 2.7 - - 3.2

地区生产总值 - - 10.1 - - 10.1 - - 10.2 - - 10.1

    第一产业 - - 3.3 - - 4.8 - - 6.2 - - 7.1

    第二产业 - - 10.0 - - 10.1 - - 9.6 - - 8.4

    第三产业 - - 11.3 - - 11.3 - - 13.0 - - 13.2

工业增加值 - 8.2 10.6 10.4 8.8 10.1 10.2 10.5 10.8 10.6 10.4 9.5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29.2 35.5 34.0 30.7 30.7 32.4 32.4 30.1 27.6 28.1 27.

    房地产开发投资 - 39.5 46.1 45.5 43.7 43.0 40.7 38.9 32.6 25.8 26.7 2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7.2 18.5 18.7 18.9 19.6 20.1 20.2 20.2 19.8 19.3 18.

外贸进出口总额 33.9 22.4 22.0 30.4 34.7 15.9 21.5 17.6 19.2 18.9 16.2 10.

    进口 59.9 53.9 50.3 63.7 68.7 37.6 37.2 26.3 26.5 25.1 22.4 16.

    出口 -21.3 -30.7 -29.9 -27.6 -24.2 -25.7 -10.1 -2.4 2.2 4.3 1.4 -3.5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 -60.6 29.9 43.2 43.2 212.6 489.0 511.0 607.0 538.0 631.0 8.8

地方财政收入 - 24.6 25.6 18.1 19.4 17.4 19.6 16.7 12.2 21.7 19.6 39.

地方财政支出 - 72.2 75.3 54.8 52.8 58.7 72.1 60.6 43.0 39.0 40.1 43.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0

3

8

7

8

0

0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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