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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不断深入，2006年天津市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14.4%，连续三年在较高增长平台上运行。宏观调控收到实效，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

落，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石化、电子信息产业贡献突出，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节能

降耗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金融业平稳运行，金融调控政策效果明显，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改革不断深化，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全年银行业运营稳健，信贷投放合理增长，证券业经营明显好转，

保险业发展加快，金融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滨海新区金融及外汇管理改革取得突破，区域

吸引力进一步增强。 

2007年，天津市将利用好新的上升期，全面加快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战略，预计全市

经济将保持稳步快速发展势头，金融改革创新措施将不断推出，天津经济金融活力将明显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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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6 年，天津市金融业继续平稳运行，金融

及外汇改革稳步推进。银行业运营稳健，证券业

经营趋好，保险业增长加快，金融市场快速发展，

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实效，金融生态

环境进一步改善。 

（一）银行类金融机构运营良好 

2006 年，天津市银行类金融机构各项业务发

展势头良好，信贷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进一步提

高，贷款利率差别有所扩大。 
1.银行类金融机构不断壮大，效益持续向好。

随着渤海银行、天津港财务有限公司等一批金融

机构的陆续成立，天津市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日

趋完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业务品种推陈出新，

资产质量明显改善，利润稳步提高，全年实现结

益 87.6 亿元（见表 1）。 

表 1   2006 年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表
1

机构类别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国有商业银行 1192 24153 3978

二、政策性银行 10 308 663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141 3976 1318

四、城市商业银行 181 3411 810

五、农村信用合作机构 515 5019 714

六、财务公司 2 38 6

七、邮政储蓄 361 2100 286

八、信托公司 2 239 36

九、外资银行 14 510 282

合             计 2418 39754 8093  
数据来源：天津市金融统计监测管理信息系统 

 

2.各项存款增长趋缓。2006 年前 4 个月，在

居民收入提高以及同期贷款大幅增加产生派生存

款的推动下，天津市本外币各项存款比年初增加

611.8 亿元，增量达到近几年同期的最高水平。5

月份后，受跨国企业集团内部资金频繁调动、企

业动用存款兑付票据、股市回暖、消费升温等因

                                                        
1 银行类金融机构参考人民银行全科目统计季报数据；农

村信用合作机构包括天津市农村合作银行和天津市农村

信用合作社。 

素影响，各项存款月增量开始大幅下降；存款增

速呈现总体放缓的态势，年末达到近两年来的低

点，全年存款增加 854.5 亿元（见图 1）。 

 

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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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金融统计月报 

 

外汇存款余额持续下降，主要是受人民币升

值速度加快、人民币加息以及大额外汇汇出等因

素的影响。其中，受跨国公司向境外总部汇出资

金的影响，外汇企业存款余额减少 10.7 亿美元；

年末，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 14.2 亿美元，是汇率

形成机制改革以来的最低水平。 

3.各项贷款增加先扬后抑。2006 年，天津市

的贷款增长基本与全国总体趋势保持一致。前 4

个月，天津市经济运行速度加快、实体经济对贷

款的有效需求明显上升；商业银行流动性也较为

充足，贷款投放意愿强烈，共同推动各项贷款迅

猛增长；5 月份后随着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的

陆续出台，贷款发放进度开始减缓，本外币贷款

增速年末回落到 14.2%，比 2005 回落 1 个百分点

（见图 2）。 

票据融资是影响贷款整体走势的主导因素。

年初票据市场异常活跃，前 4 个月票据融资增加

262.7 亿元，为上年同期增量的 3.6 倍。5 月份后

各金融机构为保证项目贷款的正常发放，纷纷压

缩票据融资业务，造成票据融资余额连续大幅下

降，影响了同期各项贷款的增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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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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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金融统计月报 

 
中长期贷款稳定增长，在新增贷款中的占比

为 68%，较 2005 年提高 6.1 个百分点，对全市重

点建设项目支持力度较强。受票据融资波动较大

的影响，短期性贷款投放不够均衡（见图 3）。 
信贷资产质量进一步改善。年末，天津市银

行类机构不良贷款率为 4.95%，比年初下降 0.41

个百分点。 

 

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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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金投放较多。2006 年，天津市金融机

构现金收支均保持较快增长。伴随着经济规模的

快速扩大和拆迁款的集中支付，金融机构现金支

出较多，全年累计净投放现金较上年大幅增长（见

表 2）。 

表 2   2006 年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余额（亿元）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11120.2 14.9

现金支出 11267.1 15.2

现金净支出 146.9 41.2  
数据来源：天津市金融统计月报 

 

5.票据融资十分活跃。由于市场资金充裕，

且票据融资具有成本低、便捷及流动性和收益性

兼具等特点，企业和银行都十分青睐票据融资业

务。2006 年，银行承兑汇票及票据贴现累计发生

额同比分别增长 28%和 37%。随着人民银行对金融

机构流动性的调节，票据融资利率逐步回升（见

表 3、表 4）。 

表 3   200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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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85.0 450.1 280.6 412.7 6.0 5.3

2 866.0 951.1 317.2 744.0 8.5 13.5

3 745.1 1347.9 237.0 986.2 7.3 22.2

4 693.8 1770.0 256.4 1263.5 7.1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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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再贴现相关数据报表、

天津市金融统计月报 

 

表 4   2006 年金融机构票据贴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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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3.47 1.76 1.46

2 2.78 3.27 2.15 1.74

3 3.38 4.32 3.15 —
4 3.42 3.94 3.18 3.13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利率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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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票据业务成为商业银行调整资产结构的重要手段 

随着银行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商业银行根据市场环境变化调整自身业务的方式更加灵活，2006

年票据融资的变动明显体现出这一趋势。 

2006 年 1-4 月，银行流动性宽裕，市场利率持续走低。由于票据融资业务具有占用资本少、操作灵

活的特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可以收到增加经营收益、降低风险资产、争取客户资源和稀释不良资

产等多重效果，因而天津市各商业银行办理票据融资的热情较高，融资余额迅速攀升。到 4月底，天津

市票据融资比年初增加 262.7 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 189.4 亿元，占同期贷款增量的 43%。 

4 月份以后，央行陆续采取多项措施回收过多的流动性，市场利率走高。受此影响，各商业银行总

行纷纷采用逐月下达信贷投放规模、严格贷款审批条件、调高贴现和转贴现指导价格等方式限制各地分

支机构的信贷扩张。由于非票据类贷款需求增长稳定，特别是固定资产项目对贷款的需求在建设期内具

有刚性，因此，各行在面临规模控制的情况下，纷纷采取措施压缩票据业务以收回资金发放贷款。到年

末，天津市票据融资余额比 4月末减少 200.9 亿元，票据融资增量占贷款增量的比重也迅速回落到 7.9%。 

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快速调整导致了 2006 年天津市票据融资出现大起大落，增加了准确把握经济

金融走势的难度，对金融调控和管理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一是票据融资起伏较大，不利于货币信贷的

均衡投放，增加了金融宏观调控的难度；二是票据周转率快，票据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货币流

通速度，从而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三是部分机构抢票源、拉客户的恶性竞争行为导致贴现市场利率远低

于再贴现利率，真实贸易背景的要求也形同虚设，票据市场秩序有待整肃。 

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三家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革，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将日趋市场化。因此，从票

据业务的变动出发，加强对商业银行在市场化改革后业务调整活动的监测，分析其行为对经济金融形势

的影响，有利于金融管理部门准确把握形势、进一步做好金融调控和管理工作。 

 

6. 利率水平有所上升，贷款利率差别扩大。

经过两次加息后，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水平有所上

升。浮动利率贷款占比上升，与上年同期相比，

贷款执行上浮的和下浮利率的占比分别上升 2个

和 3.6 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利用利率覆盖成本和

风险的理念得到强化（见表 5、图 4）。 

表 5   2006 年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2

单位：% 

合计

国有独

资商业

银行

股份制

商业银

行

天津市

商业银

行

农村信

用合作

机构

政策性

银行

外资银

行

其他金

融机构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9-1.0) 30.4 26.7 33.5 65.5 0.8 51.9 95.8 43.1

1.0 25.5 33.5 37.1 15.7 5.5 45.8 1.7 13.6

小计 44.1 39.8 29.4 18.8 93.7 2.3 2.5 43.3

(1.0-1.3] 28.1 39.1 28.8 18.8 26.5 2.3 2.3 24.6

(1.3-1.5] 6.1 0.5 0.4 0.0 25.1 0.0 0.2 15.0

(1.5-2.0] 7.6 0.2 0.2 0.0 32.3 0.0 0.0 0.3

2.0以上 2.3 0.0 0.0 0.0 9.8 0.0 0.0 3.4

上

浮

水

平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利率监测系统 

                                                        
2表 5 中其他金融机构包括财务公司和信托公司。 

图 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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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利率监测系统 

 

7.银行机构改革继续深化。2006 年，工商银

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交通银行

天津分行继续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股份制改革成

效逐步显现。 
天津农村合作银行成立后运行平稳，所辖 12

个区县信用联社中，有 6 个联社已改制组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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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联社，其余 6 个联社改制组建成合作银行（3

个已被批准开业，2 个正在筹备开业，1 个正在审

批中）。通过增资扩股等一系列措施，天津市农村

信用合作机构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内控制度和

法人治理结构不断改进，经营管理水平稳步提高。 

全市继续推广农民工工资预储结算账户，保

障农民工及时足额领到工资。 
8. 外汇收支和结售汇出现双逆差。2006 年，

天津市涉外收支总量 80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6%，总体规模不断扩张。受多家外商投资企业

大额利润汇出及跨国资金运作的影响，全年国际

收支逆差 10.5 亿美元，但资本和金融账户仍保持

顺差。 
全年银行结售汇总额为 341.3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0.9%，净售汇 6 亿美元，主要来自经常项

目的收益项下。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已进入集中受

益期，其资金运用方向将对全市国际收支和结售

汇产生较大影响。 

受人民币汇率升值及国家外汇管理政策调整

的影响，个人结售汇保持活跃态势。全年累计结

汇 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9%；累计售汇 1.9

亿美元，是 2005 年的 2.8 倍。 

9.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发展迅速。2006 年全

年全市外资银行人民币贷款增加 35.6 亿元，同比

多增 12.7 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其本外币贷款

余额的比重已达 44.1%，比 2005 年末提高 17.5

个百分点。 

（二）证券业经营形势好转 

2006 年天津市辖区证券机构总体经营情况

趋好，证券交易量大幅增长，证券、期货机构业

务量明显放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 

全年证券经营机构累计实现交易额 3230.7

亿元，同比增长 206.5%；辖内证券经营机构经营

效益明显好转。在沪、深两市走好的刺激下，证

交所开户数大幅增长（见表 6）。 

辖内 5家期货公司和 7家期货营业部代理交

易额大幅上升 215.7%，期货公司实现营业利润总

额 41 万元，经营情况有所改善。 

上市公司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

清欠工作全面完成。截至 12 月末，辖区 25 家上

市公司中，已完成或进入股改程序的有 22 家，市

值占比约 95%，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渤海证券整改、重组取得新进展。大股东在

2005 年注资 8 亿元的基础上，再次注资 6 亿元，

使公司净资本从 2004 年底的-4.1 亿元上升到

2006 年末的 5.6 亿元。 

表 6   2006 年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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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总部设在辖内的期货公司数(家) 5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25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11.0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71.2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67.5

量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证券监管办公室 

（三）保险业增长提速 

2006 年，天津市保险业发展加快，机构不断

壮大，业务发展势头良好。 

1. 机构体系不断完善。2006 年，天津市共有

保险总公司 3 家、分公司 23 家、外资代表处 4

家；从业职工总人数 5603 人，营销员 17297 人，

覆盖城乡的保险经营网络进一步发展壮大。年末

保险公司总资产为 304.9 亿元，同比增长 21.2%。 

2.保费收入增长加快。全年保费收入 105.2

亿元，增长 16.1%，比上年提高 4.3 个百分点。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26.6 亿元，人身险保费收

入 78.6 亿元，均呈良好增长态势（见表 7）。 

表 7   2006 年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3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1

               寿险经营主体（家） 2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3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3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0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05.2

其中：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亿

元）
7.4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6.6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78.6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21.9

保险密度（元/人） 978.4

保险深度（%） 2.4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 

 

3. 切实落实《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

若干意见》。2006 年，天津市保险行业以完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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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服务社会公众、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发

展为目标，采取积极措施贯彻《意见》。全年共为

2673 万人次提供了 5359 亿元的人身保险保障，

提供人身保险产品 853 个；累计支付各类赔款

21.9 亿元。辖区保险企业积极开展产品创新，投

资渤海产业基金，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四）金融市场活跃度提高 

2006 年，天津市货币市场交易活跃，利率振

荡上行；银行间债券市场成交大幅上升，外汇市

场交投踊跃，人民币汇率稳步攀升；股票市场融

资重新启动。 

1.直接融资增加较多。全年发行短期融资券

资金到位额 67.5 亿元，上市公司通过增发股票及

发行可转债融资 14.7 亿元，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

的比例结构改善，2006 年直接融资比重明显上升

（见表 8）。 

表 8   天津市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0 227.7 93.8 0 6.2

2001 313.6 89.5 0 10.5

2002 397.2 96.3 0 3.7

2003 924.4 99.5 0 0.5

2004 524.5 94.3 2.3 3.4

2005 648.9 100 0 0

2006 862.3 90.5 8.2 1.3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天津市金融统计月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天津监管办公室 

 

2.货币市场持续快速发展。2006 年，市场流

动性充足，同业拆借增长明显，全年交易量累计

比上年同期增长 94.8%，市场利率震荡上行。现

券买卖十分活跃，全年成交额增长 292.3%。债券

回购平稳增长。 

3.外汇市场运行平稳，黄金交易增长迅速。

2006 年，外汇市场成交比上年略有下降，但仍呈

供不应求格局。市场主体对汇率变化的反应更加

敏感。全年纸黄金与代理买卖合计共成交约 11

亿元人民币，增长 18.6 倍。 
4. 民间借贷利率较低。据天津市民间借贷利

率监测表明，企业民间融资借贷规模有扩大趋势，

下半年民间融资利率走高，年利率多数维持在

10%以下。 

5.渤海产业基金引领滨海新区金融创新。中

国首支契约式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

金于年末在天津市正式设立，基金总规模将达

200 亿元，重点支持具有科技含量和自主知识产

权的产业化投资企业。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的成立，

对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具有重要意义。 

（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2006 年，天津市政府依托电子政务专网，建

设全市统一的企业基础信息交换平台，积极筹划

天津市信用体系建设整体方案，指导天津信用体

系建设。目前征信业基础信息系统已经基本建设

完成，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质检、

环保、劳动保障、公积金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工作

稳步推进。 
政府主导、金融支持、操作方式灵活、业务

品种多样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逐步完善。金

融稳定协调机制在化解因非法集资引发的金融风

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6 年，天津市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在

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节能降耗、减污增效取得

新进展。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4337.7 亿元，增长

14.4%，与上年持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5177

美元，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第三个人均 GDP 达

到 5000 美元以上的省市。二、三次产业均保持较

快增长，年末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2.7：57.3：40

（见图 5）。 

图 5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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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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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外需求稳步扩大 

2006 年，天津市投资需求受调控影响平稳回

落，消费需求保持良好增势，对外贸易规模继续

扩大。 

1.投资增长平稳。2006 年，天津市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 1849.8 亿元，增速逐季回落，全

年增速低于上年。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709.7 亿元，同比增长 23.4%。 

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以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城市电网改造、铁路建设等大项目为

主的中央投资大幅增长。其中，工业优势产业投

资力度继续加大，增长 29.2%（见图 6）。 

图 6   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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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2.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全年城市、农村人均

收入增幅均在两位数以上，推动居民消费跃上新

台阶。2006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达

14.0%，略快于上年（见图 7）。全年汽车类、金

银珠宝类、石油及制品类零售额均实现了 20%以

上的快速增长。 

图 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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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向“享受型”过渡，

2006 年，天津市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4.9%，

比上年下降 1.8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同比增长 6.7%。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增

强，人均在外用餐、衣着类、家庭设备用品类支

出增长较快。 

3. 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利用外资形势良

好。2006 年，天津市外贸进出口总值增长 21.0%，

增速较上年回落 6.1 个百分点。外贸企业积极采

取措施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推动出口快速增长，

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见图 8）。 

图 8   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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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2006 年，天津市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

业家数下滑，但实际直接利用外资仍比上年增长

24.1%。利用外资向优势产业和新领域集中,房地

产、贸易和物流、机械、电子和新能源等领域外

资增长较快（见图 9）。 

图 9   外商直接投资额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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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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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政收支快速增长，收支差额不断扩大。

2006 年,全市财政收入增长 27.6%，收入总量三年

翻了一番，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

障。全年财政支出同比增长 25.7%，向公众的转

移支付大幅增加（见图 10）。 

图 10   财政收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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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二）供给协调发展 

全市经济依然是工业占据主导地位，服务业

发展较快，明显体现出加速工业化这一阶段的结

构特征。第三产业发展有力地改善了社会就业，

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 44.7%，比重上升

较大。 
1.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2006 年，全市认

真落实工业反哺农业方针，加大支农惠农政策落

实力度，全年农业总产值增长 3.7%。全年粮食总

产量增长 4.4%，养殖业产值占到农业总产值的

57.4%，进入农业产业化体系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

73.6%。 

2.工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全年规模以上工

业实现增加值 2223.8 亿元，同比增长 18.8%，占

全市 GDP 的比重由上年末的 51%上升到 54%（见图

11）。 
工业产品产销率达到 99.2%，经济效益大幅

增长。全市规模以上企业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

24.5%，实现利润增长 31.2%；成本费用利润率达

到 29%，同比提高 12.2 个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

等五大行业成为推动工业利润增长的主力军。 

                                                        
3 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不包括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 

图 11   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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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3. 服务业竞相发展。在交通运输、房地产

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和金融业快速增长的

带动下，全年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 1732.9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1%。 

（三）节能降耗取得新成效 

通过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和大力推广使用节能

降耗新工艺、新技术，2006 年，天津市万元 GDP

能耗 1.1 吨标准煤，下降 4.3%；工业万元增加值

能耗 1.3 吨标准煤，下降 8.5%；工业固体废弃物

综合利用率稳定在 98%，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92.8%，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全市中心区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分别达到

77%和 85%。化学需氧量排放、二氧化硫排放分别

较上年下降 2.4%和 4.7%，污染物减排取得实效。 

（四）价格上涨压力有所增加 

全年各类价格涨幅平稳，消费价格及原材料、

动力购进价格年末涨幅有所抬头。 

1.居民消费价格走势平稳。除 1 月份、12 月

份价格涨幅较大外，其余月份 CPI 走势较为平稳，

全年累计上涨 1.5%，涨幅与上年持平。粮食价格

在高位上平稳回落，食品类价格全年累计上涨

2.7%，对价格总水平的拉动作用减弱。居住类、

服务类项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4.4%和 1.5%，是拉

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因素。 

2.生产价格起伏较大。2006 年初，在旺盛需

求的刺激下，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

上升至 6%以上，直至三季度以后才在宏观调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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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价格回落双重因素作用下出现回落。工

业品出厂价格维持稳定（见图 12）。 
图 13   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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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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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建委统计 

（2）房地产价格涨幅高于上年。受土地价格

上升的影响和旺盛需求的拉动，2006 年天津市房

屋销售价格指数增长 6.7%，商品房销售价格指数

增长 6.9%，二手房销售价格指数增长 6.2%，增幅

均超过上年（见图 14）。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3.职工工资收入稳步增长。随着天津市经济

的高速发展，单位从业人员劳动报酬保持两位数

增长，2006 年人均劳动报酬 27252 元，同比增长

13%。 

图 14   天津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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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行业发展势头良好 

 1.房地产业运行总体保持平稳。2006 年，

国家调控房地产相关政策的效应逐渐显现，天津

市房地产投资增幅比上年回落 1.3 个百分点，房

地产贷款增幅自 6 月份以后逐月回落。但另一方

面，商品房销售价格呈上涨趋势，供求结构性失

衡问题仍未根本解决。 

（1）房地产市场供求两旺。全年完成房地产

投资额 402.3 亿元，同比增长 22.8%，其中住宅

投资完成额占比为 77.4%。竣工面积连续两年超

过销售面积，有效缓解了供给不足的矛盾。需求

旺盛推动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分别增长 4.1%

和 22.6%（见图 13）。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天津市统计年鉴 

（3）房地产贷款快速增长。2006 年天津市

房地产贷款需求持续扩大，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32.2%,比上年同期高 6.4 个百分点。其中，开发

贷款增速回升，比年初增长 38.9%，银行对房地

产开发的支持力度增强。 

 

 

 

专栏 2：   外资加速流入天津房地产行业值得关注 

一、投入房地产的外资快速增长 

新设外资房地产企业投资增幅超五成。2006 年，天津市新增外资房地产企业 46 家，同比增加 9家；

投资总额 1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53.6%，注册资本 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66.6%，其中外方现汇投入 6.6

亿美元，同比增加 3亿美元，增长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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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企业投资规模有增大趋势。全年新设注册资本在 2000 万美元以上的外资房地产企业共计 22

家，注册资本 6.7 亿美元，分别占 2006 年新设外资房地产企业的 47.8%和 82.1%，其中外方现汇投入 5

亿美元，占新设外资房地产企业的 76.1%。 

已设立外商房地产企业增资踊跃。2006 年，外管局天津分局共办理外资房地产企业外方现汇增资

23 笔，增资额 3.7 亿美元。特别是 2006 年 7 月国家六部委《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

见》出台后，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准入门槛进一步提高，外资房地产企业普遍加大了投资力度，出现

了外方增资的小高峰。 

二、对外汇收支、结售汇形势产生较大影响 

推动了 2006 年天津市外资流入整体增长。在全部其他行业外资资本金流入减少的情况下，外资房

地产企业资本金流入 5.5 亿美元，是全年资本进出保持顺差的主要推动因素。  

外资房地产企业外债大幅上升。2006 年外资房地产企业外债提款 2.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5 倍，

占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外债提款总额的 32.8%。年末外资房地产企业外债余额 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7.7%。 

外资房地产企业结汇超常规增长。2006 年，天津市外资房地产企业结汇呈超常增长态势，资本金及

外债结汇均同比出现 10 倍以上的增长。其中，资本金结汇 5.1 亿美元，外债结汇 2 亿美元。结汇后人

民币主要于三种用途：一是支付工程款，二是支付土地出让金，三是支付购房款。 

外资流入房地产速度加快一方面是受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天津市房地产市场走好等环境因素的吸引，

另一方面，《意见》对外资的限制也客观上促使外资在短期内更大规模地流入。不仅如此，境外资金在

投资房地产的组织形式上、经营范围上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值得积极关注。 

 

2. 电子信息和石油化工行业支柱作用凸

现。电子信息和石油化工两个行业对天津市工业

增长的贡献率将近 50%，2006 年电子信息产业总

产值超过 1700 亿元，是天津工业经济的第一支柱

产业和先导产业。国内最大的 100 万吨/年乙烯及

配套项目在滨海新区开工，石油化工的传统支柱

产业地位得到巩固。 

三、预测与展望 

天津市经济发展正面临着新的上升期，2007

年，伴随着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配套政策的逐步

到位、外商直接投资稳定增加和一些重大建设项

目的相继开工，全市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将继续看

好，预计地区生产总值（GDP）仍将保持在较高的

增长平台上。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将继续较快增长，

全市财政收入增速将保持在 25%左右的水平。国

家一系列宏观调控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出台，收入

的稳定增长，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 ，将进一步增

强居民的消费信心；一些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将

继续显现，推动居民消费支出增加，预计 2007

年天津市消费市场继续繁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幅将加快。天津市外贸进出口增长水平将基

本维持在 20%左右，顺差局面不会改变。 

由于资源性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趋向明显，

副食品价格还不稳定，消费品价格继续上涨的可

能性增加。 

2007 年是我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头一

年，国内金融业的改革力度将会加大，滨海新区

综合配套改革的金融政策逐步落实，将为天津市

金融业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全年金融机构贷款

余额将平稳较快增长，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也将

稳步提升，金融业对天津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进

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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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天津市经济金融大事记 

2月16日，首家总部设在天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首家发起阶段就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中资商业

银行——渤海银行正式开业。 

继3月份国务院同意给予滨海新区五项扶持政策后，6月6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

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确定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6月8日，空中客车公司全球第三条、欧洲以外第一条装配线——A320系列飞机总装生产线落户天津，

总投资80亿至100亿元人民币。 

6月26日，我国最大石油化工项目——中石化天津100万吨大乙烯及配套项目开工奠基，对推进滨海

新区开发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7月27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将天津定位为环渤海经济中心，并逐步

建成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8月31日，东疆保税港区获国务院批复，成为继洋山港区之后国内第二个保税港区，也是最大的保

税港区，目标是建成我国第一个自由贸易港区。 

9月3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滨海新区开办离岸金融业务等7项具有开创性质的外汇改革政策，滨

海新区金融改革先行先试迈出实质性一步。 

9月9日，银监会表示，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金融改革，原则上

安排在滨海新区先行先试。 

11月15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布《关于支持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的通知》，其中提高区内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是一大亮点。 

12月30日，首个契约型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在津设立，总额度200亿元人民币，渤

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也于同日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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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津市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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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4.9 6230.6 6407.5 6596.5 6593.1 6660.7 6645.6 6660.7 6672.0 6591.9 6698.5 6839.2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669.5 2716.6 2732.1 2745.6 2739.5 2766.1 2775.8 2802.2 2830.2 2838.2 2869.7 2922.7

                    企业存款 2403.9 2494.8 2579.8 2692.7 2664.1 2672.9 2625.8 2656.5 2703.5 2659.8 2723.2 2834.8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60.4 185.7 176.9 189.0 -3.3 67.6 -15.2 15.2 11.3 -74.2 106.6 140.7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6.4 18.5 19.7 22.0 20.9 18.7 18.1 18.3 16.9 13.3 13.1 12.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4783.0 4858.4 5029.2 5231.0 5205.6 5241.5 5296.3 5252.9 5289.9 5265.0 5289.2 5415.7

        其中：短期 2089.0 2081.0 2117.3 2189.4 2200.4 2229.7 2253.7 2235.3 2264.0 2220.4 224.7 2239.2

                    中长期 2308.1 2337.1 2392.9 2457.6 2474.8 2517.0 2564.1 2594.5 2668.6 2700.5 2735.3 2800.9

                    票据融资 305.1 351.1 421.9 487.7 429.1 394.2 382.5 330.5 277.2 264.7 250.0 286.8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48.2 75.3 171.6 201.8 -25.3 35.8 55.3 -44.5 36.7 -25.0 24.0 126.3

        其中：短期 -14.5 -8.1 37.2 72.1 11.1 29.3 24.5 -19.3 28.6 -43.6 4.2 14.5

                    中长期 76.7 28.9 55.8 64.7 17.2 42.1 47.1 30.3 74.0 31.8 34.7 65.5

                    票据融资 80.0 46.0 70.8 65.8 -58.6 -34.9 -11.7 -52.1 -53.3 -12.5 -14.8 36.9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5.2 15.6 17.9 20.8 19.1 18.2 18.9 16.3 14.1 12.3 12.9 14.2

        其中：短期 11.5 10.6 11.6 12.9 12.9 12.6 13.4 10.7 10.6 8.5 8.7 7.7

                    中长期 23.7 23.4 24.1 26.9 26.3 25.7 27.5 26.9 26.7 24.6 23.7 23.7

                    票据融资 39.0 54.5 76.1 88.4 57.9 46.7 39.5 22.8 -7.3 -8.4 1.1 27.5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115.4 119.4 123.4 132.8 137.5 137.6 149.1 153.0 156.8 170.1 175.3 191.9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552.5 557.0 580.0 604.9 589.2 610.2 617.5 618.8 632.2 640.9 652.5 655.7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2.7 3.4 3.3 8.0 3.9 0.1 9.7 3.3 3.2 11.2 4.4 14.0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4.0 0.9 4.3 4.7 -3.0 4.0 1.4 0.2 2.5 1.6 2.2 0.6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5659.3 5797.0 5982.8 6175.5 6206.6 6314.1 6313.6 6375.2 6388.3 6299.3 6403.2 6564.5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551.1 2598.0 2613.4 2629.3 2624.0 2649.9 2659.3 2685.5 2715.0 2723.1 2756.5 2811.7

                    企业存款 2154.4 2197.6 2291.2 2409.7 2412.8 2461.9 2429.9 2507.0 2557.5 2501.7 2564.7 2693.4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6.6 137.6 185.9 192.7 31.1 107.5 -0.4 61.5 13.1 -83.0 103.9 161.3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96.6 46.8 15.4 16.0 -5.3 25.9 9.4 26.2 29.5 8.2 33.4 55.2

                    企业存款 -61.9 43.2 93.6 118.5 3.1 49.1 -32.0 77.1 50.5 -55.8 63.1 128.7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8.1 20.0 21.6 23.9 23.5 22.1 21.4 20.9 19.7 16.1 15.2 14.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8.9 17.1 16.9 17.2 16.8 16.5 15.5 15.7 15.1 14.9 14.9 14.2

                    企业存款 18.8 24.3 26.2 31.0 30.5 27.5 26.4 27.4 30.4 24.2 22.3 21.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4524.6 4601.2 4772.4 4926.6 4900.1 4942.1 5001.5 4971.1 5024.5 5044.0 5067.8 5182.8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411.9 411.8 417.2 425.0 420.0 434.1 437.9 442.8 449.8 452.7 454.8 451.6

                    票据融资 292.1 339.1 409.1 472.9 413.2 377.1 366.6 314.5 260.4 246.8 233.2 272.0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44.1 76.6 171.2 165.6 -26.4 42.1 60.0 -31.4 53.4 19.5 23.8 115.0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4.6 -0.1 5.4 7.7 -5.0 14.1 3.8 4.9 7.0 2.9 2.2 -3.2

                    票据融资 80.4 46.9 70.1 63.7 -59.7 -36.1 -10.5 -52.1 -54.1 -13.6 -13.5 38.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7.5 18.0 20.3 22.1 20.3 19.2 19.8 17.2 15.4 14.4 14.9 15.9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6.6 15.3 14.7 14.8 12.6 14.5 14.8 15.2 16.0 15.9 14.5 10.9

                    票据融资 43.0 59.9 81.9 93.4 60.6 49.4 41.8 23.2 -8.6 -10.0 0.1 28.5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47.8 53.9 53.0 52.5 48.2 43.4 41.6 35.9 35.9 37.1 37.6 35.2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0.5 4.9 1.6 2.8 -7.4 -18.4 -21.1 -18.8 -21.6 -23.7 -16.8 -24.2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33.3 33.3 33.5 38.0 38.1 37.4 36.9 35.4 33.6 28.0 28.3 29.8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4.3 -8.7 -7.3 7.7 7.6 8.9 8.3 5.5 -1.4 -15.6 13.2 -7.7

数据来源：天津市金融统计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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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天津市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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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天津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天津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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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 99.6 - - - 104.5 - 102.8 100.0 100.1 100.5

2001 - 101.2 - - - 98.8 - 95.9 101.2 110.1 101.6

2002 - 99.6 - - - 95.9 - 95.9 101.6 106.0 102.8

2003 - 101.0 - - - 108.7 - 102.5 104.1 100.9 103.0

2004 - 102.3 - - - 115.4 - 104.1 113.5 101.2 116.3

2005 - 101.5 - - - 104.9 - 100.1 106.0 101.3 103.9

2006 - 101.5 - - - 104.7 - 100.6 107.3 100.0 99.7

2005 1 100.6 100.6 - - 108.3 108.3 100.2 100.2 - - -

2 102.6 101.6 - - 106.9 107.6 100.3 100.3 - - -

3 101.7 101.6 - - 106.9 107.4 101.3 100.6 106.5 101.1 104.1

4 101.7 101.7 - - 106.1 107.0 102.1 101.0 - - -

5 101.1 101.5 - - 105.6 106.8 103.5 101.5 - - -

6 100.1 101.3 - - 104.5 106.4 100.9 101.4 106.1 101.3 103.6

7 102.3 101.4 - - 105.0 106.2 100.4 101.2 - - -

8 102.1 101.5 - - 104.7 106.0 100.3 101.1 - - -

9 101.4 101.5 - - 103.5 105.7 98.7 100.9 105.7 101.3 -

10 101.4 101.5 - - 102.6 105.4 98.4 100.6 - - -

11 101.8 101.5 - - 101.5 105.1 96.8 100.3 - - -

12 101.9 101.5 - - 103.7 104.9 98.5 100.1 105.6 101.3 104.1

2006 1 103.0 103.0 - - 103.5 103.5 100.3 100.3 - - -

2 101.6 102.3 - - 104.4 103.9 100.1 100.2 - - -

3 101.6 102.0 - - 102.0 103.3 99.6 100.0 105.8 100.7 104.8

4 101.3 101.9 - - 101.9 102.9 99.3 99.8 - - -

5 101.2 101.7 - - 104.1 103.2 100.8 100.0 - - -

6 101.5 101.7 - - 106.6 103.8 103.1 100.6 106.7 100.1 -

7 100.9 101.6 - - 106.1 104.1 102.7 100.9 - - -

8 100.7 101.5 - - 106.6 104.4 101.5 100.9 - - -

9 101.0 101.4 - - 106.3 104.6 101.0 100.9 107.1 107.0 99.7

10 101.2 101.4 - - 104.8 104.6 99.4 100.8 - - -

11 101.5 101.4 - - 104.6 104.6 99.4 100.7 - - -

12 102.8 101.5 - - 105.3 104.7 100.1 100.6 107.3 100.0 99.7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表2   天津市各类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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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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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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860.3 - - 1986.0 - - 3094.1 - - 4337.7

    第一产业 - - 12.7 - - 49.1 - - 76.5 - - 119.0

    第二产业 - - 525.4 - - 1161.2 - - 1813.2 - - 2485.8

    第三产业 - - 322.3 - - 775.7 - - 1204.4 - - 1732.9

工业增加值（亿元） 156.0 309.9 488.9 675.5 865.2 1073.2 1270.6 1474.7 1671.9 1874.4 2144.8 2223.8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124.2 280.8 421.4 562.8 791.1 917.5 1063.0 1248.2 1394.0 1523.3 1709.7

    房地产开发投资 - 22.6 61.4 95.0 130.3 186.2 208.2 236.9 270.2 296.4 339.9 402.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232.7 342.5 451.4 563.7 675.6 785.6 894.9 1008.2 1128.9 1238.4 1356.8

外贸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45.9 89.0 146.3 201.1 247.6 298.6 348.4 403.4 464.4 522.0 581.6 645.7

    进口 22.3 45.1 71.5 99.1 122.6 147.0 170.9 198.9 228.1 253.3 280.8 310.3

    出口 23.6 44.0 74.8 101.9 125.0 151.6 177.4 204.5 236.3 268.8 300.8 335.4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1.2 -1.1 3.3 2.8 2.4 4.5 6.5 5.6 8.3 15.5 20.0 25.1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亿美元） 3.3 5.3 11.1 13.6 16.4 21.1 23.1 25.8 29.0 32.4 37.9 41.3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0.2 -4.9 -14.2 -12.9 -11.7 -39.4 -43.2 -51.5 -71.4 -70.7 -101.4 -237.4

    地方财政收入 44.3 69.0 96.5 139.3 171.3 202.2 243.4 273.5 305.3 351.4 384.8 416.8

    地方财政支出 44.6 74.0 110.7 152.2 183.0 241.6 286.6 325.0 376.7 422.0 486.3 654.2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 - - - - - - - - 3.

地区生产总值 - - 14.2 - - 14.4 - - 13.6 - - 14.4

    第一产业 - - 3.7 - - 3.6 - - 3.4 - - 3.5

    第二产业 - - 17.9 - - 17.8 - - 16.9 - - 17.6

    第三产业 - - 9.1 - - 10.4 - - 10.2 - - 11

工业增加值 20.1 20.5 20.9 21.1 20.1 19.7 18.7 18.3 17.9 18.4 18.4 18.8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44.5 38.1 36.2 34.2 33.2 29.2 29.9 28.5 28.4 25.9 23.4

    房地产开发投资 - 22.5 24.6 24.1 23.2 21.8 21.4 22.6 22.1 22.2 22.1 22.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3.2 13.2 13.7 13.9 14 13.9 13.8 13.9 14 14 14

外贸进出口总额 35.4 35.8 38.7 35.4 30.4 25.5 22.3 21.7 22.3 23 22.1 21

    进口 47.2 44.9 40.1 38.3 33.7 18.8 25.8 24.3 23.6 22.9 21.2 19.5

    出口 25.8 27.7 37.3 32.7 27.3 22.4 19.2 19.2 21.1 23 23 22.3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89.1 8.6 26.6 28.6 15.5 16 18.4 16.8 11.6 12.9 19.7 24.1

地方财政收入 20.6 25.6 24.9 21.9 21.2 20.4 22 21.3 22.7 23.8 24.1 25.6

地方财政支出 15 13.6 14.6 16.3 16.5 18.4 17.3 18.6 18.2 19.3 19.6 25.7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绝对值（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表3   天津市主要经济指标

6

 
 

 17


	一、金融运行情况 
	（一）银行类金融机构运营良好 
	（二）证券业经营形势好转 
	（三）保险业增长提速 
	（四）金融市场活跃度提高 
	（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二、经济运行情况 
	（一）内外需求稳步扩大 
	（二）供给协调发展 
	（三）节能降耗取得新成效 
	（四）价格上涨压力有所增加 
	（五）主要行业发展势头良好 

	三、预测与展望 
	附录： 
	（一）天津市经济金融大事记 
	（二）天津市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