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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不断深化，2007年天津市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5.1%，继续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高平台上稳步运行。固定资产投资适度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城市载体功能进一步增强。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节能降耗成效显著。金融业平稳运行，银行业运营

稳健，信贷投放合理增长，信贷结构逐步调整，金融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农村金融组织蓬勃发展。证券

业发展提速，保险业不断壮大，金融市场活跃度提高，滨海新区金融试点先行先试取得新进展，为天津

金融业发展注入了更多的活力。2008年，伴随着滨海新区的加快发展，预计全市经济增长势头将继续看

好，金融改革创新措施将不断推出，金融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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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7 年，天津市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金融及

外汇改革稳步推进，金融市场交易活跃，金融生

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一）银行业稳健发展，货币信贷运

行平稳 

1.金融机构门类齐全，效益持续向好 

作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天津市基本上

已形成功能齐备、分工合理、中外资金融机构并

存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渤海银行等全国性金

融机构在津设立总部，进一步增强了辐射和带动

作用。2007年，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不断壮大，

资产质量明显改善，利润稳步提高。 

表 1 2007 年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
1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国有商业银行 1220 24722 4810 0

二、政策性银行 10 340 787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171 5016 1932 1

四、城市商业银行 184 3694 1108 1

五、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535 5798 899 13

六、财务公司 3 41 40 3

七、邮政储蓄 362 2070 298 0

八、外资银行 — — 338 0

合             计 2485 41681 10213 18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
法人机构

（个）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2.存款增长较快，活期化趋势显著 

2007 年，天津市存款总体呈现先抑后扬的走

势，4 月份存款增幅达到近三年来的最低点。下

半年受资本市场在波动中相对走低、派生存款逐

渐增多以及企业部门销售回款、结汇资金来源增

加等因素影响，存款逐月回升。 

在连续 6 次调高存款基准利率、活期存款与

1 年期定期存款利差提高到 3.42%的情况下，企业

和居民仍倾向于活期存款。 

 

                                                        
1 天津市金融统计监测管理信息系统中未统计外资银行

的机构个数和从业人数。 

-200

0

200

400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
0
月

1
1
月

1
2
月

-15

0

15

30

2006年各月当月新增人民币存款(左坐标）

2007年各月当月新增人民币存款(左坐标）

2006年各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长(右坐标）

2007年各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长(右坐标）

亿元 %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3.贷款稳步增长，信贷结构逐步调整 

2007 年，天津市的贷款增长基本上与全国总

体趋势保持一致。金融机构信贷结构向重点行业

和重点企业进一步集中，信贷主要投向制造业、

房地产以及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电力燃气及水

的生产、水利环境与公共设施管理等行业的重点

项目和重点企业。从信贷种类看主要是保贷款压

票据融资。从期限结构看，中长期贷款增加较多。

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战略的逐步推进，产业结

构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升级，中长期贷款持续快

速增长。需要关注的是，存款短期化、贷款长期

化的结构性矛盾的加剧，会对金融机构的健康经

营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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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图 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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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专栏 1     中长期贷款增长迅猛原因分析 

 

2007 年，天津市金融机构多采用在操作和机会成本上较为可行的控制短期性贷款增长的方式来控制

信贷投放规模总体增长，而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两个行业的不断升温，使中长期贷款延续了上年快速

增长的态势。全年，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 27.1%，高出全部贷款平均增速 6.3 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相

比，中长期贷款在全部贷款增量中的占比提高 2.7 个百分点，为 54.4%，贷款长期化趋势更为明显。根

据对天津市 12 家商业银行 2006 和 2007 年中长期贷款余额前 10 位的调查发现，贷款集中投向诸如天津

港，城市建设、海河开发、高速公路投资公司，泰达控股，土地储备中心等大型集团公司或重点建设项

目。 

宏观经济长期稳定高速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是中长期贷款增长的一个基础因素。2006 年，

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项目的建

设规模大，优质客户或优势项目资金需求普遍以中长期贷款为主，未来较长时期经济增长的前景都比较

乐观。商业银行从资产的风险考虑，更倾向于选择大型项目建设和国有企业投资，金融企业增加中长期

信贷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吻合。 

商业银行现行经营模式也是中长期贷款增长较快的动力之一。目前，传统的信贷业务仍是商业银行

利润来源的重要组成内容。在资金成本相对固定和绩效考核约束的情况下，选择大力拓展利差较大的中

长期贷款业务是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随着股份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各商业银行纷纷加快了战略转型和

贷款的结构调整，市场规模扩张和效益增长的要求更加明确。信贷资金重点投向期限长、收益高的客户

群体。这样可以在保证稳定的市场占有率的同时获得较高的经济增加值。 

由于深层次问题短期内难以完全解决，中长期信贷仍有继续快速增长的动力，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内

中长期信贷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4.现金净投放较多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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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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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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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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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68.7 17.5

现金支出 13252.2 17.6

现金净支出 183.5 25.0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5. 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流动性比率保持较高

水平，支付能力总体正常 

2007 年，天津市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流动性比

率保持在了较高的水平，四季度末流动性比率为

53.7%，较一季度末提高 6.4 个百分点。 

表 3 2007 年各类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分季度流动性比率 

单位：% 

城市商业银行 52.9 52.4 38.6 53.0

农村金融机构 35.1 39.2 36.1 48.9

全部法人金融机构 47.3 48.4 40.1 53.7

4季度末
　　　　时间

机构
1季度末 2季度末 3季度末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6.利率水平有所提高 

受今年 6 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影响，金

融机构人民币利率水平逐季攀升。基于同业竞争

激烈以及金融服务同质性等因素，金融机构更多

地对优质客户给予了贷款利率下浮优惠，客观上

抵消了部分加息效应。受年内美联储降息影响，

美元贷款利率呈现下降趋势，美元存款利率保持

平稳。金融机构同业存款利率水平持续上扬，宏

观调控效果逐步显现。 

表 4  200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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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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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35.3 43.7 37.8 2.4 18.1 86.6 39.9

1.0 29.4 33.6 32.5 28.1 6.0 81.6 6.9 30.3

小计 34.3 31.1 23.8 34.1 91.6 0.3 6.5 29.8

(1.0-1.3] 26.3 30.6 23.4 34.1 34.7 0.3 6.4 11.7

(1.3-1.5] 3.2 0.5 0.3 0.0 21.6 0.0 0.1 7.8

(1.5-2.0] 3.6 0.0 0.0 0.0 26.6 0.0 0.0 4.4

2.0以上 1.2 0.0 0.1 0.0 8.7 0.0 0.0 5.9

上

浮

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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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金融机构改革稳步推进 

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国有商业银行

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有了重大变化，发展目标逐

步调整到数量与质量并重、质量为先的原则上来。

在宏观调控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情况下，各行积极

转变业务增长方式，加快资产结构和中间业务结

构的调整，主要监管指标持续向好。农村信用社

改革工作进展顺利。四季度已有 6家农村信用行

社兑付专项中央银行票据。 

农村金融组织蓬勃发展。以“做社区型小的

零售银行”为市场定位的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

已于年末正式开业。位于蓟县、静海的村镇银行

和贷款公司也已经银监会批准设立，进入股金筹

集、章程起草等工作阶段。 

（二）证券业增长提速 

2007 年，天津市证券业得到快速发展，业务

规模扩大，上市公司融资创历史新高，整体经营

状况向好。 

中国远洋、中海油服、天津中环和天津普林

等 4 家企业完成新股发行上市工作，募集资金金

额超过历年累计募集资金总额。10 月份天弘基金

管理公司旗下的基金产品--天弘精选混合证券投

资基金，成功进行了拆分，基金规模扩大 34 倍。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实施后，上

市公司在结合自身实际的基础上，制定了切实可

行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绝大多数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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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工作进一步加强。 

表 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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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29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556.8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107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65

量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 

（三）保险业稳步发展 

2007 年，天津市保险机构不断壮大，业务发

展势头良好，目前共有保险总公司 3 家，分公司

29 家，专业中介机构 87 家，初步形成了多种组

织形式、统一开放的市场格局。保费收入增长较

快，产、寿险保费收入之比约为 1：3。具有理财

功能的寿险新产品的热销以及寿险团体业务的高

增长成为推动寿险保费收入快速增长的主动力。 

表 6  2007 年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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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公司分公司（家） 29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公司（家） 18
               寿险公司分公司（家） 11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50.9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35.4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15.5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41.3
保险密度（元/人） 1353.5
保险深度（%） 3.0

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

2

（四）金融市场活跃度提高 

2007 年，天津市金融市场总体保持健康、快

速的发展势头。直接融资快速增长，货币市场参

与主体进一步丰富、交易活跃，市场利率波动剧

烈、震荡上升，外汇市场成交稳步增长，黄金市

场交易升温，金融市场创新取得新进展。 

                                                        
2该统计口径中天津市保险公司的支公司及营销服务部合

并统计，共计 394 家，且不区分财产险公司和寿险公司。 

1.直接融资大幅增加 

受股权分置改革以及 A股市场行情火爆等因

素影响，今年天津市直接融资增长迅速，融资量

及占比均创历史新高。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

得到一定改善。 

表 7  2007 年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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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1615.9 66.9 5.9 27.2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中国人

民银行天津分行 

2.货币市场交易量继续高速增长 

2007 年，天津各市场成员交易活跃，同业拆

借网上交易量及债券交易量均大幅提高。受存款

准备金率连续 10 次上调及大盘新股发行叠加作

用的影响， 市场利率数度宽幅波动，并保持整体

上升态势，货币市场资金面逐渐趋紧。 

3.票据市场利率逐步推高 

今年以来， 6 个月以下的贴现加权平均利率

从年初的 3%左右上涨到年末的 8%左右，发生额明

显下降。在宏观调控不断加强和改善的情况下，

票据融资将会平稳增长，票据市场利率高企的状

态短时期内将难以逆转。 

表 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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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46.8 426.8 278.4 349.8 10.0 7.6

2 845.6 917.9 289.1 683.4 15.3 20.3

3 824.3 1372.5 256.4 993.7 15.1 39.6

4 741.9 1806.0 203.3 1189.8 10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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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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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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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97 4.4985 2.8482 2.5016

2 3.8548 4.3566 3.2554 3.1946

3 4.6756 5.4599 4.0729 3.958

4 7.8784 7.8643 4.7384 6.1022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4.外汇和黄金市场均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随着人民币升值速度进一步加快，市场对人

民币升值预期加强，外汇市场供求关系也表现为

供大于求，且供求差额逐步增大。黄金投资不断

升温，价格持续攀升，全年实物及纸黄金成交额

增长 32.1%。 

5.金融产品创新取得新进展 

2007 年，天津市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创新金

融产品的实践：结合天津市场特点，深入研究不

同类型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对客户进行市场细

分，推出个性化产品。随着滨海新区直接融资的

不断发展，各金融机构与证券业、保险业的合作

日益增加，取得了较好的业绩。 

专栏 2     天津金融衍生产品发展现状 

 

一、天津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现状 

目前在津设立总行或分支机构的中外资银行中已有 23 家获准衍生产品交易资格，金融衍生产品业

务以货币类衍生产品为主，外资银行占天津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主要份额。一是衍生产品交易以外资银行

为主体，交易品种从简到繁。货币类衍生产品交易占 95.9%，利率衍生产品、股权衍生产品交易量少，

商品衍生产品没有交易。市场份额以外资金融机构居多，占到交易总量的 65.3%。二是外资银企积极介

入，远期产品独占鳌头。在津开办衍生业务较好的主要为汇丰、花旗等国际知名外资银行，衍生业务占

其业务总量比重约为 20%，中资银行以中国银行略占优势，占比不到 10%。衍生产品使用以外企为主，

产品的 88%为远期结售汇，尝试远期结售汇、远期外汇买卖和结构性存款等多种产品交叉使用的企业不

到 20%。三是理财市场活跃，个人交易为主体。单一美元理财产品逐步为美元、港币、欧元和澳元等多

币种理财产品所取代，产品种类结构也由固定收益型产品向挂钩型、结构型产品转换，过去单一的、同

质性强的产品逐步向差异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开展多币种、挂钩型、结构型产品的银行达到 9家。 

二、天津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路径选择 

天津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中应注意四个结合：与构建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紧密结

合，丰富市场交易主体，大力开展金融业务创新和试点；与国家对天津滨海新区城市性质定位紧密结合，

为港口和物流经济提供金融和衍生产品服务；与天津金融市场发展的广度和深度紧密结合，加强部门协

调，形成促进衍生产品市场发展的合力；与完善金融组织内部自律和行业监管紧密结合，强化“信息披

露为本”、“监督风险控制体系有效性”与鼓励金融创新的监管原则，有效控制金融市场风险。 

天津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路径选择上应本着“符合国家金融改革方向、符合对滨海新区总体定位、符

合衍生市场发展脉路、符合自身市场深度和需求”的原则，先场外后场内，先远期、互换后期货、期权，

先汇率、利率后股指、商品，有重点、分步骤、超常规地推进衍生产品市场加快发展。一是在市场组织

形式上应优先发展场外市场，积极争取创建场内市场。场外交易主要靠总部经济推动，为个性化非标准

化交易合约，渤海银行、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等法人机构已经建成，为个性化避险金融衍生工具产生创造

了条件。发展场外市场与发展场内市场并重，天津有发展场内市场得天独厚的优势，利用港口和物流优

势，积极争取开办商品期货市场。二是在交易形式上应优先发展远期、掉期（互换）以及结构性衍生产

品，研究探索金融期货、期权交易。把外资银行已成熟的衍生产品运用到国内，积极发展远期、互换、

结构性产品。在催生场内商品期货交易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利率、股票、货币期货、期权等加快发

展。三是在交易产品重点发展汇率类、利率类衍生产品基础上，积极推进股指类、信用类等其他衍生产

品交易。大力度发展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相适应的股指类衍生产品市场。我国银行信贷风险积聚态势迫

切需要推出信贷类衍生产品，降低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分散信贷违约风险。提高金融对 GDP 贡献率有赖

跨市场配置风险的贯通各金融子市场的金融工具出现，形成资本在价格调节下在各市场间的自由流动，

才能增强金融机构力量和抗风险能力，促进滨海新区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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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用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2007 年，天津市信用体系建设取得新的进展。

在依托电子政务专网的基础上，已初步形成由工

商、税务等 15 家政府职能部门共享的“天津市企

业基础信息交换平台”，实现了各政府部门间的信

息交流和共享。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与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签署了促进信用体系建设合作备忘录，

为培育和提高开发区企业法人和个人的信用意

识、打造诚信泰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7 年，天津市经济继续在新一轮经济增长

周期的高增长平台上稳步运行，整体呈现又好又

快的运行态势，综合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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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局 

图 5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一）内外需求总量扩大，继续拉动经

济较快增长 

投资推动是近年来天津经济增长的主要特

点，2007 年这一态势得以延续。投资结构不断优

化，城市载体功能进一步增强。 

1.投资需求依然旺盛 

2007 年，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继续适度较快

增长。能源工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房地

产开发投资力度加大，有效带动了经济增长和城

市载体功能的提高。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京

津城际铁路全线铺通，天津站枢纽改扩建工程进

展顺利，地铁二、三、九号线建设全面提速，京

津塘复线、津蓟延长线等多条高速公路建设进度

不断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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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局 

图 6  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2.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带动消费结构不

断升级 

随着收入的提高和财富效应的显现，消费需

求明显升温。2007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迅速，达到近十年来的最高点。建筑装饰材料、

汽车、家用电器、化妆品和金银珠宝成为零售市

场的销售亮点。居民消费支出增长较快，其中人

均衣着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交通通

讯支出是消费支出增长的主动力。平板电视、数

码产品、电冰箱和小家电成为居民消费热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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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局 

图 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3.外贸进出口增速放缓  

从出口行业看，近年来天津积极推进外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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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式的转变，重点鼓励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出口，

机电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受出

口退税政策调整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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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局 

图 8  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2007 年，天津市新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

数量有所回落，但在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不断深入

以及招商引资力度加大的带动下，合同利用外资

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双双创出历史新高。开发区、

保税区、园区等特殊区域已成为在津新设外商投

资企业的重要注册地。 

从 FDI 的行业分布结构看，传统的工业制造

业外商投资额稳中略降，而以房地产业、社会服

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吸纳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

与增长率则明显加快，对带动天津产业结构升级

具有积极影响。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继续增强的情

况下，外商投资房地产领域值得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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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局 

图 9  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二）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结构更加均

衡 

2007 年，天津市三大产业均保持稳定快速增

长，二、三产业之间差距逐渐缩小，经济增长结

构更为均衡。 

1.农业生产稳步增长 

2007 年，天津市继续加大支农惠农政策落实

力度，农业总产值增长 1.4%。 

2.工业总量进一步扩大，继续发挥第一拉动

力作用 

2007 年，天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1 万

亿元。从企业类型看，中、小型工业企业生产活

跃，工业增加值均高于全市工业平均增幅。从行

业看，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等五大行业成

为工业增长的亮点。 

经济效益大幅增长。规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

企业销售收入及利润均呈增长势头，成本费用利

润率同比下降。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转变，

节能降耗成效显著，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指标继

续保持全国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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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局 

图 10  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3.第三产业发展提速，比重提高 

2007 年，天津市第三产业增长迅速，增幅达

到近十年来最高水平。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以及其他服务业

的增速均在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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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格保持高位运行 

受食品以及国际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

响，2007 年天津市各类价格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创出新高，工业品

价格指数运行平稳，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

运行承接上年走势，同比涨幅稳定，但全年通胀

压力较大。 

1.居民消费价格持续上涨 

2007 年天津市价格指数持续高位上涨。 7 月

份涨幅达到 5.9%，为近年来最高点。此后，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在经历短暂、小幅回落后继续攀升。 

分类别看，构成 CPI 的八类价格呈现出“五

涨三落”的特征，价格变动结构性特征明显，少

数商品价格上涨带动价格总水平上升。受粮食、

猪肉、蔬菜、食用油价格上涨的影响，食品类商

品对居民消费价格上涨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

其他类商品有升有降，对价格总水平影响不大。 

在食品大类中，畜禽屠宰类产品由于受市场

供应紧缺、饲养成本提高等因素影响，价格上涨

最快；另外由于大豆、油菜籽等原材料价格上涨，

导致植物油类商品价格提升。食品类价格上涨推

动居民消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的特征明显。 

2.生产价格总体运行平稳 

纵观各月工业品出厂价格运行轨迹，价格涨

幅呈曲线上涨态势，但涨幅波动不大。从各月同

比价格变动情况看，1-7 月价格涨幅呈曲线波动，

后 5 个月受强劲市场需求的影响，在石油、煤炭

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推动下，工业品出厂价格涨

幅逐月扩大，年末达到 1996 年以来最高点。 

分类别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产品价格均

有所上涨。分行业看，在工业品出厂价格所调查

的 37 个行业大类中，八成以上行业的产品价格水

平上涨。农副食品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是拉动工业品出

厂价格上涨的三大主要行业。 

受全球能源紧张、国际油价不断攀升等外部

因素影响，2007 年天津市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

价格上涨较快。从 3 月份开始，原材料、燃料动

力购进价格便进入了一个持续上升的通道。在原

材料九大类分组中，除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矿类价

格下降，其余八大类均呈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

有色金属材料类、黑色金属材料和木材以及纸浆

类产品价格增长分列前三位。原材料等中间消耗

品价格的上涨必将推动相关工业行业产品出厂价

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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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局 

图 11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3.劳动力成本持续提高 

近年来，天津经济强劲发展带动了劳动力需

求增长，劳动力市场供求格局发生微妙变化，劳

动力成本持续攀升。预计随着物价上涨，职工工

资上涨预期加重以及企业工资标准的不断上调，

企业用工成本将继续增长。 

（四）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收支差额不

断扩大 

2007 年，天津市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收支差额较上年扩大 93.0 亿元，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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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财政收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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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节能降耗成效显著 

2007 年，天津市加快构筑高端化、高质化、

高新化产业结构，分解指标、落实责任，重点抓

好国家监控的 21 户“千家企业”节能降耗，努力

做到低消耗、少排放、高增长。万元以下工业增

加值能耗降幅最大，继续成为拉动全市 GDP 能耗

下降的主要力量。 

（六）房地产业运行总体保持平稳 

2007 年，伴随着国家调控房地产相关政策效

应的逐步显现，天津市房地产市场及房地产金融

在总体上继续保持健康平稳的发展态势。 

1.房地产投资稳定增长，住宅投资占比有所

下降 

2007 年，天津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小幅上

涨，但住宅投资完成额在全市房地产投资中的比

重较上年同期下降近 10 个百分点。从整体上看，

住宅投资占比下降可能会对未来住宅市场的供应

产生一定的影响。 

2.房地产市场供求两旺 

全市房屋竣工面积超过当年房屋销售面积，

有效缓解了供给不足的矛盾。商品房销售面积增

长有所加快，但现房销售面积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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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局 

图 13  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3.房地产价格继续保持上涨趋势 

受土地价格上升的影响和旺盛需求的拉动，

2007 年天津市房屋销售价格在 2004-2006 年快速

上涨的基础上继续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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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局 

图 14  主要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4.房地产贷款增长较快 

2007 年天津市房地产贷款继续保持较快增

长。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同比增长 44.2%。 

三、预测与展望 

2008 年，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加，国内

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以防止

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

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在这种大背景下，天

津市国民经济将继续在“好”字上下功夫。随着

滨海新区的加快发展，“两港两路”等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空客 A320 总装线等重点企业项目建设均

全面提速，固定资产投资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

势。以改善民生和惠农为主导的一系列政策的落

实，将切实增加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进一步增

强居民的消费信心。 

国际原油价格和其他矿产资源价格的不断走

高，将进一步加大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

国内新一轮以粮食、猪肉、蔬菜、食用油价格上

涨为主的消费品价格涨势尚未明显回落，煤、电、

油、燃气价格上涨压力很大。2007 年，国家不断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对防止物价过快上涨将发

挥一定的作用。考虑到物价上涨趋势的惯性，在

短期内需加强对物价的监测工作。 

2007 年，国务院对滨海新区综合改革配套方

案的批复，尤其是在金融领域，泰达国际金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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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集团和渤海银行金融综合经营的试行，将进一

步加大金融改革开放力度，金融组织创新、制度

创新、产品创新、业务创新将会明显加快，金融

企业的经营理念和风险管理意识将逐步增强。 

 

 
 
总  纂：郭庆平    兰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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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晓明    徐力    汪宏程    刘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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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天津市经济金融大事记 

2007年，都邦财险、平安养老保险、爱和谊保险、瑞穗实业银行、大连银行、盛京银行、浙商银行、

永诚财险、中银保险、东亚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继在津设立或获准筹建分支机构。 

2月13日，天津市商业银行获准更名“天津银行”，3月获准跨区域经营，从地方性银行变身为区域

性股份制银行。 

3月14日，天津石化100万吨/年乙烯及配套项目总体设计方案正式得到批复，标志项目建设进入实

施和执行阶段。 

5月22日，天津金融工作会议召开，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 

6月6日，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在津开幕，全球私募基金齐聚一堂，这是我国举办的第一次私募

基金与企业对接会议。 

8月2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开展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试点的批复》（汇复

[2007]276号），研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在天津滨海新区开展境内个人直接对外证券投资业务试点。 

11月9 日，由人民银行和天津市政府主办的“全国金融知识展览天津巡展”开幕，7天累计参观近

八万人次。 

11月18日，中国与新加坡政府签署了建设生态城的框架协议，中新生态城正式落户滨海新区。 

11月21日，保监会与天津市政府下发文件，正式确定滨海新区为全国保险改革实验区，保险企业、

保险业务、保险市场、保险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创新措施原则上安排在滨海新区先行先试。 

12月7日，天津滨海新区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成立，这是我国最大的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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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津市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天津市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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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8.9 6900 7046.2 7159.3 7218.3 7453.8 7426.4 7581.7 7792.7 7780.4 7957.59 8242.1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918 3033.2 3053.5 3044.5 3026.3 3048.6 3050.8 3064.1 3087.9 3037.6 3072.6 3165.2

                    企业存款 2790 2714.1 2791.1 2852.5 2881.4 3055.9 3047.9 2122 3315.8 3347.4 3411.7 3615.8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6 31 146.2 117.1 59 235.5 -27.4 155.3 211.1 -12.4 177.2 284.5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3.6 10.7 10 8.5 9.5 11.9 11.8 13.8 16.8 18 18.8 20.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5504 5563.5 5664.3 5803.8 5875.4 6014.9 6038.8 6165 6325.1 6409.4 6507.8 6543.8

        其中：短期 2279.6 2296.6 2320.4 2370 2378.5 2405.9 2428.8 2442.8 2526.3 2587.2 2618.1 2643.9

                    中长期 2754.9 2903.2 2953.6 3015.5 3060.2 3165.3 3196.2 3294.9 3412.5 3465.3 3534.1 3560.6

                    票据融资 283.2 272.4 293.2 314.3 329.6 328.4 301.1 312.3 272 237.2 239.4 215.3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52.9 59.3 101.4 139.4 70.9 139.3 23.9 126 159.9 83.9 98 32.8

        其中：短期 17.5 16.9 24.4 49.6 8 27.3 23 13.9 83.5 60.6 30.8 23

                    中长期 41.6 48.2 50.4 61.8 44.5 105.1 30.8 98.7 117.4 52.7 68.6 26.1

                    票据融资 -3.7 -10.7 20.8 21 15.29 -1.1 -27.3 11.2 -40.3 -34.8 2.2 -24.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6.6 13.8 12 10.4 12.2 14 13.3 16.5 18.7 20.7 22 20.8

        其中：短期 8.4 9.6 8.9 7.6 7.5 7.3 7.2 8.6 10.8 15.3 16.4 18.1

                    中长期 28.5 23.6 22.8 22.1 23.1 25.1 24.1 26.4 27.3 27.7 28.6 271

                    票据融资 -7.2 -22.4 -30.5 -35.6 -23.2 -16.7 -21.3 -5.5 -1.9 -10.4 -4.2 -25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197.4 207.2 214.1 222.7 230.1 237.2 235.9 246.3 233.4 224.7 230.8 231.4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674.2 690.7 703.1 727 791.8 770 770.46 845.7 872.9 897.1 895.3 890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0.6 4.6 7.9 12.2 15.9 19.5 18.8 24 7 13.2 16.2 16.5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2.9 5.4 7.3 10.9 20.8 17.5 17.6 29.1 33.2 36.9 36.6 35.8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6590.9 6626.8 6770.5 6881 6944.2 7180.1 7153.8 7304.6 7492 7470.6 7646.8 7930.3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817.6 2934 2954.4 2947.6 2931.8 2953.5 2959.2 2973.4 2999.5 2950.4 2987.3 3083.8

                    企业存款 2644.6 2573.8 2650.7 2712.2 2743 2915.6 2902.1 2970.8 3138.3 3152.8 3216.2 3411.5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4 35.9 143.7 114.5 63.2 235.9 -26.3 150.9 187.4 -21.4 176.2 283.5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5.8 116.4 20.4 -6.8 -15.9 21.7 5.7 14.3 26 -49.1 36.9 96.5

                    企业存款 -49.3 -70.8 77 61.5 30.8 172.6 -13.5 68.7 167.5 14.5 63.4 195.3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6.5 14.3 13.2 11.4 11.9 13.7 13.3 14.6 17.3 18.6 19.4 20.9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0.5 12.9 13.1 12.1 11.7 11.5 11.3 26.2 10.5 8.4 8.4 9.8

                    企业存款 22.8 17.1 15.7 12.6 13.7 18.4 19.4 18.5 22.7 26 25.4 26.7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5278.7 5331.6 5433.7 5555.6 5623 5752.7 5773.1 5892.7 6049 6123.3 6207.8 6241.1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456.2 459.7 463.9 468.9 475.1 486.5 494.6 512.5 533.9 547.3 565.2 575.5

                    票据融资 269.2 258.1 280.3 300.3 315.2 315.6 291.5 304.6 266 231.4 232.6 212.7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60.8 52.9 102.7 121.9 67 129.7 20.6 119.6 156.3 74.1 84.5 30.6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4.6 3.5 4.3 5 6.2 11.4 8.15 17.8 21.4 13.4 17.9 10.3

                    票据融资 -2.8 -10.8 21.9 20 14.9 0.4 -24.1 13.1 -38.6 -34.6 1.2 -19.9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6.2 15.5 13.5 12.3 14.2 15.8 14.8 17.8 19.6 20.6 21.7 20.4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0.8 11.6 11.2 10.3 13.1 12.0 12.9 15.7 18.7 20.9 24.2 27.4

                    票据融资 -7.9 -23.8 -31.5 -36.5 -23.7 -16.3 -20.5 -3.1 2.2 -6.2 -0.3 -21.8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35.8 35.3 35.6 36.1 35.8 35.9 36 36.6 40.1 41.5 42 42.7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25.3 -34.6 -32.7 -31.2 -25.7 -17.2 34.4 2.2 11.6 11.7 11.6 21.4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29 30 29.8 32.2 33 34.4 35.1 36 36.8 38.3 40.6 41.5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11.2 -8.5 -9.3 -13.2 -11.7 -7 -4.4 1.6 8.1 30.4 36.2 38.9

数据来源：天津市金融统计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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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天津市各类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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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 104.2 - - - 105.7 - 101.5 107.0 100.3 157.9

2007 1 101.9 101.9 - - 103.9 103.9 101.1 101.1 106.9 - -

2 102.7 102.3 - - 102.6 103.3 99.4 100.3 106.9 - -

3 104.0 102.9 - - 103.9 103.5 100.4 100.3 107.0 100.3 103.4

4 103.5 103.0 - - 103.9 103.6 99.9 100.2 106.9 - -

5 103.7 103.2 - - 103.8 103.6 99.9 100.1 106.6 - -

6 104.5 103.4 - - 104 103.7 99 99.9 106.7 100.3 101.8

7 105.9 103.7 - - 104.4 103.8 99.4 99.9 106.8 - -

8 104.8 103.9 - - 105 103.9 100.8 100 106.8 - -

9 104.3 103.9 - - 105.6 104.1 101 100.1 106.8 100.3 125.3

10 104.8 104 - - 108.3 104.5 103 100.4 107.0 - -

11 105.2 104.1 - - 110.6 105.1 105.8 100.9 107.4 - -

12 105.2 104.2 - - 112.1 105.7 108.1 101.5 107.6 100.3 157.9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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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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天津市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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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89.7 - - 2312.3 - - 3601.3 - - 5018.3

    第一产业 - - 13.4 - - 52.4 - - 80.8 - - 102.9

    第二产业 - - 604.8 - - 1356.3 - - 2087.7 - - 2891.3

    第三产业 - - 371.6 - - 903.5 - - 1432.8 - - 2024.1

工业增加值（亿元） 188 349.3 560.6 772.9 980.4 1213.4 1429 1650.4 1887.3 2121.3 2369.7 2644.8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162.4 350.4 524.7 713.6 1015.8 1176 1364.8 1598.5 1800.5 1973.9 2227.7

    房地产开发投资 - 27.4 75.1 118.9 161.8 232.3 264.5 303.2 343.5 380 429.9 505.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263.3 386.8 515.6 647.8 781.5 912.4 1049.5 1188 1333.4 1463.5 1603.7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565400 1047000 1625700 2226200 2756400 3307200 3937000 4585900 5248100 5850000 6523000 7155000

    进口 259100 474700 763500 1056800 1290300 1528000 1823000 2132300 2440700 2732000 3045400 3338900

    出口 306400 572600 862200 1169300 1466100 1779200 2114000 2453600 2807400 3119000 3477600 3816100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47300 97900 98700 112500 175800 251200 291000 321300 366700 387000 431800 43180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42000 67000 141200 173200 213000 257800 269200 308700 354000 395700 470800 52780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66.1 109.2 161.5 234.8 287.7 330.8 391.4 435.9 467 547.1 568.5 530

    地方财政收入 108 183.1 274.9 392.8 476.2 572.2 687.7 783.5 872.8 1001.6 1098.1 1204.3

    地方财政支出 41.9 73.9 113.4 158 188.5 241.4 296.3 347.6 405.8 454.5 529.6 674.3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度） - - 3.6 - - - - - 3.6 - - 3.6

地区生产总值 - - 13.8 - - 14.5 - - 14.8 - - 15.1

    第一产业 - - 3.1 - - 2.5 - - -1.3 - - 1.4

    第二产业 - - 14.6 - - 16.6 - - 16.5 - - 16.5

    第三产业 - - 13 - - 12.4 - - 13.3 - - 14

工业增加值 16.6 14.2 15.2 16.2 17.4 18 18.1 18.1 18.1 18.1 18.2 18.2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30.7 24.8 24.5 26.8 28.4 28.2 28.4 28.1 29.2 29.6 30.3

    房地产开发投资 - 21.5 22.3 25.1 24.2 24.8 27.1 28 27.1 28.2 26.5 25.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3.1 12.9 14.2 14.9 15.7 16.1 17.3 17.8 18.1 18.2 18.2

外贸进出口总额 23.2 17.6 11.1 10.7 11.3 10.8 13 13.7 13 12.1 12.1 10.8

    进口 16 5.4 6.8 6.6 5.2 3.9 6.7 7.2 7 7.9 8.4 7.6

    出口 30.1 30.2 15.2 14.7 37.8 17.4 19.1 20 18.8 16 15.6 13.8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39.2 35.4 35 34.5 36.5 27.5 22.1 25.7 27.7 28.4 31.6 27.8

地方财政收入 21.7 22.8 22.9 23.8 26.5 26.8 27.4 27.3 28.1 28.7 29.1 30.1

地方财政支出 13.8 16.5 17.4 19.1 16.7 13.9 19.3 23.6 26.3 24.8 26.3 24.2

数据来源：天津统计月报、天津财政月报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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