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改革与发展

新疆积极发展进口贸易的意义及对策

原帼力

摘　要　新疆进口贸易增长缓慢 ,进出口贸易规模不对称。在连续数年保持较大贸易顺差的情况下 , 新疆已

经具备增加进口 、保持进出口贸易平衡的内外部条件。充分发挥新疆特殊的地缘优势 , 适度增加进口 , 不仅能够拉

动消费 , 提高社会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 , 而且通过 “以进带出”能够推动新疆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

关键词　新疆　进口贸易　意义　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一直实行的是 “奖出限入”

的出口导向型对外贸易政策 ,使得多年来我国出口

贸易持续增长 ,连续多年保持巨大的贸易顺差 ,外汇

储备充足。 2008年 , 我国贸易顺差为 2981.3亿美

元 ,出口贸易额是进口贸易额的 1.26倍。与全国相

同 ,新疆对外贸易也是连续多年保持贸易顺差 ,而且

贸易顺差额逐年上升 , 2008年 ,新疆贸易顺差 163.8

亿美元 ,出口贸易额是进口贸易额的 6.6倍。尽管

都是贸易顺差 ,与全国贸易平均水平相比 ,新疆的进

出口贸易规模是不对称的 ,进口贸易规模相对过小。

从整个国家来看 ,为保持国家间和谐的经贸合作关

系 ,中国当前有必要 、也有能力发展进口贸易 , 保持

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的平衡 ,而新疆作为中国的一

个贸易小省 ,不应该将保持贸易顺差作为对外贸易

发展的主要目标 ,而应从新疆的实际出发 ,发挥区位

优势 , 不仅努力扩大出口贸易 , 更应该积极发展进口

贸易 , 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协调发展。

一 、新疆进口贸易发展的特点

(一)新疆进口贸易增长缓慢 , 进出口贸易规模

不对称。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新疆对外贸易发展迅速 ,

1995年 ～ 2008年 , 新疆进出口贸易额年均递增

24.57%,出口贸易额从 76880万美元发展到 480448

万美元 ,年均递增 35.3%;进口贸易额从 1995年的

65918万美元发展到 291755万美元 , 年均递增

14.6%。新疆出口贸易额在全国排名第 14位 ,进口

贸易额在全国排名第 26位。从进出口贸易增长速

度上看 ,新疆进口贸易年均递增速度落后于其出口

贸易年均递增速度 20.7个百分点 , 进口贸易增长

缓慢。

　图 1　1995年 ～ 2008年新疆进出口贸易额对比图①

(二)新疆进口商品以资源类初级产品为主 , 主

要进口来源国为中亚各国及俄罗斯。

　表 1　2008年新疆前十位进口商品数量及金额②

商品名称
计量

单位
数量

进口贸易额

(千美元)

原油 万吨 137.20 1230285

机电产品 - - 412792

铁矿砂及其精矿 万吨 234.12 329926

农产品 - 13.98 170299

废金属 万吨 33.55 160459

高新技术产品 - - 135952

钢材 万吨 9.61 132269

铬矿砂及其精矿 万吨 12.93 76901

断路保护电路装置及零件 - - 75955

棉花 万吨 4.60 7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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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1可以看出 , 2008年新疆前十位进口商品

中 ,大部分为资源类的初级产品。 2006年以后原油

一直是新疆进口贸易排名第一的商品。近几年 ,随

着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进程加快 , 新疆对机电和

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有所增加。

新疆进口的主要来源国是中亚各国及俄罗斯等

周边国家 ,新疆自中亚各国及俄罗斯进口的初级产

品金额占进口贸易总额的 60.4%。特别是原油进

口逐年扩大 , 2008年新疆进口原油 137.20万吨 ,比

2007年增长了 41%。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向实体经

济蔓延 ,一方面 , 国内石油化工 、钢铁行业受经济下

滑影响 ,需求减弱 , 另一方面 ,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大幅回落 ,原油 、铁矿砂等进口价格持续走低 ,如

果继续保持目前的进口结构 ,新疆增加进口贸易将

面临较大困难。

(三)新疆边境进口贸易占新疆进口贸易的主

导地位。

2000年以来 , 新疆边境进口贸易额占新疆进口

贸易总额的比重均在 56%以上 , 2008年达 64.2%。

而新疆同中亚各国、俄罗斯的进口贸易中 , 90%属于

边境进口贸易。

　表 2　 2000年 ～ 2008年新疆边境进口

贸易额占新疆进口总额的比重③

　 指标

年份 　

新疆边境进口贸易

额(万美元)

新疆进口贸易

总额(万美元)

所占比重

(%)

2000年 73950 105991 69.77

2001年 79661 110299 72.22

2002年 107152 138337 77.46

2003年 143504 222977 64.36

2004年 147057 258905 56.80

2005年 167648 290165 57.78

2006年 126429 196404 64.37

2007年 134778 221312 60.90

2008年 187279 291755 64.19

　　(四)新疆进口来源国集中度高 , 中亚各国及俄

罗斯是新疆的主要进口贸易伙伴 , 其中以哈萨克斯

坦为最。

2008年 ,新疆自哈萨克斯坦进口贸易额占新疆

进口贸易总额的 65.13%。在新疆的主要进口贸易

伙伴中 ,新疆自前五位国家进口贸易额占其进口贸

易总额的 83.25%,而自其他 58个国家和地区进口

贸易额仅占其进口贸易总额的 16.75%。新疆自中

亚各国及俄罗斯进口的多为资源类产品 , 而自美国 、

欧盟等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多属机械设备。

　表 3　2008年新疆主要进口贸易伙伴及排名④

　　　　指标

国别　　　　

进口贸易额

(千美元)
排名

所占比重

(%)

哈萨克斯坦 1900059 1 65.13

俄罗斯 180507 2 6.19

美国 122301 3 4.19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16530 4 3.99

吉尔吉斯斯坦 109427 5 3.75

乌兹别克斯坦 97236 6 3.33

韩国 85533 7 2.93

芬兰 49227 8 1.69

日本 45164 9 1.55

瑞士 28349 10 0.97

土库曼斯坦 6065 21 0.21

塔吉克斯坦 1196 29 0.04

　表 4　2000年 ～ 2008年新疆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增长⑤

　指标

年份　

自哈萨克斯坦进口

贸易额(万美元)

新疆进口贸易

总额(万美元)

所占比重

(%)

2000年 67046 105991 63.26

2001年 69506 110299 63.02

2002年 92358 138337 66.76

2003年 127320 222977 57.10

2004年 150332 258905 58.06

2005年 197361 290165 68.02

2006年 130715 196404 66.55

2007年 134914 221312 60.96

2008年 190006 291755 65.13

　　(五)新疆经营进口贸易的企业主要为中小型企

业 , 国有外贸企业以进口资源类商品为主。

新疆备案注册的外贸企业共有 4450家 , 其中 ,

国有(含国有股份)企业 640家 , 私营企业 3810家 ,

而具有进出口业绩的企业不足 1700家 , 其中从事进

口贸易的不足 500家。 2008年 ,新疆进口贸易额超

亿美元的企业仅有 4家 , 5000万 ～ 10000万美元的

企业仅有 2家 , 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只有 46家。

2008年 , 国有企业进口占 76.3%,主要为进口原油、

铁矿砂、铬铁矿 、棉花等资源类产品的企业 , 非国有

企业进口主要集中于非能源领域的进口 ,进口贸易

额占 20.3%。新疆有实力的大型贸易企业少 , 企业

进口主要依赖银行贷款 , 而中小企业可供抵押或担

保的资产有限 ,在银行的资信等级偏低 ,难以获得信

贷支持。近年来 , 国际期货市场上能源矿产品价格

波动比较大 ,银行放贷十分谨慎。新疆企业自身实

力有限 ,又难以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 ,限制了中小外

贸企业进口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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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2008年新疆进口贸易额前十位的外贸企业⑥

排名 外贸企业名称
进口贸易额

(千美元)

1 阿拉山口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 623438

2 霍尔果斯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 619922
3 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446467

4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132194
5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4129

6 新疆农垦宏业棉花有限公司 65974

7 新疆阿拉山口五矿贸易有限公司 45808
8 阿拉山口高世通矿业有限公司 44361

9 新疆石油管理局对外经济贸易总公司 40406
10 阿拉山口良友贸易有限公司 33670

二 、新疆积极发展进口贸易的意义

在连续数年保持较大贸易顺差的情况下 , 新疆

已经具备增加进口、保持进出口贸易平衡的内外部

条件。充分发挥新疆特殊的地缘优势 , 适度增加进

口 ,不仅能够拉动消费 ,提高社会福利和人民生活水

平 ,而且通过 “以进带出”能够推动新疆对外贸易的

稳定增长。

(一)充分发挥新疆向西开放的能源、资源大通

道功能 ,有效缓解中国能源 、资源供给压力。

我国是一个资源总量大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

国家 , 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我

国人均矿产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1/2, 我国

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世界人

均水平的 1/3, 我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

均水平的1/6,我国人均石油占有量、人均天然气占

有量和人均煤炭占有量分别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1/10、1/20和 3/5。随着我国经济发展 , 资源供给约

束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日益显现出来。而扩大

资源类商品的进口 ,可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 ,协调国

民经济的发展 ,避免国内资源的过度消耗 ,有利于保

护资源和环境 , 促进我国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

发展。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是能源

十分丰富、出口潜力很大的国家。俄罗斯已经探明

的可采石油储量达 100亿吨 , 占世界的 6.1%, 天然

气储量 48万亿立方米 ,占世界的 26.7%。目前 ,俄

罗斯石油年出口量约 2.6亿吨多 , 天然气出口 2000

多亿立方米 ,分别居世界第二位 、第一位。哈萨克斯

坦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达 120亿吨 , 其产量和出口量

逐年增加 ,成为日益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乌兹别克

斯坦天然气丰富 ,目前的开采量居独联体国家的第

二位和世界的前十位。能源出口是俄罗斯与中亚国

家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 增加对能源、资

源的开发和出口 ,是其不可替代的经济增长点 ,但因

交通不畅和各国间的边境限制 ,严重制约了俄罗斯

和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石油为例 , 中亚国家绝

大部分石油的出口是从俄罗斯经里海石油管道至欧

洲能源市场 , 很需要开辟多元化的石油出口路线。

因此 ,寻求出海口和通往国际市场的安全通道成了

中亚各国政府的战略任务 , 与中国进行紧密的战略

合作 ,中亚国家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除了可大规模

进入中国市场外 , 还可从中国东部沿海港口运至韩

国、日本等国。毗邻中亚的新疆具有独特的区位优

势 , 有条件 、有能力建设成为我国能源和资源的陆上

安全大通道。新疆每年以边境贸易方式从周边国家

进口大量原油 、铁矿砂、钢材、有色金属 、废金属、化

肥、化工原料、木材等能源资源类商品 , 如 2008年能

源资源类商品进口贸易额占新疆进口贸易总额的

64.77%,这些进口商品约有 70%运往内地省区 , 有

效增加了我国能源资源产品供给。经新疆从中亚国

家进口的钢材 、铜分别达全国进口的 10%和 22%。

目前 ,新疆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铅、锡进口基地。随着

中哈原油管道贯通 , 新疆石油进口量已占全国的

3%, 近年有可能提高到 10%以上。 ⑦

(二)促进边境口岸经济繁荣 , “兴边富民”意义

重大。

边境贸易是新疆最主要的贸易方式 , 边境进出

口贸易额占到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边

境进口贸易带动了新疆口岸经济的繁荣 ,贸易兴边、

贸易富民的效果十分显著。在新疆已经开放的 17

个口岸城市中 ,口岸贸易的发展 , 不但增加了口岸城

镇的财政收入 ,提高了边境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增

加了消费 ,而且通过鼓励边民从事边境贸易活动 ,使

边境贫困县市尽快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新疆边

境贸易的兴旺促使大量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聚集到边境口岸和县市 ,边境地州市和口岸的交通、

通讯 、餐饮服务 、仓储物流、房地产 、信息及咨询等产

业迅速发展。新疆口岸贸易提高了边疆各族人民的

开放意识并改变其商品观念 , 使他们由等待救济的

帮扶对象变成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主角 ,成为构建

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和主体力量 , 维

护了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社会稳定。

(三)进口先进的技术 、设备和中间产品 , 促进

新疆出口加工产业的发展。

首先 ,新疆的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 ,具有承接东

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能力 ,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中

间产品 ,可以与新疆低廉的劳动力相结合 ,形成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特色出口产业。

其次 ,受新疆工业基础薄弱的影响 ,新疆加工贸

易的发展严重滞后 ,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少之又少 ,

主要依靠美克 、中粮屯河、天业、中基等几个大型企

业支撑局面。近几年 ,新疆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全

区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更是呈逐年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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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新疆加工贸易进口额仅占新疆进口贸易总

额的 2%左右 , 与全国加工贸易进口的平均水平相

比 ,差距较大。此外 , 新疆加工贸易企业主要以进料

加工为主 ,来料加工业务开展得极少;进口料件主要

来自中亚国家和俄罗斯。通过逐步改善新疆的投资

环境 , 吸引大量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资本来新

疆投资兴业办厂;通过加工从中亚进口的初级原材

料商品 ,提高其附加值 ,再供应中国内地市场或者欧

盟 、美国、日本、韩国 , 把我国东部地区过剩的产业资

本 、经济适用的工艺技术与新疆的地缘优势、资源优

势结合起来 ,使新疆不再仅仅是一个商品的集散中

心和转运站。

第三 ,进口国外产品 , 引入外来竞争 , 有利于打

破我区长期存在的国有经济垄断的局面和地方保

护 , 从而提高新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有利

于培育新的出口增长动力 , 形成有能力应对全球化

挑战的新的出口部门和竞争性产业 , 为新疆的持续

出口打下基础。

(四)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 , 发展转口贸易 , 使

新疆成为中亚区域的国际商贸物流中心。

　表 6 乌鲁木齐、北京、上海 、广州到欧美城市的距离比较表⑧ (单位:公里)　

莫斯科 柏林 伦敦 纽约

乌鲁木齐 4588 6482 7530 13188(经新亚欧大陆桥)

北京
7931(经阿拉山口)

9006(经满洲里)

9825(经阿拉山口)

10900(经满洲里)

10873(经阿拉山口)

20939(经苏伊士运河)
21011(经太平洋)

上海
8665(经阿拉山口)

10185(经满洲里)

10559(经阿拉山口)

20249(经苏伊士运河)

11607(经阿拉山口)

19451(经苏伊士运河)
19594(经太平洋)

广州
9272(经阿拉山口)

11300(经满洲里)

11166(经阿拉山口)

18893(经苏伊士运河)

12214(经阿拉山口)

18094(经苏伊士运河)
21520(经苏伊士运河)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念认为 ,新疆远离入海口 ,发

展进出口贸易不具有地理位置的优势 , 从实际运输

距离上看 ,乌鲁木齐与世界主要贸易城市的距离比

北京、上海、广州等更近(见表 6)。只是长期以来受

海洋运输的制约 ,新疆优越的地理区位没有凸显出

来。新疆地处亚洲腹地 , 是新亚欧大陆桥南北通道

的枢纽 ,也是中亚国家出海的必经之地。只要能够

提供优惠的保税政策及完善的外贸和国际物流服

务 ,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以及美洲西海岸国家与

中亚、欧洲国家的贸易经新疆转口 ,其运输成本都低

得多。此外 , 我国中东部地区加工业发达 ,轻纺 、机

电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但能源和原材料缺乏。

中亚国家和里海是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和地区 ,他

们一方面要寻找多元化的石油买主 , 另一方面又急

需价格低、质量好的轻纺 、机电产品 , 我国与之在经

济上极具互补性。新疆完全可以利用地缘 、人缘优

势和新亚欧大陆桥的便利做中转贸易 , 带动新疆的

经济发展。随着新亚欧大陆桥的运输优势逐步显现

出来 , 将会吸引相当数量的我国中东部地区与欧洲 、

北美东部地区的贸易取道新疆 ,届时 ,新疆会成为中

国西部乃至中亚地区最大的国际商贸物流中心。

三 、新疆积极发展进口贸易的对策

(一)制订鼓励合理进口的政策 , 提高新疆进口

企业驱动力。

针对边境贸易进口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除烟、酒、化妆品以及国家规定必须照章征税的其他

商品外 ,边境贸易进口的资源类和原材料类商品实

行进口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政

策 ,减少资源类商品进口受价格波动风险。放宽边

境贸易进口限制。新疆企业(经由国家指定的经营

公司)从周边国家进口原油 、棉花等资源类商品 , 原

则上不受配额限制 ,也不受国有贸易或非国有贸易

的限制 ,实行自动登记进口;原油进口管理也要相应

改进 ,允许地方进口的原油销往中石油和中石化所

属的炼油企业以外的炼油厂炼制。

此外 ,建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返还的方式 ,延续

边境贸易进口的进口环节增值税减半计收的优惠政

策 ,把口岸海关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收的 50%返还

给新疆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 提高地方政府发展边境

贸易的积极性。

(二)鼓励新疆各类园区 “以进带出”, 发展加工

贸易 ,提高新疆对进口原料和中间产品的消化能力。

出台相应政策 , 吸引东部地区加工贸易企业转

移 , 在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和各类开发区、工业园

区、口岸及边境合作区 , 规划建设一批加工贸易基

地 , 进口周边国家大宗资源类商品 , 就地深加工 , 深

加工产品销往中亚 、西亚、俄罗斯及欧盟等市场 , 加

速形成具有新疆特色的加工贸易产业优势。

利用新疆丰富的煤 、电等资源优势 ,建设进口矿

产资源和农产品等深加工基地 , 以满足国内市场和

再出口需求。例如 ,吉尔吉斯斯坦有色金属蕴藏丰

富 , 如果运入新疆的阿克苏加工 , 运输成本每吨可以

降低 700元左右。还可在阿克苏建立以进口资源深

加工为主的加工园区 ,产品供给国内市场。再如 ,进

口哈萨克斯坦的大宗农产品 , 如油料、水产品、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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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皮革等 ,加工后销往内地或者出口周边国家。

独山子—奎屯石化工业园是新疆石油石化产业发展

的核心园区。中国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原油就在此

地加工转化 ,中石油 1000万吨炼油及 100万吨乙稀

等重点项目也布局在这里。随着中哈原油管道的建

成及投入运行 ,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的原油规模将进

一步扩大。推进独山子—奎屯石化工业园建设 ,鼓励

地方企业进口石油、天然气、石油石化加工设备 ,从而

提高油气资源在疆加工的数量、深度和出口量。

(三)充分发挥新疆陆上能源、资源安全大通道的

功能 ,将新疆建设成为国家能源储备和资源加工基地。

争取国家尽早在新疆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基地 ,

既可增加新疆地方税收 , 又能稳定扩大进口。加快

“西气东输”扩能 、中哈原油管道二期及中土天然气

管道国内配套设施建设 ,完善现有管道的输送能力 ,

充分发挥新疆陆上能源、资源安全大通道的功能 ,凸

显新疆在国家能源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培育一批有

国际竞争力的能源、资源深加工产业群 ,对从周边国

家进口的石油、天然气资源进行深加工 ,提升我区出

口商品的附加值。

(四)积极鼓励境外投资 ,采取“境外生产 /开采 ,境

内深加工“的模式 ,发展与中亚各国的互利合作。

中亚各国是能源 、矿产、土地资源富集的国家 ,投

资需求潜力大。但是 ,由于我国与中亚各国贸易长期

顺差 ,中亚各国一方面希望与我国合作开发能源和矿

产资源 ,另一方面又对我国产品大量进入本国而深感

担忧 ,希望扩大向中国的出口。中亚国家土地资源和

森林资源丰富 ,棉花、大豆、油料等农产品的成本低于

新疆 ,新疆可本着互利合作的原则 ,通过境外投资 ,利

用我区农业在种植技术和设备上的优势 ,在境外建立

农产品生产基地 ,进口产品在新疆进行深加工 ,以供

应我国东部地区或者再出口。新疆与中亚各国在农

业方面展开合作以及新疆从中亚各国进口农产品 ,将

会保障中亚各国以更积极的行动回应与新疆合作开

发资源。同时 ,新疆也可对投资开发的资源进口 , 然

后再进行深加工和出口 ,这无疑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不仅扩大了面向中亚的投资与出口 ,发展了新疆的加

工产业 ,而且还减少了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中国与中亚

各国由于贸易顺差引发的贸易摩擦。

(五)大力支持新疆建设交通基础设施 , 改善贸

易环境 ,降低进口企业的成本。

由于新亚欧大陆桥沿途国家缺乏统一的运输政

策 ,没有代理全程的代理机构 , 集装箱无法实现由始

发地到目的地的直达运输 , 造成新亚欧大陆桥 “通

而不畅”, 运输成本和运输风险增加。中国应加强

双边和多边高层协调 , 争取早日把新亚欧大陆桥的

贯通正式纳入“亚欧会议” 、“上海合作组织”等国家

高层对话的议题。同时 , 协调沿桥国家尽快建立起

协调 、通畅的通关模式 , 搭建集交易 、监管、物流、支

付等功能为一体的信息平台 ,实现企业之间 、企业与

政府之间的信息共享;帮助组建跨国货运代理企业 ,

实现全程代理服务;开行跨国集装箱专列 ,实现集装

箱海铁联运。同时 ,新疆也应不断加强出境铁路运

输能力的建设 ,提高铁路和公路过货能力 ,完善乌鲁

木齐区域性国际门户枢纽机场功能 , 开辟更多的国

际客货运航线。

进一步提高乌洽会参展企业 、参展商品的质量 ,

积极推进专业化布展 ,完善国际性博览会的各项功

能。通过多种招商 、招展活动和手段 ,吸引更多客商

到会或参与办会 , 使乌洽会成为中西亚地区最具竞

争力的人流、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交汇中心。开展

多层次、多形式 、宽领域的贸易促进活动 ,进一步打

造完善的境外交易平台。

(六)着力扶持和培育大型进口企业 , 大力支持

民营外贸企业从事边境进口贸易。

着力扶持和培育大型进口企业 , 在政策 、资金、

项目 、配额等方面对进口大企业适当倾斜 ,建立新疆

边贸发展专项资金 ,支持具有发展潜力的大型进口

企业开展能源 、原材料等大宗商品进口贸易 ,并鼓励

其到周边国家从事能源 、资源开发合作项目 ,以及建

立企业营销网络和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等。

新疆的边境口岸城市、边境城镇 ,是新疆发展民

营中小型外贸企业的良好平台 , 应充分发挥民营企

业经营灵活的优势 ,积极吸纳民间资本开展各具特

色的边境进口贸易与口岸投资项目 , 增加对民营企

业的金融信贷支持 ,对民营企业到境外投资兴业 ,在

投资核准 、融资服务 、税收保险政策等方面给予与国

营企业同等的待遇。进出口银行 、出口信保等部门

可改进现行的优惠贷款方式 ,放宽担保条件 ,更多地

允许民营企业贷款 ,并允许民营企业用国外资产担

保和抵押。

注　释:

①②③④⑤数据由《新疆统计年鉴 2009》相关数据整理

所得。

⑥⑦⑧数据由自治区商务厅相关资料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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