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新中国 75年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九

服务业规模不断壮大 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七十五载风雨兼程，祖国繁荣见证辉煌。新中国成立 75 年

来，青海服务业规模不断壮大，实力显著增强，对经济发展的推

动作用逐步强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出台一系列改革举措，推动服务

业发展壮大。服务业逐渐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迸发新动

能，释放新活力，成为全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和吸纳就业

的主渠道。

一、服务业整体实力显著增强

（一）服务业规模快速壮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青海经济以农牧业为主。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服务业处于

辅助和从属地位。1949—1978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由 0.17亿元

增长到 4.16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13.8%

提高到 26.8%。1978年改革开放后，服务业快速发展。1979—2012

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由 3.78亿元增长到 734.05亿元，服务业增

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24.9%提高到 48.0%。2012年党的

十八大后，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服务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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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措施，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茁

壮成长，服务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23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

1799.23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 47.4%。

（二）服务业贡献率明显提高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省工业基础薄弱，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相对较高。1950年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2.2%。1964年 10月，国家开始“三线建设”，大量工厂迁入青海，

工业发展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迅速提高。1978 年改革开放

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服务业稳步发展，2012年服务

业发展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45.6%。党的十八大以来，服

务业发展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提高，2023 年达

59.2%。2015—2019年服务业发展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

5年超过 50.0%。

（三）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牧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1949年全省

就业人口中仅有 11.0%的人员从事服务业，到 1978年从事服务业

的就业人员比重在波动中下降到 10.4%。改革开放后，随着服务

业的发展，从事服务业的就业人员比重由 1979年的 11.6%提高到

2012年的 38.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持把就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促进机

制，不断丰富发展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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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渠道，2023年从事服务业的就业人员比重达 52.4%。2020年从

事服务业的就业人员比重首次超过 50.0%。

（四）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各行业发展更加均衡。1992年，

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

的比重合计为 40.5%，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

合计为 59.5%；2023年，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合计降至 20.9%，其他服务业增

加值比重合计达到 79.1%，比 1992 年提高了 19.6 个百分点。党

的十八大以来，现代服务业健康发展，对全省经济支撑作用不断

加强。2015年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合计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 8.5%；2023 年提高

至 10.9%，已经成为服务业发展的新引擎。

二、重点服务行业发展迅猛

（一）交通运输业快速发展

一是全省交通营运里程成倍增加。1949年全省仅有公路运输

线路 472 公里。1957 年开通航线，通航里程仅 188 公里。1959

年省会西宁开通火车，铁路营运里程仅 107公里。2023年末全省

铁路营运里程 2854公里，比 1949年末的 107公里增长 25.7倍，

2014年兰新高铁建成通车，青海迈入“高铁时代”，2023年末全省

高速铁路营运里程达 218公里。2023年末全省公路通车里程 8.94



— 4—

万公里，比1949年末的472公里增长188.4倍；民航通航里程16.07

万公里，比 1957年末的 188公里增长 853.7倍。二是客货运输量

快速增长。客运量从 1952 年的 5 万人增长到 2023 年的 3390.46

万人，增长 677.1倍。货物运输量由 1952年的 3万吨增长到 2023

年的 22158.56 万吨，增长 7385.2 倍。三是民用汽车拥有量超百

万。1949 年全省仅有 14 辆汽车，到 2023 年民用汽车拥有量达

163.08万辆，比 1949年增长 11.6万倍。

（二）邮电通信贡献显著

一是邮政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初期，全省共有邮

电局（所）44 处，城市 21 处，农村 23 处。2023 年末全省邮政

行业企业共设立各类营业网点 1893处。邮政普遍服务城区每日平

均投递 2次，农村每周平均投递 4次。年人均快递使用量为 8.29

件，邮政业服务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二是快递业快速壮大。

随着网络消费的兴起，快递业应运而生、迅猛发展，2023年，全

省快递业务量 4922.92万件，是 2018年的 2.6倍；快递业务收入

12.71亿元，是 2018年的 2.7倍。三是信息服务业飞速发展。1949

年全省仅西宁市有一台磁石电话交换机办理电报业务，市内电话

用户仅 15家。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信息化建设全面提速，电话

智能、宽带光纤网络、数字政务、电子商务等应运而生并不断发

展壮大。2013—2023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年均增长 11.8%，增速高于同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6.1 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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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

一是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增长。上世纪 80 年代末，房地产

业开始萌芽，到1997年全省共有7家房地产开发企业。1989—1997

年全省房地产处于起步阶段，累计投资 10.88亿元。上世纪末，

随着住房开始商品化、市场化，1998—2007年全省房地产进入快

速发展阶段，累计投资 210.90亿元。2008年开始诸多国内知名房

地产企业入驻青海，全省房地产蓬勃发展，2008—2016年全省房

地产进入黄金发展期，累计投资 1855.51亿元。党的十九大确立

了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主基调，即“房住不炒”，加快建立多主体

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2017—2023年全省房地产累计投资达到 2528.06亿元。二是房屋

施工、竣工面积不断增长。1989—1997年，全省房地产开发企业

完成房屋施工面积 337.19万平方米、房屋竣工面积 138.96万平方

米。1998—2007 年，全省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房屋施工面积

3541.04万平方米、房屋竣工面积 1255.33万平方米。2008—2016

年，全省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房屋施工面积 16935.96万平方米、

房屋竣工面积 3604.80万平方米。2017—2023年，全省房地产开

发企业完成房屋施工面积 21238.55 万平方米、房屋竣工面积

1722.88 万平方米。三是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快速增长。1989—

1997年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54.63万平方米。1998—2007年全

省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809.64万平方米。2008—2016年全省商品房

销售面积为 2896.41万平方米。2017—2023年全省商品房销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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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为 2720.47万平方米。

（四）金融业不断发展壮大

一是金融服务能力快速提升。1949年，全省第一家银行中国

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设立。新中国成立 75年来，不仅国有四大银

行遍及青海大地，其他银行金融机构也在青海扎根开花。全省金

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由 2004年末的 601.75亿元增加到 2023年

末的 7886.92亿元，增长 12.1倍。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由 2004年末的 619.85亿元增加到 2023年末的 7550.24亿元，增

长 11.2 倍。二是保险服务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强保障。1950

年设立第一个保险机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青海省分公司。

1980年青海恢复保险业务时险种仅有 4种，实现保费收入仅 128

万元，2008年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14.10亿元。2023年实现原保

险保费收入 117.99亿元，较 2008年增长 7.4倍。三是证券市场稳

步有序发展。1995年 2月，青海第一家上市公司三普药业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截止 2023年末，全省累计上市公司 10家，

股票市价总值 1996.90亿元，在青证券交易额 2975.43亿元，期货

代理交易额 15273.32亿元。

七十五年的辉煌历程，见证着青海服务业日新月异的快速发

展，见证着青海服务业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青海服务业将继续在一代代

青海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征程中奋发有为、砥砺前行，推动

全省经济持续向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