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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75年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

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 发展新优势加快塑造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世界经济格局加快重塑。

面对新机遇新挑战，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将创新作为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将绿色作为青海发展的最亮底色，立足资源

禀赋、发展优势和区位特征，按照总书记擘画的打造生态文明高

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发展蓝图，聚焦盐湖产业、清洁能源、

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特色资源和装备制造、数字经济、

现代服务业等新兴领域，不断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培

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一、科研投入力度加大，创新基础巩固提升

省委、省政府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企业创

新主体作用，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全省创新生态持续优化，科技

能力显著提升，为新动能加速集聚提供有力技术保障。

科技研发投入稳步增长。2023年，全省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内部支出 30.31 亿元，是 2000 年的 23.4 倍、2012

年的 2.3倍；2013—2023年累计 R&D经费投入 216.69亿元，年

均增长 7.9%，是 2000—2012年累计R&D经费投入的 3.2倍；R&D

经费投入强度稳定在 0.8%左右。2013—2023 年，全省财政用于

科学研究的支出累计 120.0亿元，年均增长 4.7%，为科技创新提

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科研人员队伍不断壮大，2023年末，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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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发人员 10886人，比 2012年增长 38.7%。

科创支撑体系更加完善。截止 2023 年，全省共有科技孵化

器企业118家，其中国家级 7家；孵化器内企业 843家，比 2018

年增长 86.7%；在孵企业总收入达到 210.91 亿元，比 2018 年增

长 9.8倍。众创空间 58个，比 2018年增加 19个，其中国家备案

12个，当年服务的初创企业数由 2018年的 550家增加到 2023年

的 1000家。

科技创新成果丰硕。随着科研投入的加大和创新能力的提

升，全省在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科技成果，创新成果不断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2023年全省发明专利授权量 561件，取得省部级以

上科技成果 588项，分别是 2012年的 5.5倍和 1.8倍；2013—2023

年累计发明专利授权量 3311 件，是 2000—2012 年累计量的 7.6

倍。技术交易市场更加活跃，2023年全省技术市场成交额 19.30

亿元，比 2019年增长 1.1倍，2020—2023年均增长 20.7%。

二、“三新”经济蓬勃兴起，数字产业快速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营商环境持续

优化，新主体新企业不断涌现，新产业新产品茁壮成长，新业态

新模式层出不穷，以“三新”经济、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产业

正在逐渐成为推动全省经济新动能，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新产业主体不断增长。2023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企业 219 家，比 2015 年增加 121 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

1 科技孵化器、众创空间、科技成果、发明专利、技术交易市场数据均来自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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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数的 34.4%，比重提高 17.4 个百分点；实现工业总产值 662.7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17.2%，比重较 2015年提高 12.2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118家，比 2018

年增加 19家；实现营业收入 139.5亿元，增长 50.4%。城市商业

综合体成为消费新场景，2023年全省纳入统计的城市商业综合体

10家，比 2015年增加 6家；拥有商户 1615家，增长 2.2倍；商

户从业人员 1.14万人，增长 2.3倍；实现销售额 34.64 亿元，增

长 3.5倍，2016—2023年均增长 20.7%。

新经济比重显著提升。2022 年，全省“三新”经济增加值

590.38亿元，2018—2022年均增长 10.7%，占 GDP的比重由 2018

年的 8.3%提高到 2022年的 16.3%，年均提高 2个百分点。其中，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394.7亿元，高技术产业增加值371.1亿元，

2018—2022年均分别增长 7.5%、5.0%。2013—2023年，规模以

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 33.2%、

32.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26.1%、26.3%，比 2012 年分

别提高 23.3个、25.2个百分点。工业优势产品产量不断增长，2023

年单晶硅、多晶硅产量较 2012年分别增长 189.5 倍和 33 倍，太

阳能电池从无到有，产量达到 37万千瓦。现代服务业不断成长，

2023年以信息传输、商务租赁、科学研究、居民服务、文体娱乐

为代表的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达到 319.9 亿元，占第三产业增加

值的 17.8%，较 2016年提高 1.6个百分点。

消费新热点不断涌现。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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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器等新消费热点频现。2023年，全省限额以上汽车类商品

零售额 129.72 亿元，比 2013年增长 1.3倍，年均增长 8.6%；其

中新能源汽车零售额 11.18 亿元，占汽车零售额比重逐步提高

8.6%；通讯器材类零售额 6.62亿元，比 2013年增长 35.9倍，年

均增长 43.4%。全体居民每百户家庭家用汽车拥有量由 2013年的

14.8 辆增长到 2023 年的 68.1 辆；移动电话由 212 部增长到 279

部。

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加速发展。互联网相关业务迅猛发展，移

动互联网流量快速增长，2023 年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2达到

290.6 万户，比 2012 年增长 4.8倍；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392.9

万户；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 20.15亿 GB，是 2016年的 40倍。

2023年，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93.9亿元，

2016—2023年均增长 13.4%、累计增长 1.7倍。2023年，全省实

现网上零售额 149.8 亿元，同比增长 72.0%，其中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 102.5 亿元，同比增长 84.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比重由 2017年的 1.2%提高到 2023年的 10.3%，提高了 9.1个百

分点；全省快递业务量3达到 4922.9万件，比 2012年增长 38.2倍，

年均增长 39.6%。2022年末，全省有电子商务活动的“四上”企

业 305户，占“四上”企业的 10.8%，比 2014年提高了 6.7个百

分点；电子商务采购、销售额分别达到 315.8和 820.0亿元，分别

是 2014年的 6.5倍、13.6倍。

2 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5G移动电话用户、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数据来自省通信管理局。
3 快递业务量数据来自省邮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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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地”建设成效显著，高原优势产业不断彰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把脉资源禀赋、发展优

势和区域特征，为青海擘画了产业“四地”的发展蓝图，全省聚

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瞄准产业“四地”建设，不断推动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强筋壮骨、支柱产业聚链成群，推动全

省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特色农牧业加快培育。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优

势，着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充分发挥青藏高原“超

净区”地理生态优势，坚持提质、稳量、补链、扩输，特色农牧

业质量效益和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建成全国面积最大的绿色有

机畜牧业生产基地，培育发展牦牛、藏羊产业园，实现牦牛、藏

羊质量安全可追溯，生态畜牧业发展规模化、标准化水平显著提

升。2023年全省牛、羊肉产量分别达 22.8和 13.0万吨，比 2012

年分别增长 1.4 倍和 27.6%，牛肉产量创历史新高。加强特色作

物品种选育和种植推广技术支撑，青稞产业增产提质，产量达到

27.0 万吨，比 2012 年增长 1.8 倍，年均增长 9.7%。加快建设沿

黄冷水鱼产业链，完善高原冷水鱼养殖技术体系，建成全国最大

的冷水鱼网箱养殖地，水产品产量 1.89万吨，比 2012年增长 3.2

倍，年均增长 13.9%。特色中草药材产业链不断延伸，枸杞年产

量稳定在 9万吨左右，2023年产量 9.1万吨，比 2012年增长 2.5

倍，年均增长 11.9%。

盐湖资源开发取得新突破。依托丰富且独具特色的盐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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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制定一揽子规划、方案和政策举措有序推进盐湖资源的开发

利用，制定了盐湖领域 10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钾、钠、镁、锂、

氯五大产业集群已初步形成，为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2013—2023 年，全省新材料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25.3%，盐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7.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分别从 2012年的 6.0%、13.5%逐步提高到 2023年的 7.3%、

21.0%；重点行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的比重达到 23.4%；钾肥（实物量）累计产量超过 8500万吨；

碳酸锂年产量达到 11万吨，比 2012年增长 37.8倍；纯碱产量增

长 1.2倍。

清洁能源产业欣欣向荣。始终坚持清洁能源产业规划、政策、

基地、项目、企业“五位一体”推进，加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产

业高地建设，打造海西、海南两个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

玛尔挡水电站下闸蓄水，羊曲水电站主体完工，拉西瓦、李家峡

水电站扩机投运，启动海南州哇让、格尔木南山口等抽水蓄能电

站，清洁能源消纳实现突破，连续 6次刷新并保持全清洁能源供

电世界纪录，借助首条全绿电大通道“青豫特高压工程”，向全

国 15 个省区市源源不断输送绿电，青海绿电点亮了北京大兴机

场、杭州亚运会赛场，“绿电”成为青海“金”字招牌。截止 2023

年底，全省清洁能源装机突破 5100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

93%，其中新能源装机突破 3700万千瓦，占总装机的 68%，占比

均居全国前列。2023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清洁能源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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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4亿千瓦时，比 2012年增长 64.0%，占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

的 81.6%。其中，新能源发电量从无到有，2023年达到 335.3 亿

千瓦时，2015-2023年均增长 24.1%，占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比

重从 2014年的 8.7%提高到 2023年的 38.4%，年均提高 3.3个百

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中，2013—2023年以新能源为依托的发电、

锂离子电池制造、光伏电池制造等新能源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35.9%，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 2012 年的 0.3%提高到

2023年的 22.0%，成为全省工业支柱产业。

国际生态旅游成果丰硕。依靠丰富、多元、独特的旅游资源，

加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响大美青海、山宗水源旅游品

牌，以西宁为中心、以青海湖生态旅游圈为环、东南西北多带的

“一芯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逐步形成，最美湖泊青海

湖、“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多彩翡翠湖、祁连草原、门源花海

等景区享誉国内外。2023年，全省 A级以上景区4达到 188家；

全年接待游客 4476.4万人次，比 2012年增长 1.8倍；实现旅游总

收入 430.6 亿元，增长 2.5 倍；人均旅游花费 962 元，增加 180

元。前期受疫情影响的旅游相关产业快速回暖，2023年民航、高

铁客运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1.7倍、3.0倍，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企

业客房收入增长 55.1%。

全省上下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巩固科研基础、提升创

新能力，促进“三新”经济与数字产业的快速发展，特色农牧业、

盐湖资源、清洁能源、国际生态旅游等高原优势产业不断彰显，

4 旅游数据来自省文化和旅游厅，民航数据来自西部机场集团青海机场分公司，高铁数据来自青藏铁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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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全省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能。展望未来，全省将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完善创新体系，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发挥“四地”建

设成效，加速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为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质优、持续的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