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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75年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一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发展质效稳步提升

新中国成立 75年来，全省国民经济结构由农牧业为主转向三

次产业协同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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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聚焦高质量

发展，加速转换发展动力，积极革新发展方式，在结构调整中创

造新动能，全省经济总量持续迈上新台阶，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发展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

成效。

一、现代化经济体系已显雏形，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性增强

新中国成立 75年来，全省经济总量实现历史性飞跃，产业结

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经济基本形态实现了从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为主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1949—

1978年，随着工业的发展，在全省生产总值中的第一产业增加值

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明显提高，全省三次产

业结构实现了从“一三二”到“二三一”的转变，由 1949 年的

80.5：5.7：13.8调整为 1978年的 23.6：49.6：26.8。1978年改革

开放后，各产业稳步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到 2012年全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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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产业结构为 11.4：40.6：48.0。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

出台了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促进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服务业发展等一

系列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全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23年全省三次产业结构为 10.2：

42.4：47.4。

图 1 全省三次产业构成

（一）一产基础作用更牢固，内部结构持续优化

新中国成立 75年来，全省开展土地改革，实现农业合作化，

特别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牧

业发展活力，有力推动农业经济全面发展，农林牧渔业结构不断

调整，农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第一产业增加值从 1949年的 0.99

亿元增加至 2023年的 387.00亿元，年均增长 4.0%；1949年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结构为 49.9：0.4：43.8：0.04，到 2023年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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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为 45.1 ：2.2 ：50.5 ：0.7，农业产值比重下降 4.8个百分点，

林业、牧业、渔业产值比重分别提高 1.8、6.7、0.7个百分点。

表 1 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结构

年份 农林牧渔业结构（%）

1949年 49.9 ：0.4 ：43.8 ：0.04

1978年 48.5 ：0.9 ：48.8 ：0.2

2012年 44.4 ：1.7 ：52.0 ：0.2

2023年 45.1 ：2.2 ：50.5 ：0.7

种植业产值大幅提高，种植产品趋向多元化。1950年全省农

业种植业产值仅有 1.12 亿元，2023 年达到 259.34亿元，年均增

长 4.3%，种植产品由小麦、青稞、马铃薯等单一粮食作物逐渐转

变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等多元产品。畜牧业水平快速提升，特

色农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全省牧业产值由 1950年的 0.98亿元

增长到 2023年的 290.92亿元，增长 18.5倍，年均增长 4.2%。2023

年全省牛肉产量 22.84万吨，较 2012年增长 1.4倍；羊肉产量 13.00

万吨，增长 27.7%；牛奶产量 33.72万吨，增长 22.2%。国土绿化

面积不断扩大，林业产值稳步增长。全省国土绿化面积由 2018

年 270.7千公顷增加到 2023年的 303.1千公顷。全省林业产值由

1950年的 87万元增长至 2023年的 12.61亿元，年均增长 8.3%。

渔业发展不断加速，渔业产值不断突破。改革开放前，青海渔业

发展较为缓慢，处于以手工劳动为主，受自然条件束缚极大，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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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省渔业产值仅有 126万元。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省渔业进入加速发展期，1994年渔业产值突破一千万元

大关，达到 1323万元；2012年突破五千万元大关，达到 5583万

元；2013 年突破一亿元大关，达到 1.26 亿元；2014 年突破两亿

元大关，达到 2.22 亿元；2016 年突破三亿元大关，达到 3.25亿

元；2021 年突破四亿元大关，达到 4.14 亿元。2023 年渔业产值

达 4.29 亿元，比 1950年增长 1204.7倍，年均增长 10.2%。

（二）二产主导作用更强劲，转型升级有力推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全省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

三大改造完成，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以及“三年调整”，

全省第二产业增加值由 1949 的 0.07 亿元增加到 1965 年的 1.28

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5.7%提高到 20.8%。随着“三线

建设”的推进，1978年全省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 7.71亿元，占全

省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 49.6%。改革开放后，第二产业规模不

断扩大，2002年第二产业增加值突破百亿大关，达到 113.01亿元。

2012年第二产业增加值 620.19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40.6%。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重

大战略推动下，第二产业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2018年

第二产业增加值突破千亿大关，达到 1093.72亿元。2023年第二

产业增加值 1612.83 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42.4%，第二产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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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力打

造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和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加快培育新兴产业，

促进第二产业高质量发展。清洁能源发展领先全国。2023年末，

全省清洁能源装机规模 5107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 93%，

占比居全国首位。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清洁能源发电量 713.44

亿千瓦时，占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比重为 81.6%。盐湖产业高

质量发展。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钾肥(折氧化钾 100%)产量

416.44万吨，纯碱 464.14万吨，氮肥 60.36万吨，原盐 315.45万

吨，碳酸锂 11.00 万吨，卤水提锂技术国际领先，成功攻克氯化

镁脱水这一世界性难题。特色优势工业快速发展。2023年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单晶硅产量 17.60 万吨、多晶硅产量 17.30 万吨，较

2012年分别增长 190 倍、33倍。

（三）三产服务更全更优，现代服务业欣欣向荣

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三产业以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为主。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健全，

扶持第三产业发展政策措施不断出台，第三产业内部构成逐渐完

善，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支撑产

业。第三产业增加值从 1949 年的 0.17 亿元增加至 2023 年的

1799.23亿元，年均增长 10.6%，比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 2.1

个百分点。2023 年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7.4%，比 1949年提高 33.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更加完

善。2023年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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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的比重合计 20.9%；金融业、房地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

增加值比重合计 24.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合计 8.3%；科教文卫及公

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合计 40.2%。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省持续加大对服务业的投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高质量延伸、

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转变，金融业、房地产业等新兴现代服务

业行业快速发展，不断壮大，成为第三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2023

年全省金融业增加值 280.20亿元，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15.6%，

1992—2023年年均增长 8.0%；房地产增加值 156.15亿元，年均

增长 10.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93.89 亿

元，2005—2023年年均增长 13.4%。

二、消费投资双轮驱动力加大，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增强

新中国成立 75年来，随着全省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和城乡

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和社会需求不断扩大，拉动经济发展的“三

驾马车”中消费、投资驱动力增强，为全省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同时，净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渐显现。

（一）消费支出不断增加，新型消费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社会需求不断增

加，消费市场不断健全完善。全省最终消费支出由 1990年的 53.79

亿元增长到 2012年的 997.36亿元，增加 943.57亿元；其中城乡

居民消费由 36.44亿元增长到 587.17 亿元；政府消费由 17.3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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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到 410.19亿元。同期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由 820元/人提

高到 10289元/人。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扩大

内需战略，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2020 年1全省最终消费支出

2240.41 亿元，其中居民消费支出 1340.76 亿元，政府消费支出

899.65亿元，较 2012年分别增长 1.2倍、1.3倍、1.2倍。网络消

费异军突起。2023年全省网上零售额 149.8亿元，同比增长 72.0%，

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84.5%。文旅消费强劲有力。

2023 年全省共接待国内游客 4474.3 万人次，比 2012 年增长 1.8

倍；旅游总收入 430.64亿元，比 2012年增长 2.5倍。

（二）投资需求稳步增长，投资结构多元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经济基础薄弱，财力有限，投资对经

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较小。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

推进和全省经济的不断发展，投资在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促

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全省资本形成总额由 2000 年的

160.46亿元增加到 2012年的 1043.38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投

资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补短板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

年全省资本形成总额 2149.73 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71.4%，

比 2000年提高 10.5个百分点。2009年以来，全省资本形成率在

60%以上高位波动，2009—2012 年全省资本形成率年平均值为

66.2%，2013—2020年为 88.3%，提高 22.1个百分点。投资对稳

增长、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用日益突出。新型城镇化、新型

1 根据国家统计局报表制度，省级支出法生产总值自 2021年起不再核算，本部分相关数据截止期为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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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一优两高”战略的实施，促使投资结

构不断多元化。

（三）对外贸易稳步发展，进出口总额持续增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省对外贸易规模十分小。改革开放后，

青海对外贸易开始稳步发展。全省进出口总额由 1978 年的 1064

万美元增加到 2012年的 116016万美元，年均增长 14.8%。党的

十八大以后，青海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深度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建设和优化对外交流平台，拓展对外合作空间，加快培育

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努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对外开

放新格局。2023年全省进出口总额 69254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2198万美元，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 2081万美元。

三、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更

有力

新中国成立 7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提升财税、金融更好促进经济发展的效能，不断深化财

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财税改革不断深入，财税收入不断增加

1978—1994年我国开始打破财权过度集中的财税体制，转向

财政包干体制，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体系。1995—

1998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奠定了现代财税制度的基础。1999—

2003 年进行了旨在减轻企业和农民负担的税费改革和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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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改革。2004—2012年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

善公共财政体制。党的十八大后，财税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通

过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推进税收征管

体制改革、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优化税制结构等一系列措

施，财税体制改革更加全面、深入，逐渐建立统一完整、法治规

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的现代财税体制。1951年全省财政收入

仅为 0.04亿元，经过 42年的发展，1993年完成十亿突破，2007

年迈进百亿大关，2023 年达到 635.06 亿元,比 1951 年翻了 14.0

番，1951—2023年年均增长 14.4%。

（二）金融体制不断建立健全，金融业发展势头良好

新中国成立 75年以来，全省金融体系经历了从单一向多元，

从没有到壮大的发展历程。1949年全省第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

青海省分行成立，标志着青海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创立。1950年

全省第一家保险机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青海省分公司成立。全省

证券业起步相对较晚，1995年第一家上市公司三普药业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全省金融市场逐

步形成了银行、保险、证券等种类多样的金融机构体系。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后，金融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创新阶段。在大数据、

区块链等新兴前沿技术带动下，金融业创新和改革层见叠出，金

融风险管理被摆在了更加重要的地位，金融业开放也进入加速期。

全省金融业增加值从 1978 年的 0.42 亿元增加到 2023 年 280.20

亿元，年均增长 8.0%。2023 年金融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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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比 1978年提高 4.7个百分点。

四、区域经济稳步、健康发展，协同发展格局呈现新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发展，

实施统筹推进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引领发挥各地区比较

优势，区域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

省政府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兰西城市群建设，“四地”

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推动形成青海

区域发展新格局。

（一）区域经济总量不断攀升，结构持续调整优化

改革开放后，各市、州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稳步增

加。西宁、海东两市的生产总值分别从 1992年的 38.67亿元、11.14

亿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67.71 亿元、19.53 亿元，年均分别增长

14.0%、11.7 %。海西州的生产总值从 1992 年 11.97 亿元增加到

2012年 37.63亿元，年均增长 16.4 %。三地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

总值的比重由 70.6%提高到 78.4%，对全省经济的支撑作用不断

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市州经济发展定位更加精准，区域优

势更加突出。2023年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三地生产总值之和

为 3209.46 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84.5%，较 2012 年提高 6.1

个百分点。

（二）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新格局，发展态势不断趋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内区域经济构建起“城”“农”“牧”

之间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发展格局，不断优化区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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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布局，实现跨越式发展。2023年，西宁市、海东市的产业结构

呈现“三、二、一”格局，海北州、黄南州的产业结构呈现“三、

一、二”格局，海南州、果洛州、海西州的产业结构呈现“二、

三、一”格局，玉树州的产业结构呈现“一、三、二”格局。区

域经济发展特色鲜明，发展态势不断趋好。海西以打造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示范州为牵引，聚焦枸杞、藜麦、青稞、藏羊、

牦牛等特色优势产业，创建都兰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坚持人

才兴农、科技强农。2012—2023年一产年均增速海西在各市州中

最高，为 9.0%。西宁持续做强光伏制造产业，加快构建以科技创

新为引领，以绿电绿算为新引擎，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领跑第二产业发展，2012—2023年二产年均增速在各

市州中最高，为 11.8%。

新中国成立 75年来，全省经济实力跨越式提升，经济总量连

上新台阶，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下一步，全

省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

理念，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坚定不移调结构、

促转型，开拓进取、奋力拼搏，以新作为新成效，共同谱写新时

代青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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