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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

新技术，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全省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内容的“三

新”经济迅速崛起，在全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地

位日益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成为助推全省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020 年，全省“三新”经济实现增加值 282.12 亿元，

比 2018年增加 53.65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9.4%，比 2018

年提高 1.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9.55 亿元，

占 GDP 的比重为 0.7%，比 2018 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第二

产业增加值 144.55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4.8%，提高 0.9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118.02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3.9%，提高 0.1百分点。 

一、高原现代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 

农业新业态持续快速发展。2020年，全省实现现代农林

牧渔业增加值 19.9 亿元，占 GDP的比重为 0.7%，比 2018年

提高 0.1个百分点。现代农业种植设施面积达到 1.2万公顷，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 58家，比 2018 年增长 20.8%；

新型职业农民数量 27635 人，增长 71.4%；农业产业园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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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51 个，增长 64.5%；家庭农场数量 5173个，增长 17.7%；

开展乡村旅游的村 213个，增长 43.0%。 

生态畜牧业优势凸现。全省立足牦牛、藏羊等高原特色

农畜产品，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先后培育 5个牦牛产业园

和 3 个藏羊产业园，建成了全国面积最大的绿色有机畜牧业

生产基地，实现了 423万余头（只）牦牛、藏羊质量安全可

追溯，生态畜牧业发展规模和标准化水平显著提升。2021年

全省肉类总产量达到 39.85万吨，比 2012 年增长 36.2%，其

中，牛、羊肉产量比 2012 年分别增长 1.2 倍和 21.0%，农畜

产品加工转换率超过 60%。 

特色经济作物发展势头强劲。2021 年，全省蔬菜和食用

菌产量达到 150.14 万吨，连续 4 年稳定在 150 万吨以上，

比 2012年增长 5.9%；藜麦产量达到 0.57万吨，肉苁蓉产量

达到 272 吨，枸杞产量达到 8.89万吨，增长 2.4倍,年均增

长 14.5%；水产品产量达到 1.8 万吨，比 2012 年增长 3.1 倍，

年均增长 17.0%。2021 年全省中药材及中式成药出口 1.0 亿

元，冷冻虹鳟鱼、枸杞等农产品出口 2.4 亿元。  

二、工业战略性新产业增长强劲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2021年末，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中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198 户，比 2015 年末增加 100

户，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 31.3%，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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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15.1%，比 2015 年提高

了 10.1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贡献突出。2013-2021 年年均增长 24.2%，

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年均增速 16.6 个百分点，对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从 2012年的 1.9%上升到 2021年

的 42.4%，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2.6%

上升至 2021 年的 9.9%。 

装备制造业快速增长。2013-2021 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年均增长 22.2%，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14.6个百分点；比重为

9.8%，比 2012 年提高 8.7 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的贡献率为 33.7%，比 2012年提高 32.2个百分点。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不断发展壮大。2021 年，新能源产

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11.0%，比 2012年

提高 10.7个百分点。2013-2021年新能源产业增加值年均增

长 21.9%。2021年新材料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为 11.9%，比 2012 年提高 5.9 个百分点,2013-2021

年年均增速为 21.6%。                                                                                                

三、新兴服务业方兴未艾 

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稳步发展。2021 年末，全省规模以

上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企业 138家，比 2015年末增加 33家；

从业人员 1.8万人，比 2015 年末增长 2.3 倍。2021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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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120.15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51.5%。 

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2020年全省现代生产性服务活动

企业 8家，实现增加值 91.49亿元，占“三新”经济比重为

32.4%；2016-2021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年均增长 13.2%，快于全部服务业年均增速 7.4个百分点。 

高技术服务业发展平稳。2021年末，全省规模以上高技

术服务业企业 108家，比 2015年末增加 27家，从业人员 1.52

万人。2021 年高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122.59 亿元，

2016-2021 年年均增长 6.9%。 

城市商业综合体快速增长。2021 年,全省纳入统计的城

市商业综合体 11家，电子商务平台 17 家，拥有商户数 1714 

家，总客流量达到 1.42 亿人次，日均客流量达 38.94 万人

次；商户实现商品销售额（营业额）45.70亿元，比 2015年

增长 6.8 倍，年均增长 40.8%；其中零售业实现销售额 23.63

亿元，比 2015年增长 9.8 倍，年均增长 48.7%；餐饮业实现

营业额 14.96亿元，年均增长 43.7%；服务业实现营业额 7.11

亿元，年均增长 23.9%。 

四、电子商务发展进入新阶段 

2020 年电子商务实现增加值 16.16 亿元，比 2018 年增

加 12.65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0.5%，比 2018 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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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发展迅猛。2021年全省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

比增长 62.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 6.2%，比

2017 年提高 5.0 个百分点。2021 年末，全省有电子商务活

动的“四上”企业
1
达 301 户，2014-2021 年全省“四上”企

业电子商务销售额年均增长 40.9%。2021年，全省邮政业务

总量达到 10.9亿元，完成快递业务量 3686.81万件，比 2015

年增长 4.1倍，快递业务收入达到 10.09 亿元。 

数字经济发展提速。2021 年全省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

104.1%，比 2015年提高 54.1 个百分点；固定互联网宽带接

入用户 209.36万户，比 2014 年增长 2.4倍，互联网宽带接

入通达的行政村比重达 100%。2021 年全省规模以上电信、

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企业营业收入 71.69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19.6%，全省网络零售额 183.6 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4.7 倍，年均增长 54.4%。 

五、创新驱动能力不断增强 

企业创新能力不断突破。2021年创新调查数据显示，在

全省被调查的 1620 家“四上”企业中，有 35.2%的企业开展

了创新活动，33.0%的企业成功实现创新。其中，规模以上

工业开展创新活动比例最高。2021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中有 41.0%的企业开展了创新活动，37.8%的企业成功实现

创新。 
                                                             
1
 “四上”企业统计范围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和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

经营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以及其他有 5000 万以上在建项目的法人单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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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大幅增长。2013-2021 年全省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支出累计 157.5 亿元，年均增长 8.2%；财政科

技投入累计 98.7亿元，年均增长 6.1%。2021年全省发明专

利授权量 454件，取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 898项，分别是

2012 年的 4.5 倍和 2.8 倍；全省共有孵化器企业 15 家，其

中国家级 7 家，在孵企业总收入达到 143.11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8.3倍。 

总的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实施，全省以“三新”经济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正在逐渐成为推动全省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转

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下一步，我们要坚持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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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

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高质量发展，加速转

换发展动力、积极革新发展方式，切实发挥好“三新”经济

作为新动能的重要作用，打造好有利于创新发展的软环境，

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的热情，努力为“三新”经济发展营造

良好环境，为实现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