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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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大力优化产业结构，积极调整城乡区域

结构，培育壮大非公有经济，全省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发展

全面性、协调性明显增强，经济转型升级成效明显。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协调发展 

从三次产业增速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2021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 352.65亿元，比 2012年

增加 178.41 亿元，年均增长 4.9%；第二产业增加值 1332.61

亿元，增加 712.42 亿元，年均增长 7.6%，高于同期全省生

产总值增速 0.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1661.37 亿元，

增加 927.32亿元，年均增长 7.0%。全省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2

年的 11.4：40.6：48.0调整为 2021 年的 10.5：39.8：49.7,

“三二一”产业结构更加巩固，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

和可持续性显著增强。 

农业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优化。农、林、牧、渔、农林牧渔

专 业 及 辅 助 性 活 动 产 值 比 重 由 2012 年 的

44.4:1.7:52.0:0.2:1.7 ， 调 整 为 2021 年 的

38.7:2.5:56.5:0.8:1.5，农业、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比重分别下降 5.7 和 0.2 个百分点，林业、牧业、渔业产

值比重分别提高 0.8、4.5和 0.6个百分点。 

工业较快增长，积极转型调结构。工业是第二产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全省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

全省工业增加值 953.08 亿元，比 2012年增加 490.38 亿元，

年均增长 7.4%，高于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速 0.4个百分点。

在 2013-2021 年间，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基本在 70%左

右。全省产业结构的发展转变同时反映出青海工业化进程中

的产业升级轨迹，其变化既是受各种因素的必然结果也是青

海调整产业结构的有效见证。 

第三产业蓬勃发展，优化结构开新局。随着扶持第三产业

发展政策措施不断出台，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

提高。2021 年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9.7%，比 2012年提高 1.7个百分点，对 GDP的贡献率由 2012

年的 45.6%提升至 47.9%,提高 2.3 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势

头强劲，为第三产业注入新活力。2021年全省金融业增加值

274.99 亿元，2013-2021 年年均增长 7.6%，高于第三产业增

加值年均增速 0.6 个百分点，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16.6%；房地产增加值 149.85 亿元，年均增长 7.1%，高于第

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0.1个百分点。 

就业结构持续改善吸纳就业取得成效 



就业规模扩大，就业结构持续优化。2019 年，全省就业

人员总计 330.2 万人，比 2012 年增加 19.31 万人，年均增

长 0.9%。按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吸纳就业人员 105.40 万

人，年均下降 1.2%，占全部就业人员的 31.9%；第二产业吸

纳就业人员 67.34 万人，年均下降 1.4%，占全部就业人员的

20.4%，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员 157.46万人,年均增长 3.8%，

高于全部就业人员年均增速 2.9个百分点，占全部就业人员

的 47.7%，比 2012 年提高了 8.7 个百分点，对就业的拉动

作用显著。全省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结构由 2012 年的

37.0:24.0:39.0 调整为 2019 年的 31.9:20.4:47.7，就业结

构进一步优化。 

非公经济占比持续提升市场活力不断增强 

非公经济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20 年全省非公有制经济

完成增加值 1125.67 亿元，是 2012 年的 2.25倍，占全省经

济总量的 37.4%，比 2012年提高 4.6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 94.25亿元，占全省非公有经济增加值的 8.4%，比

2012年提高了 2.6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445.78 亿元，

占 39.6%，下降了 23.1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585.64

亿元，占 52.0%，提高了 20.5 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稳步

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

重要动力。 



非公经济吸纳就业成效显著。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市场主体

户数由 2012 年的 22.28 万户增加至 2020年的 39.02万户，

年均增长 7.3%。从经济类型看，个体经济 31.10 万户，比

2000年增加 10.53 万户，年均增长 5.3%；私营企业 7.14万

户，增加 5.74 万户,年均增长 22.6%。分行业看，批发零售

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和住宿餐饮业大幅增长，年均分

别增长 3.8%、9.6%和 12.2%。2020年全省非公有制经济从业

人员 135.07 万人，是 2012年的 1.8 倍，主要集中在批发零

售业 31.48 万人，占全省非公有制从业人员的 23.3%；工业

21.66万人，占 16%；住宿餐饮业 17.94万人，占 13.3%。 

区域经济不断发展协调性全面提升 

近年来，全省城市群提速扩容，转型升级，区域发展协调

性增强，各具特色、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从经济总量看，2021 年，西宁市、海东市、海北州、黄

南州、海南州、果洛州、玉树州和海西州生产总值分别占全

省生产总值的 46.3%、16.6%、3.0%、3.3%、5.8%、1.6%、2.1%

和 21.3%，西宁市占比接近半数，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到 59.7%，在全省经济发展中稳居主导位置，是全省经济发

展的重要增长点。 

从发展速度看，2013-2021年,西宁市、海东市、海北州、

黄南州、海南州、果洛州、玉树州、海西州生产总值年均增

速分别为 9.2%、9.7%、1.3%、5.5%、6.2%、3.6%、1.9%、5.5%。



其中，西宁市、海东市年均增速分别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2

和 2.7个百分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三次产业发展

更加协调，产业结构不断向合理化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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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落实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调结构、

促转型，开拓进取，奋进新征程，以新作为、新成效，奋力

谱写新时代青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