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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青海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世纪最为困难的一年里，在国家一揽子经济政策推动下，全

省逆境中寻突破、危机中抓机遇，顺势调结构、转方式；生态农牧业、特色产业、绿色产

业、循环产业由弱渐强，经济探底回升，呈现平稳发展态势。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下，

青海金融机构实力提升、结构改善、服务优化，金融服务和经济效益实现跨越发展，主要

金融指标取得历史较好水平。 

2010 年青海省将坚持跨越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和统筹发展。贯彻落实国家支持

青海等省藏区发展政策和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政策意见，衔接青海“四区两带一线”发

展规划纲要，提升特色产业层次和水平，创建高原特色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推进生态农牧

业走向优质化和规模化，壮大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促进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发展。

青海金融业配合经济转型，实行“调结构、控节奏、保重点、促内需、转方向”策略，形

成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健运行互动“双盈”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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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推动下，青海金融业实

力提升、结构改善、服务优化。信贷规模快速扩

张，新增贷款是前四年的总和，贷款增量和增速

显著提高，力促工业经济逆境突围，支持“三农”

持续向好，推动服务产业区间拓宽，确保内需稳

步扩大。保险业务快速扩大，证券市场逐步好转，

有效缓解了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瓶颈领域的融资

需求。 

（一）银行业经营整体向好 

2009 年，全省金融以机制创新促进服务质量

提升，以信贷结构优化带动产业结构调整，金融

资产规模和质量创历史新高，金融体系运行平稳。 

1.资产规模持续扩张。在危机冲击下，青海

金融机构整体经营效益仍处于历史较好水平。9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持续扩大，资产总额

同比增长 29.2%，机构和人员稳定增长；金融机

构经营效益大幅攀升，盈利同比增长 96.5%；金

融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不良贷款率为 2.82%，

同比下降 0.95 个百分点。4 家小额贷款公司正式

挂牌营业，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 

表 1  2009 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国有商业银行 388 8603 1330 -

二、政策性银行 25 491 533 -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 - - -

四、城市商业银行 46 828 138 1

五、城市信用社 - - - -

六、农村合作机构 309 2262 202 31

七、财务公司 - - - -

八、邮政储蓄 152 682 76 -

九、外资银行 - - - -

十、农村新型机构 7 44 3 7

合             计 927 12910 2281 39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
法人机构

（个）

注：营业网点不包括总部。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2.新增存款快速增长。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

增长 29.06%，新增各项存款突破 400 亿元。储蓄

存款活期化趋势上升，活期存款增幅高于定期存

款 18 个百分点，占比由年初的 48.5%上升到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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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3.新增贷款稳步攀升。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长

全年保持强劲走势，余额同比增长 36.4%，增幅

同比提高 12.2 个百分点；全省金融机构新增各项

贷款超过 300 亿元，是“十五”期间新增贷款总

量的 1.3 倍。其中，新增中长期贷款 274.6 亿元，

是 2008 年全年新增额的 1.7 倍；第三产业贷款高

位增长，增速高于各项贷款 18.8 个百分点,贷款

额占比同比提高 1.9 个百分点。 

人民银行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增强农信

社服务县域能力,累计发放支农再贷款同比增长

57.2%；全省农村信用联社贷款额突破百亿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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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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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

4.现金收支攀升。与上年同期相比，现金收

支出增速同比提高 18 和 17 个百分点，净投

放增速同比回落 0.9 个百分点。商品销售收入、

储蓄收入和工资性支出、储蓄存款支出成为拉动

现金收支增长的主因。 

表 2  2009 年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单位：亿元、

年累计额（亿元）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2557.6 24.9

现金支出 2658.6 24.7

现金净支出 100.9 19.6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表 3  2009 年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单位：% 

合计
国有商

业银行

股份制

商业银行

区域性

商业银行

城乡

信用社

合计 100 100 0 100 100

[0.9-1.0) 27.3 37.2 0 3.7 0.5

1.0 49.2 44.0 0 57.2 8.2

小计 23.5 18.8 0 39.1 91.2

(1.0-1.1] 12.0 13.6 0 10.8 10.5

(1.1-1.3] 5.9 4.8 0 27.5 15.8

(1.3-1.5] 1.1 0.4 0 0.8 10.7

(1.5-2.0] 2.5 0.1 0 0.0 29.8

2.0以上 2.0 0.0 0 0.0 24.4

上

浮

水

平

注：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为[0.9，2.3]。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5. 人民币贷款利率总体回落。在全部贷款

中，执行下浮的贷款占 25.1%，同比下降 7.92 个

百分点；执行上浮的贷款占 29.6%，同比下降 3.1

个百分点。商业银行风险定价能力逐渐增强,有利

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外币存贷利率保持低位运

行。 

民间借贷利率有所下降，2009 年一年期民间

借贷平均利率 18.37%，比上年下降 0.34 个百分

点。民间借贷渗透到农户生产、生活多个领域，

且呈短期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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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图 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6.银行业金融机构整体实力增强。适应经济

发展需求，邮政储蓄银行信贷业务全面开办；国

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断提高，抗风险能力增

强；扶持中小企业、弱势群体、“三农”经济的

内部机构应运而生，金融中间业务全面拓展；新

兴产业成为信贷投放和效益扩张的新增长点。30

家法人信用社专项票据兑付 2.1 亿元，股本金、

加权风险资产分别增长 4.6 倍和 4.8 倍，资本充

足率提高 11 个百分点，青海省农村信用社改革阶

段性任务顺利完成；青海银行跨区机构设置逐步

向农牧区延伸，资产收益率同比提高 3.6 个百分

点；四家小额贷款公司帮扶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开始发挥作用，大通国开村镇银行和两家农村资

金互助社以扶助“三农”为宗旨，业务量和覆盖

面逐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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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西部大开发十年  青海金融业成就彰显 
 

自 1999 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年来，青海金融业资产规模持续扩大、经营效益稳步提升、

不良贷款逐年下降、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一、金融体系逐步完善。开发银行落户青海，村镇银行、农村信用互助组织、小额贷款公司等相继

成立，金融配套的担保公司、评估公司等逐步壮大，形成了人民银行调控，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分

业监管，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多种金融机构、多种融资渠道并存，功

能互补、协调发展的金融体系。 

二、存贷款总量加速攀升。2009 年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791.04 亿元，是 1999

年的 6.86 倍；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1408.26 亿元，是 1999 年的 2.57 倍。贷款余额在 1992 年

破 100 亿元、1995 年达 200 亿元、2001 年至 400 亿元、2004 年到 600 亿元、2007 年超过 800 亿元、2008

年跨越 1000 亿元关口，从 100 亿元到 600 亿元历时 12 年，从 600 亿元到 1000 亿元仅用 4 年，金融总

量呈逐年加速攀升态势。 

三、保险业快速扩张。青海保险业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努力构筑支持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风险保障体系，保险范围从城市渗透到农村牧区；保险品种适应青海经济发展，解决了不

同层次、不同地域社会需求，尤其是解决农村牧区特殊需求，相继开办青稞、大田作物、藏系羊、能繁

母猪、奶牛等适应性保险产品，开办农牧区小额人身保险、农民工意外伤害保险、计划生育保险等，按

照地区民族特色大力推行少数民族语言保单，全省保费收入较十年前增长 315％，保险密度从 67 元/人

增加为 254 元/人。  

四、资本市场迅速崛起。青海已形成股票、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期货交易等多品种、多渠道的

直接融资体系，各类证券营业网点达数十家，网络交易覆盖全省。2009 年证券期货交易额 90 亿元，填

补了青海没有期货交易的空白；10 家上市公司总股本达 83.7 亿股，投资者开户数超过 20 万户,证券年

交易量 2316.9 亿元,企业债券和短期融资券十年间发行近百亿元，直接融资比例成倍增长。 

五、推动青海产业不断壮大。西部大开发以来，信贷资源主要向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领域配置，信

贷投放重心趋向电力、采矿、交通、冶金等行业，重点行业占全部贷款比重的 60%，重点地区、重点行

业、重点企业贷款大幅增加，有限的信贷资源配置到最需要、最有效的领域，为培育青海经济增长点、

发挥优势支柱行业的引擎作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金支持。 

六、普惠金融政策得到落实。2000 年以来，开办国家助学贷款，逐步建立了完整的青海省国家助学

贷款体系，2007 年教育部对青海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进行表彰，给予 400 万元奖励。2009 年累计发放

国家助学贷款 1.13 亿元，解决 3 万多名贫困生就学，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73.9%。2006 年，开展了旨在

加强下岗失业人员资金扶持力度的信用社区试点工作，截止 2009 年试点信用社区累计发放下岗失业人

员小额担保贷款 1.32 亿元、4870 人受益。 

七、金融运行质量全面提升。2000 年以来，伴随着金融改革的稳步推进，通过剥离、票据置换等手

段，银行业历史包袱不断减轻，金融运行质量逐年提升。“九五”后期剥离 46 亿多不良贷款后，至 2000

年末不良贷款率仍高达 29%；“十五”期间，经过股改，建行、中行、工行金融资产质量不断提高，到

2009 年末全省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率降至 2.82%，创历史最低。 

（二）证券业稳健发展 

青海省证券业抓住机遇，锐意进取，辖区资

本市场改革不断深化，呈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态势。 

1.证券机构经营持续好转。辖内 1家证券公

司、1 家期货公司、8 家证券营业部、3 家证券服

务部，受全球经济回暖及国内经济企稳向好影响，

投资热情日趋高涨，证券交易逐步回暖，证券交

易量、投资开户数同比增长 84.5%和 19.6%；证券

期货累计交易量、总客户同比增长 33%和 25.3%。 

2、上市公司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全省 10

家上市公司总股本 84.2 亿股，数码网络、贤成矿

业、东盛科技并购重组后竞争实力显著增强；盐

湖集团、盐湖钾肥合并工作积极推进；盐湖化工、

机械制造、生物制药、有色冶炼、农畜产品加工

等特色领域企业股份制改革不断深化，融资渠道

进一步拓宽。 
 

 

 

 

 

 

 

 

 



 

表 4  2009 年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1

总部设在辖内的基金公司数(家) 0

总部设在辖内的期货公司数(家) 1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10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18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10

数量

数据来源：青海证监局。 

（三）保险业结构逐步优化 

青海保险机构和从业人员保持稳定，9 家保

险分支机构业务实现平稳较快发展，财险和寿险

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29.1%和 30.9%，保险赔款及给

付同比回落 2.4%，保险密度增长 28.4%,保险深度

提高 0.2 个百分点；顺应地区特点，保险品种推

陈出新，在全省 10 个县、25 个乡镇开展政策性

种植业保险，能繁母猪、奶牛养殖等保险品种在

全省推广，以青稞、藏系羊、牦牛为主的保险品

种试点运行，针对农牧区的小额人身保险品种受

到欢迎；保险制度建设、业务规范操作、消费者

权益保障等保险市场治理工作得到深化。 

表 5  2009 年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0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0

               寿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9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5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4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8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8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0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6

保险密度（元/人） 327

保险深度（%） 2

量

数据来源：青海保监局。 

（四）金融市场趋于活跃 

1.融资结构呈多元化。在信贷资金大量流入

实体经济同时，财政以贷款贴息、风险担保基金

等形式配合信贷资金夯实经济企稳基础；民间资

金以扶助微小企业、个体经济为主，形成银行信

贷资金的补充；国外资金以合资项目建设为主，

技术、设备、人才辅助相依；以短期融资券为主

的直接融资，积极克服企业规模、经营效益等多

种不利因素影响，逐步渗透到企业中，当年新增

短期融资券 10 亿元、公司债券 8 亿元，新增贷款

与直接融资比例为 21:1。 

2.货币市场交易活跃。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参

与货币市场交易的能力不断提高，全省市场累计

交易量 426.8 亿元，同比增长 117.5%，信用拆借、

现券买卖大幅攀升，同比增长 4 倍和 17.1 倍。 

表 6  2009 年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1 57.5 96.7 0.0 3.3

2002 60.1 93.0 0.0 7.0

2003 88.7 94.5 5.5 0.0

2004 64.0 100.0 0.0 0.0

2005 68.0 100.0 0.0 0.0

2006 95.5 93.0 7.0 0.0

2007 233.3 65.3 8.1 26.6

2008 220.3 95.5 4.5 0.0

2009 392.0 95.4 4.6 0.0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3.票据融资加速攀升。票据规模不断扩大，

全省票据贴现余额 53.5 亿元，同比增长 107%。 

表 7  2009 年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表 

单位：亿元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1 33.4 28.0 29.6 30.8 0.0 0.0

2 34.3 35.3 61.5 74.1 0.0 0.0

3 13.8 42.9 58.6 127.2 0.0 0.0

4 12.8 49.7 53.5 158.4 0.0 0.0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季度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表 8  2009 年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现利率表 

单位：%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票据买断 票据回购

1 1.85 0.00 1.41 0.00

2 2.04 0.00 1.45 0.00

3 2.39 0.00 1.44 0.00

4 2.65 0.00 1.45 0.00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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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金市场业务量快速增长。受国际黄金市

场价格波动影响，纸黄金和实物金交易量持续走

高。全省账户金销售量 7878.6 千克、销售金额

17.3 亿元，同比增长 3倍和 1.8 倍；实物金交易

量 157.4 千克、交易额 0.4 亿元，同比增长 12.5

倍和 1.3 倍。 

（五）青海信用体系建设走向深入 

青海省政府持续加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力

度，人民银行依托企业和个人两大征信系统，推

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和农牧区信用体系建设，信

用青海建设稳步向前。企业征信系统收录 1.6 万

个企业信用信息,收录税务、通讯、住房、交通等

各类信息 130 余万条，实现了银行贷款和相关部

门信息共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稳步推开，全省

已创建信用村 470 个、信用乡镇 10 个、评定信用

农户 10.5 万户。 

二、经济运行情况 

在国家一揽子经济政策推动下，借助国家扶

持青海等藏区发展政策和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

施，青海经济回升向好趋势不断巩固，经济总量

持续攀升,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81.3 亿元，

同比增长 10.1%。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分

别增长 5.0%、11.3%、9.8%。人均 GDP1.9 万元，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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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图 5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一）投资拉动作用显现 

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和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落实,

推动国内消费市场活跃。但受国际形势影响,进出

口贸易出现回落。 

1.固定资产投资强劲增长。全省固定资产投

资 800.5 亿元，增长 37.5%，是 1997 年以来最高

增幅。一、二、三产业投资增速全面提高，同比

增长 31.3%、27.9%、50.2%，投资占比由 2008 年

7:51.1:41.9 变为 6.7:47.5:45.8。在城镇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中，以改建和技术改造项目为主的内

涵效益型投资增长 41.6%；以新建、扩建项目为

主的外延型投资增长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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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图 6  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2.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推动消费品市场繁荣。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9.0%，人

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 7.1%；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较

上年增长 9.3%，人均生活费支出增长 9.0%。随着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及扩大内需政策的推动，

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18.8%，县的零售额增长

18.9%，县以下零售额增长 18.7%，国家扩大内需

政策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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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3.进出口贸易降幅减缓。受国际金融危机影

响，全省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14.9%，降幅比前 9

个月缩小 6.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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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青海实际利用外资和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下降 64%，外资实际

跨境流入同比下降 59%。外商减持、股权转让本

省股份公司股份，购汇汇出近 5 万亿美元，是外

资流入的 5.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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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图 9  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二）产业结构在调整中优化升级 

抓住国家扶持农业政策、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和调整投资导向带来的推进结构调整、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的契机，青海生态农牧业、特色优势产

业、战略新型产业、绿色产业得到发展,有效推进

传统工业转型升级，新能源、新材料工业和生态

旅游成为青海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一、第二、第

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0%、11.3%和 9.8%。 

1.农牧业生产稳定增长。特色农畜产品向区

域化、规模化、产业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河湟

流域特色农牧业“百里长廊”规模和集约效应开

始显现。粮食总产量稳定增长，蔬菜总产新增 9

万吨，“菜篮子”自给率明显提高；水果、肉类产

量同比增长 10.1%和 5.3%。 

2.工业生产加速回升。受金融危机影响，上

半年增速缓慢，随着一系列政策落实，四季度增

速回升，到 11、12 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

加值分别比上年同月增长 24.0%、25.2%。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 440.1 亿元，增长

11%。其中，重工业累计实现增加值 399.6 亿元，

增长 9.8%；轻工业实现增加值 40.5 亿元，增长

26.2%。 

    从行业看，化学工业、有色冶金工业、电力

热力工业、煤炭开采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纺织业和医药制药业七个行业，共拉动全省规模

以上行业增长 11.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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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3.交通运输邮电业平稳增长。全省累计完成

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 8.3%，增幅比上半年提高

1.5 个百分点。铁路、公路完成货运量增长 16.9%

和 5.9%；邮政、电信业务量增长较快，分别增长

18.4%和 31.7%；通讯业务由城市向农牧区延伸，

全省电话用户达 420 万户，增长 14.6%，其中移

动用户 310.7 万户，增长 25.7%。 

（三）市场物价保持平稳 

1.居民消费价格小幅上涨。全省居民消费价

格总水平较上年增长 2.6%。其中，城市上涨 3.2%，

农村上涨 1.7%。 

2.工业品出厂价格降幅收窄。1-12 月，全省

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8.7%，降幅比 1-11 月

缩小 2.1 个百分点，低于原材料、燃料、动力购

进价格指数 8.5 个百分点。12 月，受原油、有色

金属矿和有色金属冶炼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影响，

全省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4.4%，全年首次

上涨，涨幅高出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 13.9

个百分点，结束了自 2008 年 10 月份以来连续 14

个月的“高进低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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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3.社会保障工作顺利进行。2009 年，全省城

镇新增就业人数 3.6 万人，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

业 102 万人（次），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预定目

标之内。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71.3 万人，

比年初增加 3 万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人

均增长 174 元/月，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到年人

均 2400 元和 1084 元，城乡低保实现应保尽保。  

（四）财政收支快速增长 

全省完成一般预算收入 166.5 亿元，增长

21.9%；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

税、资源税分别增长 6.5%、36.6%、18.9%、20.6%

和 73.3%。全年完成一般预算支出 486.7 亿元，

增长 33.9%；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与就业、

文化体育与传播、环境保护、农林水事务等支出

分别增长 26.7%、19.9%、43.0%、58.3%、49.0%

和 37.0%。 

-50

-30

-10

10

30

50

1
9
8
5

1
9
8
7

1
9
8
9

1
9
9
1

1
9
9
3

1
9
9
5

1
9
9
7

1
9
9
9

2
0
0
1

2
0
0
3

2
0
0
5

2
0
0
7

2
0
0
9

-350

-250

-150

-50

50

150

250

350

地方本级财政收支差额(右坐标）

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增长率(左坐标）
地方本级财政支出增长率(左坐标）

% 亿元

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10



 11

图 12  财政收支状况 

（五）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全省投入 1.1 亿元支持重点企业实施节能、

节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淘汰落后产能 165.2

万吨，关停 14.2 万千瓦小火电机组；开工建设

17 项重点污染治理工程，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全

面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较上年下

降 10%，单位 GDP 能耗下降 7%。 

全省主要水系干流水质状况达到 III 类标准

的断面比例为 41.2%，达到 IV 类标准的断面比例

为 23.5%，达到 V 类标准的断面比例为 11.8%，超

过 V 类标准的断面比例为 23.5%。二氧化碳排放

量 13.7 万吨，控制在规划目标以内；耕地保有量

813 万亩；全省森林覆盖面积 317.2 万公顷，森

林覆盖率 4.4%，人均森林面积 0.6 公顷；青海湖、

扎陵湖、鄂陵湖的生态状况在国际重要湿地评价

中被评为优等，西宁市获得国家卫生城市称号。 

 

专栏 2：青海藏区金融服务功能日臻完善 
 

2008 年国务院关于支持青海等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若干意见下发，青海各家金融机构抢抓历史机

遇、优化信贷结构、健全金融体系，藏区金融服务功能显现。 

一、政策引导，扶持藏区经济发展。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增设海西州两个再贴现窗口，

转授权占全省再贴现总限额的 1/3；增强农信社对藏区的信贷扶持力度,累计发放支农再贷款 29 亿元，

同比增长 29.2%；对 25 家藏区农村信用社实施有差别存款准备率，少缴存款准备金 2.5 亿元；全省 29

家农信社顺利完成 2.12 亿元央行专项票据兑付，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解决历史包袱。 

二、资金回流，支持藏区特色资源开发。青海金融机构与省政府签约 2150 亿元信贷支持协议，重

点支持藏区经济发展；黄南州人行制定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的信贷指导意见，政府与省级各家银行

签约 45 亿元开发建设融资合作协议，支持文化旅游业开发；藏区金融机构加大对畜牧业支持力度，发

放贷款 20.07 亿元，推动牧区优势产业、产品向集约化和规模化方向延伸。2009 年青海藏区贷款余额

185 亿元，同比增长 34.9%,增速高于去年同期 16 个百分点，青海藏区新增存款全部用于当地，并引导

非藏区资金回流 2.3 亿元。  

三、关注弱势，普惠金融向藏区倾斜。生源地贷款覆盖藏区所有县乡，贷款余额 1200 万元，惠及

藏区近 4000 名贫困大学生；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增量显著，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28%,配套中央投资、

地方财政资金扶持农牧区封山育林育草、鼠害防治、能源开发、养畜建设，仅水利工程解决 22.6 万人、

70 万头（只）牲畜饮水问题；藏区六州健全再就业工作协调机制，为 2100 名下岗失业人员发放贷款 5700

万元，同比增长 120%。 

四、优化环境，青海藏区信用体系建设初具雏形。设计符合藏区的信用组织建设、信用评级、风险

补偿担保基金管理、考核管理等十二项配套制度。全省藏区共创建信用乡 3个、信用村 139 个、评定信

用户 5300 个，信用户贷款余额达 2亿元，藏区信用体系初步形成，社会信用状况显著改善。 

五、开拓创新，建立藏区信贷风险补偿机制。青海藏区人民银行相继出台担保体系建设意见，推行

“担保基金＋银行贷款＋政府风险补偿”新型贷款模式，将企业信用评价、信用激励和约束机制同信贷

融资有机结合，为青海省农村信用联社建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 2222 万元；各地创建“担保基金+银行贷

款+政府风险补偿”模式，建立财政支农担保基金 4200 万元，信用社以 5-8 倍杠杆比例发放担保贷款 1.52

亿元；青海藏区设立信用担保机构 8个，配套担保资金 1150 万元。 

六、突出特色，开发适应藏区发展保险产品。保险业务积极向农牧区市场延伸，推动政策性农业保

险、农村小额保险、计划生育保险等试点工作，开发青稞保险、藏系羊保险产品，形成“保险+补贴”

的保障机制，财政补贴资金 2300 万元。 

七、稳步推进，藏区金融基础服务体系逐步形成。人民银行积极推进藏区金融服务电子化、信息化、

规范化发展，在部分县开办国库收支代理业务；玉树州设立首个藏区牧民互助合作组织，“草根银行”

在牧区浮出水面；农业银行在藏区 36 个县的营业网点全部与支付系统连接，青海省农信社 154 个营业

网点实现跨省、市、区支付结算业务往来；各家银行不断推出符合藏区发展的金融服务产品，形成包括

存款服务类、融资服务类、担保承诺服务类、结算服务类、农牧区保险类、农牧区人身保险类共六大类



60 余种针对农牧区金融产品服务体系。 

八、统筹协调，规划青海等省十藏区经济金融发展。建立青、川、滇、甘四省藏区经济金融发展研

究机制，组织青海等省十个藏区人民银行就青海等省藏区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工作进行探讨与交流，实

现青海等省十藏区统计信息共享和政策研究机制，推动了青海等省藏区统一衔接落实国家支持藏区的金

融优惠政策。 

（六）房地产发展平稳，硅材料工业发

展较快 

1.青海省房地产市场发展平稳。受人口及地

域限制，市场总量较小且相对集中，住房价格在

低位运行，商品住宅价格略有提高，区域性特点

较显著。 

（1）房地产开发大幅增长。全省房地产开发

完成投资 72.85 亿元，同比增长 44.6%，占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的 9.1%。青海省房地产开发贷款余

额 49.79 亿元，同比增长 127.25%，其中住房开发

贷款余额 28.68 亿元，占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的

57.6%。 

（2）房地产市场供给高位攀升。青海省城镇

化建设逐步深化，土地购置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快

速上升，同比增长 65%和 63%；受地理环境影响房

屋竣工面积回落，同比下降 19.8%。房屋开工和销

售结构存在一定差异,90 平方米以下、经济适用房

和商业营业用房开工量占比为 4.5%、0.2%和

11.3%，销售占比为 15%、3.1%和 3%。 

（3）商品房零售小幅攀升。受城市化进程加

快和消费需求增加带动，房屋施工面积、商品房

销售面积、商品房销售额分别增长 27.3%、60.2%

和 67.6%。随着经济发展态势的好转，公众对房价

下降的心理预期减弱，加之住房钢性需求叠加影

响，商品房平均售价达 2899 元/平方米 ，同比上

涨 4.8% 。 

（4）房地产价格保持稳定。土地交易价格保

持在一个稳定的价格区间，商品房销售价格涨幅

低于全国水平，西宁市商品房销售价格同比增长

4.8%，低于全国 2.2 个百分点；二手房交易价格变

动相对稳定，涨幅保持在 5%以内。 

（5）房贷政策效果显现。全省金融机构严格

执行首付比例、贷款利率等相关房贷政策要求，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7.65 亿元，余额 29.63 亿元，

同比增长34.8%；政策性住房贷款余额43.16亿元，

同比增长 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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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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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主要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2.太阳能硅材料工业发展迅速。作为起步阶

段的新型产业，青海太阳能硅材料工业当年新增

工业增加值 6.9 亿元。 

以“高效益、低成本、低污染太阳能级多晶

硅生产工艺研究”、“高纯硅和晶体生长集成化工

艺研究”、“纤维膜形成络合物的方法提纯三氯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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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等科技工程项目为支撑，亚洲硅业年产千吨

级多晶硅项目在青海成功投产。该项目的技术水

平处于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实现了青海光伏产

业的重大突破。青海以太阳能硅材料为主的太阳

能光伏产业体系正在形成。 

（七）沿青藏铁路线城市群初显 

青海省以西宁市中心城市为辐射，沿青藏铁

路连接海西州德令哈市、格尔木市，形成了青海

高原特有城市群。三市约 4.7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

土地面积的 6.5%；人口为 240 万人，占全省人口

数的 41.8%。2009 年三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658.2

亿元，占全省 GDP 的 60.9%；金融机构网点数占全

省的 90%以上，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到全省的

82%和 93%。经过多年发展，三市已成为青海水电、

石油天然气、盐湖化工、有色金属四大支柱产业

和冶金、建材、医药、农畜产品加工四大优势产

业的集聚地；引领第三产业发展的“带头羊”；德

令哈市和格尔木市连片形成了中国占地面积最大

的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新能源、新材料、生

物医药、节能环保、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正成为

三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预测与展望 

纵观 2010 年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环境，

存在诸多有利因素和机遇。一是随着政策效应进

一步释放和市场环境逐步转好，为全省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较好平台；二是经济持续增

长的基础更加稳固，基础设施条件持续改善，一

批新的经济增长点相继涌现，对经济增长的支撑

作用进一步增强；三是民生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有利于改善收入及

消费预期，凝聚人心。但受金融危机影响，青海

经济增长前景不明朗、经济回升基础仍较脆弱、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苗头已经出现、工业增量不足，

加之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面临较大制约、财政收支

压力上升、节能减排难度加大、就业面临更多困

难等，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着不确定性。 

2010 年青海既要切实增强危机感，未雨绸缪，

全力做好应对严峻形势准备，又要切实增强紧迫

感，奋发有为，推动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其

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 10%以上，居民消

费价格涨幅控制在 4%左右。 

青海金融业将按照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

策，落实“有保有压”信贷政策，进一步优化信

贷结构。信贷投放的产业去向、投放主体与 2009

年相比，将出现结构性变化，贷款增速将保持在

3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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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附录： 

（一）青海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1 月 14 日，青海银企合作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签约资金 257 亿元支持我省各大工业企业及重点项

目。 

5 月 5 日，2009 中国·青海投资贸易洽谈会暨郁金香节在西宁开幕，签订各类合作项目 136 项，签

约金额 398.74 亿元。 

6 月 22 日，青海首批四家小额贷款公司正式成立，“草根银行”浮出水面。 

6 月 25 日，青、川、滇、甘四省藏区经济金融发展座谈会在西宁召开，就建立和完善信息交流、研

究、分析机制等签署备忘录。 

6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来青调研，就支

持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出指示。 

7 月 10 日，全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青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回良玉出席会议并讲话，人民银行作交流发言。 

9 月 15 日，人民银行西宁中支会同省教育厅等有关部门召开全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总结大

会，生源地助学贷款覆盖全省，受益学生占招生人数的 35%，为全国之最。 

10 月 22 日，省政府召开全省金融运行形势分析会，就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稳步增长提出具体

要求。 

10 月 30 日，省政府主持召开青海省县域金融服务推进会，金融支持全省城乡一体化、服务县域经

济增长工作全面铺开。 

11 月 20 日，全省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推进会在平安县召开，全省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入户、入村、

入乡、入县工作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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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海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424.1 1446.5 1494.8 1565.2 1585.5 1638.9 1648.5 1685.1 1714.9 1722.7 1730.0 1791.0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613.0 613.0 623.6 626.5 629.8 638.1 650.0 650.4 674.8 672.2 684.3 714.3

                    企业存款 416.0 437.6 460.4 467.3 484.8 514.9 505.5 525.3 514.9 520.9 518.3 577.7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2.8 22.4 48.3 70.5 20.3 53.3 9.6 36.6 29.6 8.0 7.4 61.0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7.2 29.9 28.8 33.3 32.9 31.5 31.2 31.5 33.1 32.3 30.8 28.9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060.6 1090.3 1134.4 1186.3 1220.1 1284.9 1284.9 1326.4 1342.9 1343.6 1361.3 1428.3

        其中：短期 317.1 336.6 347.4 378.0 379.9 394.5 393.8 392.4 384.1 372.0 368.4 375.3

                    中长期 716.8 728.1 753.6 772.7 789.6 825.4 833.2 862.0 896.9 919.6 934.7 977.0

                    票据融资 24.5 23.5 30.0 33.3 47.2 61.6 54.2 68.1 58.6 49.1 55.3 53.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6.3 29.8 44.1 51.9 33.8 64.8 0.0 41.5 16.5 0.7 17.7 47.0

        其中：短期 11.9 19.5 10.8 30.6 1.9 14.7 -0.7 -1.4 -8.3 -12.1 -3.6 6.9

                    中长期 15.7 11.3 25.6 19.0 17.0 35.8 7.8 28.8 34.9 22.7 15.1 42.3

                    票据融资 -1.3 -1.0 6.4 3.4 13.9 14.4 -7.4 13.9 -9.5 -9.5 6.2 -1.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3.3 26.2 29.7 32.2 32.4 37.1 35.7 39.1 38.5 37.9 40.1 36.2

        其中：短期 15.9 22.7 26.7 32.5 33.0 40.7 44.5 41.6 38.0 38.7 38.1 23.2

                    中长期 28.1 28.5 29.8 30.9 29.4 30.9 28.9 33.1 34.4 34.6 36.2 39.3

                    票据融资 -1.1 13.1 78.9 69.7 116.8 182.5 130.4 172.9 179.1 135.7 222.8 85.4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20.2 21.4 19.5 19.9 20.2 21.5 21.5 22.0 20.9 21.1 20.6 21.1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26.6 26.7 35.3 33.9 33.5 33.6 33.9 36.1 40.3 46.3 50.3 54.0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0.9 5.2 -4.2 -2.2 -0.8 5.3 5.7 7.8 2.6 3.6 1.2 3.3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0.1 0.5 32.9 27.7 26.1 26.5 27.9 36.1 52.1 74.5 89.6 103.4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419.8 1442.9 1490.7 1559.7 1582.1 1633.3 1643.1 1680.1 1709.6 1716.9 1724.4 1785.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610.3 610.0 620.2 623.1 627.0 635.0 647.0 647.4 672.0 669.4 681.5 711.3

                    企业存款 413.7 436.5 459.1 464.5 483.3 512.2 502.5 522.7 512.2 517.5 515.0 574.9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4.3 23.1 47.9 69.0 22.4 51.2 9.8 37.0 29.6 7.3 7.5 61.4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9.7 -0.4 10.3 2.9 3.9 8.0 12.0 0.5 24.5 -2.6 12.1 29.8

                    企业存款 -20.0 22.8 22.6 5.4 18.7 28.9 -9.6 20.2 -10.6 5.3 -2.5 60.0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9.9 31.2 29.8 34.3 33.8 32.3 32.0 32.3 33.9 33.1 31.5 29.1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33.1 31.1 31.2 30.2 29.6 28.8 28.1 26.5 27.5 25.2 24.9 22.5

                    企业存款 19.8 27.8 24.1 24.1 25.6 25.7 30.7 30.6 27.4 26.8 29.5 33.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053.6 1083.4 1126.1 1179.1 1211.8 1274.7 1274.7 1316.6 1335.0 1335.4 1351.6 1399.0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4.6 24.7 25.8 26.5 27.2 28.1 29.1 29.9 31.2 31.9 33.6 34.4

                    票据融资 24.5 23.5 30.0 33.3 47.2 61.6 54.2 68.1 58.6 49.1 55.3 53.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7.6 29.8 42.7 53.0 32.7 62.9 -0.1 41.9 18.5 0.4 16.2 47.4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0.1 0.1 1.1 0.7 0.7 0.9 1.0 0.9 1.2 0.7 1.8 0.8

                    票据融资 -1.3 -1.0 6.4 3.4 13.9 14.4 -7.4 13.9 -9.5 -9.5 6.2 -1.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4.1 27.0 30.4 32.9 33.2 37.7 36.1 39.5 38.6 37.9 39.8 36.4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4.0 14.5 17.6 18.3 20.4 23.6 27.2 28.2 31.1 33.3 40.1 39.7

                    票据融资 -1.1 13.1 78.9 69.7 116.8 182.5 130.4 172.9 179.1 135.7 222.8 107.0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0.6 0.5 0.6 0.8 0.5 0.8 0.8 0.7 0.7 0.8 0.8 0.8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83.0 -71.3 -67.2 -55.2 -68.9 -52.9 -52.7 -55.8 -55.2 -50.3 -47.1 -10.5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1.0 1.0 1.2 1.1 1.2 1.5 1.5 1.4 1.2 1.2 1.4 1.4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32.9 -33.6 -26.7 -31.8 -27.5 -12.4 -3.2 2.1 -13.9 44.1 91.9 11.6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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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西宁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西宁市土地

交易价格指

数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2001 - 2.6 - -0.4 - -0.9 - -6.3 0.5 12.2 -0.3

2002 - 2.3 - -0.2 - 2.7 - -2.4 2.2 7.3 2.7

2003 - 2 - 1.1 - 1.8 - 5.5 1.9 3.1 6.2

2004 - 3.2 - 9.2 - 8.5 - 11.2 4 0.4 6.1

2005 - 0.8 - 6.5 - 5.3 - 10.2 3.9 -0.3 2.7

2006 - 1.6 - 2.1 - 2.8 - 9.5 2.9 1.6 4.4

2007 2 6.6 14.4 8.1 7.3 4.4 7.8 4.2 3.8 5.9 4.8

2008 4.7 9.9 16.3 24.2 8.57 10.4 -7.6 7.6 4.9 2.7 4.7

2009 3.4 2.6 -3.9 0.4 0.5 -0.2 14.4 -8.7 4.9 1.4 4.4

2008 1 10.8 0.0 18.5 0.0 5.8 0.0 5.4 0.0 - - -

2 13.6 12.2 24.0 21.2 6.6 6.2 5.6 5.5 - - -

3 12.4 12.2 25.4 22.6 8.3 6.9 9.1 6.7 9.0 2.0 1.1

4 12.9 12.4 25.2 23.3 9.7 7.6 2.6 8.2 - - -

5 12.6 12.4 26.0 23.8 10.4 8.2 8.9 8.3 - - -

6 11.3 12.3 26.4 24.3 10.7 8.6 10.1 8.6 8.2 2.2 3.2

7 10.3 12.0 27.0 24.7 13.6 9.3 13.8 9.4 - - -

8 9.9 11.7 27.0 25.0 12.6 9.7 11.4 9.6 - - -

9 9.7 11.5 27.5 25.3 13.4 10.1 14.3 10.1 7.9 2.7 3.8

10 7.9 11.1 26.5 25.6 12.7 10.4 7.8 9.9 - - -

11 5.8 10.6 20.8 25.0 12.8 10.6 -0.2 9.0 - - -

12 4.7 9.9 16.3 24.2 8.6 10.4 -7.6 7.6 4.9 2.7 4.7

2009 1 4.6 0.0 9.0 0.0 4.4 0.0 -7.0 0.0 - - -

2 1.3 2.9 2.5 5.7 2.7 3.6 -9.2 -8.1 - - -

3 2.6 2.8 1.1 4.4 1.0 2.7 -12.4 -9.5 4.5 2.9 3.8

4 2.4 2.7 0.8 3.3 0.3 2.1 -11.7 -10.1 - - -

5 2.8 2.7 -1.0 2.4 0.5 1.8 -11.2 -10.3 - - -

6 2.7 2.7 -3.1 1.4 -0.5 1.4 -12.9 -10.7 4.1 2.3 3.0

7 2.5 2.7 -4.3 0.6 -1.6 1.0 -16.4 -11.5 - - -

8 2.3 2.6 -5.9 -0.3 -1.5 0.7 -14.7 -11.9 - - -

9 2.4 2.6 -6.4 -1.0 -2.7 0.3 -12.2 -12.0 4.0 1.0 4.6

10 2.2 2.6 -6.9 -1.6 -2.4 0.0 -7.3 -11.5 - - -

11 2.7 2.6 -5.6 -2.0 -2.8 -0.2 -3.8 -10.8 - - -

12 3.4 2.6 -3.9 0.4 0.5 -0.2 14.4 -8.7 4.9 1.4 4.4

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中国景气月报》

表2   青海省各类价格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指数
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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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 - 180.7 - - 429.4 - - 703.2 - - 1081.3

    第一产业 - - 7.8 - - 18.8 - - 62.1 - - 107.4

    第二产业 - - 88.0 - - 243.9 - - 385.5 - - 576.3

    第三产业 - - 85.0 - - 166.8 - - 255.7 - - 397.5

工业增加值（亿元） 20.8 45.4 78.8 115.1 157.7 197.9 233.2 274.6 314.1 357.6 400.1 440.1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 39.9 115.0 192.0 276.8 368.3 452.1 540.4 603.0 650.9 691.4

    房地产开发投资 - - 3.2 9.9 16.9 28.3 42.2 53.4 60.3 66.1 72.2 72.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22.2 43.6 62.8 83.2 107.3 132.4 157.8 185.6 212.4 241.0 270.7 300.5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3417.0 6695.0 10221.0 13453.0 20511.0 24004.0 28861.0 33509.0 38077.0 45523.0 52837.0 58590.0

    进口 1320.0 3677.0 5974.0 7802.0 13440.0 15495.0 18354.0 20692.0 22768.0 27411.0 31622.0 33491.0

    出口 2097.0 3018.0 4247.0 5651.0 7071.0 8509.0 10507.0 12817.0 15309.0 18112.0 21216.0 25099.0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777.0 -659.0 -1727.0 -2151.0 -6369.0 -6986.0 -7847.0 -7875.0 -7459.0 -9299.0 -10406.0 -8392.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4.2 4.3 198.1 2386.5 2500.4 2666.6 2688.1 2811.3 2818.2 2818.2 4586.6 4947.7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13.1 -20.3 -45.6 -67.2 -86.7 -126.0 -159.7 -192.1 -220.7 -247.2 -290.0 -398.9

    地方财政收入 8.0 13.4 21.2 28.1 34.9 44.2 50.9 57.1 63.9 70.0 80.2 87.7

    地方财政支出 21.0 33.7 66.8 95.2 121.6 170.2 210.7 249.1 284.6 317.2 370.1 486.7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度） - - 3.9 - - 3.8 - - 3.8 - - 3.8

地区生产总值 - - 8.0 - - 8.5 - - 8.9 - - 10.1

    第一产业 - - 4.3 - - 4.2 - - 4.5 - - 5.0

    第二产业 - - 5.1 - - 8.2 - - 9.4 - - 11.3

    第三产业 - - 11.1 - - 9.4 - - 9.2 - - 9.8

工业增加值 -0.8 2.1 4.7 5.9 6.1 6.2 6.8 7.9 7.5 8.5 10.0 11.0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 52.5 39.3 29.4 26.8 28.7 31.6 31.1 32.1 34.1 34.7

    房地产开发投资 - - 45.3 44.8 43.7 46.8 44.7 50.9 52.1 53.3 46.8 44.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4 18.1 17.7 17.7 18.0 18.1 18.4 18.5 18.6 18.7 18.8 18.8

外贸进出口总额 18.7 -4.3 -12.7 -13.2 -0.4 -10.1 -21.1 -23.3 -21.7 -17.9 -11.9 -14.9

    进口 11.3 15.2 10.1 18.1 59.2 48.7 18.2 20.1 29.1 35.8 49.1 24.2

    出口 23.9 -20.7 -32.3 -36.5 -41.8 -47.7 -50.1 -51.6 -50.6 -48.7 -45.3 -40.1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99.5 -99.5 -93.9 -35.7 -59.6 -61.6 -65.1 -67.1 -67.5 -67.7 -47.5 -43.9

地方财政收入 11.8 2.2 12.0 9.0 10.1 13.7 11.4 12.9 15.0 15.2 21.3 22.6

地方财政支出 34.6 59.3 78.3 58.8 36.0 37.7 34.1 39.7 34.9 30.5 29.8 33.9

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表3   青海省主要经济指标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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