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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本册资料仅供内部参考，未经同意请勿对外公开引用。

2.常住人口数为 2023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000 万元及以

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4.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批发企业年主营

业务收入 2000 万元以上，零售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

元以上，住宿和餐饮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以上。统

称限额以上贸易企业；

5.资质内建筑、房地产企业：具有建筑业资质的所有独立核

算建筑业企业（三级资质以上），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法人

单位；

6.规模以上服务业：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上，或年末从

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

介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和其他房地产业等行业；年营

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 50人及以上服务业

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

7.本资料中有标注的均为相关行业部门提供数据。



2023年，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及省、市、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求，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区国民经

济呈现稳步恢复、回升向好态势。

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242.1亿元，增长 6.8%。

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 30.1亿元、增长 4.7%，第

二产业完成增加值 148.5亿元、增长 8.7%，第三产业

完成增加值 63.5亿元、增长 4.6%。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13:61:26。

一、农业生产形势总体较好。完成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 54.7亿元，可比增长 4.7%。其中：农业产值 30.6

亿元、可比增长 6%；林业产值 0.18亿元、下降 66.9%；

牧业产值 23.9亿元、可比增长 4.7%。从拉动增长来看，

种植业产值占比 55.9%、对农业总产值贡献率 66.9%，

拉动农业总产值增长 3.1 个百分点；畜牧业产值占比

43.6%、对农业总产值贡献率 46.5%，拉动农业总产值

增长 2.2个百分点；林业产值占比 0.33%，拉低农业总

产值增长 0.7个百分点。

二、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完成

总产值 734.7亿元、增长 3.7%，增加值增速为 10.5%。

分地区看，区属规模以上工业完成总产值 28.9亿元、

增长 5.4%，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3.9%，增加值增

速为 11.8%；甘河工业园区规模以上工业完成总产值



705.8 亿元、增长 3.6%，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96.1%，增加值增速为 10.3%。

三、重点项目带动区属投资较快增长。2023年，

全区（含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9.6%，全区（非房）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0.9%，其中区属增长 4.5%（增速列

三县未位）。其中 28 个 5000 万元以上项目投资同比

增长 26%，占全部完成投资额的 59%，对全区投资增

长的贡献率为 283%，大项目支撑有力。

四、消费品市场稳中有升。消费市场稳中有升，

实现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5.9 亿元，同比增长

16.4%。从消费地区分，城镇实现零售额 16.1亿元，增

长 14.7%，农村实现零售额 9.8亿元，增长 19.3%；从

消费业态分，限上实现零售额 21.6亿元、增长 162.9%，

限下实现零售额 4.3亿元、增长 3.4%。从消费业态分，

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增长 22.8%，增速同比增加 50个

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 0.1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增

加值下降 43.5%。

五、服务业持续恢复发展。2023年，全区服务业

实现增加值 63.5亿元、增长 4.6%，拉动经济增长 1.4

个百分点。在接触性行业中，交通运输公路客货运量

分别增长 5173%和 16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

加值增长 39.1%，增速同比增加 54个百分点，拉动经

济增长 0.4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 32.4%，拉

动经济增长 0.7个百分点。在其它服务业中，其它服务

业增加值增长 6.8%，增速同比增加 13个百分点，拉动



经济增长 1.5个百分点。其中，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增

长 13.1%，同比增加 28.4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 0.7

个百分点；非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4.9%，同比增

加 7.9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 0.8个百分点，在第三

产业中占比 53%。文旅业综合带动作用稳步提升，全

年共接待游客 431万人次、同比增长 44.5%，旅游总收

入达 13亿元，同比增长 44.2%。

六、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劳务协作助推就业，城

镇新增就业 2915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5948人次，

组织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5万人次，城镇登记失

业率 1.08%，高校毕业生登记就业率为 88.85 %。财政

支出保障有力，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3.2亿元、同比

增长 1.3%。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2.2亿元，增加 1051

万元、增长 5%，税收占财政总收入比重达 70.4%；非

税收入完成 9371万元，减少 649万元，下降 6.5%。民

生投入持续加大，财政用于民生支出 37.3亿元，占公

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的 77%，支出项目主要集中在、

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居民收入稳定

增长，全区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353 元，

增长 6.6%。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7798

元，增长 4.0%，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268

元，增长 8.1%。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 4.1 个百

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缩小 0.09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全区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安排部

署，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工作总基调，

全区重点项目有序开工，就业形势总体向好，居民收

入平稳增长，服务业发展快速增长，经济运行平稳

开局。

一季度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57.72 亿元，增长 3.5%。

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 3.83 亿元、增长 4.2%；第

二产业完成增加值 39.13 亿元、增长 0.9%，其中工业

增加值增长 4.4%；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 14.76 亿元、

增长 9.1%。

一、三次产业稳步向好。一是农牧业生产形势良

好。一季度实现农业总产值 6.2 亿元、增长 4.2%，其

中：种植业产值 4463 万元、下降 1.3%，畜牧业产值

5.7 亿元、增长 4.6%，占农业总产值的 92.5%。种植业

方面，“菜篮子”稳产保供和备耕春播工作有序开展，

储备调运各类农作物良种 4626.87 吨、有机肥 6.78 万

吨、化肥 4300 吨、农药 12.4 吨。完成农作物播种面

积 14.38 万亩，设施温棚蔬菜产量达到 9081 吨。畜牧

业方面，受肉类价格持续低迷影响，农户补栏意愿不



强，猪、牛、羊、鸡存栏分别为 5.9 万头、12.4 万头、

30.85 万只和 19.6 万羽，分别增长-29.4%、-21.7%、

-28.3%、21.3%，猪、牛、羊存栏降幅较大。猪、牛、

羊、鸡出栏分别为 3.84 万头、2.76 万头、5.82 万只

和 8.6 万羽，分别增长 16.97%、-25.1%、-21.7%、5.5%。

肉、蛋、奶产量分别为 6906 吨、438.9 吨和 4165 吨，

分别增长-16.2%、228.6%、-7.78%。完成畜牧业产值

5.7 亿元、增长 4.6%，占农业总产值的 92.5%。二是工

业经济稳中趋缓。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完成总产值

182.3 亿元、增长 9.7%，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4%。

分地区情况看，园区工业承压增长，甘河工业园区完

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175 亿元，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

的 96%，因铝产品价格较高、产能增加较快，拉动园区

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 10.2%，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1%。区属工业拉动不足，区属 12 家规上工业企业完

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7.3 亿元、下降 1.7%、增加值下降

2.9%，其中 95%的产值由黄河西宁热电、祁连山水泥、

华润燃气 3 家企业支撑。三是服务业较快增长。一季

度全区实现服务业增加值为 14.76 亿元、增长 9.1%，

增速同比增加 12.4 个百分点。接触性行业增速下降，

中通、苏宁、安能、百世等 8 家快递物流企业迁出贵

强物流园，包裹快递业务下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增加值下降 9.9%，下拉经济增长 0.1 个百分点；

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下降 4.3%，对经济贡献率为

-0.7%。金融存贷款持续增加，辖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余额 191.4 亿元，增长 19.3%；各项贷款余额 121.13

亿元，增长 6.4%。邮政电信业收入下降，全区电信业

务总量 16980 万元、下降 0.4%，邮政业务总量 552 万

元、下降 19.3%，邮政业增加值下降 16.7%。其它服务

业增长加快，其它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1.4%，增速同比

增加 15.6 个百分点。其中，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4.9%，增速同比增加 42.4 个百分点；非营利性服务

业增加值增长 10.7%，增速同比增加 8.4 个百分点。文

旅行业持续恢复，一季度全区共接待省内外游客

119.48 万人次，增长 49.22%，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09

亿元，增长 44.31%。

二、投资增速下降。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35%，其中区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44.2%，主要

是 108 个在库项目中投资 5000 万元及以上项目 20

个，完成投资同比下降 63%，占全部投资额的 35%。

从项目类别看，7 个新建项目占比 8.3%、101 个续建

项目占比 91.7%。

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方面。一季度完成全区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 6.22 亿元，下降 3％，按地区看，



城镇零售额 4.3 亿元、下降 2.3%，在零售总额中占比

69%；农村零售额 1.9 亿元、下降 5%。从居民调查数

据来看，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同比下降 2.5 个百分

点，对消费市场拉动力减弱。

四、就业收入方面。劳务协作助推就业。全区城

镇新增就业 637 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261 人，就

业困难人员就业 71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1.34%。全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5.19 万人次，其中

脱贫劳动力 0.91 万人。居民收入稳步增加。根据调

查队住户调查数据反馈，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266 元，增长 6.2%。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7722 元、增长 4.2%，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5518 元、增长 7.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速高于城镇居民 3.2 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为

1.4:1，比上年同期缩小 0.04，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五、财政收支方面。财政支出保障有力。实现地

方公共预算收入 6530 万元、同比下降 25.7%，其中税

收收入 5151 万元、下降 22%、减收 1450 万元，非税收

入 1379 万元、同比下降 36.8%、减收 803 万元；地方

公共预算支出 99315 万元，同比增长 3.6%，增支 3494

万元，民生投入达 7.7 亿元，占总支出的 77.6%。



今年以来，全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央、省、

市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全力以赴稳经济，凝心聚力促发展。上半年，

全区经济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又进的发展态势。

上半年，全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06.4 亿

元、增长 2.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6.6

亿元、增长 4%，第二产业增加值 70.8亿元、

增长 2.4%，第三产业增加值 29亿元，增长 1%，

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6:67:27。

一、农业生产总体平稳。上半年，实现农

业总产值 12.4 亿元、增长 4%，其中，农业产

值 2.4 亿元、增长 2.1%，畜牧业产值 9.9 亿元、

增长 5.1%。种植业方面：全区蔬菜及食用菌种

植面积为 8.35 万亩、产量为 3.26 万吨，同比

分别下降 1.3%、2.7%。畜牧业方面：根据调查



队畜牧调查监测数据显示，上半年生猪出栏

0.57 万头、增长 6%，牛出栏 4.93 万头、下降

22.4%，羊出栏 9.92 万只、下降 29.4%，家禽

出栏 15.3 万羽、下降 0.8%，鸡蛋产量 902 吨、

增长 196%，牛奶产量 7751 吨、下降 21.9%，

肉产量 1.25 万吨、下降 15.4%。

二、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区规上工业

完成总产值 402 亿元、增长 13.7%。其中区属

规上工业完成总产值 12.4 亿元、下降 15.7%；

甘河工业园区规上工业完成总产值 389.7 亿

元、增长 14.9%，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97.9%。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2%，其中

甘河园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1.5%，区属规

上工业增加值下降 15.8%。

三、服务消费增长缓慢。全区服务业增

加值为 29.1 亿元、增长 1%。其中，批发和零

售业增加值增长 9.8%，金融业增加值增长

1.6%，邮政业增加值下降 5.5%，其它服务业



增加值增长 1.1%、其中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

增长 14.2%。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11.9 亿元，下降 4.7%,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

售总额下降 12.3%，限额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

下降 5.1%。

四、投资领域增速下降。全区 15 家资质

内建筑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61.7 亿元、同

比下降 48.7%，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6.3 亿元、

下降 33.8%；房地产业增加值 1.9 亿、下降

0.3%；扣除房地产开发项目，全区固定资产

投资下降 34.4 %。

五、劳务协作助推就业。全区城镇新增

就业 1547 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556 人，

困难人员就业 136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 1.24%。全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24 万

人次，其中脱贫劳动力 10492 人。

六、居民收入稳步增加。根据调查队住

户调查数据反馈，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980 元，增长 7.3%。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15292 元、增长 5.1%，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907 元、增长 8.4%。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

围绕省、市、区工作部署，紧盯重点领域、主要行业、

关键指标，坚持对标对表补短强弱，狠抓督促落实，

前三季度，我区主要经济指标呈现回升向好、进中提

质的良好态势，市场供需平稳向好，发展质效持续改

善，经济回升向好动力明显增强，为冲刺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前三季度，全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63.7 亿元、

增长 3.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20.6 亿元、增长

3.9%，第二产业增加值 93.4 亿元、增长 4.5%，第三产

业增加值 49.7 亿元，增长 1%，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13:57:30。

一、农业生产总体平稳。前三季度，实现农业

总产值 34.18 亿元、增长 3.9%，其中，种植业产值 19.4

亿元、增长 3.98%，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率达 58%、拉

动总产值增长 2.3 个分百点；畜牧业产值 14.5 亿元、

增长 3.7%，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率达 40%、拉动总产

值增长 1.6 个分百点。林业增长 18.2%，对总产值的贡

献率为 2%、拉动总产值增长 0.1 个分百点。种植业方



面：全区蔬菜及食用菌种植面积为 10.85 万亩、产量

为 19.39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1.6%、1%。畜牧业方面：

根据调查队畜牧调查监测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生猪出

栏 6.9 万头、出栏减少 0.78 万头，下降 10.2%；牛出

栏 9.5 万头、出栏增加 0.39 万头，增长 4.2%；羊出栏

18.49 万只、出栏减少 1.8 万只，下降 8.9%；家禽出

栏 25.1 万只、出栏减少 2.2 万羽、下降 8.1%，鸡蛋产

量 1175 吨、增长 158%，牛奶产量 13480 吨、下降 3.4%，

猪肉、牛肉、羊肉产量分别下降 13.6%、2.1%、5.5%。

二、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区规上工业完成总

产值 593.8 亿元、增长 9.2%。其中区属规上工业完成

总产值 16.3 亿元、下降 20.2%；甘河工业园区规上工

业完成总产值 577.5 亿元、增长 10.4%，占全区规上工

业总产值的 97.3%。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4%，

其中甘河园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1%，区属规上工业

增加值下降 21.4%，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业是拉动全区工

业的主力军，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20.3%，拉动

区属工业总产值增长 2.95 个百分点。

三、服务消费增长缓慢。全区服务业增加值 49.7

亿元、增长 1%。服务业方面，其它服务业增长 1.5%，

拉动经济增长 0.4 个百分点，其中营利性服务业增长

3.1%、拉动经济拉长 0.2 个百分点，非营利性服务业



增长 1.1%、拉动经济拉长 0.2 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增

长 2.4%，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增加值分

别下降 15.7%、1.6%，拉动经济增长不明显。市场消费

方面，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18.4 亿元、下

降 3.3%，从消费地区来看，城镇实现零售额 12.47 亿

元、增长2.3%，农村实现零售额5.96亿元、下降13.1%；

从规模看，限上商贸零售额下降 4.2%、降幅较上个月

收窄 0.6 个百分点，限下商贸零售额同比下降 6.5%，

降幅较上半年收窄 1.5 个百分点。

四、投资增速逐月收窄。全区建筑业增加值下降

16.5%，18 家资质内建筑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19.93 亿元、同比下降 1.8%，降幅较上半年收窄 47

个百分点；全区含房投资下降 26.3%，房地产投资下

降 58.7%，扣除房地产开发项目，全区固定资产投资

下降 9.2%，区属项目投资同比下降 8.3%,较 1-8 月

收窄 4.96 个百分点。

五、居民收入稳步增加。根据调查队住户调查数

据反馈，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465元，增长6.7%。

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364 元、增长

4.9%，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086 元、增长

7.5%。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 8464

元、增长 5.2%，经营净收入 1983 元、增长 17.6%，财



产性收入 93 元、增长 362.4%，转移净收入 2546 元、

增长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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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2024 年预期（%）

一、地区生产总值 6%左右

二、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完成数与上年持平

三、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7%

四、区属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数与上年持平

五、居民收入增长 6%左右

六、粮食总产量 10.42 万吨以上

七、生态环境指标 市定目标内

八、登记失业率 控制住 2.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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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人口数

(万人) 城镇

人口（万人）

城镇

化率（%）

西宁市年末人口 248.1 199.9 80.6

一、市区年末人口

1.城东区 49.03 49.03 100

2.城中区 32.92 32.84 99.76

3.城西区 33.03 33.03 100

4.城北区 42.07 41.39 98.38

5.湟中区 39.62 16.3 41.14

二、区县年末人口

1.大通县 40.42 21.42 52.99

3.湟源县 11.01 5.89 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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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元）

注：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由区财政局提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国家统计局湟中调查队提供，旅游综合收入由

区文体旅游局提供。

主要指标

3月 6 月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一、地区生产总值 54.1 2.8 105.1 7.9

一产 4.1 0.5 7.04 4.7

二产 36.8 6.2 69.4 8.9

三产 13.3 -3.3 28.7 6.6

二、工业增加值 2.6 4.5

区 属 -3.1 18.0

甘河园区 3.1 3.4

三、固定资产投资全区（含房） 55.5 67.3

固定资产投资区属（非房） 148.8 26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6.4 3.0 12.5 19

五、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0.9 -4.9 1.5 -3.8

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411 2.2 14547 3.3

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139 6.1 8215 8.7

八、旅游综合收入 2.4 4.7 5.2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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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

9月 12 月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一、地区生产总值 157.9 5.8 242.1 6.8

一产 22.2 4.1 30.1 4.7

二产 88.4 6.7 148.5 8.7

三产 47.3 5.3 63.5 4.6

二、规上工业增加值 9.7 10.5

区 属 8.3 11.8

甘河园区 9.8 10.3

三、固定资产投资（含房） 24.9 29.6

固定资产投资（非房） -4.2 4.5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19.1 12.5 25.9 16.4

五、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2.1 -5.7 3.16 1.3

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981 3.6 37798 4.0

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172 8.4 16268 8.1

八、旅游综合收入 11.5 27.3 13.03 44.2

注：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由区财政局提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国家统计局湟中调查队提供，旅游综合收入由

区文体旅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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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

3月 4 月 5 月 6 月 7月

总

量

增

速%

总

量

增

速%

总

量

增

速%

总 量

增

速%

总

量

增

速%

一、地区生产
总值 57.72 3.5 106.4 2.1

一产 3.84 4.2 6.6 4.0

二产 39.13 0.9 70.76 2.4

三产 14.75 9.1 29.1 1.0

二、规上工业
增加值 4.4 7.0 8.9 9.2 9.3

区属 -2.9 -9.2 -11.7 -15.8 -20.8

甘河园区 5.1 8.6 10.9 11.5 12.0

三、固定资产
投资（含
房）

-35 -40.1 -54.3 -42.9 -38.1

固定资产投
资（非房） -44.2 -43.2 -49.3 -34.4 -27.8

四、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 6.2 -3.0 7.45 -4.5 9.87 -4.7 11.9 -4.7 13.5 -4.3

五、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0.65 -25.7 0.87 -16.7 0.99 -18.7 1.1 -24.9 1.4 -22.6

六、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7722 4.2 15292 5.1

七、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5518 7.4 8907 8.4

八、旅游综合
收入 3.1 44.3 4.01 36.7 5.5 46.5 6.8 38.1 10.3 23.3

备注：见第 4页备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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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

8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总

量

增

速%

总

量

增

速%

总

量

增

速%

总

量

增

速%

总

量

增

速%

一、地区生产
总值

163.7 3.3

一产 20.6 3.9

二产 93.4 4.5

三产 49.7 1.0

二、规上工业
增加值 8.9 8.4 8.4

区属 -21.1

1

11 10.9

甘河园区 11.5 -21.4 -20.5

三、固定资产
投资（含
房））

-28.6 -26.3 -22.7

固定资产投资
（非房） -12.7 -9.2 -3.3

四、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 15.51 -3.9 18.43 -3.3 21.28 -2.6

五、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1.53 -21.1 1.71 -18.7 2.02 -17.6

六、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15292 5.1 29364 4.9

七、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8907 8.4 13086 7.5

八、旅游综合
收入 14 29.5 15.1 31.3 15.96 30.7

备注：见第 4 页备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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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财政收支数据由区财政局提供。

指标名称
本月止

累 计

同 比

增减(%)

一、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1637108 3.3

第一产业 206170 3.9

第二产业 933625 4.5

其中：工 业 861137 7.6

建筑业 72488 -16.5

第三产业 497312 1.0

二、财政收支（万元）

1.地方财政收入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20210 -17.6

其中:税收收入 15363 -15.5

非税收入 4847 -23.6

政府性基金收入 594 -89.3

2.地方财政支出

（1）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454760 13.0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8246 13.4

公共安全支出 10963 11.7

教育支出 79667 -2.1

科学技术支出 207 -48.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3288 1.7

卫生健康支出 34374 -10.9

节能环保支出 34255 37.9

城乡社区支出 30186 57.4

（2）政府性基金支出 7474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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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本月止

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一、农业总产值(万元,现价) 341849 3.93

农 业 194454 3.98

林 业 2076 18.16

牧 业 144849 3.7

农林牧渔服务业 470 3.78

二、主要产品产量(吨)

肉类产量 18868 -12.3

#：猪 肉 5338 -16.5

牛 肉 10046 -9.7

羊 肉 2959 -13.4

禽蛋产量 1469 222.9

牛奶产量 10896 -21.9

蔬菜产量（吨） 193887 1.05

三、季末牲畜存栏头数(万头)

牛 9.83 -28.13

羊 29.63 -16.87

猪 4.38 -46.2

鸡 21.6 -5.5

四、蔬菜播种面积（亩） 108449 1.55

备注：1.农业数据为季度经济指标，同比增减为可比价增减。

2.主要产品产量和季末牲畜存栏头数由国家统计局湟中调查队提供。



9

注：工业增加值增速按可比价计算。

指标名称

累计同

比增减

（%）

一、规上工业总产值 9.5

按属地分：甘河园区 10.6

区 属 -18.3

二、规上工业增加值 8.4

按属地分：甘河园区 10.9

区 属 -20.5

三、规上工业销售产值 10.4

其中：甘河园区 11.5

四、规上工业产品产销率(%) 99.06

其中：甘河园区 99.02

区 属 100.46

五、规上工业企业数（个） 62

其中：甘河园区 50

区 属 12

六、规上工业亏损企业数（个） 25

其中：甘河园区 21

区 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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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本月止

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一、城乡居民收入(元)

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465 6.7

2.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364 4.9

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086 7.5

二、旅游总人数(万人次) 534.1 31.9

1.过夜游客人数(万人次) 53.4 13.2

2.一日游游客人数(万人次) 480.7 34.4

其中:塔尔寺景区 200.12 12.1

三、主要旅游景区接待情况

1.塔尔寺景区门票收入(万元) 8913 12.3

2.新华联童梦乐园门票收入(万元) 6984 2.2

四、旅游总收入

旅游总收入(万元) 159566 30.7

注：城乡居民收入由国家统计局湟中调查队提供；旅游数据由区文体旅

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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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中的价格指数均为累计同比数。

指标名称 单位
本月止

累 计

同 比

增减(%)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212842 -2.6

1.城镇 144009 2.96

2.乡村 68833 -12.5

二、物价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100.3

#食品烟酒类价格指数 % 96.8

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入库情况

项目入库个数 个 59

其中：5000 万以上 个 9

固定资产投资

含房 % -26.3

非房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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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人民币存贷款余额数据由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提供。

指标名称 完成数
同 比

增减(%)

一、人民币各项存款（亿元）
197.5 10.5

其中：住户存款 162.5 10.1

非金融企业存款 13 13.4

广义政府存款 21.96 -13.6

二、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142.4 12.8

其中：住户贷款余额 75.3 12.1

企事业单位贷款 67.1 15.4

企业总数

三、“四上”企业法人单位数 120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62

其中区属 12

有资质的建筑业 18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6

规模以上服务业 12

其中区属 6

限额以上批零业 19

其中区属 9

限额以上住餐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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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市定目

标 (%)

本月止

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一、生产总值（亿元）

东 区 244.3 2.0

中 区 266.6 3.0

西 区 358.1 2.8

北 区 200.9 3.4

湟 中 163.7 3.3

大 通 112.8 1.8

湟 源 25.6 7.5

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东 区 -4.9

中 区 -23.8

西 区 -3.2

北 区 0.3

湟 中 -22.7

大 通 48.3

湟 源 34

三、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亿元）

东 区 4.3 15.6

中 区 4.2 -11.9

西 区 9.13 6.7

北 区 5.61 -13.7

湟 中 2.02 -17.6

5.35 -4.4

湟 源 1.35 -1.6

四、规上工业增加值（不含园区、%）

东 区 -15.8

中 区 9.8

西 区 4.7

注:1.生产总值为现价,增速按可比价计算。

2.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为含房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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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市定目

标 (%)

本月止

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北 区 4.7

湟 中 8.4

大 通 -2.2

湟 源 8.6

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东 区 120.41 -3.0

中 区 95.29 -3.4

西 区 140.86 -2.5

北 区 119.4 -2.9

湟 中 21.28 -2.6

大 通 11.63 -1.7

湟 源 3.17 -1.5

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东 区 33369 4.4

中 区 33939 4.6

西 区 34886 4.7

北 区 32738 4.6

湟 中 18465 6.7

大 通 21100 6.1

湟 源 20084 5.9

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东 区 - -

中 区 - -

西 区 - -

北 区 - -

湟 中 13086 7.5

大 通 12754 7.1

湟 源 14339 7.2

注:全年目标数四区为市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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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单位
本月止

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一、全体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8371 6.1

工资性收入
元 13234 4.6

家庭经营收入
元 2106 15.7

转移性收入
元 2586 4.4

财产性收入
元 445 22.5

全体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13989 1.0

①食品 元 4145 17.7

②衣着 元 952 7.2

③居住 元 2312 -20.3

④生活用品及服务 元 852 7.2

⑤交通通信 元 2344 -20.1

⑥教育文化娱乐 元 911 12

⑦医疗保健 元 2080 17

⑧其他商品和服务 元 393 79.1

注:城乡居民收支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湟中调查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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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城镇居民收支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湟中调查队提供。

指标名称 单位
本月止

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一、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元 29364 4.9

工资性收入 元 23158 4.3

家庭经营收入 元 2361 12.5

转移性收入 元 2268 2.8

财产性收入 元 1178 9.4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17790 0.5

①食品 元 5478 31.6

②衣着 元 1239 6.6

③居住 元 2942 -47.5

④生活用品及服务 元 1419 -1.6

⑤交通通信 元 2810 4.3

⑥教育文化娱乐 元 1333 41.4

⑦医疗保健 元 2167 55.9

⑧其他商品和服务 元 403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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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农村居民收支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湟中调查队提供。

指标名称 单位
本月止

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一、农村常驻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3086 7.5

工资性收入
元 8464 5.2

家庭经营收入
元 1983 17.6

转移性收入
元 2547 5.3

财产性收入
元 93 362.4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12162 1.4

①食品 元 3514 9

②衣着 元 814 7.6

③居住 元 2009 25.9

④生活用品及服务 元 580 19.8

⑤交通通信 元 2120 -30.4

⑥教育文化娱乐 元 708 -5.8

⑦医疗保健 元 2039 3.8

⑧其他商品和服务 元 389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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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法》第六条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统

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的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统计

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

式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及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

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

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统计法》第七条规定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

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

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

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统计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应

当依法履行职责，如实搜集、报送统计资料，不得伪造、篡

改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

实的统计资料，不得有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

《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第三条规定：地方、

部门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员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

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自行修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数据的；

（二）强令、授意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统计机构、

统计人员或者其他有关机构、人员拒报、虚报、瞒报或者篡

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数据的；

（三）对拒绝、抵制篡改统计资料或者对拒绝、抵制编

造虚假数据的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

（四）对揭发、检举统计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员进行打击

报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