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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平安区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元、% 

指 标 名 称    本 期  同 期 增 速 

国内生产总值(现价) 60.678  54.25   5.66 

其中：第一产业 3.861  3.44   4.8 

第二产业 31.799  28.72   10.5 

第三产业 25.018  24.29   1.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51 11.80  2.2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8147 17196  5.5 

城镇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24973 23858  4.7 

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9388 883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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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平安区主要经济指标  续表 
单位：亿元、% 

 指 标 名 称 本 期 同 期 增 速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 22.0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39.09  28.42  37.50  

  其中：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3.53  3.62  -2.40  

     一般性工业投资 \ \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2.24  1.85  21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18.00  16.40  9.70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174.39  169.31  3.00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182.28  174.76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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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各县区季度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区 县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海东市 336.6  4.5  49.2  4.8  136.4  7.7  151.0  1.8  

平安区 60.68  5.7  3.86  4.8  31.80  10.5  25.02  1.2  

乐都区 70.0  2.0  10.9  4.8  27.1  2.4  32.0  0.6  

民和县 67.9  4.9  8.4  4.9  26.7  4.9  32.9  4.8  

互助县 73.9  4.5  14.0  4.8  25.7  10.3  34.1  0.3  

化隆县 36.2  6.5  6.7  4.8  15.7  11.2  13.8  2.3  

循化县 27.9  5.3  5.3  4.8  9.5  9.7  13.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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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各县区季度主要经济指标  续表一 
单位：亿元、% 

区 县 

区固定资产 

投资 

规上增加 

值增速 

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公共财政 

预算支出 

增速 增速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海东市 5.7  3.5  22.1  26.6  178.1  0.1  

平安区 -5.11  22.0  2.24  21.0  18.0  9.8  

乐都区 23.2  -16.9  3.7  8.9  26.4  -8.3  

民和县 -5.5  8.8  2.4  4.6  33.4  0.1  

互助县 0.7  -22.4  3.2  21.7  34.8  11.1  

化隆县 -18.5  17.0  1.4  39.8  23.6  5.8  

循化县 -33.5  2.5  0.7  -11.7  17.3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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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各县区季度主要经济指标  续表二 
单位：亿元、元、% 

区 县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城镇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海东市 88.04  3.7  14210  5.9  23908  4.8  8725  5.6  

平安区 15.51  2.2  18147  5.5  24973  4.7  9338  5.7  

乐都区 17.18  4.8  16282  5.7  24555  4.8  9614  5.6  

民和县 21.00  4.1  13569  5.7  21745  4.7  9207  5.4  

互助县 18.65  4.2  14180  6.0  24690  4.9  9091  5.7  

化隆县 7.59  3.3  12696  6.0  24026  4.9  7148  5.4  

循化县 8.12  2.2  10978  6.5  24941  4.8  7363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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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各州市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区 县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全省 2170.1 1.2 172.9 4.5 844.0 2.9 1153.2 -0.5 

西宁 1024.9 1.3 39.4 4.4 267.6 6.9 718.0 -0.8 

海东 336.6 4.5 49.2 4.8 136.4 7.7 151.0 1.8 

海北 52.3 -0.7 18.7 4.6 10.3 -9.6 24.3 0.2 

黄南 58.9 4.1 10.0 4.9 20.2 6.7 28.7 2.2 

海南 107.0 1.6 16.7 4.7 57.8 0.6 32.4 1.9 

果洛 24.5 2.9 4.6 4.3 1.0 9 14.0 0 

玉树 35.1 -1.9 18.0 4.4 2.7 -30.7 14.4 -1 

海西 517.0 -1.5 16.6 4.8 335.8 -1.7 164.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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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各州(市)主要经济指标  续表一 
单位：亿元、% 

区 县 
规上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增速 增速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全省 1.3 -1.3 219.0 5.3  1352.9  3.3  

西宁 1.1 -22.4 98.2 33.3 212.6  -4.9 

海东 3.5 5.7 22.1 26.6  178.1  0.1  

海北 11.4 0.4 4.1 39.9  72  8.9  

黄南 14.7 5.7 3.5 29.9  85.4  4.7  

海南 2.9 126.9 9.8 57.9  61.9  1.9  

果洛 319.1 12.5 1.6 34.3  67.7  -0.6  

玉树 _ 26.7 1.5 8.1  93.2  5.4  

海西 -0.5 -28.2 59.1 22.9  99.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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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各州(市)主要经济指标  续表二 
单位：亿元、元、% 

地区 
消费品零售总额 全体居民收入支 城镇居民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全省 16844 5.8 25414 4.7 8300 6.1 16844 5.8 

西宁 22213 5.1 27381 4.5 9887 6.1 22213 5.1 

海东 14210 5.9 23908 4.8 8725 5.6 14210 5.9 

海北 14781 5.6 25147 4.1 9652 5.1 14781 5.6 

黄南 12395 6.9 24314 5.0 6909 4.6 12395 6.9 

海南 14493 6.0 23867 4.0 9239 5.0 14493 6.0 

果洛 11805 5.6 26910 5.2 6945 4.9 11805 5.6 

玉树 12968 6.1 26159 4.8 5802 6.8 12968 6.1 

海西 21229 5.0 25653 4.4 11834 6.9 2122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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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 年 上 年 增 速 

地区生产总值 606788 564479 5.66 

 第一产业 38606 34386 0.8 

     农、林、牧、渔业 38896 34664 4.7 

 第二产业 317998 287232 10.5 

    工业 167479 151458 14 

    建筑业 150519 135774 7.6 

 第三产业 250185 242862 1.2 

   批发和零售业 15428 15287 -1.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3592 34946 -1.6 

住宿和餐饮业 8470 8041 4.5 

金融业 27091 26053 0.4 

房地产业 25469 22923 3.2 

其他服务业 139845 13533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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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 
单位：万元、% 

地 区 
总产值 

可比增长 
本年 上年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65377
 

57784
 

4.74
 

农业 33750
 

31450
 

5.68
 

林业 1133
 

1000
 

13.30
 

牧业 29989
 

24849
 

3.28
 

渔业 30
 

30
 

0
 

农业牧渔服务业 475
 

45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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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各县区农业总产值及增加值 
单位：万元、% 

地  区 
总产值 可比 

增长 本年 上年 

海东市 862550 769568 4.76  

平安区 65377 57784 4.74  

乐都区 186051 167046 4.75  

民和县 142720 126312 4.76  

互助县 265277 237680 4.75  

化隆县 113896 101777 0.76  

循化县 89229 78969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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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各县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单位：% 

区  县 本期 同期 

海东市 3.50  0.00  

平安区 22.00  -13.84  

乐都区 -16.90  -12.00  

民和县 8.80  4.50  

互助县 -22.40  6.50  

化隆县 17.00  7.80  

循化县 2.50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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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规上工业产品产量 
单位：% 

产品名称 单 位 本 年 上 年 增 速 

铁合金 吨    5613 4861 15.5 

建筑用天然石料 立方米    11938 249163 -95.2 

混凝土 立方米   487793 601280 -18.9 

铝材 吨   0 1537 -100.0 

供电量 万千瓦时   964636 872685 10.5 

饲料 吨   7020 17502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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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及增速 
单位：吨标准煤、% 

区  县 
综合能源消费量 

增速 
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 

规上工业单位增

加值能耗增速 本年 上年 

海东市 1900692  1825601  4.11  3.50  0.59  

平安区 57748  45708  26.34  22.00  3.56  

乐都区 580901  586812  -1.01  -16.90  19.12  

民和县 846923  810678  4.47  8.80  -3.98  

互助县 283749  265711  6.79  -22.40  37.61  

化隆县 130212  114304  13.92  17.00  -2.64  

循化县 1159  2387  -51.42  2.50  -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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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 

指标名称                               本 期 指标名称 同 期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额  

37.5 三、按产业分  

   其中：民间投资  70.6    第一产业  -54.4 

 一、按投资类型分      第二产业  -2.4 

   项目投资  -9.2    其中：工业  -2.4 

   房地产开发与投

资  

130.2    一般性工业投资  

50.6  二、按登记注册类

型分  

    第三产业  50.6 

   国有投资  17.7 四、按构成分  

   有限责任公司投

资  

12.4     建筑、安装

工程 

32.7 

   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  

27.1     设备工具器

具购置 

67.2 

   私营个体投资  108     其他费用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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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各县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速 
单位：亿元、% 

区  县 
总 量 

增 速 
本 年 上 年 

海东市 88.04  84.78 3.7  

平安区 15.51  15.17 2.2  

乐都区 17.18  16.36 4.8  

民和县 21.00  20.14 4.1  

互助县 18.65  17.87 4.2  

化隆县 7.59  7.34 3.3  

循化县 8.12  7.9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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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各县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区县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本年 上年 增速 

海东市 14210 13422 5.9  

平安区 18147 17196 5.5  

乐都区 16282 15399 5.7  

民和县 13569 12840 5.7  

互助县 14180 13374 6.0  

化隆县 12696 11975 6.0  

循化县 10978 10307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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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各县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区县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本年 上年 增速 

海东市 23908 22813 4.8  

平安区 24973 23858 4.7  

乐都区 24555 23430 4.8  

民和县 21745 20768 4.7  

互助县 24690 23536 4.9  

化隆县 24026 22909 4.9  

循化县 24941 23789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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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各县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区县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本年 上年 增速 

海东市 8725 8265 5.6  

平安区 9338 8831 5.7  

乐都区 9614 9101 5.6  

民和县 9207 8735 5.4  

互助县 9091 8603 5.7  

化隆县 7148 6782 5.4  

循化县 7363 6959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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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增速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本 年 上 年 增 速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22433  18542  21.0  

1、税收收入小计 18618  11199  66.2  

增值税 6756  3152  114.3  

改征增值税 5764  2487 131.8  

企业所得税 1252  938 33.5  

营业税 0  0  

个人所得税 838  867 -3.3  

城市维护建设税 2578  2477 4.1  

印花税 238  244 -2.5  

车船税 998  895 11.5  

耕地占用税 11  127 -91.3  

契税 0  9  -100.0  
2、非税收入小计 5  3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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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及增速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本 年 上 年 增 速 

支 出 合 计 192073 191047 0.5  

一、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合计 180009 164005 9.8  

一般公共服务 16946 18104 -6.4  

公共安全 5720 5628 1.6  

教育 22186 23206 -4.4  

科学技术 182 369 -50.7  

文化体育与传媒 1406 1138 23.6  

社会保障和就业 16649 19157 -13.1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11543 12060 -4.3  

节能环保 5052 4217 19.8  

城乡社区事务 26145 69868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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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及增速  续表一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本 年 上 年 增 速 

  农林水事务 57958 1090 5217.2  

  交通运输 1926 2016 -4.5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124 1768 -36.4  

商业服务业等事务 494 1600 -69.1  

  金融支出 0 23 -100.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支出 822 1978 -58.4  

  住房保障支出 5029 1285 291.4  

  灾害救灾及应急管理支 732 498 47.0  

其他支出 0 0 0 

债务付息 9 0  

二、政府基金预算支出合计 12064 27042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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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各县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表 
单位：亿元、% 

地  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本年 

（万元） 

上年 

（万元） 

增速 

合  计 221477  174934  26.6  

平安区 22431  18542  20.97  

乐都区 37159  34109  8.94  

民和县 23895  22843  4.61  

互助县 32498  26700  21.72  

化隆县 14058  10056  39.80  

循化县 7131  8073  -11.67  

市本级 44469  31491  41.21  

工业园区 39836  23120  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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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各县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亿元、% 

地  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本年 

（万元） 

上年 

（万元） 

增速 

合  计 1781037  1779266  0.10  

平安区 180009  164005  9.76  

乐都区 264167  288045  -8.29  

民和县 333521  333341  0.05  

互助县 348337  313553  11.09  

化隆县 236240  223258  5.81  

循化县 173184  173180  0.00  

市本级 159376  263241  -39.46  

工业园区 86203  20643  3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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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各县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单位：万元、% 

地 区 
存款余额 

本年 上年 增速 

海东地区 6181238 6243675 -1.00 

平安区 1564480 1395611 12.10 

乐都区 1316528 1405046 -6.30 

民和县 1003713 1032627 -2.80 

互助县 1246410 1236518 0.80 

化隆县 474261 558611 -15.10 

循化县 575845 57014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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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各县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单位：万元、% 

地 区 
贷款余额 

本年 上年 增速 

海东地区 4640168 4070323 14.0 

平安区 1944988 1768171 10.00 

乐都区 779155 701941 11.00 

民和县 543222 468295 16.00 

互助县 823487 674989 22.00 

化隆县 286675 273024 5.00 

循化县 262639 215278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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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 

 

 

 



 

28 
 

平安区 2020前三季度经济运行分析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发展态势稳中有忧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区委区政

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紧

盯全面目标不动摇，紧扣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奋力会展黄金季，

经过努力，前三季度我区经济经受住了疫情的冲击保持总体平

稳，同时也稳中有忧。 

一、经济运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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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稳定。前三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完成 60.67亿元，同比增长 5.6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86

亿元，同比增长 4.8%。第二产业增加值 31.79 亿元，同比增长

10.5%。第三产业增加值 25.02亿元，同比增长 1.2%。第一、二、

三产业分别拉动地区生产总值 0.3、4.79、0.57个百分点，三次

产业比重为 6.4∶52.4∶41.2。 

 

2020 年前三季度各区县 GDP 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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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农牧业发展总体向好。前三季度，降水、气候、土壤

墒情适宜，农作物长势喜人，农业生产稳中有升。全区农林牧渔

总产值完成 6.54亿元，同比增长 4.74%。完成农作物播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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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5万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16.17 万亩，较去年增加

1.25%，完成农业产值 3.38亿元，同比增长 5.68%。牛、羊出栏

呈增长态势，畜牧业现代化水平提高,畜牧业效率提升，完成牧

业产值 2.99亿元，同比增长 3.28%。全区共存栏生猪存栏 2.48

万头，出栏 2.73万头；牛存栏 3.22万头，出栏 1.87万头；羊

存栏 8.45万只，出栏 10.67万只；鸡存栏 13.94万只，出栏 7.23

万只。肉、蛋、奶产量预计分别达 6554吨、955吨、4553吨。

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45.8％。 

（三）工业经济持续增长。今年以来，我区从财税支持、企

业减负、要素保障等方面帮助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提振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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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积极挖掘企业增长潜力，帮助企业增产增效。前三季度，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 34.2亿元，同比增长 9.7%；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2%，增速位列全市前列。当前我区规

上工业企业在库 13家，海东电力、比亚迪、森昌、祁连山商砼

起到带动作用。海东电力产值同比增长 4.6%，产值增速较上年同

期提升 20.6个百分点，拉动规上工业增长 9.44个百分点；比亚

迪产值占规上产值 7.4%，贡献率达到 51.7%，高于海东供电贡献

率 8.8个百分点，拉动规上工业增长 11.37个百分点。祁连山商

砼、森昌燃气今年以年产值保持快速增长，同比增长分别为

84.5%、30.7%，分别拉动规上工业增长 1.2、1.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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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前三季度各区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四）区管投资增速下降。前三季度，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 37.5%，其中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70.6%。按投资类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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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同比下降 9.2%，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130.2%。按

产业分，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54.4%；第二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2.4%，其中工业投资同比下降 2.4%；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6%。按三大块报送渠道看：区管投资下降 5.11%、河湟新区增

长 546.5%、城投公司下降 95.04%，占全社会投资总量的比重分

别为 33%，65.6%，1.4%。 

  （五）市场销售基本稳定。受疫情影响，全区批发零售业、住

宿餐饮业等受到严重冲击，一季度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下降 7.9%，经过上半年各项工作的扎实推进，各种促销费活动加

速落地，全区夺取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前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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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15.51亿元，同比增长 2.2%，较一

季度提升 10.1个百分点。从行业看，批零住餐四个行业全面回

暖。批发业销售额、零售销售额、住宿业营业额、餐饮业营业额

分别增长 1.7%、1.1%、-5.9%和 0.8%，较 1-6 月分别提升 3.9、

1.9、15.7和 14.9个百分点。 

  （六）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提升。前三季度，全体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8147元，同比增长 5.5%，增速环比提升 0.6个百分点；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973元，同比增长 4.7%，增速环

比提升 0.9个百分点；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338元，

同比增长 5.7%，增速环比提升 0.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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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财政金融运行稳健。前三季度，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2.24亿元，同比增长 21%，增收 3891万元，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的 86%，超序时进度 11个百分点。全区累计完成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18亿元，同比增长 9.7%，比上年增加了 1.6亿元。全区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141.24亿元，贷款总额 177.45亿元。 

二、存在困难和问题 

   目前，我区经济发展处在新旧动能转换化期，新产业发展缓

慢，新动能尚未形成，短期内难以形成带动全区经济提质增效，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多，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巩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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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业发展制约因素较多。我区特色农牧业规模偏小，产

业化程度不高，部分农业基础设施配套不够完善，制约大型农机

使用，传统粗放经营模式依然普遍。全区农产品附加值不高，畜

产品规模小、效益弱，生产与市场衔接不紧密，农牧业缺劳力、

缺技术的问题日渐突出。 

  （二）经济稳增长依然面临困难。前三季度，第二产业拉动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 4.79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拉动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 2.9 个百分点。建筑业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89 个百分

点。我区规模以上工业多为高载能企业，企业规模小、抵御市场

风险能力弱。不少企业经营管理粗放、经济效益不高，工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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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持续较快增长的后劲不足。比亚迪、森昌、祁连山商砼 3家

企业受上年同期基数的影响，产值增速均有所下滑，其中比亚迪

受同期基数的影响最大，三季度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11.4

个百分点，较上半年降低 4.4个百分点。森昌、祁连山商砼拉动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较上半年降低 0.7、0.5 个百分点。其

余 9家企业完成工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的 6.2%，拉低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 1.2个百分点。同时，本年培育企业博丰、博发矿业

因无法保证后续正常生产不能入库，规上工业增长缺乏支撑，增

长后劲不足。前三季度，我区建筑业企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76.5%，

增速较上半年下降 17.8个百分点，我区目前建筑业企业 1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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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家企业没有产值入库，5家企业产值负增长。企业规模小、

市场竞争力弱的现状短期内难以得到改变。随着时间推移，受季

节性等因素影响建筑业企业产值增速将进一步下滑。二产增长后

劲不足，将影响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态势，完成年度预期目标

有困难。 

   （三）区管投资增长压力不小。三季度，全区没有大项目申

请入库，支撑要素不足。小南山开发项目、力盟行署东西片区开

发项目投资短期内无法纳入统计。年初确定的 125个项目整体进

度滞后，开复工率为 76.8%，到目前仍然有 2项续建项目未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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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项目 27项未开工。开工率不足，项目储备不足，区管投资

后续增长压力大。 

   （四）消费市场对经济的拉动有限。第三产业中其他服务业

增加值占比达到 51.9%，传统消费行业缺乏竞争优势，电子商务、

文化旅游等新兴产业没有真正形成对全市经济的辐射带动效应。

消费升级加快，网上购物、异地消费、疫情等多因素叠加，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受限。人口基数小，旅游资源少对外来人口

吸引力相对较弱，规模以上服务业规模小、数量少的现状仍未得

到改善，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有限。 

三、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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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优化农牧业产业结构。依托富硒资源优势，加快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着力扩大金丝皇菊、油用牡丹、中药材、苦

荞等经济作物和蔬菜作物种植面积，建成特色现代农业示范区。

以生态牧场和家庭农牧场为重点，带动一批家庭牧场规范化规模

化养殖，实现牲畜存栏增长，推进农牧业品牌化，加大品牌影响

力，带动第一产业发展。 

   （二）培育工业新增长点。经济增长依靠实体经济企业，新

增企业是提升我区增速的重要途径，需高度重视，需进一步加大

工作力度。尽快培育达到入规条件的工业企业纳规入统，坚持大

企业和小企业发展并重，做大做强大企业，选精扶优小企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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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构建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推进工业经济持续发展，为全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三）切实抓好项目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加强投资项目

的监督管理，协调解决限制项目建设各项因素，推进项目快速建

设。对在建未入库项目和拟开工项目加快完善手续，并尽快开工

建设，及时入库入统，确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强力拉动。 

   （四）多措并举促进消费市场发展。一是扩大内需，促消费

繁荣。通过旅游业辐射带动、招商引资等方式大力吸纳外来消费，

实现市场消费持续繁荣。二是积极开展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出台

刺激消费的办法和举措。激发消费潜力，促进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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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稳步增长。三是对照全年目标任务，全面排查梳理，抓好“纳

限入统”、重点服务业企业培育和限下抽样调查工作，夯实服务

业基础数据支撑，确保统计结果能够客观、全面、真实反映区域

经济发展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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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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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区行政区划 

地  区 
行政区划 

代码 

总面积 

(平方公里) 

村委会 

(个) 

居委 

会(个) 

户籍人

口(个) 

城镇人口 

(户) 

乡村人口

(人) 

平安区 630203000 769.15 111 7 493 21525 85033 

平安镇 630203100 106.88 15 5 81 5203 19986 

小峡镇 630203101 73.1 12 

 

63 2942 12272 

三合镇 630203102 164.32 18 1 90 3053 12150 

洪水泉

乡 

630203200 74.12 15 

 

62 1288 4689 

石灰窑

乡 

630203201 80.04 14 

 

43 2297 9021 

古城乡 630203202 111.93 14 

 

77 2739 11859 

沙沟乡 630203203 89.91 10 

 

48 2662 10335 

巴藏沟

乡 

630203204 68.85 13 

 

29 1341 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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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区 2020 年年初户籍人口 

合计 
户数 人口 比重% 男 女 性别比 

41422 126970 100.0 63889 63081 100:101 

比重%   100   50.4 49.6   

平安  52837 41.6 25766 27071 100:95 

小峡  13459 10.6 6525 6934 100:94 

三合  12849 10.1 6715 6134 100:109 

沙沟  11677 9.2 5961 5716 100:104 

古城  13372 10.5 6927 6445 100:107 

石灰窑  9525 7.5 4995 4530 100:110 

洪水泉  8376 6.6 4442 3934 100:113 

巴藏沟  4875 3.8 2558 2317 1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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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区 2020 年年初户籍人口(续) 

合计 
汉族 回族 藏族 土族 其它 非农 农业 

88944 29265 6018 1788 955 55459 71511 

比重% 70.1 23.0 4.7 1.4 0.8 43.7 56.3 

平安 46868 2643 1488 1127 711 
  

小峡 11944 1138 86 181 110 
  

三合 11866 94 740 105 44 
  

沙沟 3465 7213 940 29 30 
  

古城 4824 7321 1148 56 23 
  

石灰窑 3879 4899 676 50 21 
  

洪水泉 4293 4005 32 37 9 
  

巴藏沟 1805 1952 908 20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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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市常住人口 

地区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年均 

增加 

年均 

增长‰ 

海东 144.34 145.43 146.17 147.08 148.02 149.32 1.00 7.84 

平安 10.81 10.92 11.01 11.12 11.27 11.39 0.12 12.16 

乐都 26.89 26.94 27.15 27.39 37.07 27.93 0.22 9.09 

民和 36.07 36.37 36.57 36.82 27.64 37.46 0.26 7.99 

互助 36.66 36.86 36.97 37.28 37.53 37.93 0.24 7.32 

化隆 21.04 21.27 21.29 21.29 21.29 21.31 0.09 4.98 

循化 12.86 13.07 13.18 13.18 13.22 13.3 0.08 7.28 



 

49 
 

平安区历史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60.57 62.5 68.16 73.69 75.50 80.38 

5.53 

35.43 

39.42 

  第一产业 亿元 4.08 4.1 4.23 4.47 4.80 5.53 

   第二产业 亿元 33.37 32.5 34.48 36.59 33.70 35.43 

  第三产业 亿元 23.12 25.9 29.45 32.63 36.90 39.42 

户籍人口 万人 12.88 12.65 12.74 12.74 12.74 12.69 

常住人口 万人 10.81 10.92 11.01 11.12 11.27 11.39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101.4 120.61 117.42 109.89 \ \ 

地方一般预算

收入 

亿元 2.59 2.94 2.45 2.16 2.20 2.44 

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亿元 12.14 13.61 15.17 16.55 17.40 18.51 

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15784 17350 18949 20748 22612 23598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21651 24022 26193 28479 30653 32837 

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7379 8362 9117 9939 10866 1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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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市行政区划 

地 区  

行政 

区划 

代码 

总面积 

(平方 

公里) 

常住 

人口 

(万人) 

乡镇 社区、村委会 

合计 镇 乡 

其中： 

民族 

乡 

合计 社区 村委 

海东市 630200 13160 148.02 94 35 59 19 1664 77 1587 

平安区 630203 750 11.27 8 3 5 5 118 7 111 

民和县 630222 1780 37.07 22 8 14 1 329 17 312 

乐都区 630202 2820 27.64 19 7 12 3 372 18 354 

互助县 630223 3320 37.53 19 8 11 2 309 15 294 

化隆县 630224 2740 21.29 17 6 11 4 376 14 362 

循化县 630225 1750 13.22 9 3 6 4 160 6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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