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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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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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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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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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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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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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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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前三季度农业总产值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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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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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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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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前三季度各区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四）区管投资增速趋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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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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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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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前三季度区管投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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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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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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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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前三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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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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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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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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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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报:区委(3)､人大(2)､区政府(5)､区政协(2)､省统计局(3)､市

统计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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