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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区 2022 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上半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部门积极应

对经济下行带来的不良影响，强化工作责任，狠抓工作落实，

不断克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牢牢把握工作重点，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突出工业经济发展。上半年，全区经济

保持健康、稳定运行态势。

一、 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

（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三次产业结构稳定。上半年，

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1.69 亿元，同比增长 3.6%。增速高

于全市平均水平 1.1 个百分点，排名全市第一。分三次产业

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 1.53 亿元，同比增长 4.7%；第二

产业增加值完成 22.10 亿元，同比增长 4%；第三产业增加值

完成 18.06 亿元，同比增长 3.2%。三次产业结构为 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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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上半年三次产业结构

（一）农牧业生产保持稳定。上半年，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完成 2.84 亿元，同比增长 4.81%。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

5595 万元。同比增长 4.23%；牧业总产值完成 20475 万元。

同比下降 0.29%；林业总产值完成 1804 万元。同比增长 228%。

目前，共存栏畜禽 32.53 万头（只），出栏畜禽 10.24 万头

（只），肉、蛋、奶产量分别达 3231 吨、818.9 吨、1130.4

吨。

（二）工业经济拉动作用明显。今年我区规模以上工业

增速持续攀升，得益于重点工业企业的产能增长。上半年，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3，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41.1 个百分点。从全市情况来看，我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位列第一，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48.6 个百分点。从运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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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重点企业对全区工业的贡献

明显，海东供电、弗迪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海东电力累

计产值同比增速为 16.3%，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增长

7.49 个百分点；弗迪累计产值同比增速为 612.8%，拉动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增 58.63 个百分点，贡献明显。其余 14

家企业产值占规上总量的 7.5%，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的贡

献率为-9.7%，拉底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5.8 个百分点。

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各月增加值增速

（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缓。上半年，全社会投资完

成 27.68 亿,同比增长 0.43%。分三大块看:区管投资完成

10.71 亿元，同比下降 3.16%，其中：项目投资完成 6.99 亿

元，占比 65%，房地产投资完成 3.72 亿元，占比 35%。河湟

新区完成 11.49 亿元，同比下降 30.35%，机场三期完成投资

5.48 亿元。从投资类型看，项目投资完成 16.97 亿元，同比

增长 55.8%，房地产投资完成 10.71 亿元，同比下降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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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次产业来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0.7%；第二产业投

资同比增长 157.9%;第三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13.6%。

2022 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各月增速

（四）消费品市场稳步运行。上半年，我区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完成 10.06 亿元，同比下降 7.6%。从消费地区来看，

城镇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9.79 亿元；乡村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0.27 亿元。批发、零售业销售额分别完成 13.09、11.34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5%、2.7%；住宿、餐饮营业额分别完成

0.05、1.36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2.3%、12.8%。

（五）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升。上半年，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完成 11905 元,同比增长 6.8%，增速较一季度加

快 1.2 个百分点。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031 元，同比增长 5%，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0.4 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118 元，同比增长 6.5%，增速较

一季度加快 0.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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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政收支运行平稳。上半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完成 9621 万元，同比下降 20.5%，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1.6

个百分点。完成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113004 万元，同比

增长 1.91%，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1.8 个百分点。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工业各企业发展不均衡。今年以来，我区工业增

长完全依靠海东电力和弗迪支撑。从拉动情况来看，海东电

力拉动 7.5 个百分点，从近年数据来看海东电力对规上工业

的贡献情况基本稳定。弗迪拉动 58.6 个百分点，其高速增

长属于本年产值较高和上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影响，无法持续。

其余 14 家企业中，7 家企业产值均有两位数增长，但产值占

比仅为 4.6%，仅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1.85 个百分点。

其余 7 家企业产值均为负增长，拉低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7.7 个百分点。

（二）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加大。全区投资重大项目不多、

落地慢，重点项目开工进度不快，新开工项目少，且随着同

期基数增大，后段投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但很难保持高速

增长。根据在库项目和已完成的投资情况来看，在库投资项

目投资结构不合理。本年区管形成的有效投资主要以政府投

资为主，其中：政府投资占比 39.2%，房地产投资占比 34.6%，

房地产投资较上年下降 32.6 个百分点，减少投资 4.2 亿元，

是本年区管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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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产业发展动力不足。上半年，受疫情影响，

批零住餐等传统服务业经济总量小，发展缓慢。劳动工资难

以保持增长。

三、下一步打算

（一）加强工业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密切监控工业企业

生产经营态势，及时发现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每

月对工业企业运行状况进行分析预警，为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提供有力保障。

（二）强化投资要素保障。我区将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

做好土地收储，提高土地利用率，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用地

保障。同时，认真对照目标任务和项目计划，逐一梳理核对

项目投资入库情况，掌握项目建设情况及投资进度，对照目

标任务和项目计划，逐一梳理核对项目投资入库情况，做到

应统尽统，确保形成新的支撑项目投资。

（三）抓实新建企业入库工作。加大新建企业入库工作

力度，切实把新建企业入库工作落到实处，及时摸清梳理并

妥善解决拟入规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符合入库条件的

企业认真做好入规前申报材料等相关准备工作，大力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

（四）积极扩大消费需求，提升行业质态。增强消费能

力、丰富消费方式、保护消费者权益等多方面着手，全面提

振消费信心。围绕居民吃穿用住行和服务消费的升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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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形成若干发展势头良好、带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加

强消费保障，让消费者放心、舒心消费。

本期报:区委､人大､区政府､区政协､省统计局､市统计局

送:组织部、宣传部、考核办、督察室、发改局、工业与商

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