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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
——2024 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和省、市、区

委全会精神，铆足“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的精气

神，抢前抓早促发展，一季度经济运行开局良好，继续保持

稳健发展势头，经济运行呈现一产、三产稳中向好，二产动

力不足的情况。

一、一季度经济发展运行情况和特点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GDP）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全区

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8.9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6%，增长速度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1.3 个百分点，总量排全

市第 3 位，GDP 增速排全市第 4 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完成 0.73 亿元，同比增长 6%，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0.4 个百

分点，总量排全市第 5 位，增速排全市第 1 位。第二产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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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完成 9.35 亿元，同比下降 0.5%，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0.4

个百分点，总量排全市第 1 位，增速排全市第 3 位。第三产

业增加值完成 8.82 亿元，同比增长 3.4%，低于全市平均水

平 2.7 个百分点；总量排全市第 3 位，增速排全市第 6 位。

全区三次产业结构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3.9:52.3:43.8 调整为

3.9:49.5:46.6，第三产业占比同比提升 2.8 个百分点。

平安区和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及三次产业对比表

指标
计量

单位

平安区 1-3月 海东市 1-3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绝对量 同比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18.9 1.6 102.96 2.9

第一产业 亿元 0.73 6 9.48 5.6

第二产业 亿元 9.35 -0.5 43.7 -0.9

第三产业 亿元 8.82 3.4 49.79 6.1

（一）农业生产发展良好，稳定作用明显。

一季度全区根据省市区相关部署，按照“保粮食、增油

料、稳蔬菜”的种植布局思路，全力做好粮食生产工作。全

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 1.04 亿元，同比增长 5.94%，充分

发挥了农业经济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种植业稳步开展。

年内计划播种面积为 30.45 万亩，其中：粮食作物 16.11 万

亩（小麦 5.27 万亩、蚕豆 1.12 万亩、马铃薯 9.72 万亩），

较去年 16.06 万亩增加 500 亩；油料作物 6.75 万亩，较去

年 6.69 万亩增加 600 亩；蔬菜作物 2.38 万亩，与去年持平；

其他作物 5.21 万亩，较去年 5.35 万亩减少 1100 亩。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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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较快发展。一季度，畜牧业实现增加值 0.92 亿元，按不

变价计算，同比增长 6.89%，畜牧业产值占全区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的比重为 88.6%，实现较快发展。

（二）工业经济低位运行，减缓 GDP 增速

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3.72 亿元，同比下降 32.2%，

比上年同期低 31.6 个百分点。从对经济拉动力来看，今年

一季度工业拉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3.05 个百分点，工业对

经济拉动作用大幅减弱，下拉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规模以上

工业生产情况：全区 15 家规上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17.07

亿元，同比下降 27.7%，全年工业经济将呈低位运行态势。

一季度青海弗迪实业有限公司由于电动车市场一直处于低

迷状态所以锂电池原材料供应不足产值同比下降 80%，拉低

规上工业增加值 31.1 个百分点。海东供电由于本期和同期

数据一直比较平稳产值变化幅度不大，产值同比增长 2.2%，

拉低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1.2 个点。其余 13 家企业中，一

季度产值增长的有 6 家，其产值仅占规上工业产值的 8%。

（三）区管资产投资完成良好，呈快速增长趋势

一季度，全社会完成投资 7.14 亿元，同比下降 11.2%。

其中：区属投资完成 2.67 亿元，同比增长 15.7%、机场三期

完成 3.5 亿元，同比增长 70%、河湟新区完成 0.9 亿元，同

比下降 74%、城投完成 0.047 亿元，同比下降 64.7%。按投

资类型分：项目投资完成 6.08 亿元，同比增长 34%；房地产

开发投资完成 1.06 亿元，同比下降 70%。主要原因：河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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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房地产开工较少，投资缩小，从上年 2.83 亿元下降到 0.4

亿元。区管投资稳定增长。一季度区管投资增速达到 15.7%，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3.4个百分点，主要项目为平安区80MW

集中式光伏平价上网建设项目、恒鼎金城房地产开发项目、

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供油工程。全社会项目入

库及时。计划实施的 100 个项目已开复工 62 项，开复工率

达 62%。2024 年 4 月共入库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14 个，其中：

平安区入库 10 个项目，河湟新区入库 4 个项目。

（四）服务业平稳增长，行业增速涨跌互现

一季度，全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 8.82 亿元，同比增

长 3.4%。从拉动力来看，我区第三产业拉动经济增长 1.58

个百分点，成为全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第三产业保持稳

步增长，主要是由其他服务业增长的有力拉动，其他服务业

实现增加值 3.53 亿元，同比增长 10.1%，有力拉动经济增长

1.87 个百分点。其中：营利性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1.4 亿元，

同比增长 9.9%，有力拉动经济增长 0.76 个百分点，其中表

现较好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其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 60.4%、7.5%、

5.2%；非营利性服务业实现增加值2.1亿元，同比增长10.2%，

有力拉动经济增长 1.11 个百分点，其中表现较好的是教育、

公共管理行业，其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 28.2%、17.4%。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5.5%，拉低经济增速

0.6 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6%，拉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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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速 0.1 个百分点。

（五）消费品市场运行平稳,乡村市场增长较快

一季度，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5.03 亿元，同比

下降 3.7%，增速与全市平均水平持平，消费市场基本面保持

稳定。乡村市场增长快于城镇。从消费地区来看，城镇实现

4.59 亿元，同比下降 11.34%；乡村实现 0.44 亿元，同比增

长 843.2%。从行业分布看，批发业商品销售额 4.26 亿元，

同比增长 4.6%；零售业商品销售额 5.29 亿元，同比增长 0.2%；

住宿业营业额 0.03 亿元，同比下降 6.7%；餐饮业营业额 0.73

亿元，同比持平。互联网经济增长较快。一季度，三家网上

零售企业青海康硒、青海硒域、青海百草旭销售呈两位数增

长，攒金超市、烟草公司、闽龙加油站销量和客流稳定，全

区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7%，拉动经济增长 0.1 个

百分点。2 家互联网平台小鹿医馆、西部优先平稳增长，平

台交易额分别增长 6.1%、30%。

（六）财政收支运行稳定，完成序时进度

一季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0.58 亿元，较上

年同期减收 0.11 亿元，同比下降 15.46 %。其中，税收收入

完成 5835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89.73%，较上年同

期减收 913 万元，同比下降 14.85%。非税收收入完成 599 万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10.27%，较上年同期减收 154 万

元，同比下降 20.4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64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支 1550 万元，同比增长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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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居民收入保持增长，增幅出现回落

一季度，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7811 元，比上

年同期增加 369 元，同比增长 5%，从总量来看，位居全市第

一。分城乡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643 元，同比

增加 365 元，增速为 3.9%；从增速来看，位居全市第 4，

从总量来看，位居全市第 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991

元，同比增加 308 元，增速为 6.6%，从增速来看，位居全市

第 6，从绝对值来看，位居全市第 3。

二、当前经济发展需要关注的问题

总体来看， 全区经济整体呈稳定运行趋势，但受外部

环境及我区工业、投资行业大多为落后、传统行业，缺乏新

质生产力支撑，部分主要经济指标呈低位增长或下降态势，

GDP、工业、建安投资、消费品增速放缓，主要经济指标稳

增长压力巨大。

（一）建安工程增速过低。一季度，建安工程占固定资

产总量的比重为 71.7%，建安工程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

成部分，建安工程完成 5.12 亿元，增速同比下降 23.3%，极

大程度影响我区 GDP 增速。我区建安工程基本为建筑行业安

装工程，缺乏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加强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

术服务业的投资，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二）规模工业企业上升困难。一季度，规模工业增加

值增速全市排名末位，受我区工业产业结构单一，主要数据

支撑企业不强，全区 15 家规模工业企业，其中产值下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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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 家，对总体经济贡献势必较微。要加大关注重点规上工

业企业生产问题，最大限度提高企业产能，尤其是弗迪，如

该企业产能同比实现增长，今年我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将

由负转正，实现增长。

（三）第三产值占比不高。我区第三产业占比为 46.6%，

低于第二产业 2.9 个百分点。其中第三产业主要支撑行业为

其他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比重为 40%。其他服务业分为营利

性服务业和非营利性服务业，其中非营利性服务业占比达

60%，构成为教育、公共管理、卫生行业。新经济新业态表

现尚不明显。同时，一季度住宿和餐饮业呈下降态势，促进

消费和旅游还需下更大的力气。

（四）铁路道路运输增速过低。铁路道路运输增速过低，

直接影响我区 GDP 增速。根据核算制度规定，我区铁路、公

路运输核算指标采用全省指标，一季度全省铁路、公路运输

总周转量增长速度同比均呈下降态势。受此影响，与上年全

年比较，下拉经济增速 1 个百分点。

三、下一步工作的建议和措施

面对以上主要经济运行形势，要持续保增长、保年度目

标任务完成，都是不容易达到的艰巨目标。唯坚持问题导向，

精心把脉，精准施策，以最强执行力应统尽统，才能全力确

保各项经济指标稳步增长。

（一）思想再重视。当前很多指标增速下滑有一定程度

是外部环境客观原因，但也有因为前期情况不明、企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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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措施不力造成的。建议各部门强化信息共享，不搞各自为

战。新增“四上”企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源头活水。各部门

继续高度重视“四上”企业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培育、挖

掘工作，尽早做好资料的收集、报送工作，成熟一家申报一

家。特别是服务业、房地产业、商贸以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因企业和项目个数不足，已明显影响经济指标增速。在新增

企业、开工项目及时入库的同时，退出停产的“僵尸”企业

和完工项目，力争将联网直报平台维护成为一个水位平稳的

“活水库”，避免我们统计陷入无水之源、无米之炊的境地。

（二）预判再加强。在报表上报、关网等这些时间节点

我们统计部门将及时提醒、预判、预警，各单位在这些关键

时刻也要密切关注，加强调度，主动协调，确保接续有力，

应报尽报，不漏不少。

（三）促投资增长。抓有效投资，要加大对实体的投资

建设力度，争取使建安投资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实现同

步增长。加大对资质内建筑企业的支持力度，帮助企业排忧

解难，做大做强建筑业，助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