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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压而上 稳健前行

——2024 年平安区国民经济运行分析

2024 年，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及区委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以赴推政策、

抓项目、强服务，全面落实一系列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经

济内生动能不断加强，生产需求逐步恢复，主要指标稳步增

长，全区经济运行持续向好。

根据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4 年全区地区

生产总值完成 99.28 亿元，总量排全市第 4，按不变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 2.5%，增速较上年提升 2.2 个百分点，增速排

全市第 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 6.89 亿元，同比

增长 4%，增速排全市第 4；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 42.23 亿元,

总量排全市第 2，同比增长 3.5%，增速较上年提升 12.6 个

百分点，增速排全市第 5；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 50.16 亿元,



总量排全市第 4，同比增长 1.5%，增速排全市第 5。三次产

业占比为 7:42.5:50.5。

一、农业生产总体平稳，“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

2024 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 10.72 亿元，同比

增长 4.04%。分行业看：农业产值 7.29 亿元，可比增长 4.55%，

农业仍是增长的主力支撑；林业产值 0.11 亿元，可比下降

-2.22%；畜牧业产值 3.17 亿元，可比增长 3.14%。今年以来，

平安区积极调整种植结构，不断提升富硒农作物种植的规模

和品质，据国家统计局平安调查队反馈数据，全年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 16.22 万亩，总产量 4.76 万吨，其中：小麦 5.24

万亩，马铃薯 9.86 万亩，蚕豆 1.12 万亩，产量分别为 1.02

万吨、3.63 万吨、0.18 万吨。蔬菜和食用菌 2.7 万亩，产

量 4.71 万吨。全区共存栏各类畜禽 23.18 万头（只），其



中：猪 0.98 万头，牛 3.25 万头，羊 9.03 万只，家禽 9.92

万只;共出栏 19.95 万头（只）其中：猪 1.48 万头，牛 2.46

万头，羊 7.74 万只，家禽 8.27 万只。肉、蛋、奶产量分别

达 6364.3 吨、643.7 吨、3507.7 吨。

二、工业生产持续回暖，新兴行业持续发力

2024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6.7%，比

上年同期回升 7.8 个百分点，比本年第一季度、上半年、前

三季度分别回升 15.5、8.5、6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力

生产供应业产值下降3%，拉低规上工业增加值0.9个百分点；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产值下降 64.4%，拉低规上工业增加值

16.9 个百分点，两个行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 86.7%，下拉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17.8 个百分点。其余行业中，6 个行业

实现增长，铁合金冶炼、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食用植物

油加工等行业增长明显，分别增长 436.2%、179.4%、145.9%，



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7 个百分点。

三、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回升，建筑业有力拉动增长

2024 年，全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52.39 亿元，同

比增长 13.16%，较上年同期回升 34.08 个百分点。从报送来

源看，区属完成投资 15.57 亿元，同比下降 13.35%，降幅进

一步收窄。园区完成 16.45 亿元，同比增长 64.56%；机场三

期完成 19.83 亿元，同比增长 9.53%；城投完成 0.55 亿元，

同比增长 132.92%。从产业看，全年第一产业完成投资 0.68

亿元，同比增长 11.4%，占比 1.30%；第二产业完成投资 5.46

亿元，同比增长89.6%，占比10.43%；第三产业完成投资46.24

亿元，同比增长 8%，占比 88.26%。建筑业总产值快速增长。

2024 年，平安区规上建筑业企业 49 个，其中有工作量的企

业44个，全年建筑业产值完成12.44亿元，同比增长23.61%。

增速排全市第 1，在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强化统计入库，为



高质量经济数据增量提速。全年共新增建筑业企业 23 家，

新增产值 5.05 亿元，拉动建筑业产值增速 50%。房地产开发

经营情况。房地产开发项目 26 个,其中有经营活动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 18 家。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7.14 亿元，同比

下降 45.43%，比三季度（-53.61）降幅收窄 8.18 个百分点。

四、消费市场整体平稳，新型消费潜力加快显现

2024 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24.89 亿元，同

比下降 2.76%。其中：城镇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23.32 亿元，

同比下降 6.49%；乡村实现 1.58 亿元，增长 137.9%。从消

费形态看，餐饮收入实现 2.19 亿元，同比增长 152.4；商品

零售实现 22.7 亿元，同比下降 8.2%。分行业看：批发业销

售额完成 22.26 亿元，同比增长 3.02%。零售业销售额完成

26.87 亿元，同比下降 1.36%。住宿业营业额完成 0.64 亿元，



同比下降 12.9%。餐饮业营业额完成 4.31 亿元，同比增长

0.2%。从企业来看：康硒、硒域、百草旭三家网上零售企业

快速成长，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新动力；小鹿医馆、西部优

选两家互联网平台，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展现了新型

消费模式的活力；蚂蚁云彩落地青海平安，提供更多的就业

岗位及经济效益，拉动全区相关行业大幅增长。新型消费模

式为全区消费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成为推动消费市

场平稳发展的重要力量。

五、财政收支稳定增长，居民收入持续增加

2024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62 亿元，同比

增长 6%，增速排全市第 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2.98 亿

元，下降 2.1%，增速排全市第 5。2024 年，全区全体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640 元，同比增加 1674 元，增长 5.6%。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121 元，同比增加 1810

元，增长 4.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153 元，同比增

加 1124 元，增长 7%。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39:1，比上年同

期缩小 0.06。

总的来看，2024 年平安区经济继续保持了稳中向好的发

展态势，但同时也需清醒的认清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不

确定不稳定因素和薄弱环节，经济持续回升的基础仍需巩固。

（一）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不够。三次产业结

构需进一步优化调整。一是从整体来看三产加速发展，但主

要靠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服务业拉动增长，服务业整体发展的

规模不大。二是全区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过小，

只有 15.3%，工业经济的发展不足以支撑我区经济稳步增长。

三是农业企业的发展仍处在起步阶段，总量偏小，养殖场建

设发展较快，但标准化程度仍然很低，种植面积逐年减少，

项目实施难度逐年加大。

（二）工业经济发展质量有待提高。虽然全区工业生产

保持平稳回暖态势，但工业总体经济发展面临问题依旧凸显。

一是停减产企业较多。全区 15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其中

停减产企业达到 6 家，占全部规上工业企业总数 40%。二是

缺乏支柱型企业支撑。近年来，规上工业发展仍依靠 2 个支

柱行业支撑，由于 2 个支柱行业完成产值同比下降，导致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大幅下降。大部分企业生产规模小、技术



水平相对落后，严重拉低了全区经济增长。

（三）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增长点有待加强。虽然全

区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投资增速较上年实现增长，但部分领

域投资仍显不足。一是民间投资不够。全民间投资同比下降

16.7%，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23.87%，下拉全区投

资增速 5.42 个百分点。二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大幅减少。全

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7.14 亿元，同比下降 45.43%，下拉

全区投资增速 12.84 个百分点。房地产销售面积为 15.06 万

平方米，同比下降 16.72%。三是项目储备不足。缺乏因地制

宜、适合我区实际发展的项目，“质弱量少”的问题长期存

在，严重制约我区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且在库入统项目剩

余投资额度支撑力有限，若没有“质优量大”项目带动，靠

后续项目支撑，明显不足。

（四）消费品市场发展后劲不足。我区消费模式偏传统，

商品种类较少，且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及城市化的推进

以及交通的日渐便利，居民选择前往商业圈更加成熟的周边

城区购物、消费，导致相当一部分，尤其是高档消费和大众

消费外流，在本区没有产生效益，一定程度影响社零总额的

增长。同时，全区“四上”企业结构单一，导致对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拉动作用不强。

下阶段，全区上下要按照中央及省市经济会议部署，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持



续回升向好。

（一）抓实农业产业，促进农民稳增收。一是做强主导

产业。大力发展主导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增强农业产业发

展带动能力，向高质量高端产业链看齐，抓好农产品的生产；

二是积极推动种植结构调整。在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三是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进一步强化农业抗

风险能力。

（二）抓实优化服务，确保工业稳增长。一是工业经济

总量增长后劲仅靠传统工业经济支撑，是难以实现高质量健

康发展。工业要取得新突破，就要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

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以及高新技术人才这些方面着

手。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实现产

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二是加强监测预警。各相关责任部门要

加强关注重点工业企业生产运行动态，针对波动较大的行业

和企业，深入发现问题，多部门协作、共同解决，提高工业

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三）抓项目建设，提振经济发展动力。一是加快新型

基础设施领域项目建设。今年亿元以上新能源项目明显拉动

投资增长，应紧扣实际多措并举持续推进新能源项目等领域

投入，充分发挥重大项目支撑带动作用。二是调动民间资本

积极作用。落实国家促进民间投资“17 条”措施，有效调动



民间投资积极性，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三是推进新建项

目开工入库。推动储备项目及时开工，充实在建项目库。相

关部门加快推进前期工作，抓住关键时间节点，组织推动一

批项目实质性开工、支撑投资平稳增长。四是提振房地产信

心。对商品房建设严控增量、优化存量、落实信贷优惠政策，

努力满足新市民、新青年等群体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五是做好投资领域监测预警。深入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走访调研，全面了解数据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准确把握投资领域经济发展趋势，认真做好分析研判，提出

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四）培育限上企业，促进消费提质扩容。一是加大新

的限上企业培育力度。主管部门应采取培育和扶持政策，促

使我区限上企业提高质量、扩大规模、提升档次、增加效益；

二是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主动适应服务消费新特点，采取有

力举措，鼓励支持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发展新型消费模式。

积极推动家电、电子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服务消费，从文

旅、健康、养老、家政等领域，出台支持政策措施，培育消

费新的增长点。

附：2024 年全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