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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8 年青海省经济金融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全力应对挑战和冲击，努力把握经

济矛盾转化中蕴含的机遇，适时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力促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针对上半年经

济增速明显加快，运输、电力、资金等趋紧状况，加强铁路运输综合协调，优化配置电力资源，完善银、

政、企合作机制，有效满足了生产要素需求。九月中旬以来，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和扩散，青海经济

运行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企业生产经营形势急转直下。面对严峻挑战，准确把握形势，认真贯彻国

家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及时出台扶持企业稳定发展的九条措施，安排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项

工作，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 

2009 年，青海省将牢牢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突

出强信心、保增长、调结构、重民生、建和谐的主线，加大投入力度提高发展能力，强化基础设施增强

发展后劲，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加强社会建设改善民计民生，在应对挑战中确保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确保民生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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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8 年，青海金融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主

要金融指标强势增长，金融企业改革稳步推进，

金融服务功能持续升级，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

化。 

（一）银行业快速发展，各项改革扎

实有效 

2008 年全省银行类金融机构整体经营持续

向好，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同步提高，地方法人

金融机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1.资产规模扩张，经营效益提高。在经济高

增长背景下，银行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资产规

模与质量同步提高。机构数与从业人数保持基本

稳定；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27%，不良贷款率为

3.8%，呈连年下降趋势；实现盈利 15.7 亿元，同

比多增 3.5 亿元。 

表 1  2008 年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国有商业银行 395 8312 1046 0

二、政策性银行 27 512 394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0 0 0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48 797 102 1

五、城市信用社 0 0 0 0

六、农村合作机构 345 2134 112 34

七、财务公司 0 0 0 0

八、邮政储蓄 143 1142 56 0

九、外资银行 0 0 0 0

十、农村新型机构 1 21 2 1

合             计 959 12918 1712 36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
法人机构
（个）

 
注：营业网点不包括总部。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2．存款高位增长，结构变化明显。全年金融

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1389.6 亿元，同比增长

25.73%。受股市交易趋淡和国际金融危机双重

影响，投资市场资金分流作用弱化、企业资金链

收紧，储蓄存款增速提高、企业存款增速回落，

储蓄存款占各项存款的比重提高 1.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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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3.贷款投放创新高，增长波动较为明显。全

年新增贷款 211 亿元，增速同比加快 3.4 个百分

点，创 1996 年以来新高。信贷投入大幅增加，满

足了农业、工业、藏区、民生等领域的各层次贷

款需求，支持了青海省四大优势行业和四大支柱

产业发展，为应对金融危机提供了动力。在保证

工农业贷款稳步增长的基础上，青海藏区信贷投

入同比增长 205.6%；国家助学贷款同比增长

65.2%；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同比增长

82.3%，中小企业贷款同比增长 20.4%，满足率达

84%，贷款投放实现突出重点、统筹兼顾。 

全年贷款投放阶段性特征显著。前 8个月贷

款投放高位运行，增速较上年同期平均高 9.39

个百分点，进入 9 月份后，金融危机对工业企业

的冲击显现，有效信贷需求大幅缩水，11 月信

贷增速下行至 18.39%，12 月份，金融机构集中

发力，单月贷款投放 58 亿元，创青海金融单月

最高增幅，带动信贷增速重回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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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图 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10

15

20

25

30

35

2
0
0
7
.
0
1

2
0
0
7
.
0
3

2
0
0
7
.
0
5

2
0
0
7
.
0
7

2
0
0
7
.
0
9

2
0
0
7
.
1
1

2
0
0
8
.
0
1

2
0
0
8
.
0
3

2
0
0
8
.
0
5

2
0
0
8
.
0
7

2
0
0
8
.
0
9

2
0
0
8
.
1
1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增速（当月同比）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增速（当月同比）

%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4.现金收支增速回落，净投放大幅增加。

与同期相比，现金收入与支出增速分别下降

23.1 和 20.6 个百分点，净投放同比提高 30.8

个百分点。现金投放延续了青海省多年来净投

放较多的趋势，支付手段单一、现金偏好高的

基础因素没有较大改变。 

 表 2  2008 年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5.人民币贷款利率水平整体下行，下浮占比

提高。青海省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比

上年下降了 0.5677 个点。资金供给宽裕、有效信

贷需求增加，企业贷款议价能力提高，人民币贷

款利率浮动取向下行，下浮利率占比提高 17.7

个百分点，上浮利率占比下降 36.2 个百分点。 

 

表 3  2008 年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合计
国有商

业银行

股份制

商业银行

区域性

商业银行

城乡

信用社

合计 100 100 0 100 100
[0.9-1.0) 34.9 44.4 0.0 6.8 6.2

1.0 25.1 26.2 0.0 34.7 13.1

小计 40.0 29.4 0.0 58.5 80.7
(1.0-1.1] 17.1 17.9 0.0 18.2 12.4
(1.1-1.3] 12.7 11.1 0.0 29.4 9.7
(1.3-1.5] 2.6 0.4 0.0 9.3 9.0
(1.5-2.0] 4.8 0.0 0.0 1.6 30.5

2.0以上 2.9 0.0 0.0 0.0 19.2

上

浮

水

平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注：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为[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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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图 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6.金融改革扎实有效，地方法人机构实力显

著增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

行青海省分行按上市要求加强经营管理，资产质

量和经营趋好；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分行完成不

良资产剥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青海省分行和国

家开发银行青海省分行积极开辟新贷款品种，着

力扩大贷款覆盖面，以适应转轨需要；邮政储蓄

银行青海省分行挂牌成立，稳步推进小额信贷业

务；青海农村信用社有 24 家实现资金兑付 1.7

亿元；西宁市商行正式更名为青海银行，股本金

达 5 亿元，增长 79.6%。

年累计额（亿元）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2048.3 6.9

现金支出 2132.6 7.4

现金净支出 84.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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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机制创新助推青海金融业快速发展 

   
2008 年，青海省金融业迎来新世纪以来最为艰难、最富挑战的一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各家银

行统筹各层次信贷资金需求，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增长力度，全年信贷增速达 24.2%，创 1996 年以来新高；

实现盈利 15.7 亿元，同比多增 3.5 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 6.36 个百分点，规模与效益同步提升，在逆

境中保持突破发展的良好态势。综合来看，七项机制创新成为推动青海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关键。 

一是银企合作机制的深化，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压力。2005 年以来，组织召开的青海省银企洽

谈会成为疏通融资的品牌性渠道，效果显著。在银企洽谈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2008 年又延伸举办了“金

融产品展示与企业项目推介会”和“债务融资工具暨新产品推介会”、“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中小企业

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启动及银企战略合作推进会”、“2008 银企合作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签约”等活动，进

一步深化了银企交流合作机制、拓宽了疏通融资供求各方的对接路径。 

二是完善中小金融机构利率市场化定价机制。2008 年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完善青海省农村信用社差

别化贷款利率定价指导意见》，已由省政府批转执行。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自主定价能力低

的状况得到有效改善，结束了利率“一浮到底”的落后方式，2008 年，农信社下浮利率占比扩大到 19.3%，

在提升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竞争力的同时，切实维护了农牧民贷款客户利益。 

三是引导金融机构通过构建“创业培训+信用社区+小额信贷”长效联动机制，金融支持下岗失业人

员再就业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全年发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余额较去年同期提高 82.3％。金融业

满足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探索出围绕民生求发展的实践路径。 

四是建立了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机制，探索扩大信贷投放的有效模式。在海西州建立了“担保基

金＋银行贷款＋政府风险补偿”新型贷款模式，将企业信用评价、信用激励和约束机制同信贷融资有机

地结合起来，为金融危机冲击下扩大企业融资，防止资金链条断裂开辟了新途径。 

五是建立藏区信贷投放激励机制，挖掘后发地区金融洼地效应。目前，玉树州《信贷工作考核奖励

办法》、《玉树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玉树州担保体系建设意见》等三项旨在培育有效信贷市

场、促进信贷投放积极性的配套方案已经被州政府批转执行，推动藏区经济发展的有效激励机制初步形

成。 

六是建立了特色研究工作机制，开展了对青海藏区发展、循环经济、生态建设等诸多领域的调研。

紧密结合辖区经济金融运行中带有倾向性和苗头性的问题，通过“重点调研分析论证小组”，以召开论

证会的形式，确立调研重点，论证重点调研的立项、研究内容与成果转化，为提升调研质量奠定了基础。 

七是深化县域金融服务机制。建立了以县域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农村合作金融为主，其他金融组

织为辅，业务代理、小额贷款组织和资金互助组织为补充的金融服务体系。大力支持县办工业、民营经

济、特色经济和“三农”发展及小城镇建设，确保县域内银行业所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充分

发挥社保、商业保险、政府贴息、风险补偿基金等措施，撬动银行资金，加大对县域瓶颈领域、薄弱环

节、弱势群体的金融支持力度。 

（二）受股票市场振荡影响，证券交

易稳中趋降 

受股票熊市影响，2008 年青海省累计证券交

易 498.3 亿元，较上年下降 25.1%；累计期货交

易量 8.3 亿元，同比下降 18.2%；年末股民开户

数 10.5 万户，同比少增 2.6 万户，市场交易逐步

趋冷。 

 

 
 

 

表 4  2008 年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1
总部设在辖内的基金公司数(家) 0
总部设在辖内的期货公司数(家) 1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10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10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10

量

 

数据来源：青海证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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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费收入持续高增长，保险业

发展良好 

伴随经济增长和保险意识的提高，2008 年青

海省保险业务继续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财产保险、

人寿保险收入同比增长 18.4%和 44.4%，保险密

度提高了 22.68 个百分点，保险深度提高 0.4 个百

分点，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 

表 5  2008 年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0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0
               寿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9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5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4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4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6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8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6
保险密度（元/人） 254
保险深度（%） 1

量

 
数据来源：青海保监局。 

（四）机制体系不断完善，金融市场

业务发展较快 

1.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完善。2008 年，青海省

隔夜头寸拆借市场建立，省农村信用联社加入全

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西宁市农村信用联社加入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金融机构管理流动性窗

口增加、渠道拓宽，全年省内银行通过拆借市场

融资 13.1 亿元。 

表 6  2008 年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1 57.5 96.7 0.0 3.3

2002 60.1 93.0 0.0 7.0

2003 88.7 94.5 5.5 0.0

2004 64.0 100.0 0.0 0.0

2005 68.0 100.0 0.0 0.0

2006 95.5 93.0 7.0 0.0

2007 233.3 65.3 8.1 26.6

2008 220.3 95.46 4.54 0.00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2．银行间市场结构完善。全年累计发生正、

逆向债券回购业务 187.2 亿元，同比下降 7.4%，

债券正、逆回购交易量分别为 44.4 亿元和 142.9

亿元；信用拆借 13.1 亿元,同比增长 627.8%；现

券买卖 11.27 亿元，同比增长 170.3%。 

3.票据贴现增速放缓。受短期贷款投放较多

影响，票据融资业务发展势头减缓，全年票据贴

现余额同比增长 3.7%，增速下降 38 个百分点。 

表 7  2008 年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表 

单位：亿元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5.44 3.67 16.74 11.27 0 0

12.54 14.14 21.79 31.53 0 0

15.03 21.40 21 47.01 0 0

12.07 31.96 25.85 66.49 0 0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表 8  2008 年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现利率表 

单位：%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票据买断 票据回购

1 6.957 0 5.634 0

2 6.383 0 5.251 0

3 7.402 0 5.2740 0

4 5.243 0 2.96 0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4．期货交易量下降。青海省现有一家证券期

货交易公司，主要经营黄豆、玉米、铜、铝、燃

料油、橡胶等品种，年累计交易量 82.9 亿元，同

比下降 18.2%。 

5.黄金市场业务量大增。在 2007 年黄金交

易实现“零”突破的基础上，2008 年全省实现

“纸黄金”交易量6.2亿元，较上年增长170.9%；

实物黄金交易 2.3 亿元，较上年增长 126.76%。  

6.民间借贷利率高位运行。民间借贷以农副

产品加工、种植、养殖和家庭房屋修建为主。民

间借贷平均利率为 18.71%，高出上年 1 个百分

点，高出金融机构平均利率 11.04 个百分点。 

7.金融服务产品不断创新。各家金融机构针

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需求，研发和

创新信贷服务新产品，拓展业务新领域。推出了

“速贷通”、“成长之路”、仓单质押、委托贷款、

采矿权质押、法人账户透支业务、社团贷款、联

合贷款等新产品和新业务,有效满足了不同阶层

对信贷产品的需求。  

（五）征信体系建设加强，金融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 

全省除邮政储蓄银行外，青海银行业金融机

构均已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在已采集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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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单位非银行信息基础上，2008 年又新采集上报

省级企业质量信誉评价信息、食品药品行政许可

信息及建筑企业资质认证信息等 5 类信息，形成

了涵盖企业、个人主要信用指标的 17 个信用信息

子系统。信用评级工作取得突破，全省 50%的担

保机构参加了信用评级。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

系建设深入开展，对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促

进“三农”发展、有效改善金融生态环境起到了

积极作用。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8 年青海省地区生产总值 961.53 亿元，增

长 12.7%，创 1985 年以来新高。单位产值能耗回

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城乡居民收入

持续上升，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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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图 5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一）投资消费拉动作用显著，内需持

续扩大 

1.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快

速增长。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9.4%，增速较

上年提高 3.2 个百分点。重点项目建设、公共基

础设施、新农村“五改三建”工程等一批惠及面

广、辐射作用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带动政府和

民间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成为拉动内需、带动全

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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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图 6  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2. 城乡人均收入逐步提高，消费品市场同步

增长。在经济高增长和民生持续改善的作用下，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现金

收入分别增长 13.4%和 14.1%，带动消费市场同

步繁荣，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21.4%，

比上年增幅提高 5.7 个百分点，城乡消费品零售

额同比增长 23%和 17.35%，扩大内需政策效果显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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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图 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3.特色产品出口扩大，外贸进出口再创历史

新高。在全球消费市场疲软、外贸环境趋紧、多

种不利因素叠加聚合的严峻形势下，2008 年青海

省外贸进出口达 6.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超额完成 5%的增长目标。 
在矿产品加工等传统优势对外贸易受到严重

冲击的困难局面下，进出口仍然保持高增长主要

得益于以下几方面：一是促进外贸经营主体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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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非公有制企业出口占总值的比重达 90%；二

是抓住国际市场部分初级产品价格上扬的时机，

扩大硅铁等产品出口；三是培育藏毯、民族服饰、

沙棘等特色产品出口；四是扩大进口规模；五是

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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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图 8  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招商引资工作实现新提高。全省招商引资到

位资金全年达到 144 亿元，10 亿元以上招商引资

项目同比增长 66.7%。日本取代澳大利亚成为青

海省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日本、澳大利亚、欧盟、

美国、韩国、香港、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等 8
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合计达 6.2 亿美元，占全

省进出口总值的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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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二）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经济保持

平稳较快的增长态势 

伴随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08 年青海省三大

产业继续协调发展，第一产业保持稳步增长，第

二产业优势凸显，第三产业加快发展。三次产业

比重调整为 11:55:34。 
1.农牧业生产运行良好，粮油获丰收。2008

年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着力推进马铃薯、

油菜、蔬菜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全年粮食总产

量 101.8 万吨，同比增长 2.8%；油料总产量 35.2

万吨，同比增长 9.9%；蔬菜总产量 110 万吨，同

比增加 11.73 万吨。尤其在青南牧区遭受特大雪

灾侵袭的情况下，畜牧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全

省草食畜共产仔畜788万头(只)，同比增长0.2%；

育活仔畜 693 万头(只)，成活率为 87.9%，肉类

总产量达 25.5 万吨，同比增长 4.9% 

2.工业生产前期快速增长，后期增速减缓。

在重点行业及新投资项目的拉动下，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增加值当月增速逐月攀升，到 8 月份达到

最高，同比增长 31.6%。后四个月受全球金融危

机的影响，当月工业增加值增速逐月放缓，12 月

当月同比增长 5.6%。全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增加值 438.8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5%。 
从行业看，部分重点行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

度，拉动了全省工业平稳增长。电力、有色金属、

盐化、石油天然气四大支柱产业实现增加值

297.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1%；冶金、医药制

造、建材、畜产品加工四大优势产业实现增加值

66.9 亿元，增长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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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图 10  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3.交通运输量稳步提高。全省完成货物运输

量 9309.37 万吨，比上年增长 12.7%。全省运送

旅客 6084.27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7.7%。全省实

现国内旅游收入 46.7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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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总收入 47.51 亿元，增长 0.3%。全省完成电

信业务量 6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2%；完成邮

政业务量 2.25 亿元，增长 7.4%。 

（三）价格总体水平持续回落，社会保

障支出增加 

1.居民消费价格持续回落。青海省居民消费

价格涨幅从 5 月份开始逐月回落，由 5 月份的上

涨 12.6%回落至 12 月份的上涨 4.7%。呈现前高后

低态势，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9.9%。在

全年消费价格上涨 9.9 个百分点中，有约 7 个百

分点是翘尾因素，2008 年新涨价因素仅约 2.9 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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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2.生产资料价格攀升。受部分原材料供求矛

盾的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 7.6%，其中轻工

业上涨 11.56%、重工业上涨 7.2%。生活资料产品

出厂价格上涨 10.4%，生产资料价格出厂价格上

涨 7.5%，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 10.4%。 

3.社会保障标准进一步提高。城市低保标准

由 175 元提高到 190 元，农村低保年人均补助标

准由 385 元增加到 745 元，新型农合和城镇居民

医保保险补助标准分别比上年增加 40 元，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金保障标准人均月增加 114.4 元。 

（四）财政收支合理，改善民生的支

出力度加大 

各主体功能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成效

明显，优势产业企业缴纳的税收处于主导地位，

非公经济对税收贡献逐年扩大，地方一般预算收

入完成 71.5 亿元，增长 28.9%；一般预算支出

363.8 亿元，增长 28.9%。财力分配趋于合理，农

林水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等支

出分别增长 45.9%、39.3%、26.9%和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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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图 12  财政收支状况 

（五）节能降耗工作稳步推进，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 

大力推进节能降耗，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新进

展。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6.5%，实现单位增

加值能耗下降 4%，单位增加值电耗下降 2%，巩固

了上年节能降耗的成果。 

全省县级以上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36.6%，设市的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 48.7%和 87.5%，县级以上城

镇已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填埋场，沿湟水河流域主

要城镇污水处理厂相继开工建设，西宁市被命名

为国家园林城市，格尔木市和循化、平安分别被

命名为青海省首批省级园林城市和园林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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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价格快速上涨透视钾肥供应短板 

 

我国钾肥资源相对缺乏，已探明储量 7.91 亿吨，占世界已探明工业储备量的 2.5%，主要分布在青

海柴达木盆地和新疆罗布泊，是中国两大储量过亿的大型矿床。2008 年我国有规模以上钾肥生产企业

80 余家，其中青海柴达木占 45 家，产量占全国的 95%。 

钾肥作为三大主肥之首，其价格变动对 CPI 具有基础性影响：钾肥价格变动将影响复合肥价格变动；

复合肥价格变动将使农民种植成本变化，其结果将直接影响农产品和粮食价格变动；而农产品和粮食价

格变动必将带动 CPI 指数的变化。在这样一根价格传输的链条中，钾肥是农产品和粮食最基础的原料，

牵一发而动全身。 

近年来，国内钾肥市场价格呈现出快速上涨态势。为落实“三农”政策，保护农民利益和农民种粮

积极性，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我国政府采取了提价申报、控制出口、监督检查等一系列调控和稳定化肥

市场价格的监管措施。在严格的限价政策下，国内钾肥价格依然一路飙升，由 2007 年的 1900 元/吨暴

涨到目前的 4800-5000 元/吨，上涨幅度达 160%以上，销售价格高出成本 3 倍之多。钾肥价格快速攀升

不仅带动了化肥价格全面上涨，而且使钾肥供求矛盾更加突出，影响和威胁到我国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

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 

一、全球性粮食短缺危机是钾肥涨价的主要诱因。2007 年以来，全球粮食连续两年减产，库存持续

下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2007/2008 年度期末，全球粮食库存仅 4.05 亿吨，到了 1982 年以

来的最低点，库存消费比为 18.8%，接近 18%的警戒线，以东南亚和海地为代表的世界部分地区出现不

同程度粮食短缺危机。在各国增产粮食的迫切愿望下，钾肥供应紧缺，价格上涨。尤其近年来各国加大

对以粮食为原料的生物能源开发力度，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的短缺和价格上涨，席卷全球的农产品的牛市

行情支撑了化肥需求旺盛。 

二、全球钾肥资源高度垄断是钾肥涨价的主要根源。世界钾盐资源丰富，估算总储备量超过 1400

亿吨。加拿大、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的合计储量和基础储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 92%和 81%。国际钾

肥卖方已形成两大垄断集团，即北美地区 CANPOTEX 和前苏联地区的 BPC 销售联盟，两大集团的钾肥产

能占到全球的 75%，新兴市场对钾肥需求量大幅增长，在价格博弈中处于劣势。 

三、高油价成为钾肥价格快速上涨的主要推动因素。有关资料显示：2003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国

际海运增加了战争保险，引发海运费缓慢波动。延伸到石油价格上升，引发船运费暴涨。国际海运价格

由 2004 年初的 17 美元/吨一路攀升到 2008 年的 60－80 美元/吨，运费的快速上涨为原本处在外商垄断

下的钾肥资源涨价增加了谈判筹码。 

    四、国内涨价冲动为进口价格补涨提供了助力。近年来，我国进口钾肥价格一直低于周边国家，属

于国际钾肥市场的价格洼地，国际供应商一直具有强烈的补涨冲动，并通过持续限产提高售价，库存低

于近 5 年的平均线。自 2007 年国际钾肥市价上涨以来，国内钾肥生产企业涨价欲望日趋强烈。经过流

通渠道层层加压，到达终端的钾肥价格已经与国际现价接轨，主要粮食产区钾肥市价高达 4800—5000

元左右。这种情况下，通过谈判企图破解国际垄断的愿望破灭，为伺机而动的外商提供了补涨依据，中

国作为钾肥消费及进口大国的谈判能力被严重削弱。 

    五、供需矛盾突出成为新一轮价格上涨的主因。2007 年以来，全球钾肥供应紧缺，生产商订单充分，

库存持续下降。东南亚和南美洲等地区钾肥需求旺盛。我国年钾肥需求也在 1200 万吨左右，进口依存

度高达 70%以上。国际国内不断扩大的刚性需求成为钾肥价格继续攀升的主因。 

（六）房地产发展平稳，旅游业稳步

增长 

1．青海省房地产市场发展平稳，市场总量仍

然较小，住房价格在低位运行，商品住宅价格略

有下降，区域性特点较显著。 

（1）房地产开发大幅增长。青海省房地产开

发完成投资 50.4 亿元，增长 47.3%，占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比重 8.7%。受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消费

需求增加带动，购置土地面积、土地成交价款、

商品房建设面积分别增长 21%、37.6%和 21.6%。

受房地产行业影响，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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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建设经济适用住房 40.9 万平方米(含破产企

业危旧房改造)，已完成 20 万平方米；开工建设

廉租住房 26.9 万平方米，已完成 11.5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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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图 13  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2）商品房价格小幅攀升。尽管经济增速有

所放缓，但公众对房价下降的心理预期减弱，加

之住房钢性需求叠加影响，商品房平均售价达

2404 元/平方米，同比上升 3.6%。 
(3) 房地产金融业发展平稳。青海省房地产

开发贷款余额 21.9 亿元，增长 6.9％，其中住房

开发贷款余额为 10.8 亿元，占房地产开发贷款余

额的 49.5%。政策性住房存款余额 38.9 亿元，增

长 38.5%。其中：住房公积金存款 38.3 亿元，比

年初增加 24.2 亿元，同比增长 39.6%。由于青海

政策性住房存款的总量和净增额较小，信贷需求

量较大，住房信贷资金来源仍然偏紧。 

（4）房贷新政策效果初步显现。全省金融机

构按照首付比例不低于 2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

准利率 0.7 倍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存量贷款按

贷款基准利率 0.7 倍执行的贷款为 1906 万元。青

海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正在制定个人住房贷款操

作实施细则。各家金融机构新房贷政策效果将会

在 2009 年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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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图 14  西宁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2．青海旅游业稳步增长。虽然受全球经济景

气下行、3.14 事件、自然灾害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2008 年青海省旅游业发展步伐有所放缓，但在基

础设施条件不断完善的前提下，随着“环青海湖

公路自行车赛”、“郁金香”等旨在扩大地区影响

力的文化活动品牌效应显现，旅游业蓬勃发展，

全年仍实现旅游收入 47.51 亿元，增长 0.3%。 

全省旅游业以打造高原特色生态旅游目的

地、提升青海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为目标，实施

“走出去”、“请进来”开放融入战略，加大旅游宣

传促销力度。加快发展生态旅游、健康旅游、商

务旅游，深度开发自驾游、特种游、冬季游，全

力打造青海湖、青藏线、三江源、坎布拉、年宝

玉则等生态旅游品牌，满足不同群体的旅游需求。

年内完成《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生态旅游发展规

划》、《祁连风光带旅游发展规划》、《贵德城乡旅

游发展建设规划》等重点规划，投资 1910 万元用

于重点地区、重点线路、重点景区基础设施改善，

旅游大省的形象进一步凸显。 

三、预测与展望 

2009 年是青海省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健康较

快发展，全面完成“十一五”规划的关键之年。

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使我们面临着更加严峻

和复杂的形势，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困难的挑

战。一是经济环境进一步趋紧，直接影响青海经

济增势和效益下滑。二是宏观环境趋紧、外部需

求减弱通过金融、投资、市场等多种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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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海经济增长、就业、企业生产和效益、财政

收入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

长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三是工业经济增长面临

挑战，青海省倚重资源开发的工业经济面临利润

收窄、投资放缓的困难。四是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青海正进入就业年龄人口增长高峰期，考虑到目

前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用工需求可能进一步

减少，就业供求矛盾将更加凸显。部分地区出现

的农民工返乡潮也将给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较大

影响。五是财政收支平衡面临较大压力。2009 年

青海省国家投资项目明显增多，要求筹集更多的

配套资金。同时，青海将在扩大社会消费需求、

建设各类民生工程、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对困难

群众进行各类补贴及援助等方面投入更多的财政

资金，财政收支平衡难度较大。但同时也可看到，

青海正处经济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保持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从外

部环境看，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进一步扩大内

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为青海积极争取

国家支持，统筹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

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深化

农村改革、缩小城乡差距、加大支农惠农力度等

方面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给青海加快农村改

革、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带来了新的契

机。《国务院关于支持青海等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

若干意见》的出台，有利于青海在国家支持下加

大投入，充分发挥生态补偿机制对环境保护工作

的推动作用，推进农村牧区社会事业、重大基础

设施等薄弱环节建设，持续改善民生；有利于青

海更好地发挥资源优势，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更

好的维护地区稳定。从青海自身看，通过近几年

的连续投入，青海基础设施条件持续改善，铁路

运输制约逐步缓解，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相继涌

现，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近年来

青海在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人民生活

持续改善，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有利于

改善收入及消费预期，凝聚人心，增强信心。 

2009 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

期目标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9%左右，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和全省一般预算收入保持两位数增

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

入稳定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 5%

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5%以内，人口自

然增长率控制在 9‰以内。 

青海省金融业将认真贯彻货币政策，保重点、

调结构，确保各项贷款合理增长。健全和完善中

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加强对三农和弱势群体的

信贷投放力度，促进全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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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青海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1 月 14 日，经国务院同意，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被列为国家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产业园区，这是继

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之后我省的又一个国家循环经济试点产业园区。 

3 月 26 日，我省 2006-2007 学年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受到国家财政部、教育部表彰。 

5 月 5 日，2008 年中国·青海投资贸易洽谈会暨郁金香节开幕。 

5 月 30 日，国家西部大开发首批十大标志性工程之一、我国最大的钾肥生产项目——青海 100 万吨

钾肥项目正式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竣工验收。 

6 月 28 日，2008 中国青海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项目推介会暨盐湖城旅游文化艺术节开幕。 

7 月 11 日，全省农村信用社央行票据兑付工作专题会议在西宁召开。央行票据兑付工作的推动为农

信社壮大资金实力、提升公司法人治理水平、增强市场化竞争能力提供了保障，进一步夯实了农信社服

务“三农”的基础。 

8 月 30 日，省垣“青春共建和谐社区·金融知识进社区”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中心广场举行。本次

活动的主题是：宣传金融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共建和谐社区。省委常委、副省长徐福顺宣布活动启动。 

10 月 28 日，全省农村信用建设现场会在互助县召开，会议确定用 3—5年时间，使全省农村信用体

系基本形成，农村社会信用状况有较大改善的预期目标。 

11 月 16 日，原“西宁市商业银行”正式更名为“青海银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实力得以进一步壮

大，实现了其面向全省、着眼全国的战略起步。 

12 月 26 日，全国面积最大的保险示范区建设工作在海西州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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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海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青海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119.78 1113.44 1160.95 1173.83 1193.25 1246.45 1256.79 1281.01 1288.31 1301.94 1322.21 1389.5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461.1 467.88 475.31 481.11 486.52 495.46 507.72 514.39 529.66 538.13 548.38 583.38

                    企业存款 369.04 351.56 379.81 384.12 392.96 416.4 393.53 408.83 410.28 416.11 405.62 434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4.56 -6.35 47.51 12.88 19.42 53.2 10.33 24.23 7.3 13.62 20.27 67.37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2.3 21.76 25.4 25.54 25.63 27.12 19.72 23.61 21.58 21.86 20.23 25.73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907.41 910.21 920.04 941.87 965.43 979.94 990 995.34 1012.25 1016.71 972.01 1033.9

        其中：短期 291.5 291.26 290.5 301.04 301.08 295.22 286.93 291.67 293.35 283.02 266.7 304.49

                    中长期 588.98 596.06 609.94 619.08 639.55 659.27 675.85 676.04 695.24 711.12 686.45 701.42

                    票据融资 24.81 20.79 16.74 19.65 21.77 21.79 23.53 24.94 21 20.83 17.14 28.8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5.28 2.81 9.82 21.83 23.56 14.51 10.05 5.34 16.91 4.47 13.82 61.89

        其中：短期 12.52 -0.25 -0.76 10.54 0.04 -5.85 -8.29 4.74 1.67 -10.33 3.77 38.41

                    中长期 12.08 7.08 13.88 9.14 20.48 19.72 16.58 0.19 19.2 15.88 13.77 14.31

                    票据融资 -0.11 -4.02 -4.05 2.91 2.12 0.02 1.74 1.4 -3.94 -0.17 -3.69 8.7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2.82 22.6 22.15 25.43 25.13 22.86 23.18 22.38 20.08 18.88 17.66 23.84

        其中：短期 35.08 29.56 22.42 23.93 22.05 15.27 9.82 13.63 8.48 3.96 2.26 16.17

                    中长期 17.15 18.94 22.32 26.05 26.15 26.49 28.57 22.12 27.07 27.83 27.82 28.33

                    票据融资 37.53 41.62 8 27.02 32.18 14.87 52.4 15.04 -12.94 -18.02 -36.57 15.72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14.75 16.61 17.08 17.67 19.02 18.81 18.56 19.07 20.34 21.8 20.88 20.46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24.67 24.75 22.83 26.65 26.47 27.72 27.72 27.24 29.01 25.95 24.83 26.54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29.16 45.45 49.56 54.73 66.55 64.71 62.52 66.99 78.11 90.89 89.75 87.22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2.14 -1.82 -9.44 5.71 5 9.96 9.96 8.05 15.07 2.94 -1.51 6.51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092.8 1100.11 1148.11 1161.01 1182.08 1234.67 1245.23 1269.76 1277.09 1290.43 1311.46 1383.6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458.56 465.36 472.65 478.44 483.9 492.95 505.11 511.64 526.99 534.72 545.54 580.47

                    企业存款 345.41 341.47 370.03 374.39 384.76 407.46 384.43 400.17 401.91 408.08 397.63 430.51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0.15 7.31 48 12.9 21.08 52.58 10.56 24.53 7.33 13.34 21.02 72.22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6.26 6.8 7.29 5.79 5.46 9.05 12.16 6.53 15.35 7.73 10.82 34.93

                    企业存款 -15.63 -3.94 28.56 4.36 10.38 22.7 -23.04 15.74 1.74 6.17 -10.45 32.88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20.05 21.07 24.56 24.73 25.18 26.82 19.39 23.27 21.33 21.4 20.57 26.64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1.64 9.28 10.9 13.18 18.05 20.51 21.29 24.03 26.32 30.06 28.72 31.24

                    企业存款 23.36 27.54 35.32 33.16 29.04 29.4 5.2 11.33 7.49 10.03 4.85 19.2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896.51 899.38 908.42 931.1 953.81 968.33 979.37 985.8 1005.35 1010.95 966.92 1025.63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2.04 22.01 22.31 22.78 23.1 23.24 23.5 23.89 24.22 24.34 24.14 24.7

                    票据融资 24.81 20.79 16.74 19.65 21.77 21.79 23.53 24.94 21 20.83 17.14 25.8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3.36 2.87 9.04 22.68 22.7 14.52 11.04 6.43 19.55 5.6 14.49 58.71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0.24 -0.03 0.3 0.47 0.31 0.14 0.26 0.39 0.34 0.1 -0.2 0.99

                    票据融资 -0.11 -4.02 -4.05 2.91 2.12 0.02 1.74 1.4 -3.94 -0.17 -3.69 8.7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2.44 22.16 21.66 25.15 24.65 22.29 22.77 22.3 20.66 19.35 18.39 24.17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3.96 13.4 14.07 15.62 16.41 14.37 14.5 14.26 14.38 14.11 11.55 13.03

                    票据融资 37.53 41.62 8 27.02 32.18 14.87 52.4 15.04 -12.94 -18.02 -36.57 3.69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3.76 1.88 1.83 1.83 1.61 1.72 1.69 1.65 1.65 1.69 1.57 0.86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623.08 150.67 251.92 232.73 123.61 89.01 89.89 98.8 75.53 134.72 -2.48 -50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1.52 1.52 1.65 1.54 1.67 1.69 1.55 1.4 1.01 0.84 0.74 1.21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78.82 90 94.12 71.11 101.2 122.37 96.2 47.37 -22.31 -23.64 -43.94 -1.63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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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青海省各类价格指数 

单位：% 

西宁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西宁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西宁市土地

交易价格指

数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2001 - 2.6 - -0.4 - -0.9 - -6.3 0.5 12.2 -0.3

2002 - 2.3 - -0.2 - 2.7 - -2.4 2.2 7.3 2.7

2003 - 2 - 1.1 - 1.8 - 5.5 1.9 3.1 6.2

2004 - 3.2 - 9.2 - 8.5 - 11.2 4 0.4 6.1

2005 - 0.8 - 6.5 - 5.3 - 10.2 3.9 -0.3 2.7

2006 - 1.6 - 2.1 - 2.8 - 9.5 2.9 1.6 4.4

2007 2 6.6 14.4 8.1 7.3 4.4 7.8 4.2 3.8 5.9 4.8

2008 4.7 9.9 16.3 24.2 8.57 10.4 -7.6 7.6 7.5 3.2 2.9

2007 1 3.4 0.0 4.6 0.0 3.4 0.0 6.7 0.0 - - -

2 4.1 3.7 4.4 4.5 2.7 3.0 4.4 5.7 - - -

3 4.8 4.1 5.2 4.7 2.0 2.7 1.1 4.2 2.7 3.4 -

4 4.8 4.3 6.0 5.1 2.3 2.6 1.9 3.6 - - -

5 4.6 4.3 6.3 5.3 3.0 2.7 1.8 3.2 - - -

6 6.3 4.7 7.3 5.7 3.6 2.8 2.3 3.1 2.8 3.2 1.9

7 7.5 5.1 9.0 6.1 4.9 3.1 4.0 3.2 - - -

8 7.1 5.3 9.3 6.5 4.2 3.3 3.0 3.2 - - -

9 7.5 5.6 9.0 6.8 5.8 3.5 3.8 3.2 3.1 4.1 2.8

10 8.6 5.9 8.7 7.0 6.8 3.9 5.2 3.4 - - -

11 10.4 6.3 12.1 7.5 7.3 4.5 7.7 3.8 - - -

12 2.0 6.6 14.4 8.1 7.3 4.4 7.8 4.2 3.8 5.9 4.8

2008 1 10.8 0.0 18.5 0.0 5.8 0.0 5.4 0.0 - - -

2 13.6 12.2 24.0 21.2 6.6 6.2 5.6 5.5 - - -

3 12.4 12.2 25.4 22.6 8.3 6.9 9.1 6.7 9.0 2.0 1.1

4 12.9 12.4 25.2 23.3 9.7 7.6 2.6 8.2 - - -

5 12.6 12.4 26.0 23.8 10.4 8.2 8.9 8.3 - - -

6 11.3 12.3 26.4 24.3 10.7 8.6 10.1 8.6 8.2 2.2 3.2

7 10.3 12.0 27.0 24.7 13.6 9.3 13.8 9.4 - - -

8 9.9 11.7 27.0 25.0 12.6 9.7 11.4 9.6 - - -

9 9.7 11.5 27.5 25.3 13.4 10.1 14.3 10.1 8.4 2.3 2.7

10 7.9 11.1 26.5 25.6 12.7 10.4 7.8 9.9 - - -

11 5.8 10.6 20.8 25.0 12.8 10.6 -0.2 9.0 - - -

12 4.7 9.9 16.3 24.2 8.6 10.4 -7.6 7.6 7.5 3.2 2.9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指数
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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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青海省主要经济指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 - 165.03 - - 417 - - 683.65 - - 961.53

    第一产业 - - 7.75 - - 19.43 - - 62.29 - - 105.58

    第二产业 - - 82.75 - - 246.82 - - 390.58 - - 529.4

    第三产业 - - 74.53 - - 150.75 - - 230.78 - - 326.55

工业增加值（亿元） 24.85 51.7 84.2 118.09 156.24 199.39 236.89 280.93 327.51 369.63 408.15 438.83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2.33 6.68 27.75 86.48 156.96 242.97 318.33 386.27 465.31 516.47 547.65 582.18

    房地产开发投资 - - 2.21 6.86 11.76 19.29 29.15 35.41 39.64 43.09 49.18 50.3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8.65 36.93 53.34 70.65 90.93 112.09 133.28 156.71 179.08 202.98 227.96 252.84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2879 6998 11703 15503 20589 26810 36601.8 43702 48601 55495 59995 68847

    进口 1186 3191 5427 6604 8444 10525 15532.4 17236 17633 20189 21206 26972

    出口 1693 3807 6276 8899 12145 16285 21069.4 26466 30968 35306 38789 41875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507 616 849 2295 3701 5760 5537 9230 13335 15117 17583 14903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 - 2073 - - 9314 - - 12292 - - 1343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1.77 4.26 0.9 -8.54 -25.19 -45.36 -66.79 -78.85 -102.22 -124.18 -156.22 -227.32

    地方财政收入 13.85 25.42 38.36 51.45 64.23 78.2 90.29 99.42 108.83 118.93 128.93 136.51

    地方财政支出 15.62 21.16 37.46 59.99 89.42 123.56 157.08 178.27 211.05 243.11 285.15 363.83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3.77 - - 3.72 - - 3.77 - - 3.8

地区生产总值 - - 13.6 - - 13.6 - - 13.2 - - 12.7

    第一产业 - - 3.2 - - 3.5 - - 3.5 - - 3.9

    第二产业 - - 21.2 - - 19 - - 18.8 - - 16.5

    第三产业 - - 8 - - 8 - - 8 - -

工业增加值 24.9 24.8 23.6 23.6 23.5 24.8 25 25.9 25 24.1 23.2 21.5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13.45 14.84 17.99 19.93 19.08 19.07 20.7 20.8 20.1 19.8 19.3 19.4

    房地产开发投资 - - 29.56 27.17 25.69 27.92 28.35 29.47 27.94 33.26 48.96 47.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 15.8 16.8 18.1 19.2 20.7 20.7 21.2 21.2 21.1 21.4 21.4

外贸进出口总额 -39.8 -13.5 -6.8 -20.2 -13.5 -1.1 11.8 18.2 9.7 10.9 8.7 12.5

    进口 -17.9 63.4 47.6 -9.4 -2.3 19.9 38.1 37.1 2.9 1.5 0.2 19.3

    出口 -49.3 -38 -29.3 -26.6 -19.8 -11.2 1.9 8.4 14.1 17.1 14 8.5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 - 440 - - 30.83 - - 12.2 - - 6.3

地方财政收入 41.9 31.9 31 28.9 32.7 35.9 35 30.6 27.5 25.7 23.6 23.6

地方财政支出 60.1 19.1 22.9 23.7 41.9 35.9 38.3 32.5 29.2 29.8 26.2 28.9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10

 

数据来源：青海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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