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坚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引领发展，

不断激发创新活力，整合集聚创新资源，持续推进“双创”，

社会创新潜能逐步释放，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快速成长。 

 

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2013-2021

年全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累计 157.5 亿元，

年均增长 8.2%；财政科技投入累计 98.7亿元，年均增长

6.1%。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创新成果与成效不断显现，

2021年全省发明专利授权量 454件，取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

果 898项，分别是 2012年的 4.5倍和 2.8 倍。企业孵化器

助力双创，2021年末全省共有国家级孵化器企业 7 家，国家

备案众创空间 13家。新的增长引擎加快培育，2020 年全省

“三新”经济实现增加值 282.1亿元，占全省 GDP 的比重为

9.4%，比 2018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 

特色农业发展良好。积极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经济，加快建

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枸杞、青稞、牦牛、藏羊、藜

麦、冷水鱼等特色农牧产品产业链条逐步形成。2021 年全省

牛肉产量 21.3万吨、羊肉产量 12.3 万吨，比 2012 年分别

增长 1.2 倍和 21%；枸杞产量 8.9万吨、水产品产量 1.8万



吨，比 2012 年分别增长 2.4倍和 3.1 倍。农产品加工产业

提质增效，农畜产品加工转换率超过 60%，以中藏药品生产

为主的生物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3.3%。加强品牌建设，全

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青”字号特色农牧产品

走出青海，2021年全省中药材及中式成药出口 1.0 亿元，冷

冻虹鳟鱼、枸杞等农产品出口 2.4 亿元。  

工业新引擎加快成长。坚持低碳、循环、生态、绿色发展

方向打造现代化工业体系，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

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带动作用不

断增强。2021年末，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中从事战略性新兴产

业企业 198户，比 2015年末增加 100户，占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数的 31.3%；战略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的 15.1%，比重较 2015年提高 10.1 个百分点。强链、延链、

补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初见成效，2013-2021年盐

湖化工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8.1%，新材料产业增加值年均增

长 21.6%。优势产品产量快速增长，2013-2021年纯碱产量

增长 1.2 倍，单晶硅产量增长 12.3 倍，多晶硅增长 3.7倍，

碳酸锂产量达到 5.1 万吨。农用化肥（折纯）产量 494.3 万

吨，居全国前列，比 2012年增长 38.4%，其中钾肥（折纯）

产量达到 443.8万吨，占全国钾肥产量的 62.4%，为国家粮

食安全做出重要贡献。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占比不断

提高，2013-2021 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22.2%，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24.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分别由 2012 年的 1.1%和 2.6%提高 2021年的 9.8%和

9.9%。 

新兴服务业发展壮大。金融业蓬勃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进一步增强，2021 年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贷款余

额分别达到 6728.8 和 6818.4亿元，比 2012 年末分别增长

90.7%和 1.4 倍；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到 106.9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2.3倍。电子移动支付普及，网络购物兴起繁荣，带

动邮政快递业务高速增长，2021年全省快递业务量达到

3686.8 万件，比 2015年增长 4.1倍；邮政业务总量从 2012

年的 2.5 亿元增加到 2021年的 10.9 亿元。全社会数字化消

费需求猛增，信息消费呈井喷式爆发，2021 年全省电信业务

量达到 86.14亿元（2020年不变价），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从 2010年的 8万 G 增加到 13.6亿 G；2016-2021年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3.2%，快于全部

服务业年均增速 7.4 个百分点。电子商务发展进入新阶段，

2018-2020 年全省“四上”企业电子商务交易额年均增长

11.6%。集休闲、娱乐、餐饮、购物为一体的商业综合体引

领商贸发展新变革，2021年末全省共有城市商业综合体 11

家，较 2015 年增加 8 家，吸纳就业人员 1.1万余人，实现

销售额 45.7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