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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静）记者从省
统计局获悉，上半年，全省经济平
稳运行，韧性增强，农牧业生产形
势稳定，工业保持平稳增长，消费
市 场 提 振 回 升 ，就 业 物 价 保 持 平
稳，民生保障成效显著。根据地区
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
省完成生产总值 1875.68 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4.0%。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 56.95 亿元，增长 5.4%；第二
产 业 增 加 值 808.13 亿 元 ，增 长
4.8%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1010.60 亿
元，增长 3.3%。

增长5.8%，工业保持平稳增长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5.8%。从三大门类
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 8.1%，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 7.6%，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
0.4%。

从特色产业看，装备制造业、高
技术制造业分别增长1.6%和1.3%，增
速较一季度分别提高 2.5 和 2.2 个百
分点。从行业看，有色金属矿采选

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医药制造业分别增长
25.7%、71.5%、17.8%、15.0%。从产品
产量看，纯碱（碳酸钠）、锂离子电池、
光纤、原盐、磷酸铁锂产品产量分别
增长 25.4%、35.6%、37.7%、72.4%、1.0
倍。清洁能源发电量增长3.7%（其中
水力发电量增长6.4%，风力发电量增
长9.5%）。

消费市场回升向好，升级类消费
增势较好

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469.99 亿元，同比增长 2.6%，较一
季度加快2.0个百分点。按消费类型
看，商品零售额 427.44 亿元，增长
2.6% ；餐 饮 收 入 42.55 亿 元 ，增 长
3.3%。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
效，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零
售中，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可
穿戴智能设备、通讯器材类、新能
源 汽 车 商 品 零 售 额 分 别 增 长
40.8%、1.9 倍、4.9%、51.1%。基本生
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

较好，粮油食品类、饮料类、日用品
类、书报杂志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
长 6.6%、16.8%、5.0%、16.6%。限额
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通过公共网络
实现零售额增长 1.0 倍，限额以上
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餐费收
入增长 56.4%。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居民收入持
续增长

上半年，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平
均值为 5.4%，与上年同期持平，较一
季度下降0.3个百分点。全省城镇新
增就业4.25万人，农牧区劳动力转移
就业81.94万人次。

上半年，全省全体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4408 元，同比增长 5.5%。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20819 元，增长 4.4%；农村居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7257 元 ，增 长
5.9%。全体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0979 元，增长 3.1%。其中，城镇居
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4054 元，增长
1.6%；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7550 元，增长 5.0%。

本报讯（记者 小蕊）7月21日，记者从青海省2025年上半年
外贸发展成就与服务举措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全省商
务系统积极推动产业“四地”建设，引导产业外向型转型发展，促
进外贸实现量质齐升。上半年，我省开放动能聚势，市场持续拓
展，贸易伙伴覆盖91个国家（地区）。开行国际货运班列110列，
同比增长129%。

我省聚焦绿色算力、地质勘探等新兴和传统产业优势，支持
服务贸易品牌国际化建设、国际标准化合作，促进高附加值服务
增长。上半年，全省实现服务贸易进出口6834万美元，同比增
长 49.6%；完成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187 万美元，同比增长
306.7%。

全省 8 个市州全面开展进出口业务，形成梯次发展格
局。西宁市深入推动光伏晶硅、锂电池、碳纤维、聚氯乙烯、
硅铁、铝材和高原特色动植物资源精深加工产业外向型发
展，上半年实现进出口 28.6 亿元，同比增长 52.8%，占全省
79.6%，发挥核心引擎作用；海东市围绕耐火材料、碳素、手机
等产业和冷凉蔬菜生产，成功实现粮食作物（马铃薯）和油菜
籽自营出口零的突破，实现进出口 2.6 亿元，同比增长 30.5%；
海西州围绕盐湖化工产业做实精细化工，实现进出口 2.2 亿
元，同比增长 1.5 倍；海南州围绕冷水鱼和甘草精深加工产业
扩容提质，做实传统产业，实现进出口 2.4 亿元，同比增长 1.4
倍。开放平台能级进一步提升，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进出口 22 亿元，同比增长 1.2 倍，西宁综保区进出口 1.8 亿
元保持稳定运行。

上半年，我省贸易伙伴覆盖91个国家（地区），新增刚果等
13 个贸易伙伴，对共建“一带一路”的67 个国家进出口29.6 亿
元，增长78.7%，占全省总值82.5%，匈牙利（14.3亿元）、马来西
亚（3.3 亿元）、俄罗斯（2.6 亿元）位列前三大市场。成功举办
2025 青海—香港经贸交流活动，打造青海家宴美食出海带动
有机农畜产品出口新模式，组织企业参加越南国际贸易博览
会、广交会等境内外重点展会，签约金额超30亿元。开行国际
货运班列 110 列，同比增长 129%，保障纯碱、PVC 等重点产品
出口。

下半年，省商务厅将重点围绕大力拓展多元市场、加大企业
帮扶、深化外贸风险预警、保障重点产品供应链畅通、深挖贸易
新增量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以赴巩固外贸向好势头，确保全年
外贸发展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本报讯（记者 小蕊）记者从省市
场监管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各
级市场监管部门锚定高质量发展首
要任务，聚力服务经营主体全生命周
期，出实招、强举措，推动全省经营主
体登记注册总量和新设数量实现“双
增长”。

上半年，全省登记在册经营主体
总量达 60.47 万户，同比增长 4.15%，

经营主体发展呈现强大韧性。全省
经营主体密度逐步提高，每千人拥有
101.97 户经营主体。民营经营主体
具有绝对优势，达57.22万户，占全省
经营主体总量的 94.62%。公司制企
业在各种类型企业中成为主流，达
15.44 万 户 ，占 全 省 企 业 总 数 的
91.89%。

上半年，全省新设各类经营主

体 3.93 万户，同比增长 8.82%，表明
市 场 预 期 持 续 改 善 ，经 营 主 体 投
资信心有效提升。全省新设经营
主 体 区 域 集 聚 明 显 ，排 名 前 三 位
的 分 别 是 西 宁 市 、海 东 市 、海 西
州，西宁占比达到 52.48%。此外，
全省新设经营主体产业结构逐步
优 化 ，经 营 主 体 发 展 活 力 持 续 向
好。

本报讯（记者 一丁）中小微企业
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
重要力量，但融资难却成为困扰他们
发展的瓶颈。为加强金融信息化领
域央地协同，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我
省中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便利性，
优化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7月22日，
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联合中共
青海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中共西宁市委金融委员
会办公室共同举办“资金流水润千企
信用融通兴万商——全国中小微企
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以下简
称资金流信息平台）支持青海做好金
融‘五篇大文章’专题推广活动”，来
自省内的 18 家金融机构及 120 余家
中小微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

微企业发展，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 院 决 策 部 署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于
2024 年 10 月建设上线了资金流信
息平台，以跨行资金流信用信息共
享，创新构建覆盖中小微企业全生
命周期的信用画像，帮助信用白户、
无抵押无担保企业实现快速融资，
助力信贷资金精准直达中小微企
业，有效破解中小微企业信用不足
等融资制约。资金流信息平台为每
一个中小微企业建立资金流信用信
息档案，覆盖面广、信息价值高，并
实现在全国范围内联网共享，有效
破除了中小微企业信息不对称的融
资制约，大幅提升了金融机构对中
小微企业信用风险评估的准确性，
能帮助信贷资金精准直达中小微企
业，特别是帮助信用白户、信用薄

户、无抵押无担保的中小微企业快
速实现融资。平台上线运行以来，
我省金融机构采取多项举措推动平
台在青海落地见效，目前，13 家全国
性银行在青分支行已接通并使用资
金流信息平台，累计查询资金流信
用信息 5288 次，依托资金流信用信
息促成企业授信 530 户、8.3 亿元。

针对我省个别中小微企业对资
金流信息平台仍不了解的状况，此
次推广活动中，工作人员现场详细
为企业家们介绍了平台功能、优势、
操作流程等内容，三家金融机构也

“以案为例”，介绍了通过资金流信
息平台帮助企业纾困的先进经验做
法，活动现场 6 家金融机构还分别
与 6 家中小微企业签订了融资意向
书。

同比增长129%!

上半年我省开行国际货运班列110列

上半年青海省经济运行“成绩单”出炉

金融行业为我省中小微企业“注”入强心剂

全省经营主体登记注册总量和新设数量实现“双增长”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7月22日，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石建平主持召
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
省委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市委工作要
求，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学细研中央城市
工作会议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深刻理解新时代城市发展规律、方
向、路径和根本要求，牢牢把握“五个
转变、五个更加注重”的重要原则，健

全完善基础设施，推进城市更新和城
市建设，不断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活
力，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
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中央、省
委和市委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学习教育有关工作要求，注重
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带头自
我革命，持续在整改整治、常态长效
上下功夫，坚决杜绝“过关”思想和松

劲心态，持续抓好后续工作，推动政
府系统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让群
众感受到作风转变、效能提升的新气
象。

会上，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围
绕“锚定目标不放松、敢作善为抓落
实，全力推进西宁在现代化新青海建
设中挑大梁、勇争先”开展交流研讨。

会议安排部署了近期重点工作，
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
本报讯（特约记者 莫昌伟）7月22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召开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七项惠民行动”推进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更加有力有效推动“七项惠民
行动”，让学习教育成效实实在在惠及各族群众。省委副书记、
省长罗东川出席。

吴晓军指出，“七项惠民行动”是推进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集中整治、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落地见效的实际行动，
件件关乎民生冷暖、桩桩连着民心民意，要坚定人民立场，狠抓
惠民举措，让困扰群众的“揪心事”“烦心事”“老大难”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

吴晓军强调，学习教育效果好不好，作风建设成效实不
实，最终都要落脚到为群众解决了多少实际困难上。“七项惠
民行动”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期，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
题导向，强化上下联动，推广经验做法，健全长效机制，以更大
决心、更强担当、更实作风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会议书面通报“七项惠民行动”进展情况。省信访局、省自
然资源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教育厅、
省农业农村厅、省委统战部汇报有关情况。

刘奇凡、刘美频、王卫东、才让太、乌拉孜别克·热苏力汗、
班果、吕刚、刘涛、李宏亚、程基伟出席。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七项惠民行动”推进会召开

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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