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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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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青海代表

团审议、来青考察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全面推动落实“三个坚定不移”重大要求，找准乐都

在“五个示范省”“五个新海东”建设机遇中的定位，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动深化改

革，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着力增进民生福祉，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乐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经济

发展呈现高开低走、稳中提质的态势。

一、综合

人口：年末全区共有 89669 户，285635 人（其中常住人口

240758人，比上年末减少 191人），其中城镇人口 124907人，

农村人口 160728人。按性别分，男性人口 146160人，女性人口

139475 人，男女性别比为 105:100。按民族构成分，汉族人口

241073人，占总人口的 84%，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为 44562人，

占总人口的 16%。其中藏族 19944人，回族 5679人，土族 10570

人，蒙古族 7827人，撒拉族、满族、壮族、东乡族、朝鲜族等

其他少数民族共 542人。



全年人口出生人口 1900 人，死亡人口 2039 人。迁入人口

2210 人，其中:省内迁入 1704 人，省外迁入 506 人。迁出人口

3013人，其中迁往省内 2398人，迁往省外 615人。

经济总量:根据地区生产总值（GDP）统一核算结果，2021

年我区地区生产总值为 120.26亿元，同比增长 7%，增速较上年

同期 4.8%提高 2.2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5.9%。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值为 17.9亿元，同比增长 4.8%，增速较上年同期 5.1%

下降 0.3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5%，一产对 GDP的贡献率为

10.42%，拉动 GDP0.7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43.03亿元，

同比增长 9.3%，增速较上年同期 9.1%提高 0.2个百分点，两年

平均增长 9.2%，二产对 GDP的贡献率为 46.21%，拉动 GDP3.23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59.33亿元，同比增长 6%，增速与

上年同期 1.7%提高 4.3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3.9%，三产对

GDP的贡献率为 43.37%，拉动 GDP3.04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

构比例为 14.9:35.8:49.3，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二、农业

2021年末，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 292941万元，其中农业总

产值为 168615万元，林业总产值 9295万元，牧业总产值 110370

万元，渔业 200万元，农业牧渔服务业 4461万元。各类畜产品

产量：猪肉 7836281.45 公斤、牛肉 6136028.41 公斤、羊肉

1558212.1公斤，鸡肉 273891.27公斤，禽蛋 1972369.63公斤，

生牛奶 20574935.25公斤。各牲畜禽类年末存栏数 57万头（只）。

其中猪存栏 11.70万头，牛存栏 7.55万头，羊存栏 20.17万只，

活鸡存栏 17.59万只。各类畜禽类全年出栏 36.57万头（只）。

其中猪出栏 10.27 万头，牛出栏 4.49 万头，羊出栏 8.25 万只，

活鸡出栏 13.55万只。



三、工业

2021年，乐都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和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紧扣高质量发展要

求，坚持“高、新、轻、优”产业发展方向，不断加快传统优势产

业转型升级，全区工业经济持续增长，发展势头持续向好。1-12

月，全区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为 23%，其中，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为 33.2%，增速较上年同期的-10.3%提高 43.5个百分

点（见图 4）。



分行业产值看 1-12月，涉及乐都区的 9 大行业中，农副食

品加工业累计下降 33.7%；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累计下降

58.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累计上升 55.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累计上升 71.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制造业累

计上升 209.2%；金属制品业累计上升 56.2%；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累计上升 7.3%；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累计上升 41.4%（见

表 2）。

从各行业市场行情来看：一是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

造业本年订单在 11月、12月加工为成品后向合同方交货，产值

较大有效拉动全区规上工业产值增速；二是我区现有黑色金属冶

炼压延加工业企业 9家，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52.22%，

本年铁合金行业市场回暖、硅铁价格上升明显，就产值来看，黑

色金属冶炼和延压加工业产值增速 71.1%，有效拉动了我区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三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新

入行业，为全区工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有效带动规上工业

的发展。

四、建筑业

2021年，全区共有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 16家，其中，

国有建筑业企业共 1家，占总企业个数比重 6.25%；民营企业 15

家，占总企业数 93.75%。全区建筑业增加值增速 1.7%，增速较

上年同期的 15.7%下降 14个百分点（见图 5）。

从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看：2021年，完成签定合同额 229775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合同额 116273.4 万元，本年新增合同额

113501.7 万元；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109674.2 万元；房屋施工面

积 557083平方米，期末从业人数 1273人。

从企业财务状况看：2021 年，全区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业

总产值 109674.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0.6%（其中，建筑工程



产值 9435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5%，占总产值比重为

86.03%）；完成房屋施工面积 557083平方米，较上年同期下降

19.7%（其中，房屋新开工面积 274179平方米，较上年同期下降

8.1%）；营业收入 90417.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0.5%；完成

房屋竣工面积 134087平方米，房屋竣工产值 24386万元。

五、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投资拉动，项目带动”依然是现阶段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发展

的基本特征。一是房地产开发投资拉动力强劲。乐都区固定资产

投资呈现以房地产开发投资为主的投资形式，以房地产为主的固

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据统计数据显示，1-12月房地产开发投资

额占全社会投资完成额的比重为 63.6%，占比较大，拉动力强劲。

二是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我区在社会民生领域投资逐渐加大，

基础设施投资额占全社会投资完成额的比重为 20.7%，项目建设

持续推进。

1-12月，全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5.8%，增速较

上年同期的 21.8%下降 27.6个百分点（其中区属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 5%，增速较上年同期的 14.64%下降 9.64个百分点）（见

图 6）；其中，完成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16.8%；建筑、安装工程

投资同比增长 4.1%。

从产业看，1-12月份，第一产业完成投资同比下降 40.9%，

一产投资占全社会投资完成额的比重为 1.9%；第二产业完成投

资同比下降 36.3%，其中工业完成投资同比下降 36.3%，二产投



资占全社会投资完成额的比重为 7.7%；第三产业完成投资同比

下降 0.5%，三产投资占全社会投资完成额的比重为 90.4%。

商品房销售情况：1-12 月累计房屋施工面积 4127898 平方

米，同比增长 13.7%。其中，住宅 3034074 平方米，同比增长

18.4%，累计竣工房屋面积 339201平方米，同比增长 27.7%；累

计商品房销售面积 415793平方米，同比下降 21.7%。其中，住

宅面积 393472平方米，同比下降 21.6%。至 12月底全区累计房

屋待售面积254743平方米，同比增长7.9%。其中，住宅面积70717

平方米，同比增长 24.6%。其他房屋面积 234平方米。

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随着消费市场稳定恢复，居民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加之举办

青海省第七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壮大了我区消费群体，

为我区消费市场注入了活力。2021 年，乐都区累计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26.05 亿元，同比增长 7.5%，增速较上年同期的

3.7%提高 3.8个百分点。一是批零住餐四行业均实现全面增长。



从行业看，批发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9.7%，较上年同期的 1.4%提

高 8.3个百分点；零售业销售额同比增速实现 13.4%，较上年同

期的 2.8%提高 10.6个百分点；住宿业营业额同比长 19%，较上

年同期的-10.9%提高 29.9 个百分点；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26%，较上年同期的-5.5%提高 31.5个百分点。二是城乡区域消

费均衡拉动，乡村消费增长明显。从经营单位所在地看，全区实

现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15.64亿元，同比增长 6.8%，较上年同期的

6.5%提高 0.3个百分点；实现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0.41亿元，同

比增长 8.4%，较上年同期的-1.8%提高 10.2个百分点。

七、财政金融

1-12月，全区完成地方财政公共预算收入 3.83亿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 17.1%；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28.87亿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20.1%。



12月末，各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144.9亿元，较年初

上升 5.36%；人民币贷款余额 94.2亿元，较年初上升 13.71%，

存贷比 65%，存贷比较上年 58.9%相比提高 6.1个百分点。

八、交通和旅游

至 2021年底，全区共有营用性车辆 1179辆，其中货运汽车

1004 辆，客运汽车 175 辆。出租车 372 辆，公交车 150 辆，班



线车 25辆。全年完成客运量 66.45万人次，客运周转量 4731.38

万人公里，完成货运运量 568.49万吨，货运周转量 30308.58万

吨公里。2021年全年全区旅游总收入 8.53亿元，同比增长 20.9%，

旅游人次 288.4万人次，同比增长 24.3%。

九、文化体育事业

2021 年，乐都区共有老年福利服务中心 1 个，区书法家协

会 1个，区文化馆 1个，区社会歌舞队 264个，体育场馆 27个，

管乐队和民乐队 12支，秦腔和眉户剧团 5个。博物馆 1个，乡

镇综合文化站 19所，农家书屋 354个，村级文化活动室 354所。

广播电视转播台 12个，“村村通”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 10506个，

直播卫星公共服务户户通 55120个，调频广播转播台 2座，广播

综合人口覆盖率 99.01%，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99.01%，有线电

视用户 600户。

十、人民生活和就业保障

2021年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941.65元，同比增

长 8.09%，工资性收入 15726.95元，经营净收入 3401.61元。财

产净收入 286.89元，转移净收入 4526.2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35873.66 元，同比增长 6.59%，其中工资性收入

23331.07元，经营净收入 4527.11元，财产净收入 625.90元，转

移净收入 7389.59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168.68元，

同比增长 10.1%.工资性收入 9498.76元，财产净收入 9.21元,转

移净收入 2180.93元。2021年完成城镇新增就业 1902人,城镇失



业人员再就业 989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再就业 287人；城

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15%以内。完成培训城乡劳动力总数为

5465人。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 10.6万人（次），占年度劳

务输出任务 10万人（次）的 106%，实现劳务收入 8.4亿元。其

中：就地转移 3.8万人（次），省内跨区转移 5.5万人（次），

省外转移 1.2万人（次）；为城市最低保障人数 20764人发放保

障金 1228.68 万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106273 人发放保障

金 4581.21 万元，全区特困供养对象 12940 人发放特困供养金

1514.01万元，救助城市流浪人员 53人次，救助金额 33.09万元。

十一、教育、卫生和文化体育

2021年底，全区共有学校 213所（辖 68个小学教学点），

其中，完全小学 32所，九年一贯制小学学校 6所，初中 10所，

其中九年一贯制初中 6所。有幼儿园 97所，其中民办幼儿园 23

所。2021 年底，有中小学生及学前幼儿 32706 人，其中小学生

16537人，初中生 8819人，幼儿园 7350人。2021年底，总计寄

宿生 4684人。2021年底，少数民族学生 7104人。教职工 2873

名。

2021 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医疗机构 394 个，其中县级综合

医院 1个、中医专科医院 1个、妇幼保健站、疾控中心、卫生监

督所各 1个，乡镇卫生院 21个，村卫生室 299个，社区卫生服

务站 18个（为非营利私立机构）、民营医院 6个、个体诊所 45



个。全区住院病床实际开放 627张，其中县级医院实际开放 124

张，民营医院实际开放 290张，基层卫生院实际开放床位 213张。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27203人，收缴养老金

13921.77万元，享受人数 9724人，发放养老金 43280.02万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55813人。收缴养老金 3286.89

万元，享受人数 41090人，发放养老金 9411.23万元。工伤保险

参保人数 23066 人，其中农民工 7865 人，收缴工伤保险金额

513.29万元。工伤人数 227人，支付各类补偿金额 1157.19万元。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12740 人，收缴金额 630.01 万元，发放人数

228人，发放失业金额 155.65万元。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16920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

入 12919.08万元，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8894.8万元。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231584人，参保率 98.5%，其中各类救助

对象 37342人，实现 100%参保；全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收

入 7265.76万元，享受待遇 273600人次，基金支出 14285.96万

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救助对象 37342 人。生育保险参保 8616

人，享受待遇 235人，基金支出 166.59万元。

十二、资源环境

2021 年平均气温为 8.7℃，与历年平均值 7.8℃相比偏高

0.9℃。春季（3～5月）平均气温为 10.1℃，与历年平均值 9.2℃

相比偏高 0.9℃，夏季（6～8月）平均气温为 19.3℃，与历年同

期平均值 18.4℃相比偏高 0.9℃，秋季（9～11 月）平均气温为



8.0℃，与历年同期平均值 7.8℃相比偏高 0.2℃。年总降水量为

344.7mm，与历年同期平均值 329.1mm 相比偏多 4.74％，春季

（3～5月）降水量为 81.6mm，与历年同期平均值 66.9mm 相比

偏多 21.97％，夏季（6～8月）降水量为 151.4mm，与历年同期

平均值 188.6mm相比偏少 19.72％，秋季（9～11月）降水量为

109.8mm，与历年同期平均值 70.0mm 相比偏多 56.86％。全年日

照时数为 2590.3小时，日照百分率为 58％。

2021年乐都区累计总用水量 1.1062亿立方米，其中农田灌

溉用水 6507万立方米；林牧鱼畜用水 1528万立方米；工业用水

110万立方米；城镇公共用水 381万立方米；居民生活用水 746

万立方米；生态环境用水 389万立方米。

乐都区 2021年农业灌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5683。2021年，

全区共实施人工造林 7813公顷，零星植树 11233百株，成林抚

育面积 3020公顷。草原饲草产量 656000吨。森林覆盖率 41.02%。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

2021年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8%。



备注：

[1]本公报中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

计不等的情况。

[2]区域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

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从 2012年起由户籍人口改为常

住人口。

资料来源：本公报中登记失业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和社

会保险数据来自区就业局；财政数据来自区财政局；物价、城乡

居民收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海东调查队；公路通车里程、公路

客货运输量、周转量来自区交通运输局；金融数据来自中国人民

银行乐都支行；教育数据来自区教育局；气象数据来自区气象局；

旅游数据、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图书、数据来自区文体旅游广

电局；卫生事业数据来自区卫生健康局；社会保障数据来自于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低保数据来自区民政局；水资源数据来

自区水务局；林业、环保数据来自区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生

态环境局；其他数据均来自区统计局。


	海东市乐都区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