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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先 青海融入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战略

青海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区，全省国土面

积的90%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在推进青海高质量发

展过程中，做好生态保护的文章至关重要。近年来，青海省

发展成果显著，“两翻番”目标提前实现，脱贫攻坚取得全

面胜利，生态环境持续好转，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高，基础

设施得到明显改善，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面向“十四五”，青海省提出要统筹谋划经济社会发展

重点任务，着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着力融入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着力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着

力推动城乡区域平衡发展，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改

善人民生活品质，着力统筹发展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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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先 青海融入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战略

青海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区，全省国土面积的90%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

在推进青海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做好生态保护的文章至关重要。近年来，青海省发展成果显著，“两

翻番”目标提前实现，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生态环境持续好转，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高，基础

设施得到明显改善，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面向“十四五”，青海省提出要统筹谋划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着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着

力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着力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着力推动城乡区域平

衡发展，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着力统筹发展和安全。

一、青海经济产业发展现状

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境内黄河干流长度1694千米，

占黄河总长度的31%，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是中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

源涵养区，生态地位非常重要。

青海GDP规模较小，人均GDP处于国内中下。近年来，青海GDP总量和人均GDP保持稳步增长态

势，但与黄河流域其他省份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数据显示，2019年青海GDP为2966亿元，仅占黄

河流域九省GDP总和的1%，处在末位；人均GDP为48981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表 1：2019 年青海 GDP 在黄河流域占比 图表 2：近年来青海人均 GDP 情况

来源：新华财经

近年来，青海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基本稳定，第二产业逐年下降，第三产业逐年上升。

数据显示，从2017年开始，青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46.6%）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比

重（44.29%）。2019年，第三产业占比为50.7%，第三产业占比降至39.1%。

图表 3：近年来青海三次产业占 GDP 比重



来源：新华财经

2020年前三季度经济呈现稳定恢复态势，新兴优势产业加快复苏。青海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回升。前三季度，全省实现生产总值2170.1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2%，增速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提高3.3和0.2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

加值172.94亿元，增长4.5%；第二产业增加值844.03亿元，增长2.9%，增速比一季度提高3.3个百

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1153.16亿元，下降0.5%，降幅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收窄2.9和0.3个百分

点。

产业方面，新兴优势产业由降转增。三季度以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当月增幅

均保持在30%以上，全省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下降20.6%和16.9%，降幅比上

半年分别收窄3.2和6.1个百分点。

二、青海融入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战略具备六大优势

2020年8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采取有效举措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优化城市发展格局，推进乡村振兴。

在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中，青海具备六大优势：

一是政策优势。党中央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新

一轮西部大开发、支持青海等四省藏区发展、对口援青、东西部扶贫协作等一系列特殊支持政策，

为青海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三江源和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建设、兰西城市群建设等，为青海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

遇。



二是生态优势。青藏高原是地球“第三极”，是全球生态系统的调节器，青海是世界上高海拔

地区生物、物种、基因、遗传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可可西里创造了中国最大、全球海拔最高的世

界自然遗产地新纪录。 作为“中华水塔”，青海每年向下游输送600多亿立方米源头活水，既惠及

国内20个省区，也惠及缅甸等澜湄流域5个国家。全省现有林地总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5.3%，可利用

天然草场5亿多亩，湿地面积居全国首位。生态资源价值18.39万亿元，气候调节和物种保有等功能

价值不可估量。

三是资源优势。青海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接续储备地，盐湖资源储量大，金属矿产、石油、

天然气、页岩气等储量丰富，已探明矿产资源潜在价值约105万亿元。光能、水能和风能潜力巨大，

富光丰水风好，煤优油多气足，非常规能源潜力大，是青海能源资源地位的写照。

四是改革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秉持“青海发展相对滞后，但改革不能落后”的理念，该省

相继推出843项重大改革举措，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行政审批事项精简幅度达64%，成

为全国保留行政审批事项较少省份之一。在全国率先实现农村低保标准、扶贫标准“两线合一”。

首开草原生态补奖挂钩先河。分级诊疗制度、公立医院改革、“先住院后结算”模式等走在全国前

列。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一大批牧民从草原利用者变为生态管护者，形成了青海经验。

五是开放优势。坚持开放带动战略，加快铁路、公路、机场建设，提升连接丝绸之路的枢纽功

能。通过举办环湖赛、青洽会、藏毯展等经贸文体活动，展示青海开放形象。积极争取开通中欧班

列，更好融入全球发展。借助对口援青，加强同发达省份交流合作。

六是精神优势。长期以来，自然环境严酷、工作条件艰苦，青海形成了“两弹一星”精神、“五

个特别”青藏高原精神、“两路”精神、“玉树抗震救灾”精神、“人一之我十之”实干精神、站

在昆仑之巅守望全国和世界的登高望远精神、交流交融不断融入全国和世界发展格局的自信开放精

神、维护民族团结保护绿水青山造福全国和世界的团结奉献精神、把握新时代新要求激励新担当新

作为的不懈努力奋斗精神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鼓舞和感召着全省党员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奋勇

拼搏，不断创造奇迹。

三、力争做好生态保护的大文章

青海全省国土面积的90%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生态脆弱、承载力低，且沿黄地区大多

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承担着维护区域生态功能和国家生态安全的责任。如何保护好生态，同

步推进经济社会实现绿色转型发展，是面临的难题。



青海确立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水资源开发思路，即坚持生态保护下的发展和发展进步下的生

态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黄河生态经济带，维护黄河生命健康，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

目前，青海省境内黄河流域总体形成一“轴”多“圈”规划布局，实现绿色“江河源”，特色

“环湖圈”，宜居宜业“大西宁”、城乡统筹和农业现代化“新海东”。从一“轴”来看，采取上

游保护与修复、中游旅游畜牧业发展、下游绿色高质量开发；从多“圈”来看，共和县的清洁能源

发展圈，贵德、尖扎、化隆、循化县、民和黄河干流沿岸的自然景观旅游圈，黄河流域支流地区的

文化旅游圈、高原特色农畜产品生产圈等。

一是实施生态水利项目，提高生态用水百分比。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大力建设湿地保

护和河湖水系连通，提高生态用水比例。强化水生态空间管控，加强重点区域水土流失治理，加快

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综合整治农村水系，加强水源涵养保护，维护水系健康。

二是实施民生水利项目，提升水利惠民生水平。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水

利问题为重点，构建城乡统筹、区域协调、人水和谐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形成保障民生、服务民

生、改善民生的水利发展格局。重点建设农牧区饮水安全工程、农林灌溉工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灌溉水网工程等与农牧民息息相关的水利工程。

三是实施重大水利项目，提高流域供水保证率。提高水资源保障和配置能力，推进重点水源工

程、区域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构建水利基础设施网络格局。重点是尽快建成引大济湟北干渠扶贫

灌溉二期、西干渠灌区、黄河谷地四大灌区等在建工程，加快推进引黄济宁、共和盆地及其外围水

资源配置、等水资源配置工程早日开工建设，适时建设必要的中小型水库，提高供水保障能力。

四是强化水安全建设，初步解决水灾害严重问题。结合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统筹推进农

村河道综合治理，综合治理中小河流，让每一条河流都成为防洪达标、河流顺畅，设计和谐、环境

协调的绿色生态廊道；积极推进山洪沟达标治理工作，率先提高防洪问题突出、近年来发生较大灾

害河段的防洪能力；全力推进病险水库、淤地坝除险加固。

五是强化水资源管理，基本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严格落实节水优先方针，全面监管水资源的

节约、开发、利用、保护、配置、调度等各个环节，一是抓好合理分水，强化水资源总量控制，推

动开展生态流量确定与管控，严格用水总量指标控制。二是抓好管住用水，完善监管标准，严格取

用水监督管理，落实节水评价和取水许可，做好非常规水利用，严格地下水管理保护。三是抓好科

学护水，推进水源地长效管护和标准化管理。



六是强化水环境整治，共同解决水环境恶化问题。推进河湖保护行动，以深入推进河（湖）长

制为抓手，加快河（湖）立法，划定河（湖）管理范围、保护范围，全面监管“盛水的盆”和“盆

里的水”。持续推进清河行动和“清四乱”工作，使各河流水环境得到改善，实现河畅、水清。

四、青海的“十四五”展望

据了解，青海的“十四五”规划包括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巩固能源发展基

础、强化信息设施领域弱项、培育新动能等多方面多领域。其中，重点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长江大保护、国土绿化等领域，谋划推进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板块生态保护与治

理等工程，全力加快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等。

青海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党晓勇介绍，青海还将重点围绕“一带一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兰

西城市群建设等国家战略，谋划推进国网干线、城际铁路、跨区域引调水、防洪枢纽等工程，着力

优化交通枢纽布局、提升水资源保障能力；谋划推进输电通道、新能源开发等工程，持续打造“绿

电特区”；着力推进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工程；探索深加工产业链，谋划推进碳纤维、

高纯氧化镁、镁合金产业集群构建等项目，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青海省政府党组务虚会强调，要辩证看待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紧扣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格局，从把握好高质量发展主题、落实“一优两高”战略、推动全面建设现代化的要求出发，

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科学论证、合理提出明年、“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

标。要统筹谋划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着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着力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

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着力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着力推动城乡区域平衡发展，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着力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着力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不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全力打造廉洁政府。

坚决守护好源头活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挖掘河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凝聚

保护黄河的“青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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