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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青海还积极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应对地区面临

的共同问题，用实际行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

涵。进一步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国际

交流合作。实施林业碳汇基线调查，开展碳排放达峰行

动和碳中和研究。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森

林、荒漠、湿地等生态保护与恢复科技信息和种质资源

共享平台，推进林草资源培育与高效利用、荒漠化防治

等联合科技交流。十年来，青海的人文交流合作持续深

化，生态保护国际合作务实推进，“绿色丝路”建设取

得实效。

青海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存在的问题

当前，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青海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正处在一个重要而关键的发展时期，既面临诸多

困难挑战，更蕴藏着重要战略机遇。同时，青海省受自

身的地理区位、基础设施、产业模式、发展观念等诸多

因素的影响，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慢，

综合能力亟待提升，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总体发展水平较低

青 海 地 处 青 藏 高 原 ， 地 理 位 置 偏 远 ， 交 通 较 为 不

便，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发展起步相对较晚，人口相对

较少，且区域人口分布不均，这使得青海总体发展水平

较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所提出的：“青海

发展底子薄，任务重，发展不足仍然是主要矛盾，发展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比较突出。”因此，青

海省充分发挥在“四地”建设中的综合优势，积极适应

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主动融入新发展的格局。

截至2023年上半年，青海全省生产总值1798.32亿

元，同比增长6.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7.05亿元，

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795.76亿元，增长6.5%；第

三产业增加值945.51亿元，增长7.2%。三次产业结构为

3.2∶44.2∶52.6。青海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1.6亿元，比上

年同期（下同）增长17.5%，其中，出口12.4亿元，增长

31.3%，进口9.2亿元，增长2.9%。进出口、出口、进口

增速分别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2.8个、23.2个和2.4个

百分点，分别居全国第9位、第7位和第15位。②主要出口

产品为有色金属矿产品、红枣、棉花等，出口贸易总体

呈现逐年稳步增长的趋势，但仍处于起步阶段，进一步

发展潜力较大。加之，全省90%国土面积为限制和禁止

开发区城，设施建设滞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医疗保

障水平有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尚未

完全形成，非公经济占比仅为36.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对外贸易中贸易结构不合理，出口产品单一，产业

门类和产品门类不齐全，大宗商品贸易较为缺乏，外贸

投资规模小，仍需要通过拓展出口产品种类和市场，提

升出口贸易的规模和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青海

融入“一带一路”的步伐。

（二）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由 于 受 到 地 理 位 置 、 综 合 发 展 水 平 、 资 源 环 境 承

载力较弱、生态环境脆弱等诸多要素的影响，造成青海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及维护成本较高，基础设施建设

工作难度较大、工期慢、欠账多等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现

实，成为制约青海发展的重要瓶颈。一方面，青海省对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入不足，在水电、燃气的产供；

水利、资源、环境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干线铁路、城市

交通、地下管网设施和骨干水利工程建设和投资等均滞

后于其他地区。2022年，青海省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

降7.6%。从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9.8%，第二产业

投资增长21.5%，第三产业投资下降22.3%。其中基础设

施投资（不含电力）下降13.3%，工业投资增长21.6%，

水利固定资产投资45.11亿元，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49.55

亿元。③2022年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6%，其

中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达38545亿元，水利固定资产投

资超800亿元。与广东省相比，青海在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领域的投入仍然相对滞后。与此同时，青海省基础设施

领域的境外投资占比较少，需要进一步加强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经贸合作。

另 一 方 面 ， 青 海 省 口 岸 数 量 较 少 、 而 且 口 岸 的 级

别也较低，总体规模均偏小。青海口岸建设起步发展较

晚，2006年国务院正式批准青海省西宁航空口岸对外国

籍飞机开放，2007年正式成立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口岸管

理办公室，2008年西宁航空口岸通过国家验收，2010

年9月，西宁航空口岸获得《关于对外开放西宁曹家堡

机场及新辟国际航线的批复》，标志着青海省口岸正式

对外开放。十年来，青海省不断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建设

步 伐 ， 先 后 建 成 口 岸 联 检 综 合 楼 、 T 1 国 际 航 站 楼 改 造

及配套设施、国际货运临时场所和口岸检验配套工程、

边防部队营房及办公大楼等项目。建立青海电子口岸信

息服务平台，实现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运行，口岸基

础设施的服务保障能力显著提升，但是在口岸开放和海

关特殊监管区建设方面，航空口岸联检通道不足，设施

陈旧，不足以满足保障国际货运航班正常安全开行的要

求 ， 尚 未 形 成 支 撑 “ 一 带 一 路 ”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口 岸 体

系，与新时期青海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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