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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说 明

２００４年，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一项全国性重大普查，它
为甘肃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收集了比较全面、翔实的基础性资料和决策依据。为了便于社会各
界共同分享甘肃省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成果，更方便于开发和利用普查资料，我们将经普资
料进行了系统地编辑和整理，汇编成《甘肃省经济普查年鉴――２００４》一书。全书共三卷四
册，即综合卷、第二产业卷（上、下册）和第三产业卷，并随书配送同版本电子光盘一张。综合卷
为单位基本情况资料，分综合篇、企业篇、事业机关社团民办非企业篇、金融篇以及附录等。第
二产业卷分上下册。上册为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下册分三篇，第一篇为主要工业
产品产量及能源、原材料消费量；第二篇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情况，第三篇为建筑业企业
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第三产业卷分六篇，第一篇为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和财务状况；第二
篇为住宿和餐饮业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第三篇为房地产业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第四篇为其
他服务业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第五篇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状况；第六篇为银行、证券、保险财
务状况。为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使用本资料，现对有关问题做如下说明：

一、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标准时点为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时期资料为２００４年度。
二、每卷后附有该卷详细的指标解释，使用时请仔细阅读。
三、本资料按在地原则汇总，即按单位实际所在地进行汇总。
四、本资料对部分数据由于计量单位取舍不同或四舍五入而产生的差数均未作调整。
五、表中空格表示该项数据不足本表最小单位数、统计指标数据不详或无该项数据。" ＃"

表示其中的主要项。
我们希望此书的面世，能使社会各界对甘肃省社会经济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更愿本书

的内容，能为研究甘肃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作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甘肃省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是全省广大经济普查人员共同辛勤工作的成果，也是全

省普查对象积极支持配合的结果。在此，我们向全省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普查对象以及
所有支持经济普查工作的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序
徐守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甘肃省的经济形势与全国一样，也保持了快速持续协调发展
的态势。

为了全面、详细地掌握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状况，研究制订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加强和
改进宏观调控，国务院于２００３年决定将原有的工业普查、第三产业普查和基本单位普查合并，
将建筑业纳入普查范围，并于２００４年开展了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根据国务院要求，省政府
于２００４年初下发了《关于做好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全面安排部署了甘肃省的普
查工作。此次经济普查的标准时点是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时期资料为２００４年度。普查对象
是在甘肃省境内从事二、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普查对象涵盖
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除国际组织以及农户从事农业生产行业以外的１９个门类、９０个大类、
３７８个中类和８７５个小类。可以说，这次普查是建国以来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经济类国情国
力调查，它涉及部门之多、操作难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在普查中，全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各部门通力协作，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形成了强大的合
力。全省共组织动用了１２万多名普查员、普查指导员。参与普查的广大人员始终以高度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围绕数据质量，通过扎实细致的工作，圆满完成了经济普查资料搜集的任务。

甘肃省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如实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客
观反映了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的实际情况，找出了甘肃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增长速度与发
展质量、总量与结构、增量与存量等方面还存在的一些差距。对于编制好" 十一五" 规划，科学
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将发挥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普查进一
步摸清了甘肃省二、三产业的" 家底" ，全面掌握了反映甘肃省二、三产业发展状况的大量基础
信息，进一步查实了全省生产总值的总量和经济结构。普查结果显示，２００４年末，全省从事
二、三产业的法人单位８．５３万个，个休经营户５９万户。全省生产总值为１６８８．５亿元，比快报
数增加了１２９．６亿元。同时，还初步建立了甘肃省一、二、三产业基本单位名录库及二、三产业
数据库系统。

今年年初，省经济普查办公室和省统计局将经济普查所得主要数据已通过第一、二、三号
公报发布，并以普查资料为基础重新核算了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０４年甘肃省生产总值数据，向全省作
了公布。７月份又将基本数据编印成简明资料，面向各界发行。现在，进一步将丰富翔实的经
济普查数据编辑成年鉴，不仅有利于政府部门有效地开展宏观调控和进行科学决策，还有利于
企业经营者和其他投资人分析市场和预测行情，把握投资方向，改善经营管理；也有利于理论
和教学研究人员依据大量最新的第一手资料，分析研究总结改革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为进一
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推进改革和加快发展更好地建言献策。

此次经济普查所取得的大量数据，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和财富，一定要充分利用好，使之更
好地为党政机关、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在此次经济普查中，全省各级统计工作者做
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

希望全省统计工作者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继续做好各项工作。一是要正确估计
经济普查取得的成绩，认真查找不足和差距，针对普查中反映出的问题，进一步完善统计体制，
改进统计调查体系和方法。二是要切实搞好基本单位名录库的建设，认真做好基本单位名录
库的维护更新工作，扩大信息共享，服务社会公众，真正使之变成" 动态活库" 。三是要认真做
好经济普查资料的开发应用工作。这次经济普查获取了大量丰富翔实的数据资料，各级各部
门都要结合党政领导和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做好资料开发应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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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按地区、技术职称分组的社团法人就业人数 ２２１………………………………………………………………………………
３－１６按地区、技术等级分组的社团法人就业人数 ２２２………………………………………………………………………………
３－１７按地区分组的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数及就业人数 ２２２………………………………………………………………………
３－１８按地区、就业人数组距分组的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数 ２２３……………………………………………………………………
３－１９按地区、学历分组的民办非企业法人就业人数 ２２５……………………………………………………………………………
３－２０按地区、技术职称分组的民办非企业法人就业人数 ２２５………………………………………………………………………
３－２１按地区、技术等级分组的民办非企业法人就业人数 ２２６………………………………………………………………………

附 录 ２２７………………………………………………………………………………………………………………………………



书书书

� � �

� �1



１－１ 按行业（门类）、地

法人单位

单位数
（个）

就业人数
（人）

兰州市

单位数
（个）

就业人数
（人）

嘉峪关市

单位数
（个）

就业人数
（人）

总 计 ８５　２７６　 ３　１０４　６７１　 １７　６８５　 ９７１　０１６　 １　０６７　 ８８　３６６

按行业（门类）分组

农、林、牧、渔业 ７１　 ３１　６７０　 ８　 １　３４６

采矿业 １　１３８　 １３９　０５８　 １６１　 ２３　７４４　 ２３　 ３　３６６

制造业 １０　４８９　 ７９５　９９２　 ２　８９６　 ２７３　３５３　 １５３　 ４９　６６０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２０　 ７４　５１５　 ７４　 １６　６３７　 ２　 １　４１１

建筑业 １　７４３　 ５０７　５７２　 ５９１　 １６９　６９８　 ２８　 ６　３９２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　０２９　 １１０　８２８　 ２６０　 ３４　７３９　 ２０　 ２　４１６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４２６　 ２７　６５４　 ２４０　 ２５　７１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１　１７９　 ２０９　３８７　 ５　１７０　 １０３　３１１　 ３５４　 ５　０４４

住宿和餐饮业 １　６７５　 ６２　６５８　 ５９６　 ３２　５５５　 ４８　 １　６０１

金融业 ８５２　 ６５　２５２　 １９４　 ２１　２０４　 １４　 ８２２

房地产业 １　３６０　 ４０　０１１　 ７３９　 ２１　８９７　 ２０　 １　４４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　０５４　 ４３　７８９　 ９５５　 ３０　０８２　 ４５　 ６８９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２　２５６　 ８１　５１４　 ６８７　 ４６　０６６　 ３０　 ５０５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７６９　 ３２　５１３　 １２１　 ８　９１５　 ９　 ３９９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６４０　 ２０　８５１　 ３２１　 ７　５５９　 ２３　 ８　６８７

教育 ８　７２７　 ２７１　２０２　 １　０８２　 ５７　５５３　 ５８　 １　１３１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２　９１８　 ８５　６０６　 ３２０　 １８　９１５　 ２０　 １　３１０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　２３３　 ２３　９８８　 ２６４　 １０　７７９　 ２４　 ４２１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３６　１９７　 ４８０　６１１　 ３　００６　 ６６　９５３　 １９６　 ３　０７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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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组的法人单位数及就业人数

金昌市

单位数
（个）

就业人数
（人）

白银市

单位数
（个）

就业人数
（人）

天水市

单位数
（个）

就业人数
（人）

武威市

单位数
（个）

就业人数
（人）

１　７６７　 １１０　０１６　 ５　４１１　 ２５６　８６９　 ９　０４２　 ２６３　６４６　 ４　８３１　 １８１　０４６

４　 ５　０２４　 ２　 １１１　 １０　 ３　５７５

６８　 ２　１６１　 １６０　 ３２　１０３　 ３３　 １　３５６　 １１１　 ８　３１７

２６９　 ４８　４１８　 ６８０　 ８６　３１１　 １　１５３　 ７９　８２８　 ６９６　 ４０　４５１

１５　 ４　２１１　 ２５　 ７　２１１　 ３１　 ５　４６５　 ３９　 ３　９５６

４５　 １７　１９８　 １１０　 ３４　８６０　 ２７３　 ４２　６４９　 ８９　 ３４　２０１

４０　 ３　０１０　 ７５　 １１　７０４　 ７９　 ６　１３１　 ５６　 ５　６７１

１３　 １１７　 ３７　 １５６　 １０　 ６０　 １２　 １３１

３４０　 ６　２３７　 ６７１　 １１　３７７　 ７０１　 １６　６０９　 ４５１　 ８　４９８

４３　 １　２２７　 １１０　 ２　４９６　 １３９　 ４　８３９　 １０２　 ２　８８０

２５　 ２　１７１　 １８　 ３　３６１　 １１４　 ４　２７３　 １３　 ３　９６９

１５　 ３８９　 ６８　 ２　８７１　 １１６　 ２　９２３　 ５２　 １　８７３

４１　 ３７３　 １２６　 １　０４２　 １６５　 ２　１２４　 ６２　 １　２３５

４１　 ５１４　 ２１３　 ３　７２４　 ２４８　 ７　０４０　 ９１　 ２　６３６

２３　 ９８４　 ６２　 ２　７２０　 ９２　 １　９９３　 ４８　 ４　６４８

２０　 ３４７　 ４０　 ５９５　 ５１　 ６１２　 ２７　 ５５３

８４　 ５　７９２　 ５５２　 １５　０１９　 ８９０　 ３０　４１４　 ８５８　 １９　６１６

６５　 ２　１２２　 ４２２　 ４　７５７　 ３６１　 ９　１７０　 １８８　 ７　８０１

２０　 ３８７　 １２５　 ９５２　 １７５　 ２　１９３　 ２６　 ５５９

５９６　 ９　３３４　 １　９１５　 ３５　４９９　 ４　４１１　 ４５　９６７　 １　９００　 ３０　４７６

—３—



１－１ 按行业（门类）、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数及就业人数 续１

张掖市

单位数
（个）

就业人数
（人）

平凉市

单位数
（个）

就业人数
（人）

酒泉市

单位数
（个）

就业人数
（人）

庆

单位数
（个）

总 计 ４　２１６　 １４６　７２８　 ６　０１３　 １９６　９１８　 ４　７３５　 １４４　４８１　 ６　８７３

按行业（门类）分组

农、林、牧、渔业 １７　 ９　０３４　 ３　 １９５　 １６　 ５　１２４

采矿业 １１９　 ８　１６７　 ７８　 ２１　７１１　 １４２　 １４　９５８　 ２８

制造业 ５９４　 ３０　９２６　 ８２４　 ４３　３７５　 ５４３　 ３３　８６６　 ９６３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４２　 ４　３７１　 ３５　 ４　７３８　 ４９　 ４　５９０　 ２５

建筑业 ８９　 ２４　１２２　 １１８　 ３０　１１７　 ９６　 １８　０００　 ８６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４６　 ３　４２３　 ７４　 １０　２０４　 １０３　 ４　２４７　 ５６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３９　 ５２７　 １０　 １９８　 ２８　 １８２　 １１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０１　 ８　１５９　 ４８７　 ８　８９３　 ７０１　 ８　５０９　 ４２４

住宿和餐饮业 ８３　 ２　３２８　 １３０　 ３　１２５　 １２７　 ３　８４４　 ６８

金融业 ３８　 ４　８０１　 ７１　 ４　５０８　 ９０　 ５　３１２　 ３３

房地产业 ８４　 １　５５３　 ６２　 ２　２０６　 ７３　 １　１１３　 ５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９３　 １　３６７　 ９１　 １　１３９　 １９２　 ２　２０３　 ５９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１０７　 ３　３５９　 １１９　 ４　０３９　 １６４　 ３　９１６　 １５１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４７　 １　９２９　 ４６　 １　０４９　 ６５　 ２　１５０　 ３８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１７　 ６９４　 ２５　 ２１２　 ４６　 ４２０　 １２

教育 ２１４　 １１　０５５　 ４２５　 １７　７１７　 ３９１　 １１　４２３　 １　７８０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１３２　 ５　０３７　 ２１７　 ５　９７４　 １６９　 ４　９５１　 ２０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５８　 １　００６　 １００　 １　０３２　 ８９　 １　４４２　 １１２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１　７９６　 ２４　８７０　 ３　０９８　 ３６　４８６　 １　６５１　 １８　２３１　 ２　７７２

—４—



法人单位

阳市

就业人数
（人）

定西市

单位数
（个）

就业人数
（人）

陇南市

单位数
（个）

就业人数
（人）

临夏市

单位数
（个）

就业人数
（人）

甘南州

单位数
（个）

就业人数
（人）

１８３　５８２　 ６　２７５　 １６４　９０３　 ７　３４４　 １５３　５６２　 ７　５７５　 １７９　７２４　 ２　４４２　 ６３　８１４

１　 ７８　 １　 ８０　 ９　 ７　１０３

８　０７０　 １４　 ３４２　 １２９　 １２　３９８　 ４６　 ６７７　 ２６　 １　６８８

３５　１５０　 ５２９　 ２４　８７９　 ２８９　 １５　５６２　 ７８５　 ２９　８０１　 １１５　 ４　４１２

３　７０９　 ３０　 ３　６１８　 ６０　 ６　２６１　 ３９　 ５　７９８　 ５４　 ２　５３９

３８　０９８　 ６２　 ３３　９１６　 ７４　 １５　１９１　 ６０　 ４１　９６６　 ２２　 １　１６４

８　２０１　 ５７　 ５　３４７　 ５２　 ６　１６１　 ７８　 ６　６８１　 ３３　 ２　８９３

１４０　 ３　 １４　 ３　 ７８　 １６　 ２１９　 ４　 １２２

７　９９２　 ３３５　 ７　７５９　 ４２８　 ９　２９３　 ３７３　 ５　４３２　 １４３　 ２　２７４

１　６８４　 ４２　 １　０９４　 ５２　 １　３９０　 ８９　 ２　５４３　 ４６　 １　０５２

３　１４２　 １１６　 ４　０１０　 ８７　 ３　２８２　 ２３　 ２　９４８　 １６　 １　４４９

１　３８３　 ２９　 ５５６　 ３０　 ８８６　 ２０　 ９０６　 １　 １５

４００　 ９１　 ８４９　 ５６　 ７４６　 ６７　 １　４１７　 １１　 １２３

２　３１７　 ９１　 １　５６３　 １７６　 ２　９５４　 ９９　 ２　２４０　 ３９　 ６４１

１　１４３　 ６０　 １　８４４　 ６６　 １　７７５　 ６９　 ２　３１６　 ２３　 ６４８

１５８　 ２２　 ５２６　 １１　 １３９　 １９　 ２８７　 ６　 ６２

３０　２６８　 ９９９　 ２０　５５８　 ８２９　 ２４　２１７　 ３６７　 １７　９７４　 １９８　 ８　４６５

５　５００　 ２２８　 ６　５０５　 ３０６　 ５　９９８　 １７６　 ４　９９７　 １１０　 ２　５６９

１　３４８　 ８５　 １　１３９　 ７６　 １　１２０　 ４２　 ９７８　 ３７　 ６３２

３４　８７９　 ３　４８２　 ５０　３８４　 ４　６１９　 ４６　０３３　 ５　２０６　 ５２　４６４　 １　５４９　 ２５　９６３

—５—



１－２ 按机构类型、人数组距、开业时间

法人单位

单位数
（个） 单产业

法 人
多产业
法 人

一、按机构类型分组 ８５　２７６　 ７６　２１０　 ９　０６６

企业法人 ３３　２８４　 ３０　２１３　 ３　０７１

事业法人 １８　８０６　 １６　５８３　 ２　２２３

机关法人 ７　２２１　 ５　１９３　 ２　０２８

社团法人 ２　１８９　 ２　０８２　 １０７

民办非企业法人 １　０２６　 １　０１３　 １３

其他法人 ２２　７５０　 ２１　１２６　 １　６２４

二、按人数组距分组 ８５　２７６　 ７６　２１０　 ９　０６６

１０人以下 ５０　１２４　 ４７　７５１　 ２　３７３

１１～５０人 ２５　０７５　 ２１　５４８　 ３　５２７

５１～１００人 ５　３９３　 ４　００８　 １　３８５

１０１～２００人 ２　６７１　 １　７７２　 ８９９

２０１～３００人 ７１３　 ４４０　 ２７３

３０１～４００人 ３５９　 ２１３　 １４６

４０１～５００人 ２０４　 １２８　 ７６

５０１～１０００人 ３９５　 ２１４　 １８１

１０００人以上 ３４２　 １３６　 ２０６

三、按开业时间分组 ８５　２７６　 ７６　２１０　 ９　０６６

１９４９年以前 ３　９４４　 ３　４０９　 ５３５

１９５０－１９７７年 ２０　２０４　 １６　７１９　 ３　４８５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２６　０２５　 ２３　３６１　 ２　６６４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 ５　８０３　 ５　２１３　 ５９０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 １１　４５５　 １０　５６０　 ８９５

２００１年 ４　１０４　 ３　８７２　 ２３２

２００２年 ４　８５１　 ４　５８５　 ２６６

２００３年 ５　０８７　 ４　８５４　 ２３３

２００４年 ３　８０３　 ３　６３７　 １６６

—６—



分组的法人单位数、产业活动单位数及就业人数

就业人数
（人） ＃女性

产业活动单位

单位数
（个）

多产业法人
所属的产业
活 动 单 位

就业人数
（人）

３　１０４　６７１　 ９４３　７５０　 １２８　６７５　 ５２　４６５　 ３　１２６　４９７

２　１３８　５８３　 ６４６　８１０　 ４６　２８２　 １６　０６９　 ２　１４２　７４５

５８３　７８０　 ２１７　４６４　 ３５　７０９　 １９　１２６　 ５８７　５５６

２２９　９２１　 ５３　８０６　 １８　２５７　 １３　０６４　 ２４１　６９１

２４　３０６　 ４　８９２　 ２　５２５　 ４４３　 ２５　７７１

１０　６８８　 ５　５６６　 １　０４０　 ２７　 １０　７６５

１１７　３９３　 １５　２１２　 ２４　８６２　 ３　７３６　 １１７　９６９

３　１０４　６７１　 ９４３　７５０　 １２８　６７５　 ５２　４６５　 ３　１２６　４９７

２３５　４１６　 ５５　２３７　 ５３　４８６　 ５　７３５　 ２４０　１８７

５９４　１０６　 １９２　３８３　 ３７　６３１　 １６　０８３　 ６０７　４１３

３７９　４８６　 １２７　９９２　 １４　７４４　 １０　７３６　 ３８９　０４０

３６９　９５３　 １２３　１０７　 １１　９１２　 １０　１４０　 ３８１　２９５

１７４　１３１　 ５８　５４４　 ３　５１３　 ３　０７３　 １７９　０１１

１２４　７２７　 ３６　４６７　 １　６４１　 １　４２８　 １２８　０７７

９１　３９９　 ２６　６９１　 ９５２　 ８２４　 ９４　０７６

２７５　９５５　 ８３　７７７　 １　７４４　 １　５３０　 ２７７　６３９

８５９　４９８　 ２３９　５５２　 ３　０５２　 ２　９１６　 ８２９　７５９

３　１０４　６７１　 ９４３　７５０　 １２８　６７５　 ５２　４６５　 ３　１２６　４９７

１５４　７３３　 ５０　８７８　 ８　２７４　 ４　８６５　 １５８　５９３

９３５　６１３　 ２９２　８９３　 ３５　７８７　 １９　０６８　 ９２１　５０８

６８３　７７６　 １８４　０５４　 ４０　４５９　 １７　０９８　 ７０１　０７０

２６３　５２８　 ７３　７５７　 ８　４２０　 ３　２０７　 ２６６　２６１

４８０　７１７　 １５８　２１６　 １４　７５５　 ４　１９５　 ４８３　４９２

１５３　２０１　 ４６　８５２　 ４　８１１　 ９３９　 １５５　８３２

１６２　０８３　 ４７　３５６　 ５　７００　 １　１１５　 １６４　６５７

１５３　０３１　 ５１　１２６　 ５　９４８　 １　０９４　 １５５　３８６

１１７　９８９　 ３８　６１８　 ４　５２１　 ８８４　 １１９　６９８

—７—



１－３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数、产业活动
单位数及就业人数

法人单位

单位数
（个）

单产业

法 人

多产业

法 人

就业人数
（人） ＃女性

产业活动单位

单位数
（个）

多产业法人
所属的产业
活 动 单 位

就业人数
（人）

全 省 ８５　２７６　 ７６　２１０　 ９　０６６　 ３　１０４　６７１　 ９４３　７５０　 １２８　６７５　 ５２　４６５　 ３　１２６　４９７

兰州市 １７　６８５　 １５　８７６　 １　８０９　 ９７１　０１６　 ３３８　３００　 ２３　７１８　 ７　８４２　 ９７５　７７５

嘉峪关市 １　０６７　 ８７２　 １９５　 ８８　３６６　 ２８　５３３　 １　６８３　 ８１１　 ８７　０４３

金昌市 １　７６７　 １　５３０　 ２３７　 １１０　０１６　 ３９　５５８　 ２　７８６　 １　２５６　 １０６　９８２

白银市 ５　４１１　 ５　０４８　 ３６３　 ２５６　８６９　 ７６　７９８　 ８　０８８　 ３　０４０　 ２６２　４７９

天水市 ９　０４２　 ８　０２４　 １　０１８　 ２６３　６４６　 ７６　３１６　 １３　９６２　 ５　９３８　 ２６９　６２７

武威市 ４　８３１　 ４　２０３　 ６２８　 １８１　０４６　 ４７　２０２　 ７　７２３　 ３　５２０　 １８０　４８５

张掖市 ４　２１６　 ３　５２２　 ６９４　 １４６　７２８　 ４５　５０３　 ７　９５９　 ４　４３７　 １４１　５５７

平凉市 ６　０１３　 ５　４４３　 ５７０　 １９６　９１８　 ４９　８４１　 ９　１０５　 ３　６６２　 １９９　１９７

酒泉市 ４　７３５　 ３　９８８　 ７４７　 １４４　４８１　 ４６　４９４　 ７　１１５　 ３　１２７　 １４４　８４８

庆阳市 ６　８７３　 ６　３３８　 ５３５　 １８３　５８２　 ５１　１４８　 ９　４９７　 ３　１５９　 １８９　２２３

定西市 ６　２７５　 ５　５６７　 ７０８　 １６４　９０３　 ４２　３５４　 １０　１１５　 ４　５４８　 １６７　３０２

陇南市 ７　３４４　 ６　６７９　 ６６５　 １５３　５６２　 ４１　１７５　 １２　４４６　 ５　７６７　 １５９　７８７

临夏州 ７　５７５　 ７　０５１　 ５２４　 １７９　７２４　 ４４　２３６　 １０　８７１　 ３　８２０　 １８２　２１１

甘南州 ２　４４２　 ２　０６９　 ３７３　 ６３　８１４　 １６　２９２　 ３　６０７　 １　５３８　 ５９　９８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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