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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要

扩大内陆沿边开放，表明了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的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吸引了众多外商投资者来华投资，成

为世界第二大吸收外资国家，“引进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今后，我国

仍将致力于深化国内投资制度改革、改善国内投资环境，着力开放各类市

场，营造平等有序竞争环境，进一步增强中外投资主体的信心。 

为帮助中外企业更全面地了解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投资环境，200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组织编写了《中国省市商务概览》系列丛书, 在

介绍各地环境、促进招商引资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近期，在商务部电

子商务和信息化司的指导下，在全国各省市商务部门大力协助下，编写单

位对 2006年版《中国省市商务概览》进行更新完善，形成了最新版丛书。 

该套丛书共分 32册，较为系统、详实、全面地介绍了全国各省市自

治区的投资政策、投资环境、以及当地人文地理和经济发展等情况，对中

外投资者了解、研究和投资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有助

于扩大我国商务成果的宣传。由于各地在市场、资源、环境等方面各有不

同，涉及内容十分广泛，而本套丛书篇幅有限，又要适应中外投资主体需

要，所以难免会出现疏漏差错之处，热诚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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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情概况 

（一）地理位置 

甘肃省位于祖国地理中心，地处黄河上游，地域辽阔。介于北纬32°11′- 42°

57′、东经92°13′-108°46′之间。东接陕西，南邻四川，西连青海、新疆，北靠

内蒙、宁夏并与蒙古国接壤。甘肃省土地总面积45.44万平方公里，居中国第七位。

甘肃省简称陇，共设兰州、天水、白银、金昌、嘉峪关、武威、庆阳、平凉、张掖、

酒泉、定西、陇南 12 个地级市，临夏、甘南2个自治州；共有4个县级市、58 个县、

7 个民族自治县、17 个市辖区。省会兰州市。 

 （二）气候特征 

甘肃省地处黄土、青藏和蒙古三大高原交汇地带。从东南到西北包括了北亚热带

湿润区到高寒区、干旱区的各种气候类型。甘肃省气候干燥，日温差大，光照充足，

太阳辐射强。年平均气温在 8.3℃。年均降水量 416.7 毫米，降水各地差异很大，在 

42-760 毫米之间，自东南向西北减少，降水各季分配不匀，主要集中在 6-9 月。甘肃

省光照充足，光能资源丰富，年日照时数为 1,700-3,300 小时，自东南向西北增多。 

（三）人口与民族 

2015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 2599.55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8.77 万人。其中，城镇

人口 1122.75 万人，占常住人的 43.19%，比重比上年末提高 1.51 个百分点；乡村人

口 1476.80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56.81%。按年龄分，0-14岁人口 440.87 万人，占常

住人口的 16.96%，比重比上年末下降 0.05 个百分点；15-64 岁人口 1936.12 万人，

占常住人口的 74.48%，比重提高 0.04 个百分点；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222.56 万人，

占常住人口的 8.56%，比重提高 0.01 个百分点。按性别分，男性人口 1326.81 万人，

占常住人口的 51.04%；女性人口 1272.7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48.96%。 

全年出生人口 32.12 万人，人口出生率为 12.36‰，比上年上升 0.15 个千分点；

死亡人口 15.98万人，人口死亡率为 6.15‰，上升 0.04个千分点。全年净增人口 8.77

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6.21‰，上升 0.11 个千分点。 

（四）环境与资源 

甘肃省位居长江、黄河上游，地处青藏、黄土、内蒙古三大高原交汇地带，地理

位置独特，自然条件复杂。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属大陆性很强的温带季风气候，气

温差别较大，日照充足，不仅有适于农、林、牧、渔各业综合发展的气候资源、土地

资源，更有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的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和能源资源。 

甘肃省人均耕地 2.65 亩，居全国第六位。甘肃省林业用地面积 981.21 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 13.42%；草场有天然草地、人工草地和半人工草地三种；境内共有野生动

物 650 种。甘肃省是全国药材主要产区之一，现有药材品种 9500 多种，居全国第二

位。省内水资源主要分属黄河、长江、内陆河 3 个流域、9 个水系，河流年总径流量

415.8亿立方米。省内地质环境复杂，成矿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 

（五）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 

甘肃省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是西北地区连接中、东部地区的桥梁和纽带，是贯

通东亚与亚洲中部、西亚与欧洲之间的陆上交通通道。近年来，甘肃省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发展迅速，已形成以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和管道为主体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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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交通条件十分便捷。 

公路  

基本形成了以省会兰州为中心，以连（云港）霍（尔果斯）、丹（东）拉（萨）2

条国道主干线和 10条国道及 32条省道为干线，以县乡公路为分支，沟通甘肃省城乡、

连接周边省区的呈放射状的高速公路网。 

铁路  

兰州是西北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中心，陇海、兰新、包兰、兰青、宝中等铁路干

线均交汇于此。加之正在建设中的兰渝、兰成、兰新二线以及天平铁路，贯通东西南

北日益发达的铁路运输网络已初步形成。 

机场航空  

甘肃省已建成兰州中川、天水、庆阳、敦煌、嘉峪关、金昌、张掖 7 个通航机场。

境内航线网络日益完善，与国内 10 余家航空公司建立了航空业务往来。甘肃省各机

场共开辟国内处航线 45条，其中兰州中川机场航线可通达全国 30多个城市和台湾地

区、香港地区以及泰国、韩国首尔等地。 

交通运输能力  

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274.65亿元，比上年下降 0.3%。 

年末全省新建铁路投产里程 306.60 公里，增建铁路复线投产里程 53.70 公里。

公路里程 14.01 万公里，其中等级公路 12.04 万公里，高速公路 0.35 万公里。新建

二级以上公路 715.91 公里，其中新建高速公路 300.00公里。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物

周转量 2226.01 亿吨公里，比上年下降 6.73%；旅客周转量 641.10 亿人公里，增长

4.23%。 

 
表 1 2014年甘肃省主要运输方式完成货物和旅客运输量 

指标 单位 绝对数 

货运量 亿吨 5.72 

铁路 亿吨 0.65 

公路 亿吨 5.08 

货物周转量 亿吨公里 2516.82 

铁路 亿吨公里 1524.05 

公路 亿吨公里 992.6 

航空 亿吨公里 0.17 

客运量 亿人次 3.99 

铁路 亿人次 0.27 

公路 亿人次 3.62 

航空 亿人次 0.09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624.31 

铁路 亿人公里 377.87 

公路 亿人公里 229.02 

航空 亿人公里 17.26 

金融与保险  

2015 年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6299.50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6.55%。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13728.89 亿元，增长 23.93%。 

年末全省共有境内上市公司 27家，比上年末增加 1家。年末股票总市值 2846.62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5.48%。发行、配售股票筹集资金 108.73亿元，比上年增长 160.37%。

公开发行创业板股票 2只。 

全年原保险保费收入 256.8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24%；赔付额 92.75 亿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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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增长 9.87%。 

邮电、电讯、互联网  

按 2010 年价格计算，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363.61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02%。

其中，电信业务总量347.29亿元，增长31.54%；邮政业务总量16.32亿元，增长20.83%。

邮政业全年完成邮政函件业务 1582.4万件，包裹业务 67.55万件，快递业务量 3541.43

万件，快递业务收入 7.25亿元。 

年末局用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达到 278.1万门，比上年下降 22.86%；移动电话交换

机容量 2997.0万户，增长 14.44%。年末固定电话用户 325.99万户，比上年减少 15.31

万户。其中，城市 261.85 万户，增加 1.49万户；农村 64.14万户，减少 16.8万户。

年末移动电话用户 2108.1 万户，增加 49.48 万户，其中 3G 移动电话用户 553.96 万

户。固定电话普及率 12.6 部/百人，减少 0.6 部/百人；移动电话普及率 81.4 部/百

人，增加 1.7部/百人。 

年末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达 245.34 万户，增长 14.7%；互联网宽带接入端

口 611万个，增长 30%。 

  (六) 对外交往 

表 2 甘肃省国际友好城市 (省级)   

序 号 友好城市名称 国家 

1 秋田县 日本 

2 克赖斯特彻奇市 新西兰 

3 俄克拉何马州 美国 

4 绍莫吉州 匈牙利 

5 吉萨省 埃及 

6 阿尔巴县 罗马尼亚 

7 库斯塔奈州 哈萨克斯坦 

8 西马绍纳兰省 津巴布韦 

9 科雷兹省 法国 

10 奥希金斯将军解放者大区 智利 

11 戈亚斯州 巴西 

12 科阿韦拉州 墨西哥 

13 纳瓦拉自治区 西班牙 

14 塔马塔夫省 马达加斯加 

15 斯莱果郡 爱尔兰 

16 佛罗里达省 乌拉圭 

17 奥尔金省 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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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友好城市名称 国家 

18 法夫大区 英国 

19 格罗德诺州 白俄罗斯 

20 奔萨州 俄罗斯 

21 奥希科托省 纳米比亚 

22 索罗图恩州 瑞士 

23 库姆省 伊朗 

甘肃省国际友好城市 (市级) 

1 兰州市与秋田市 日本 

2 兰州市与阿什哈巴德市 土库曼斯坦 

3 兰州市与阿尔伯克基市 美国 

4 兰州市与杨市 澳大利亚 

5 兰州市与奔萨市 俄罗斯 

6 兰州市与努瓦克肖特市 毛里塔尼亚 

7 兰州市与乔利市 英国 

8 天水市与本迪戈市 澳大利亚 

9 白银市与奇姆肯特市 哈萨克斯坦 

10 白银市与庞卡市 美国 

11 敦煌市与臼杵市 日本 

12 敦煌市与镰仓市 日本 

13 武威市凉州区与鹿角市 日本 

14 敦煌市与日光市 日本 

15 敦煌市与南海郡 韩国 

16 兰州市与莱斯科瓦茨市 塞尔维亚 

17 兰州市与阿尔贝省 菲律宾 

18 白银市与蒂华纳市 墨西哥 

19 金昌市与邵尼市 美国 

20 兰州市与楚梅布市 纳米比亚 

21 山丹县与塞尔温区 新西兰 

22 阿尔巴县塞贝什市 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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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重要展会、专业市场、大型市场、商贸活动等 

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 

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已连续成功地举办了 20 届，是中国西部的区域性经贸

盛会。兰洽会始终以“开放、开发、合作、发展”为主题，已逐渐形成了以投资洽谈

为重点，以投资贸易促进活动、专业展会、系列文化旅游活动为主要内容，并具有浓

郁西部特色的新格局。 

    中国·河西走廊有机葡萄美酒节 

    中国·河西走廊有机葡萄美酒节以“游河西走廊，品葡萄美酒”为主题，以传播

和推广河西走廊有机葡萄酒产区概念为手段，围绕河西走廊独特的气候、水土、光热

资源优势，依托河西走廊深厚的丝绸之路文化底蕴和悠久的葡萄美酒酿造历史，推进

甘肃省葡萄酒产业开展国际间、省际间、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引导国内外企业和投

资机构关注河西走廊有机酿酒葡萄产区，扩大河西走廊有机葡萄酒产区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推动河西走廊葡萄酒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现已成功举办两届。 

伏羲文化节 

天水伏羲文化节是甘肃省天水市一年一度的大型祭祀伏羲典礼的群众性节庆活

动。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举行，相传这一天是华夏始祖伏羲的诞辰，而天水就是伏羲

的故乡。作为伏羲诞生地和伏羲文化发祥地的甘肃省天水，自 1988 年以来已成功举

办了 22 届公祭伏羲大典，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06 年，公祭伏羲典礼被列

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为独具特色的重要民族文化品牌。 

 

（八）高等教育及科研优势 

科学技术 

全年全省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 819项，其中，基础理论成果 138项，应用技术成

果 655 项，软科学成果 26 项。全年获得奖励 149 项，比上年下降 0.7%。专利申请受

理 14584件，比上年增长 21.3%；授权专利 6912 件，增长 35.6%；授予发明专利权 1238

件，增长 52.5%。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 4721项，增长 40.2%；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130.31

亿元，增长 13.1%。 

教育 

全省学龄儿童入学率 99.83%，比上年提高 0.03 个百分点。研究生教育招生 1.01

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招生 12.62 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 9.54 万人，普通高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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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万人，初中学校招生 29.08万人，普通小学招生 31.30万人，特殊教育招生 0.18

万人。幼儿园在园幼儿 70.11万人。 

（九）旅游 

甘肃省位于丝绸古道的黄金路段，不仅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和人文景观，而

且自然风光类型多样，山川景致神奇迷人。全年接待国内游客 15632.9 万人次，比上

年增长 23.5%；国内旅游收入 974.5 亿元，增长 25.0%。接待境外旅游人数 5.5 万人

次，增长 11.81%。其中，接待外国游客 3.2万人次，增长 9.5%；接待港澳台同胞 2.3

万人次，增长 15.12%。全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1418.1万美元，增长 39.4%。 

风景名胜 

甘肃省有“世界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沙漠奇迹”敦煌鸣沙山月牙泉、世界

规模最大的风蚀地貌群——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东方雕塑馆”天水麦积山石窟、

“中国道教第一名山”平凉崆峒山、“万里长城第一雄关”嘉峪关、中国旅游标志东

汉铜奔马出土地——武威雷台汉墓、藏传佛教黄教六大宗主寺之一的夏河拉卜楞寺、

世界最大的室内卧佛寺——张掖大佛寺、“绿色长廊”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中国最

美的高原牧场——甘南草原以及汇集世界最大的远古恐龙足印化石群、古代石窟和水

库、湿地风光于一体的永靖黄河三峡景区。 

 
敦煌莫高窟 

 

敦煌鸣沙山月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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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 

特色商品 （1）文化旅游产品：《读者》杂志、铜奔马、酒泉夜光杯、莫高窟特

色产品、兰州刻葫芦、兰州水烟、洮砚、天水雕漆、庆阳香包、剪纸；（2）特色蔬菜

水果：兰州白兰瓜、苦水玫瑰、兰州百合、兰州香桃、冬果梨、软儿梨、天水花牛苹

果、陇南猕猴桃、陇南甜柿、蕨菜、康县木耳、黄花菜、甘谷辣椒、临泽红枣、河西

沙枣、沙棘；（3）特色中药材：黄芪、岷县当归、沙漠肉苁蓉、锁阳、甘草、祖师麻；

（4）地产酒类：陇南春和金徽大曲、张掖南酒、冰州曲酒、红川特曲、临夏黄酒、

莫高红酒、祁连红酒、国风红酒；（5）特色农副产品：马铃薯、紫花苜蓿、啤酒大麦、

啤酒花、油橄榄、酿酒葡萄、芨芨草、白牦牛、滩羊和滩二毛裘皮以及各类农作物种子。 

  
特色食品 兰州牛肉面（俗称牛肉拉面）是兰州最为著名的风味小吃和最具特色

的大众化经济小吃，牛肉面以肉烂汤鲜、面质精细而蜚声中外。 

二、经济情况 

（一）GDP 

初步核算，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6790.32 亿元，比上年增长 8.1%。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 954.54亿元，增长 5.4%；第二产业增加值 2494.77亿元，增长 7.4%；第三

产业增加值 3341.01 亿元，增长 9.7%，其中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增加值 508.00 亿元，

增长 2.3%，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196.37 亿元，增长 7.4%，金融业增加值 443.12 亿

元，增长 21.5%，房地产业增加值 244.82 亿元，增长 5.6%。第一产业增加值占生产

总值的比重为 14.06%，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36.74%，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49.20%。

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 26165元，比上年增长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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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 157.0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19%，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3%。 

  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 82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9%，占生产总值的比重

为 12.1%。 

 
图 1 2011-2015年甘肃省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 

物价 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 2.1%，其中城市上涨 2.2%，农村上

涨 2.1%。甘肃省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 1.7。 

表 3 2014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指标 甘肃省 城市 农村 

居民消费价格 1.6 1.4 1.8 

  食品 1.7 1.7 2.3 

    #粮食 1.5 1.7 1.3 

     肉禽及其制品 3.0 3.4 2.3 

     油脂 -1.3 -0.7 -2.3 

     鲜蛋 -8.6 -9.9 -5.0 

     鲜菜 6.6 5.0 10.7 

     鲜果 -3.4 -3.9 -2.3 

  烟酒 3.1 2.9 3.3 

  衣着 2.4 2.6 2.0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3.1 2.5 4.1 

  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 1.6 1.7 1.6 

  交通和通信 -1.4 -1.1 -2.0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0.6 0.3 1.1 

  居住 1.9 2.6 0.8 

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 13.0%，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 13.0%，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下降 2.3%，农产品生产价格下降 1.5%。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1.4%。 

表 4 2015年生产价格比上年上涨（%） 

指标 2015年 

5020.37亿元

5650.2亿元
6268.01亿元

6835.27亿元 6790.32亿元12.5%

12.6%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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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13.0 

生产资料 -14.4 

    #采掘 -30.7 

     原料 -12.4 

    加工 -11.9 

生活资料 0.2 

    #食品 0.2 

衣着 -9.5 

一般日用品 0.2 

耐用消费品 -0.1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13.0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2.3 

农产品生产价格 -1.5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1.4 

（二）主要行业情况 

农业 全年粮食总产量 1171.1万吨，比上年增产 1.07%。其中，夏粮产量 321.7

万吨，增产 3.74%；秋粮产量 849.4万吨，增产 0.10%。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284.96万公顷，比上年增加 0.72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 2.57

万公顷，减少 1.24万公顷；油料种植面积 32.02 万公顷，减少 0.88万公顷；蔬菜种

植面积 52.72 万公顷，增加 2.03 万公顷，其中设施蔬菜种植面积 10.40 万公顷，增

加 0.57万公顷；中药材种植面积 26.87万公顷，增加 1.29万公顷。糖料种植面积 0.29

万公顷，减少 0.21万公顷。果园面积 45.87万公顷，增加 0.18万公顷。 

年末大牲畜存栏 680.85 万头，比上年末下降 0.77%；牛存栏 517.53 万头，下降

0.86%；羊存栏 2096.73 万只，下降 1.07%；猪存栏 666.06 万头，下降 3.16%。年末

大牲畜出栏 213.43 万头，比上年末增长 3.97%；牛出栏 192.75 万头，增长 4.12%；

羊出栏 1339.29万只，增长 9.57%；猪出栏 747.26 万头，下降 3.64%。全年肉类总产

量 100.55万吨，增长 0.82%；全年水产品产量 1.49万吨，增长 4.20%。 

主要经济作物中，蔬菜产量 1823.14万吨，增产 6.92%，其中设施蔬菜产量 540.55

万吨，增产 5.28%；园林水果产量 461.80 万吨，增产 8.60%；中草药材产量 108.20

万吨，增产 8.89%；烟叶产量 1.22万吨，增产 23.23%。 

全年农业机械总动力 2684.95万千瓦，比上年增长 5.5%。农村用电量 54.04亿千

瓦小时，增长 5.4%。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97.92万吨，增长 0.3%。新增有效灌溉

面积 2.11万公顷。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7.7 万平方公里。 

                     表 5 2014年主要农产品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产品名称 产量 

粮食 1171.1 

油料 71.57 

     #油菜籽 33.97 

棉花 4.25 

甜菜 16.05 

烤烟 1.04 

中药材 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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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水果 461.80 

蔬菜 1823.14 

#设施蔬菜 540.55 

肉类 100.55 

#猪肉 52.76 

   #牛肉 20.14 

    羊肉 21.16 

牛奶 59.87 

绵羊毛 3.22 

水产品 1.49 

 

工业 全年完成全部工业增加值 177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7.0%。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1662.0亿元，增长 6.8%。高技术产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59.5亿元，

比上年增长 14.5%，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3.6%。非公有制企业完成工业增加

值 378.8亿元，比上年增长 4.0%，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22.8%。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1216.1 亿元，比

上年增长 7.8%。集体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13.1 亿元，下降 13.9%；股份制企业完成

工业增加值 1142.5 亿元，下降 3.1%；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28.4

亿元，下降 8.6%。轻工业完成增加值 319.8 亿元，比上年增长 6.2%；重工业完成增

加值 1342.2亿元，增长 7.0%。 

    石化、有色、食品、电力、冶金、机械和煤炭等重点支柱行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1447.1

亿元，比上年增长 7.4%，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87.1%。 

表 6 2015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情况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原煤 万吨 4399.6 -7.4 

天然原油 万吨 820.1 6.2 

天然气 万立方米 12108 -6.7 

原油加工量 万吨 1424.3 -1.5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1242.2 0.1 

 ＃火力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718.7 -1.7 

  水力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336 -5.3 

  风力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126.7 10.4 

铁矿石原矿 万吨 1596.2 -18.7 

卷烟 万箱 103 3 

电石 万吨 112.8 -24.8 

水泥 万吨 4764.3 -3.3 

生铁 万吨 690.5 -23.2 

粗钢 万吨 852.1 -20.7 

钢材 万吨 847.8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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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种有色金属 万吨 381.4 9.7 

 ＃铜 万吨 92.5 3.6 

  铅 万吨 2.8 19.2 

  锌 万吨 40.4 47.6 

  镍 万吨 15.3 3.3 

  铝 万吨 230.4 7.7 

汽车 辆 24354 248 

 

（三）商务数据 

进出口 2014 年甘肃省外贸进出口总值为 86.5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15.4%。其

中，出口总值为 53.3 亿美元，增长 14.2%；进口总值为 33.2 亿美元，下降 40.3%。

一般贸易出口 49.7亿美元，增长 15.4%；加工贸易出口 3.4亿美元，增长 44.9%。机

电产品出口 17.2亿美元，下降 2.5%。 

表 7  2015年甘肃省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进出口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亿元，% 

国家和地区 

出口值 进口值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美国 39.4 -28.4 5.3 -47.7 

中国香港 19.2 -17.5 4.6 -40 

日本 4.2 31.4 28.5 -23.9 

欧洲联盟 72.9 -10.8 22.1 -3.4 

东南亚国家联盟 31.2 -23.4 5.9 146.5 

韩国 40.1 180.3 2.4 4.1 

 

利用外资  全年非金融领域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 22 个，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

用金额 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0%。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 8.49亿美元，增长 192%；  

对外合作  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2.92 亿美元，下降 14%。 

 

三、投资在甘肃省 

（一）政策法规 

有关法律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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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有关法律检索网站 

1. 中国人大网中国法律法规检索系统   

网址：http://law.npc.gov.cn:87/home/begin1.cbs 

http://law.npc.gov.cn:87/home/begin1.cbs 

2. 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全文检索系统 

网址：http://www.chinalaw.gov.cn/jsp/jalor/index.jsp 

http://www.chinalaw.gov.cn/jsp/jalor/index.jsp 

3. 商务部政府网站 

网址：http://www.mofcom.gov.cn/ 

http://www.mofcom.gov.cn 

 

 

（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程序 

外商投资甘肃省审批程序流程图 

http://law.npc.gov.cn:87/home/begin1.cbs
http://law.npc.gov.cn:87/home/begin1.cbs
http://www.chinalaw.gov.cn/jsp/jalor/index.jsp
http://www.chinalaw.gov.cn/jsp/jalor/index.jsp
http://www.mofcom.gov.cn/
http://www.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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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登记 

申请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 

到外汇局办理此项业务前，外商投资企业应先取得商务部门的批复文件及《外商

是 

否 

中外合资、合作经
营企业申办流程 

外商独资企业 
申办流程 

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环保部门审批 

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环保部门审批 

项目申请报告发改委（新
建、扩建、改建项目） 

是否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或工业项目 

申请企业名称登记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预核定 

合同、章程商务部
门审批或核准 

可行性研究报告、章程
商务部门审批或核准 

如企业经营范围涉及特种行业许可证的，可向有关
部门申请批准行业许可 

申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  技术监督部门核发 

申请批准证书      商务部门核发 

工商登记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 

申请企业名称登记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预核定 

办理税
务登记 

办理海
关登记 

办理招
工手续 

办理外汇
登记和银      
行开户 

注册会计
师验资 
建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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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领取工商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到外汇局办理此项业务后，领取《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 

以后到外汇管理局或银行办理外汇业务时，均需出示此证。 

申报材料 

    1、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的《外商投资企业基本情况登记表》和《外商投资企业外

汇登记证》。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非法人中外合作企业提供营业执照（验原件或盖有

原章的复印件，复印件留底）。 

3. 商务部门批准企业成立的批复文件及其颁发的批准证书原件。 

4. 企业合资合作合同、章程（验原件或盖有原章的复印件、复印件留底）。 

5.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6. 补办《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的，应在全国性报纸刊登遗失声明。 

注：其他事项可到当地外汇管理部门咨询。 

用工规定 

凡是在甘肃省组建的公司必须为员工支付一系列的社会待遇，这其中包括养老金、

失业保险金、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会费用等。具体交纳的数额，根据当地政府所规定的

员工工资的百分比进行交纳。 

（三）居留环境 

    出入境规则 外国人入境，应当向中国的外交代表机关、领事机关或者外交部授

权的其他驻外机关申请办理签证。在特定情况下，依照国务院规定，外国人也可以向

中国政府主管机关指定口岸的签证机关申请办理签证。同中国政府订有签证协议的国

家的人员入境，按照协议执行。外国人出境，凭本人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证件。 

工作和居留许可 外国人在中国居留，必须持有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身份证

件或者居留证件。身份证件或者居留证件的有效期限，根据入境的事由确定。在中国

居留的外国人，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当地公安机关缴验证件。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

投资或者同中国进行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合作以及其他需要在中国长期居留的外国

人，经中国政府主管机关批准，可以获得长期居留或者永久居留资格。未取得居留证

件的外国人和来中国留学的外国人，未经中国政府主管机关允许，不得在中国就业。 

外国人持有效的签证或者居留证件，可以前往中国政府规定的对外国人开放的地

区旅行。外国人前往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旅行，必须向当地公安机关申请旅行证件。 

城市生活环境 甘肃省提出了“中心带动、两翼齐飞、组团发展、整体推进”的

区域发展战略，省会兰州以第三版城市总体规划为龙头，不断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重点抓好路桥工程、城市给排水管网、燃气热力管网、电信电力管网建设。近几年实

施了多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城区大气污染综合整治工程积极推进，清洁能源改

造力度加大，大气环境质量有了明显改善。 

医疗卫生 截至 2014年末，甘肃省共有卫生机构 27900个，其中医院、卫生院

1805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597 个，妇幼保健院（所、站）100 个，专科疾病防

治院(所、站)7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103个，卫生监督机构 92个。医院、

卫生院拥有床位 11.43 万张、卫生技术人员 12.5 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

师 4.32万人，注册护士 4.53万人。其中，兰州拥有较强的医疗资源优势，如甘肃省

人民医院、甘肃省中医院 、兰州军区总医院、兰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兰州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甘肃省肿瘤医院等。 

驾照 持有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的人，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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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考核合格的，可以发给中国的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

驶证时，应当填写《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1）申请人的

身份证明；（2）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3）所持机动车驾驶

证。属于非中文表述的，还应当出具中文翻译文本。 

（四）要素价格 

表 8 甘肃省各市州生产要素收费参考标准 

 工 业

用水 

非 工

业、普

通工业

用电 

大 工 业

用 电

（ 1-10

千伏） 

商业电

价 

工业用

天然气 

开发区土地使用价 

兰州 详细数据见后 兰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彭家坪

新区：征地费用 70 万/亩，

企业用地费用 40 万/亩，政

府补贴 30万/亩 

金昌 3 0.7578 0.4457 0.7578  金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

金昌市规划，园区内工业用

地 3万/亩，商业用地 7-8万

/亩 

嘉峪关 2.32 0.7578 0.4457 0.7578 2.8 嘉峪关工业园区：园区内企

业用地费用 20 元/平米（折

合 13333.2元/亩） 

张掖 3.2 0.77 0.45 0.77  张掖工业园区：按照规划 1、

工业用地 11-12 万/亩，2、

商业用地：①类33-34万/亩，

②类 26-27 万 /亩，③类

16-17万/亩；住宅用地21-24

万/亩 

平凉 2.95 0.62 0.45 0.88  平凉工业园区：工业用地：

①类 11.8万/亩，②类 15.1

万/亩，商业用地 20万/亩以

上，该价均不含地上附着物

补偿和失地农民养老保险 

庆阳 7.5 0.77 0.77 0.77 2.8 庆阳西峰工业园区：基准地

价（万/亩）：一级地 41；二

级地 28；三级地 25；四级地

17；五级地 9.5，重点企业一

事一议 

白银 3.7 0.76 0.45 0.76 2.1 白银高新技术产业园：工业

用地：4.8万/亩，重点企业

一事一议 

天水 2.0 0.51 0.45 0.76 2.70 天水经济开发区：所有入园

企业按照投资强度、科技含

量以及对当地经济贡献等标



中国省市商务概览 2016 
 

16 

 

准一事一议 

酒泉 2.35 0.76 0.45 0.76  酒泉工业园区：工业用地：

6.4 万/亩，重点企业一事一

议 

武威 2.8(

水 价

1.9元

+污水

处 理

费 0.9

元) 

0.8077 0.4732 0.8077  武威工业园区：工业用地综

合地价 13.5-15万元/亩，重

点企业一事一议。新能源装

备制造园区：工业用地≥6

万元/亩，核心区商贸用地≥

16.8万元/亩，重点企业一事

一议 

定西 4.05 0.8 0.36 0.77  定西经济开发区：工业用地

10 万/亩，重点企业一事一

议。 

陇南 3 0.6721 0.4522 0.9491  陇南西城经济开发区：拍卖

价 80-120 万/亩，重点企业

一事一议 

临夏 4.8 0.807 0.4732 0.807 2.12 临夏工业园区：征地费用 12

万/亩，企业用地参照国土资

源部标准执行，重点企业一

事一议 

甘南 2.6 0.77 0.45 0.77  现无省级开发区：城市商业

用地三类 17万/亩 

电价单位：(元/千瓦时) 水价单位（元/立方米） 天然气价格单位（元/立方米） 

                 表 9  兰州市自来水价格表               单位：元/吨 

行业 价格 城市污水处理费 工业附加费 

工业一次水 0.80   6% 

工业二次水 1.20  6% 

工业用水 2.53 0.80 6% 

居民生活用水 1.75 0.50  

经营服务用水 2.80 0.80  

行政事业用水 2.50 0.50  

特种行业用水 15.00 0.80  

表 10 兰州市天然气价格表 

序号 用户类型 单价 m³/元 

1 集中采暖用气 采暖期集中供暖（不

含商用） 

1.47 

2 居民用气（含居民壁挂炉） 居民用气 1.7 

3 商业用气（含茶浴炉、高档洗浴、非盈利、盈利、宾

馆商场等商业性质采暖） 

2.17 

4 工业用气 大工业 60万 m³/月以

上（含 60万） 

1.70 

小工业 60万 m³/月以

下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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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气站 汽车加气站用气 1.84 

汽车加气站对外销售

价格 

2.59 

                    表 11 兰州市热力总公司供热价格表    单位：元/月·平方米 

热电联产 燃煤 燃气 

第一

类 

第二

类 

第三

类 

第四

类 

第一

类 

第二

类 

第三

类 

第四

类 

第一

类 

第二

类 

第三

类 

第四

类 

5.0 7.0 8.2 9.2 5.0 7.0 8.2 9.2 4.2 5.6 6.6 7.7 

注：1、第一类为住宅；第二类为办公、教学和医院；第三类为宾馆、饭店；第四类为商业

性用房、厂房、礼堂等； 

2、热用费以建筑面积计收，供热期为五个月，从 11月 1日到 3月 31日； 

                   表 12 甘肃省电网销售价格表         单位：元/千瓦时 

用电分类 电压等级 到户电价 

电度电价 基本电价 

高峰 平段 低谷 最大需

量 

变压

器容

量 

元/千

瓦·月 

元/千

伏

安·月 

一、居民生活

用电 

不满 1千伏 0.7590 0.5100 0.2610   

1 千伏及以上 0.7440 0.5000 0.2560   

二、非居民照

明用电 

不满 1千伏 1.2453 0.8381 0.4308   

1 千伏及以上 1.2303 0.8281 0.4258   

三、一般工商

业用电 

不满 1千伏 1.2038 0.8077 0.4116   

1-10千伏 1.1888 0.7977 0.4066   

35 千伏及以上 1.1738 0.7877 0.4016   

四、大工业用

电 

1-10千伏 0.7126 0.4806 0.2485 33 22 

35千伏 0.6976 0.4706 0.2435 33 22 

110千伏 0.6826 0.4606 0.2385 33 22 

220千伏 0.6751 0.4556 0.236 33 22 

其

中 

1、电炉

铁合金、

电石、电

解烧碱、

电解铝

生产用

电 

1-10千伏 0.6433 0.434 0.2248 33 22 

35千伏 0.6283 0.424 0.2198 33 22 

110千伏 0.6148 0.415 0.2153 33 22 

220千伏 0.6073 0.41 0.2128 33 22 

2、合成

氨、电炉

钙镁磷

肥等化

肥生产

1-10千伏 0.492 0.3332 0.1743 25 16 

35千伏 0.477 0.3232 0.1693 25 16 

110千伏 0.462 0.3132 0.1643 25 16 

220千伏 0.4545 0.3028 0.1618 2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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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 

五、农业生产

用电 

不满 1千伏 0.6714 0.4489 0.2265   

1-10千伏 0.6564 0.4389 0.2215   

35 千伏及以上 0.6414 0.4289 0.2465   

                         已开征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地区直供电价 

二、四、开发区和相关机构 

（一）兰州新区 

2012 年 8 月 20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兰州新区，兰州新区成为全国第五个、

西北首个国家级新区。根据国务院批复精神，兰州新区的战略定位是：一是西北地区

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二是国家重要的产业基地；三是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平台；四是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兰州新区地处兰州、西宁、银川三个省会城市共生带的中间位置，距兰州市区 38.5

公里，规划面积 806平方公里，核心区规划建设面积 246平方公里。兰州新区在空间

上分为现代农业建设示范区、生态林业建设示范区和核心发展区。现代农业建设示范

区重点发展现代农业、特色农产品加工业。生态保护与林业建设示范区，主要利用荒

山丘陵、依托现有湿地和引大入秦工程开展生态保护与建设，构筑新区北部生态屏障。

核心发展区主要集聚产业和人口，重点布局发展石油化工、装备制造、高新技术、现

代物流等产业，建设集行政、商住、教育、文化和其他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功能区。 

（二）国家级开发区 

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基础雄厚，交通条件便利，科技力量突出，土地资源丰

富，招商政策优惠，人居环境优美。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现代制造、精细化工、新型

建材、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为主的工业体系和以医药、家电、烟草、种子、石化产品

为主的现代物流体系。 

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 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 27个国家级高新区之一，

在雁滩地区规划面积 7.56平方公里。2012年 12月，兰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将榆中县

定远镇、连搭乡纳入兰州高新区管理建设“兰州东部科技新城”，起步区面积 20平方

公里，远期规划面积 100平方公里。市委、市政府同时决定在兰州新区物流产业园区

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分别划出 8 平方公里和 10 平方公里两块区域，由高新区负责招

商引资和布局建设。目前，高新区规划总面积 125.56 平方公里，包括雁滩园区、榆

中园区、兰州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和物流产业园三大园区。 

高新区发展 20多年来，在园区建设、经济指标、创新创业、产业培育等方面取得

了很大的成就。至 2012 年：营业总收入从 1.21 亿元增加到达到 1300亿元，增长 1074

倍；生产总值从 0.4亿元增加到 245亿元；税收从 0.03亿元增加到 22 亿元，增长 733

倍。区内有企业达到 2400多户，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136户，占全省的 70.1%。已基本

形成了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先进制造及文化创意等六大支柱产业。 

甘肃省金昌经济开发区 

金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始建于 1988 年 8 月，是甘肃省政府最早批准成立的 5 家开

发区之一，是中国开发区协会会员单位。开发区规划面积 51 平方公里，已开发面积

27平方公里，包括国批区 7平方公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5平方公里和新材料工业

园区 15平方公里。 



甘肃省          
 

 

19 

 

金昌开发区依托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有色金属产业，不断

延伸产业链，已建成有色金属、冶金、硫化工、磷化工、氯碱化工、煤化工等相对完

备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形成“企业小循环，产业中循环，区域大循环”的循环经济

发展“金昌模式”，被列为全国十二个循环经济典型案例之一。 

天水经济开发区 

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建于 1992 年，1994 年被甘肃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开发区，

2010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致力于建设国家

新型工业化装备制造产业示范基地和国家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打造关中--天水经济

区区域战略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一区多园” 管理模

式，规划总面积 1300 多公顷，入园企业 112 个，总投资 76.18 亿元。天水经济技术

开发区以装备制造业为主导，大力发展机械制造、电工电器、电子信息等三大主导产业。 

白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白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建于 2002 年 7 月，2006 年被省政府确定为省级开发

区，2010年 9月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按照“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的宗旨，开发区坚持走“创新引领、特色发展、促进转型、赶超跨越”

之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开展自主创新，初步形成了“化工及精细化工、

战略新兴产业、生物制药与医疗器械、现代装备制造业”的产业格局，现有入驻高新

区项目 124 个，总投资额超过 101 亿元。2012 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32.59 亿元，

工业增加值 36.33亿元，销售收入 132.37亿元。安置结业或再就业人员 13068人。 

酒泉经济技术开发区 

酒泉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名酒泉工业园区，于 2000 年 4 月批准设立，2006 年经

国家发改委核准、甘肃省政府命名成为省级重点开发区，2013年 1月由国务院批准正

式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园区自 2000 年开建以来，已累计完成项目投资

156.89亿元，入驻企业 325户，初步形成了新能源装备制造、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现

代物流等主导产业。园区在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的带动下，农副产品加工、生化制药、

建筑建材、商贸物流等支柱产业竞相发展，园区现已成为兰州至乌鲁木齐最大的商贸

物资集散及汽车销售交易中心。 

（三）省级开发区 

省级开发区 29 个，开发区的主导产业集中在农副产品加工、新材料、装备制造

业、生物制药、现代中药等方面。 

    表 13 甘肃省级经济开发区名单 

开发区名称 电话 产业特点 

兰州榆中和平工业园区 86-931-5231157 有色金属产品加工、新材料、精细化工 

兰州九州经济开发区 86-931-8332632 电子、机械、食品 

兰州西固新城工业园区 86-931-7528001 精细化工、机械、电子 

兰州连海经济开发区 86-931-6213341 机械、铝合金新材料、炭素 

白银平川经济开发区 86-943-6628229 建材、农产品加工、煤化工 

白银西区经济开发区 86-943-8223900 有色金属深加工、农副产品深加工、纺织 

永昌工业园区 86-935-7523347 农畜产品加工、金属制品加工、建材 

嘉峪关工业园区 86-937-6226227 机械、农副产品深加工、纺织 

玉门经济开发区 86-937-3365688 农产品加工、化工、机械 

武威黄羊工业园区 86-935-2611214 食品、医药 

武威工业园区 86-935-6310032 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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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名称 电话 产业特点 

张掖工业园区 86-936-5983020 农副产品加工、生物制药、新型建材 

高台工业园区 86-13993647808 农产品加工、化工、建材 

民乐工业园区 86-936-4281228 化工、食品、农产品深加工 

山丹城北工业园区 86-936-2735636 建材、农副产品加工、煤化工 

甘肃省临泽工业园区 86-936-5521879 农产品深加工、建材 

定西经济开发区 86-932-8213506           机电、食品、塑料 

岷县工业园区 86-932-7723421 医药、农副产品加工、建材 

临洮经济开发区 86-932-2233361 农副产品加工、建材 

陇西经济开发区 86-932-6688564 现代中药、农副产品深加工、建材 

华亭工业园区 86-933-7789006 有色金属产品加工、化工 

静宁工业园区 86-933-2528288 农副产品深加工、建材、机械 

平凉工业园区 86-933-8440563 农副产品深加工、新型材料、化工 

庆阳西峰工业园区 86-934-8215046 石油化工、农产品加工、医药 

陇南西成经济开发区 86-939-3202399 有色金属产品加工、建材、农副产品加工 

东乡经济开发区 86-930-6214984 农畜产品加工、食品、机械 

临夏经济开发区 86-930-3201649 建材、农畜产品加工、机械 

广河经济开发区 86-930-5683295 农副产品深加工、机械 

永靖工业园区 86-930-8832796 化工、机械、农副产品加工 

（四）相关机构 

机构名称 地址 / 邮编 电话 

甘肃省外事办公室 甘肃省兰州市南昌路 805号 730030 86-931-8720733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 1号   

730030 

86-931-8489681 

甘肃省国家税务局 甘肃省兰州市金昌南路 353号  

730030 

86-931-8416947 

甘肃省国土资源厅   甘肃省兰州市红星巷 258号 730000 86-931-8766568 

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甘肃省兰州市金昌南路 279 号  

730030 

86-931-8533396 

甘肃省地方税务局 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156 号 730030 86-931-8835102 

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 618 号  

730030 

86-931-8800426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 1 号 730030 86-931-4609736 

兰州海关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银安路 480 号 

730070 

86-931-7650111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甘

肃省分会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 158 号昌运

大厦 9 楼 730030 

86-931-8844886 

甘肃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甘肃省兰州市嘉峪关东路 387号  

730020 

86-931-8664348 

国家外汇管理局甘肃省分局  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 342号  

730000 

86-931-883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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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相关网站  

政府网站 

名称  网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甘肃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ansu.gov.cn/ 

兰州市政府网站 http://www.lz.gansu.gov.cn/ 

白银市政府网站 http://www.baiyin.cn/ 

天水市政府网站 http://www.tianshui.gov.cn/ 

定西市政府网站 http://www.dx.gansu.gov.cn/ 

张掖市政府网站 http://www.zhangye.gov.cn/ 

武威市政府网站 http://www.ww.gansu.gov.cn/ 

金昌市政府网站 http://www.jc.gansu.gov.cn/ 

酒泉市政府网站 http://www.jiuquan.gov.cn/ 

平凉市政府网站 http://www.pl.gansu.gov.cn/ 

庆阳市政府网站 http://www.zgqingyang.gov.cn/ 

嘉峪关市政府网站 http://www.jyg.gansu.gov.cn/ 

陇南市政府网站 http://www.longnan.gov.cn/ 

甘南州政府网站  http://www.gn.gansu.gov.cn/ 

临夏州政府网站  http://www.lx.gansu.gov.cn/ 

商务机构及网站 

甘肃省商务厅 

甘肃省商务厅是主管甘肃省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

管、行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省政府组成部门。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定西路 532 号 邮编：730000 

    电话：86-931-8619723 传真：86-931-8618083 

网站：http://www.gsdofcom.gov.cn/ 

甘肃省经济合作局 

甘肃省经济合作局负责加强甘肃省招商引资和投资贸易促进工作，扩大省际间、

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与交流。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广场南路 35 号 邮编： 730000 

电话：86-931-8835606、8835926 传真：86-931-8811567 

网址：http://www.gsinvest.gov.cn/ 

相关网站  

名称  网址  

兰州市商务局 http://www.lzsww.gov.cn/ 

天水市商务局 http://news.gsdofcom.gov.cn/tianshui 

张掖市商务局 http://news.gsdofcom.gov.cn/zhangye 

武威市商务局 http://news.gsdofcom.gov.cn/wuwei 

定西市商务局 http://news.gsdofcom.gov.cn/dingxi 

临夏州商务局 http://news.gsdofcom.gov.cn/linxia 

酒泉市商务局 http://news.gsdofcom.gov.cn/jiuquan 

白银市商务局 http://news.gsdofcom.gov.cn/baiyin 

http://www.gsdofcom.gov.cn/
http://www.gsinves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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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网址  

金昌市商务局 http://news.gsdofcom.gov.cn/jingchang 

庆阳市商务局 http://news.gsdofcom.gov.cn/qingyang 

平凉市商务局 http://news.gsdofcom.gov.cn/pinliang 

陇南市商务局 http://news.gsdofcom.gov.cn/longnan 

甘南州商务局 http://news.gsdofcom.gov.cn/gannan 

嘉峪关市商务局 http://news.gsdofcom.gov.cn/jiayuguan 

兰州市经济合作服务局 http://www.lzszs.gov.cn/  

白银市招商局 http://zs.baiyin.cn/Index.html 

酒泉市招商局 http://www.jqsww.com/ 

天水市招商局 http://ts.gsei.com.cn/  

陇南市招商局 http://www.lnzs.org/ 

甘南州招商局  http://www.gnzzsw.com/ 

附录： 

甘肃省主要宾馆饭店 

名称 电话 地址 

阳光大厦 86-931-4608888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 428 号  

兰州皇冠假日酒店 86-931-8711111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北滨河东路 1号 

酒泉宾馆 86-937-2618000 甘肃省酒泉市解放路 33号 

广成大酒店 86-933-8518888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山下 

宁卧庄宾馆 86-931-8416221 甘肃省兰州市天水路 366 号  

兰州饭店 86-931-8416321 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 486 号  

飞天大酒店 86-931-8532888 甘肃省兰州市天水 11南路 529 号  

锦江阳光酒店 86-931-8805511  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 589 号  

南苑山庄  86-938-8622555  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南国寺  

长城宾馆 86-937-6225266 甘肃省嘉峪关市建设西路 6 号  

敦煌太阳大酒店 86-937-8829998 甘肃省敦煌市沙洲北路 5 号  

敦煌飞天大酒店  86-937-8853999 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鸣山路 2号 

世纪大酒店 86-937-2666186 酒泉市新城区世纪大道 53号 

天水华辰酒店 86-938-8611111 天水秦州区岷山路 

应急、问询电话 

报警服务 110 电话号码查询 114 

火警 119 急救中心 120 

天气预报 12121 交通事故 122 

消费投诉 12315 公益法律专线 12348 

机场问讯 86-931-8168760 出租车投诉 86-931-8488798 

民航问讯 86-931-8400000 供电调度值班 86-931-2653253 

火车站问讯 86-931-4922222 外商投资企业服务中心 86-931-8621168 

物价举报中心 12358 兰州市市长热线 12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