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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海作为西北地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土面积大、人口少、资源丰富的省份，在西部大开发、实现经
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中有一定的典型性。
研究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金融支持问题对于西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以一个学者和地方官员的视角，从金融与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角度出发，采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
法，通过记述性的研究，探索了西部市场发展与金融支持、西宁市场与西部农村金融服务的问题；通
过对青海资源特色与优势、环境与历史文化以及西宁市场辐射功能的研究，探索了西部市场与金融发
展的问题。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主要是背景描述；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主要是产融结
合分析，重点研究农牧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包括市场建设、发展机制、发展模式设计以及典型
案例分析；第九章、第十章主要结合青海经济发展实际分析研究信用环境和市场环境建设的相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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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青藏高原——江河源头　　1.1　在那遥远的地方　　很多人知道青海湖但不熟悉青海。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青藏铁路的通车，青藏高原旅游成为新的热点，很多国内外的朋友来过的、
没来过的都开始积极地关注青海。
青海这片热土用她的歌、她的人民、她的辽阔土地、她的丰富资源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江河源头”。
青海地域辽阔，总面积72.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7.5％，居全国第四位（按省的序列算是全
国国土面积最大的省）。
全省总人口547万人，在全国各省区居倒数第二位，人口密度为6.16人／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国人口密
度的5.2％。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省份，而且有两个民族是青海特有的，一个是土族，一个是撒拉族。
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6.3％，在全国各省区中居第三位。
　　青海省境内山脉高耸，地形多样，河流纵横，湖泊棋布。
巍巍昆仑山横贯中部，唐古拉山峙立于南，祁连山矗立于北，茫茫草原起伏绵延，柴达木盆地浩瀚无
垠。
长江、黄河的源头在青海，中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咸水湖也在青海。
青海是人们去往西部旅游的必经之地，是登山者的乐园、勇敢者的天堂。
青海有“世界屋檐”的美称。
青海东部素有“天河锁钥”、“海藏咽喉”、“金城屏障”、“西域之冲”和“玉塞咽喉”等称谓，
可见地理位置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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