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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钦县统计局

2022 年 5 月

2021 年，面对繁重复杂的疫情防控任务和多重困难挑战叠

加的经济发展环境，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和省委第三次

涉藏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州委、州政府的决策部署，科学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沉着

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全县经济运行逐月趋稳向好，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社会事

业得到全面发展，城乡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实现了“十

四五”发展的良好开局。

一、行政区划及面积

2021 年末，德钦县辖 8 个乡（镇），其中：2 个镇、6 个乡

（含 2 个民族乡）。共有 49 个村级单位，其中：43 个村委会、

6 个居委会。行政区域总面积 7290.6791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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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1 年全年德钦县地区

生产总值完成 459250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下同），同比增长

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26459 万元，同比增长

6.4%；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181279 万元，同比增长 4.7%；第三

产业实现增加值 251512 万元，同比增长 8.2%。

三次产业的比重为 5.76:39.47:54.77.非公经济实现增加

值 194992 万元，同比增长 6.3%，非公经济增加值占全县生产总

值的比重达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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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

2021 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42709 万元，同比增长 7.7%。

其中：农业产值 16594 万元，同比增长 3.6%；林业产值 11520

万元，同比增长 8.5%；牧业产值 12654 万元，同比增长 11.4%；

渔业产值 58 万元，同比下降 17%；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1883 万

元，同比增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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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98892 亩，比上年同期减少 1%。其

中：粮食作物 81000 亩，同比减少 2%；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17892

亩，同比增长 3%。蔬菜及食用菌 2702 亩，同比增 18%；种植中

药材 11008 亩，同比下降 1%。

全年粮食总产量达 22396 吨，同比增长 0.8%。主要农产品

产量基本稳定，葡萄产量达 4711 吨，同比下降 8%。

全年猪、牛、羊、家禽肉类总产量 4296 吨，同比增长 46%；

牛奶产量 7540 吨，同比下降 13% ；禽蛋产量 199 吨，同比下降

26% ；具体详见表一。

表一主要畜禽生产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期 上年同期 增长%

甲 乙 1 2 3

一、畜禽存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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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 万头
4.3546 3.6483 19.36%

其中：能繁殖母猪 万头
0.6967 0.5875 18.59%

牛 万头
4.2841 4.1895 2.26%

其中：肉牛 万头
2.9378 0.9677 203.58%

奶牛 万头
1.3463 1.3016 3.44%

羊 万只
2.4577 3.1092 -20.95%

1.山羊 万只
1.8344 2.6917 -31.85%

2.绵羊 万只
0.6233 0.4175 49.29%

活家禽 万只
14.5721 15.0099 -2.92%

其中：活鸡 万只
14.5713 14.9853 -2.76%

其中：肉鸡 万只
9.4204 9.7124 -3.01%

蛋鸡 万只
5.1509 5.2729 -2.31%

二、畜禽出栏 —
-

猪 万头
4.497 2.8481 57.90%

牛 万头
0.6809 0.5498 23.85%

羊 万只
0.7195 0.7399 -2.76%

1.山羊 万只
0.6066 0.6347 -4.43%

2.绵羊 万只
0.1129 0.1052 7.28%

活家禽 万只
14.5232 14.856 -2.24%

其中：活鸡 万只
14.3832 14.8396 -3.08%

三、畜禽产品产量 —
-

猪肉 万吨
0.3181 0.202 57.46%

牛肉 万吨
0.0725 0.0549 31.97%

羊肉 万吨
0.0105 0.0099 6.27%

1.山羊肉 万吨
0.0089 0.0083 7.43%

2.绵羊肉 万吨
0.0016 0.0016 0.21%

禽肉 万吨
0.0285 0.0269 6.05%

其中：鸡肉 万吨
0.0282 0.0172 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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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蛋 万吨
0.0199 0.0269 -26.10%

其中：鸡蛋 万吨
0.0197 0.0269 -26.77%

生牛奶 万吨
0.754 0.8638 -12.71%

四、工业和建筑业

2021 年，全县工业实现增加值 133089 万元，同比增长

6.2%。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完成 45071.34 万元，

同比增长 11.1%，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完成 88017.66 万元，

同比增长 0.1%。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累计完成 67031.1

万元，同比增长 11.91%。

全年全县完成铜金属含量 2402 吨，同比下降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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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县建筑业增加值完成 48300 万元，同比增长

1.0%；建安工程完成 10275 万元，同比增长 12%。

五、固定资产投资

2021 年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累计完成 508638

万元，同比增长 10.6%。按产业分：第一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5996 万元，同比增长 37%；第二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78604

万元，同比增长 40%；第三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04038 万元，

同比下降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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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邮电业和旅游业

2021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为 35973 万元，同

比增长 8.9%。全县年末公路通车里程为 2492.6 公里，通客运班

车行政村数 49 个，通达率 100%。

2021 年全县邮政业务总量达 370.71 万元，同比增长 9.32%。

电信业务总量达 189945 万元;移动业务总量达 5450.8 万元；联

通业务总量达 218 万元。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18041 户，移

动宽带用户 36593 户。

2021 年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 225032 人次，完成旅游业总收

入 1191.260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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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内贸易、招商引资

2021 年，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8329 万元，同比

增长 5%。按规模分：全县限额以上单位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3889 万元，占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3.59%；全县限额以下

单位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104440 万元，占全县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的 96.41%。按行业划分：批发业完成 6738 万元，同比增

长 12%；零售业完成 102535 万元，同比增长 20%；餐饮业完成

13321 万元，同比增长 18%；住宿业完成 9117 万元，同比增长

12%。

2021 年，全县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 134839 万元，同比增

长 423%。其中：省内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887 万元；省外招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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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到位资金 133952 万元。

八、财政、金融

2021 年，全县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477 万元，同比增

长 4.09%。其中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938 万元，同比增

长 3.49%。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8789 万元，同比下降

7.5%。

2021 年 12 月末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为 415776.22

万元，同比增长 4.76%。从存款结构看，企业存款余额 2272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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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同比增长 8.55%；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 175100.74 万元，

同比增长 3.52%。

12 月末，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285013.69 万元，

同比增长 14.1%。从贷款结构看：短期贷款余额 29749.29 万元，

同比增长 97.02%；中长期贷款余额 255264.4 万元，同比增长

8.76%。

九、教育和科学技术

2021 年末，全县幼儿园 43 所，在园幼儿数 1792 人，学前

一年儿童毛入园率 100%。小学 4 所，其中集中办学 3 所，示范

小学１所，在校学生 3435 人（其中女生 1639 人），小学毛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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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107.88%，小学辍学率 0.00%，小学升学率为 100%。全县初中

1 所，在校生 1563 人（其中女生 742 人），初中毛入学率 108.82%，

初中辍学率 0.00%，初中 3 年巩固率 100%。

全县初中享受营养餐 1502 人，小学享受营养餐 3285 人。全

县初中随迁子女 47 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有 0 人；小

学随迁子女 119 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有 58 人；全县

初中留守儿童 31 人，小学留守儿童 0 人。

全县共有教职工 717 人，其中初中教职工数 151 人，小学教

职工数 390 人，幼儿园教职工数 165 人，教师进修学校教职工数

11 人。全县专任教师 638 人，其中初中专任教师 141 人，小学

专任教师 368 人，幼儿园专任教师 120 人，教师进修学校专任教

师 9 人。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2021 年末全县共有文化旅游活动管理中心 1 个，文化馆 1

个，公共图书馆 1 个，博物馆 1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 8 个。全县

现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2 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 个，州级文

物保护单位 9 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8 个，登记文物 58 个。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4 个，被

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8 个，被命名为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 25 人(其中 7 人过世)；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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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被命名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6 人(其中 3 人过世)；

纳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34 个，被命名为县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 144 人(其中 25 人过世)。

2021年末全县拥有医疗卫生机构53个：县级综合医院1个、

县疾控中心 1 个、县妇幼保健院 1 个、县卫生监督所 1 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1 个、乡(镇)卫生院 7 个,41 个村卫生室。全县现

有在职卫生工作人员 346 人，其中卫技人员 316 人，占全县卫生

工作人员总数的 91％；拥有执业医师 116 人；现有在岗乡村医

生 70 人；全年乙类报告传染病发病率 435.28/10 万，丙类报告

传染病 295.15/10 万;婴儿死亡率 3.83‰，农村住院分娩率

99.23%。

十一、资源、生态环境和安全生产

据初步统计，2021 年全县林业用地面积 86273.47 万亩，占

国土面积的 78.9%;全县森林覆盖率为 75.54%。全县生态公益林

地面积 80540.58 万亩。

2021 年，全县能源消费总量,16.37 万吨标准煤(等价热值)，

同比增长 1.9%。全县能源消费量结构为：第一产业能源消费量

0.27 万吨标准煤，占 1.6%；第二产业能源消费量 7.48 万吨标准

煤，占 45.7%；第三产业能源消费量 6.07 万吨标准煤，占 37%；

城乡居民生活用能 2.55 万吨标准煤，占 15.7%。全县单位生产

总值（GDP）能耗同比下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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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通过环境保护监测，地表水达标率 100%，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 100%。县城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率 100%，

PM10、PM2.5、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浓度达到一类环

境空气功能区质量标准，臭氧浓度达到二类环境空气功能区质量

标准。

2021 年末共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0 起，一般死亡道路交

通事故 7 起，死亡 8 人；安全生产事故 0 起。

十二、人口、人民生活、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

2021 年末，全县常住人口 5.48 万人，其中乡村人口 4.544

万人，乡村户数为 11619 户。出生率为 4.54‰，死亡率 6.50‰，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96‰，年末全县人口城镇化率为 17.08%。

全年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 17864 元，同比增长 12%。按常住

地发分，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4496 元，比上年增加

4008 元，同比增长 9.9%。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291

元，比上年增加 1246 元，同比增长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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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县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71％，城镇新增就业 1071

人。年末全县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44829 人（其中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 6232 人），参保率达到 100%；职工和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58947 人；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为

3956 人。

2021 年全县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为 1804 人，共计发放保

障金 875.4 万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为 10978 人,共计发放

保障金 3122.6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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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年快报数，正式统计数据以各年度的统计年鉴为准。

2.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增加值的绝对值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4.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未扣除价格因素

的影响。

5.本公报中登记失业率、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社会保障数据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

政数据来自县财政局；金融机构存贷款数据来自县人民银行；教育机构、在校学生数、入学率、

辍学率等数据来自县教育体育局；卫生机构、人员、数据来自县卫健局；旅游业、文化、文物事

业机构数据来自县文化旅游局；邮电业务总量、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数来自县邮政局、县电信公

司、县移动公司、县联通公司；招商引资、对外贸易数据来自县投资促进局；医疗保险数据来自

县医保局；安全生产数据来自县安监局；城镇、农村低保数据来自县民政局；环境保护质量监测

指标来自迪庆州环境保护局德钦分局；其他数据均来自德钦县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