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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和影响，在县委、县

政府的强有力的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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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脱

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国民经济呈现复苏态势。  

    一、综合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0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672363 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9%，高于全国

1.6 个百分点，低于全省 0.1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74084 万元，增长 6.1%；第二产业增加值 177900万元，增长

1.1%；第三产业增加值 320379 万元，增长 4.6%。  

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23.6:27.9:48.5 调整为 25.9：

26.5：47.6。一、二、三产业分别拉动经济增长 1.4、0.3、2.2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6.5%、8.3%、55.2%。

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县人均生产总值 40998 元，同比增长 5.8%。  

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增长。2020 年，全县实现非公经济增加值

322552 万元，同比增长 2%，非公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48%。  

二、农业  

农业生产形势良好。2020 年全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85467 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1%，其中：农业产值

109326 万元，增长 6.8%；林业产值 44656 万元，增长 5.2%；牧



业产值 109924 万元，增长 6.5%；渔业产值 13977万元，下降

3.8%；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7584 万元，增长 2.0%。  

粮食产量实现十四连增。全县粮食种植面积为 41.74 万亩，

同比增长 1.37%；粮食总产量为 8.56 万吨，同比增长 2.6%。  

表 1  2020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单位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 

1、粮食产量  吨  85637  83444  2.63  

# 稻谷  吨  23329  21249  9.79  

玉米  吨  48138  48280  -0.29  

小麦  吨  7343  7302  0.56  

薯类（折粮）  吨     3654      3145  16.18  

豆类  吨  2755  3129  -11.95  

2、油料产量  吨  1895.6  2052  -7.62  

3、烤烟产量  吨  4983.7  4913  1.44  

4、茶叶产量  吨  12436  12335  0.82  

5、橡胶产量  吨  1079.9  1069  1.02  

6、咖啡产量  吨  8718.2  8813  -1.08  

7、蔬菜产量  吨  59918.5 58772  1.95  

8、蚕茧产量  吨  29  34  -14.71  

9、水果产量  吨  5954.9  1896  214.08  

 林业工作有序推进。全县森林面积 428 万亩，木材采伐量为

33.1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77.86%，自然湿地保护率达

51.31%。  



畜牧业生产基本稳定。全县实现肉类总产量 20970 吨，禽蛋

产量 1715 吨；生猪存栏 191000 头，出栏 211600 头；牛存栏

32300 头，出栏 10694 头。 

表 2   2020 年主要畜产品生产情况  

指标名称  单位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  

肉类总产量  吨  20970  20216  3.73  

#猪肉产量  吨  17700  17044  3.85  

牛肉产量  吨  1100  1090  0.92  

羊肉产量  吨  455  445  2.25  

禽肉产量  吨  1715  1637  4.76  

禽蛋产量  吨  1150  1035  11.11  

猪出栏数  头  211600  206564  2.44  

牛出栏数  头  10694  10202  4.82  

羊出栏数  只  23095  22686  1.80  

家禽出栏数  只  1186833  1079956  9.90  

猪存栏数  头  191000  147898  29.14  

牛存栏数  头  32300  32396  -0.30  

羊存栏数  只  36388  31277  16.34  

家禽存栏数  只  901754  830239  8.61  

渔业生产小幅下降。全年水产品产量 13452 吨，同比下降

6.76%，其中：淡水鱼类产量为 11794 吨，同比下降 16.87%；淡

水甲壳类产量 160 吨，其他淡水产品产量为 1498 吨。  

农机生产持续发力。全县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209731 千

瓦，其中柴油发动机动力 100207千瓦，汽油发动机动力 5057 千

瓦，电动机动力 104449.2 瓦。拖拉机 708 台，其中大中型 4

台，小型 704 台；拖拉机配套农具 3061 台；微耕机 10779 台，

机引犁 1165 台，旋耕机 1121 台；农用水泵 532 台，节水灌溉类



机械 24 套。全年农用化肥施用量 5279 吨，同比下降 0.7%；农用

塑料薄膜使用量 365 吨，与上年基本持平；农药使用量 168 吨，

同比下降 1.19%。 

三、工业 

工业经济小幅下降。2020 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下降 11.3%，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同比下降 13.3%；重工业同

比下降 11.1%；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同比下降 51.6%，股份

制企业同比下降 8.2%；分门类看：采矿业同比下降 63.3%，制造

业同比下降 12%，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同比增长 18%。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67694万元，

同比下降 10.1%；实现利税总额 22492 万元，同比下降

25.2%，实现利润 14025 万元，同比下降 34%。  

表 3  2020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单位 2020年 同比增长（%） 

1、人造板  立方米  331263.6  -4.9  

2、水泥  万吨  173.2  -15.0  

3、甲醛  吨  52361  18.5  

4、松香  吨  11422  -16.9  

5、精制茶  吨  185.1  -79.2  

6、饲料  吨  24388.4  56.4  

7、复合木地板  平方米  810650.4  107.2  

8、铅金属含量  吨  1864  -13.2  

9、锌金属含量  吨  373  -76.2  

四、能源 



2020 年全县能源消费总量 45.11万吨标准煤，单位 GDP 能源

消耗 0.7758 吨标准煤/万元（2015 年可比价计算），单位 GDP 能

耗下降率为 6.5454%。  

五、固定资产投资及房地产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速。2020 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同比增长 39.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长 62.5%；第二

产业增长 96.6%；第三产业增长 28.3%；民间投资增长 7%,基础设

施投资增长 56.3%。施工项目数 130 个；本年新开工项目数同比

下降 4.7%。  

2020 年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37.5%，房屋施工面积

52 万平方米，增长 59.8%；商品房销售面积 11.6 万平方米，

增长 23.3%，商品房销售额 59613 万元，增长 51.09%。  

建筑业健康协调发展。2020 年全县在库建筑业企业 12 家，

其中三级资质的建筑业 10 家，二级资质的 2 家，全年建筑业总

产值 157894.8 万元，同比增长 26.17%。  

六、市场与物价  

消费品市场小幅下降。2020 年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3728.9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5.1%。城镇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168600.7 万元，下降 5.1%；乡村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25128.2 万

元，下降 4.5%。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实现零售额 33512.3 万

元，下降 19.5%；商品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160216.6 万元，下降

1.3%。  

居民消费价格稳中趋缓。全县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104.3%，

涨幅较去年同期上升 1.7 个百分点。 

  



表 4  2020 年全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涨跌幅度  

指标名称  单位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涨跌  

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104.3  102.6  1.7  

食品烟酒  %  114.3  107.3  7  

衣着类  %  100.3  99.9  0.4  

生活用品及服务  %  99.5  99.5  0  

医疗保健  %  98.0  102.0  -4  

交通和通信  %  96.9  98.4  -1.5  

教育文化和娱乐  %  100.7  101.0  -0.3  

居住  %  99.8  100.7  -0.9  

2、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  102.7  101.8  0.9  

3、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  113.4  102.0  11.4  

七、交通运输、邮电和旅游业 

交通运输业发展较稳。年末，全县公路里程 4302 公里，其

中：国道 165 公里，省道 152.75公里，县道 340.52 公里，乡道

438.45 公里，村道 3198.45 公里，专用公路 6.81 公里。全县公

共车辆共 11 辆，行政村客运班车通达率 100.0%；全县共有载客

汽车 145 辆，载货汽车 971 辆。 

邮政电信业务快速增长。全年邮政业务总量 1251.3 万元，

同比增长 16.4%;邮政函件 7.21 万件，同比下降 5.4%；报刊期发

0.69 万份，同比下降 35.5%。年末全县电话用户 24.54 万部，同

比增长 15%。其中：固定电话用户 2.85 万部，移动电话用户

22.31 万部。  

广播电视稳步发展，旅游业降幅明显。全县有电视转播台 1

个，广播电视文化服务中心 9 个；有线电视用户数达 11000 户，

广播、电视覆盖率 100%。有旅行社 2 个，全年接待游客人数



316.18 万人次，同比下降 21.29%。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30.39

亿元，同比下降 26.76%。 

八、财政、金融和保险业  

财政收入平稳，支出基本持平。2020 年末，全县实现一般公

共预算总收入 51403 万元，同比下降 0.6%。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本

级收入 31054 万元，同比增长 5.0%；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169384 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表 5  2020 年财政收支及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单位  2020 年  2019 年  涨幅±%  

1.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万元  51403  51689  -0.6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万元  31054  29577  5.0  

其中：增值税  万元  9892  10879  -9.1  

       个人所得税  万元  268  355  -24.5  

企业所得税  万元  892  1302  -31.5  

2.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万元  169384  169379  基本持平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万元  15522  25303  -38.7  

       公共安全支出  万元  7024  7021  0.0  

城乡社区支出  万元  11756  2645  344.5  

教育支出  万元  37080  36429  1.8  

科学技术支出  万元  794  1417  -44.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万元  26691  25976  2.8  

卫生健康支出  万元  20463  22123  -7.5  

节能环保支出  万元  6847  6805  0.6  

    金融市场稳中向好，存贷双双增长。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余额 656453 万元，比年初增加 61693 万元，同比增长 10.37%；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480195 万元，比年初增加 58216 万元，

同比增长 13.8%。 

保费收入稳步增长，赔付大幅下降。全年保费收入 8553 万

元，比上年增长 5.3%；全年赔款和给付支出 2461 万元，比上年

下降 26.5%。  

九、科学技术、教育、体育和文化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普洱市 15 家企

业被认定为云南省“定制药园”，其中宁洱县共有 5 家；2020 年

全市新增 4 家，其中宁洱新增 1 家。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全县共有学校 59 所，其中幼儿园 11

所，小学 36 所，初级中学 4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5 所，完全中

学 1 所，职业中学 1 所，教师进修学校 1 所。全县有专任教师

2267 人，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 25539 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

4893 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 100%，初中升学率 71.82%，九年

义务教育阶段巩固率 95.4%，初中阶段毛入学率 103.77%；高考

综合上线率 100%。 

体育事业稳步发展。全县共有教练员 76 人，裁判员 436

人。主要体育场地设施 104 处，其中：运动场 1 个，游泳池 1

个，灯光球场 102 个；在地区级比赛中获奖 5 人。 

文化事业健康发展。全县有文化馆 1 个，文化站 9 个，专业

文艺表演艺术团 1 个，电影放映单位 4 个，电影院 2 个，2020 年

电影放映 4028 场次，电影观众人数达 2.03 万人次；公共图书馆

1 个，藏书总量 60905 册。 

十、生态环境和应急管理  

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优良率和达

标率均为 100%，辖区内 2 个地表水省控监测断面，达到Ⅲ类水域

功能，水质达标率为 100%；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8.6%。

中央、省环保各类巡视巡查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按时序推进，完成



生态红线划定评估和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全力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节能减排目标控制在上级下达的指标以内，生态文明理

念深入人心，全县 9 个乡（镇）已创建省级生态文明乡（镇），

省级生态文明县通过复核。 

安全生产工作有序运行。2020 年全县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

4 人，比 2019 年减少 1 人；其中，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2 人，工矿

商贸企业事故死亡人数 2 人，亿元 GDP 生产安全死亡人数 0.0597

人/亿人。 

十一、人民生活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2020 年，全县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34503 元，同比增长 3.8%；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2949元，同比增长 7.5%。 

居民消费水平逐步提高。2020 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 23258 元，同比增长 0.98%；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1142 元，同比增长 3.27%。 

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小幅下降。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

筑面积 39 平方米，同比下降 2.5%；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34 平方米，同比下降 5.5%。 

十二、人口  

2020 年，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结果，全县总人口（常

住人口）为 162711 人。9 个乡（镇）中，常住人口超过 10000 人

的有 4 个（宁洱镇、磨黑镇、勐先镇、同心镇），在 8000 人至

10000 人之间的有 1 个（德化镇），少于 8000 人的有 4 个（梅子

镇、黎明乡、普义乡、德安乡）。其中，人口居前 3 位的宁洱镇、

磨黑镇、勐先镇合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比重为 69.32%。  

  



表 6  各乡（镇）人口  

地区  2020年常住人口  
2020年分乡镇常住人口 占全县比

重（%） 

宁洱县  162711  100  

宁洱镇  81904  50.34  

磨黑镇  16462  10.12  

德化镇  8335  5.12  

同心镇  12964  7.97  

勐先镇  14433  8.87  

梅子镇  7813  4.80  

德安乡  6644  4.08  

普义乡  6869  4.22  

黎明乡  7287  4.48  

 

全县共有家庭户 54505 户，集体户 1266 户，家庭户人口为

155579 人，集体户人口为 7132 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2.85 人，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3.51 人减少 0.66 人。  

全县人口中，男性人口为 84619 人，占总人口的 52.01%；女

性人口为 78092人，占总人口的 47.99%。 



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

108.36，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109.17 相比，下降 0.81

个百分点。 

全县人口中，0-14岁人口为 26956人，占总人口的 16.57%；

15-59 岁人口为 104204 人，占总人口的 64.04%；60 岁及以上人

口为 31551 人，占总人口的 19.39%，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22996人，占总人口的 14.13%。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

比，0-14岁人口比重上升 0.53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比重下降

6.78 个百分点，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 6.25 个百分点，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 5.3 个百分点。 

全县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68881 人，占总人口的

42.33%；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93830 人，占总人口的 57.67%。  

十三、社会保障和卫生  

社会保障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 27826 人（含机关事业单位），同比增长 3.2%；城镇职工工

伤保险参保 18684 人，增长 13.49%；生育保险参保 11201 人，同

比下降 7.6%；参加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179842

人，同比增长 0.6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94391 人，增

长 2.16%；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58802 人，同比增长

0.67%。  

社会福利事业稳步前进。全县有敬老院、福利院等养老机构

和设施 14 个，其中：敬老院 3 个，社会福利中心 1 个，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 9 个，养老服务公司 1 个，社会服务床位数 798 张。

有殡仪馆 1 个，经营性公墓 1 个，农村公益性公墓 10 个。2020

年，全县城乡低保对象 3484 户 7480 人，发放低保金 2743.9 万

元，其中：城市低保对象 688 户 832 人，发放低保金 524.8 万

元；农村低保对象 2796 户 6648人，发放低保金 2219.1 万元。  



卫生服务能力逐步增强。2020 年末，全县共有卫生机构 19

个，其中：医院 14 个。卫生机构人数 1340 人，村卫生室 85

个。全县卫生机构床位数 1064 张，比上年末增加 14 张；有专业

卫生技术人员 1160 人，其中：执业医师及执行助理医师 396

人、护理 489 人，每万人拥有医生人数 20.79 人。全县传染病发

病率 177.05/10 万。 

十四、脱贫攻坚 

脱贫取得全面胜利。始终按照“四不摘”要求，围绕确保剩

余贫困人口全部如期实现脱贫、历年脱贫人口全面巩固提升的目

标。通过落实产业扶贫、扶贫小额信贷、社会保障托底、劳动力

转移就业等帮扶措施，稳步实现了剩余 75 户 199 人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出列；脱贫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不断巩固提升，农村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村集体经济、人居环境大幅提升，脱贫成效

更加显著，绝对贫困历史性消除。 

十五、城市建设  

市政基础设施不断提升。更换城区破损人行道砖 759.8 平方

米；开工建设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完成投资 580 万元；加

大县城东、西洱河截污治理，清理疏通排污口 10 个；不断推进

绿化改造和海绵城市建设。  

环境卫生明显改善。累计处理县城区生活垃圾 21699.25

吨，填埋库区铺设覆盖膜 3.68 万平方米，加强渗滤液处理工

作，自行处理 967.9 立方，购买第三方服务处理 40431 立方，投

入资金 15 万元建设容量 3000 立方渗透液应急池 2 个。加大环卫

设施和环卫保洁人员配备，新增环卫保洁人员 30 人，新配垃圾

收集桶 770 只。 

   



注： 

1、本公报部份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最终数据年鉴为准，部分数据因

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全县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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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及以上工业法人企

业，2020 年工业数据精制茶统计只涉及规模以上企业，与 2019 年相比没

有可比性。 

4、人口部分来源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常住人口包括：居住

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

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

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5、社会发展有关指标数据由市场局、林草局、农科局、水务局、农

机站、交通运输局、邮政局、财政局、人行、教体局、文化和旅游局、卫

健局、环保局、应急局、公安局、民政局、劳动就业局、社保局、住建局、

宁洱调查队、扶贫办、保险公司、移动公司、电信公司、联通公司等有关

部门提供。 

6、由于口径范围不同，部份指标数据存在不可比现象，请注意对比

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