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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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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各项决

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不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全县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一、综合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1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732771 万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7%，增速低于全省

0.6 个百分点，与全市持平，两年平均增长 5.3%。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 190373万元，同比增长 8.9%；第二产业增加值 193059

万元，同比增长 1.1%；第三产业增加值 349339 万元，同比增长

8.6%。  

 



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26.0：26.6：47.4 调整为 26.0：

26.3：47.7。一、二、三产业分别拉动经济增长 2.3、0.3、4.1

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县人均生产总值 45599 元，同比

增长 9%。 

 

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增长。2021 年，全县实现非公经济增加值

352165 万元，同比增长 5.4%，非公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48.1%。 

二、农业  

农业生产稳定增长。2021 年全县实现农林牧渔业及农林牧渔

服务业总产值 311826 万元，同比增长 11.1%，两年平均增长

15.0%，其中：农业产值 142330 万元，同比增长 14.6%；林业产

值 45989 万元，增长 8.5%；牧业产值 102331 万元，增长

10.1%；渔业产值 13975 万元，增长 2%；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7201 万元，同比增长 7%。  

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全县粮食种植面积为 41.79万亩，同比

增长 0.14%；粮食总产量为 8.6 万吨，同比增长 0.47%。  

  



表 1  2021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单位  2020 年  2021 年  同比±%  

1、粮食产量  吨  85637  86036  0.47  

# 稻谷  吨  23329  22089  -5.32  

玉米  吨  48138  51206  6.37  

小麦  吨  7343  6433  -12.39  

薯类（折粮）  吨     3654     2818  -22.87  

豆类  吨  2755  2850  3.46  

2、油料产量  吨  1895.6  1620.6  -14.5  

3、烤烟产量  吨  4983.7  5174.6  3.8  

4、茶叶产量  吨  12436  12784  2.8  

5、橡胶产量  吨  1079.9  1084.9  0.46  

6、咖啡产量  吨  8718  9143  4.87  

7、蔬菜产量  吨  59919  62984  5.1  

8、蚕茧产量  吨  29  33  13.8  

9、水果产量  吨  6116  10092  65  

   林业工作有序推进。全县森林面积 428.14 万亩，木材采伐

量（蓄积）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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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61 吨，禽蛋

产量 1151 吨；生猪存栏 207064 头，出栏 255690 头；牛存栏

33275 头，出栏 12734 头。 

  



表 2   2021 年主要畜产品生产情况 

指标名称  单位  2020 年  2021 年  同比±%  

肉类总产量  吨  20970  25561  21.9  

#猪肉产量  吨  17700  22115  24.9  

牛肉产量  吨  1100  1404  27.6  

羊肉产量  吨  445  370  -18.7  

禽肉产量  吨  1715  1672  -2.5  

禽蛋产量  吨  1150  1151  0.1  

猪出栏数  头  211600  255690  20.8  

牛出栏数  头  10694  12734  19.1  

羊出栏数  只  23095  21032  -8.9  

家禽出栏数  只  1186833  1160873  -2.2  

猪存栏数  头  191000  207064  8.4  

牛存栏数  头  32300  33275  3  

羊存栏数  只  36388  33994  -6.6  

家禽存栏数  只  901754  933368  3.5  

渔业生产小幅下降。全年水产品产量 10071 吨，同比下降

0.62%。  

农机生产持续发力。全县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210726.3 千

瓦，其中柴油发动机动力 100349.6 千瓦，汽油发动机动力

5373.8 千瓦，电动机动力 105002.9 瓦。拖拉机 348 台，其中大

中型 12 台，小型 336 台；拖拉机配套农具 3065 台；微耕机

11231 台，机引犁 1182 台，旋耕机 1135 台；农用水泵 541 台，

节水灌溉类机械 21 套。全年农用化肥施用量 3674.33 吨，同比

下降 30.41%；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365.7 吨，同比下降 0.28%；

农药使用量 162.7 吨，同比下降 5.33%。  

三、工业  

工业经济降幅扩大。2021 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下降 19.1%，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同比下降 46.6%；重工业同



比下降 16.6%；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同比增长 15.2%，股份

制企业同比下降 20.7%；分门类看：采矿业同比增长 79.2%，制

造业同比下降 29.1%，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同比增长

12.4%。  

表 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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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同比增长（%）  

1、人造板  立方米  338524  2.2  

2、水泥  万吨  105.9  -38.9  

3、甲醛  吨  56593  8.1  

4、松香  吨  13347  7.3  

5、精制茶  吨  108.8  -41.2  

6、饲料  吨  24210  -0.7  

7、复合木地板  平方米  1263657  55.9  

8、铅金属含量  吨  4147  122.5  

9、锌金属含量  吨  1194  220.5  

   

四、能源  

2021 年全县能源消费总量 40.71万吨标准煤，单位 GDP 能源

消耗 0.5675 吨标准煤/万元（2015 年可比价计算），同比下降

15.6%。  



 

五、固定资产投资及房地产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2021 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同比增长 18.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长 48.6%；第二

产业下降 31.9%；第三产业增长 24.8%；民间投资下降 26.6%,基

础设施投资增长 18.3%。施工项目数 186 个；本年新开工 135

个。 

2021 年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10.2%，房屋施工面积

62.84 万平方米，增长 20.98%；商品房销售面积 12.87 万平方米，

增长 10.51%，商品房销售额 60948 万元，增长 2.24%。  

建筑业健康协调发展。2021 年全县在库建筑业企业 13 家，

其中三级资质的建筑业 11 家，二级资质的 2 家，全年建筑业总

产值 193072.6 万元，同比增长 22.28%。  

六、市场与物价  

消费品市场逐步复苏。2021 年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3075.2 万元，同比增长 4.8%。分城乡市场看，城镇实现消费

品零售额 176941.2 万元，同比增长 4.9%；乡村实现消费品零售

额 26134 万元，增长 4.0%。分消费形态看，实现餐饮收入

34796.2 万元，同比增长 3.8%；实现商品零售 168279 万元，增

长 5.0%。  



 

居民消费价格基本平稳。全县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100.1%，

涨幅较去年同期上升 1.1 个百分点。  

表 4  2021 年全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指标名称  单位  2020 年 2021 年 

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104.3  100.1  

食品烟酒  %  114.3  100.0  

衣着类  %  100.3  99.6  

生活用品及服务  %  99.5  99.2  

医疗保健  %  98.0  99.1  

交通和通信  %  96.9  102.3  

教育文化和娱乐  %  100.7  101.4  

居住  %  99.8  99.9  

2、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  102.7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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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5.28 公里，

其中：国道 172.91 公里，省道 156.68 公里，县道 379.21 公

里，乡道 436.04公里，村道（入国家数据库）197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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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辆，载货汽车 1121 辆。  



邮政电信业务呈下滑趋势。全年邮政业务总量 1147.02 万

元，同比下降 8.3%;邮政函件 1.5 万件；报刊期发 0.86 万份，同

比增长 24.6%。年末全县电话用户 18.58 万部，其中：固定电话

用户 0.79 万部，移动电话用户 17.79 万部。  

广播电视和旅游业稳步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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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0 户，广播、电

视覆盖率 99%以上。有旅行社 2 个，全年接待游客人数 410.72 万

人次，同比增长 29.9%。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34.58 亿元，同比

增长 13.79%。  

八、财政、金融和保险业  

财政收支运行平稳。2021 年末，全县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总收

入 49176 万元，同比下降 4.3%。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32952 万元，同比增长 6.1%；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198600

万元，同比增长 17.2%。 

表 5  2021 年财政收支及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单位  2020 年  2021 年  涨幅±%  

1.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万元  51403  49176  -4.3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万元  31054  32952  6.1  

其中：增值税  万元  9892  8295  -16.2  

       个人所得税  万元  268  242  -9.7  

企业所得税  万元  892  480  -46.1  

2.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万元  169384  198600  17.2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万元  15522  29584  90.6  

       公共安全支出  万元  7024  8509  21.1  

城乡社区支出  万元  11756  15537  32.2  

教育支出  万元  37080  37125  0.1  

科学技术支出  万元  794  1009  27.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万元  26691  29844  11.8  

卫生健康支出  万元  20463  18570  -9.3  

节能环保支出  万元  6847  3392  -50.5  



    金融市场稳中向好。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737527 万

元，比年初增加 81074 万元，同比增长 12.35%；金融机构各项贷

款余额 561835 万元，比年初增加 81640 万元，同比增长 17%。全

年保费收入 15271 万元，比上年增长 6.6%。  

九、科学技术、教育、体育和文化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2021 年，全县已建成 7 个省、市院士专

家工作站，涉及生物医药、食用菌、薄壳山核桃、林业等行业。

2021 年，全县发明专利拥有量 22 件，全年专利授权 39 件。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全县共有学校 108 所，其中幼儿园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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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研究和培训中心 1 所，小学教

学点 4 所。全县有专任教师 2252 人，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

25437 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 4832 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

99.04%，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高占比 59.1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

93.43%；高考综合上线率 100%。  

体育事业稳健发展。全县共有教练员 85 人，裁判员 239

人，其中：二级 55 人，三级 184 人。主要体育场地设施 120

处，其中：运动场 1 个，灯光球场 11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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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电影放映 5515 场次，电影观众人数达 2.21 万人次；公共图书馆

1 个，藏书总量 64145 册。  

十、生态环境和应急管理  

生态环境持续优化。2021 年度，节能减排目标控制在上级下

达的指标以内，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8.4%，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持续达标，辖区内 1 个地表水国

控监测断面和 1 个地表水省控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

深入打好“三大保卫战”和“7 个标志性战役”，环境质量成效

显著；河（湖）长制工作实现常态化、规范化，考核为优秀。县



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并投入运营，建成乡（镇）污水收集管网

33.74 公里，完成 2019 年度第二批中央水污染防治项目（项目资

金 1102 万元）对普洱大河（宁洱段）截污整治工程建设。  

安全生产工作有序运行。2021 年全县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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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46 人/亿人。  

十一、人口与人民生活  

2021 年年末全县户籍人口 189448人；其中男性 97087 人，

女性 92361 人。年末常住人口 15.87 万人；其中，男性 8.12 万

人，女性 7.75 万人。人口出生率 6.22‰，死亡率 8.63‰，自然

增长率-2.41‰，城镇化率 44.71%。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2021 年，全县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37671 元，同比增长 9.2%；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4324元，同比增长 10.6%。 

 

居民消费水平逐步提高。2021 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 25574 元，同比增长 10%；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2380

元，同比增长 11.1%。  



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断增加。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

筑面积 42.7 平方米，同比增长 9.5%；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

积 39.6 平方米，同比增长 16.5%。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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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87 人（含机关事业单位），同比增长 3.5%；城镇职工工

伤保险参保 19603 人，增长 4.9%；生育保险参保 11319 人，同比

增长 1.1%；参加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178098 人，

同比下降 0.97%；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93391 人，同比下

降 1.1%；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57364人，同比下降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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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全县城乡低保对象 7477 人，发放低保金 2366.7 万元，

其中：城市低保对象 677 人，发放低保金 362.3万元；农村低保

对象 6800 人，发放低保金 2004.4万元。  

卫生服务能力逐步增强。2021 年末，全县共有卫生机构 100

个；其中：医院 2 个，基层医疗机构 9 个，村卫生室 85 个，专

业公共卫生机构 4 个。卫生机构人数 1340 人，床位数 938 张；

有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1153 人，其中：执业医师及执行助理医师

391 人、护理人员 592 人，每万人拥有医生人数 24.89 人。全县

传染病发病率 138.17/10 万。  

十三、城市建设与乡村振兴  

市政基础设施不断提升。结合美丽县城、城市更新、老旧小

区改造，推进城市建设。年末，城市建成区面积 7.6 平方公里，

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 3.42 万平方米，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46.82%。  



乡村振兴有序推进。2021 年，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进一步理清

工作思路，做好领导体制、工作体系、发展规划、政策举措、考

核督查机制等有效衔接，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建

立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常态化帮扶机制，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统筹规划布局，坚

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狠抓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和

成效巩固，全县农业农村工作全面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

平显著提高，人居环境大幅提升，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全县脱贫

户人均纯收入为 13445 元，较 2020 年的 11818 元增长 13.8%；监

测对象人均纯收入为 9281 元，较 2020 年的 8817 元增长 5.26%。  

 

注：  

1、本公报部分数据为初步统计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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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人口部分来源于市返常住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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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局、林草局、农科局、水务局、农科局、交

运局、财政局、人行、教体局、文旅局、卫健局、生态环境局、应急局、公安局、民

政局、人社局、住建局、宁洱调查队、乡村振兴局、邮政局、保险公司、移动公司、

电信公司等有关部门提供。  

6、由于口径范围不同，部分指标数据存在不可比现象，请注意对比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