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2022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2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疫情散发、广发等多重

考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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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

力推动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积极应对困难挑战，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一、综合 

初步核算，2022年县地区生产总值（GDP）为77.95亿元，按

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4.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00665万

元，同比增长5.5%；第二产业增加值209613万元，同比增长

5.4%；第三产业增加值369266万元，同比增长2.7%。三次产业结

构由2021年的25.7:26.1:48.2调整为25.7：26.9：47.4。按常住

人口计算，全县人均生产总值49214元，同比增长5.7%。非公经

济增加值37.57亿元，同比增长4.2%，占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达48.2%，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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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46772万元，同比减收2404万元，

下降4.9%。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37173万元，同比增收

4221万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同口径增长20.2%。完成一般

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04691万元，同比增支6091万元，增长3.1%。 



表1  2022年财政收支及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单位 2021 年 2022 年 涨幅（%） 

1.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万元 49176 46772 -4.9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万元 32952 37173 20.2 

税收收入 万元 25009 21432 -14.3 

其中：增值税 万元 8294 8013 -3.4 

       企业所得税 万元 481 481 持平 

个人所得税 万元 242 563 132.6 

非税收入 万元 7943 15741 98.2 

2.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万元 198600 204691 3.1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万元 29584 31236 5.6 

          国防支出 万元 658 306 -53.5 

城乡社区支出 万元 15537 7702 -50.4 

教育支出 万元 37125 39744 7.1 

交通运输支出 万元 6922 10768 55.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万元 29844 35112 17.7 

卫生健康支出 万元 18570 20892 12.5 

债务付息支出 万元 1858 3361 80.9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101.8%，同比上涨 1.4 个百分点。 

表 2  2022 年全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指标名称 单位 2021 年 2022 年 

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100.1 101.8 

食品烟酒 % 99.3 101.4 

衣着类 % 99.6 98.4 

生活用品及服务 % 99.2 100.2 

医疗保健 % 99.1 101.2 

交通和通信 % 102.3 103.3 

教育文化和娱乐 % 101.4 103.3 

居住 % 99.9 101.7 



指标名称 单位 2021 年 2022 年 

2.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 101.1 103.3 

二、农业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31835万元，同比增长6.2%。其

中，农业产值150197万元，同比增长8.3%；林业产值44744万

元，同比增长3.5%，牧业产值113858万元，同比增长4.5%，渔业

产值14895万元，同比增长4.7%，农林牧渔业服务业产值8141万

元。同比增长7.8%。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为4.19万亩，同比增长0.3%；蔬菜播种面

积5.8万亩，同比增长1.5%；烤烟种植面积3.8万亩，同比增长

0.4%；油料播种面积1.1万亩，同比下降8.7%。实有茶园面积

16.4万亩，同比增长3.1%；咖啡面积9.4万亩，同比下降0.7%。 

全年粮食总产量为88026吨，同比增长2.3%；油料产量

1578.7吨，同比下降2.6%；烤烟产量5115吨，同比增长0.8%；茶

叶产量13171吨，同比增长3.0%；橡胶产量1141.9吨，同比增长

5.3%；咖啡产量10484吨，同比增长14.7%；蔬菜产量68832吨，

同比增长9.3%。 

表 3  2022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单位 2021 年 2022 年 同比（%） 

1.粮食产量 吨 86036 88026 2.3 

  #稻谷 吨 22089 17956 -18.7 

#玉米 吨 51206 58543 14.3 

#小麦 吨 6433 6259 -2.7 



#薯类（折粮） 吨 2818 1844 -34.6 

#豆类 吨 2850 3058 7.3 

2.油料产量 吨 1620.6 1578.7 -2.6 

3.烤烟产量 吨 5075 5115 0.8 

4.茶叶产量 吨 12784 13171 3.0 
 

5.橡胶产量 吨 1084.9 1141.9 5.3 

6.咖啡产量 吨 9143 10484 14.7 

7.蔬菜产量 吨 62984 68832 9.3 

8.蚕茧产量 吨 33 48 45 

9.水果产量 吨 10092 23039.9 128.3 

实现肉类总产量25522吨，禽蛋产量1188吨；生猪存栏

216271头，出栏265367头；牛存栏33765头，出栏13376头。 

表 4   2022 年主要畜产品生产情况 

指标名称 单位 2021 年 2022 年 同比（%） 

1.肉类总产量 吨 25561 25522 -0.2 

#猪肉产量 吨 22115 22018 -0.4 

#牛肉产量 吨 1404 1396 -0.6 

#羊肉产量 吨 370 380 2.7 

#禽肉产量 吨 1672 1728 3.3 

2.禽蛋产量 吨 1151 1188 3.2 

3.猪出栏数 头 255690 265367 3.8 

4.牛出栏数 头 12734 13376 5 

5.羊出栏数 只 21032 22203 5.6 

6.家禽出栏数 只 1160873 1170888 0.9 

7.猪存栏数 头 207064 216271 4.4 

8.牛存栏数 头 33275 33765 1.5 

9.羊存栏数 只 33994 34382 1.1 

10.家禽存栏数 只 933368 949738 1.8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94395万元，同比增长5.1%。其

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24.5%，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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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其中：人造板同比增长

23.7%，松香同比增长29.5%，精制茶同比增长37.4%，复合木地

板同比增长217%，铅金属含量8.9%，锌金属含量24.6%，中成药

同比增长62.5%；水泥同比下降22.8%，甲醛同比下降19.5%，饲

料同比下降3.6%，商品混凝土同比下降23.0%，人造板表面装饰

板同比下降5.1%，水泥熟料同比下降17.2%，石灰石同比下降

9.3%。 

表5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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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同比增长（%） 

1.人造板 立方米 394391 23.7 

2.水泥 万吨 81.7 -22.8 



3.甲醛 吨 45536 -19.5 

4.松香 吨 17284 29.5 

5.精制茶 吨 149.5 37.4 

6.饲料 吨 23329 -3.6 

8.铅金属含量 吨 4514.8 8.9 

9.锌金属含量 吨 1488.8 24.6 

10.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210744.3 -23 

11.人造板表面装饰板 立方米 1654542.6 -5.1 

12.中成药 吨 56.8 62.5 

13.水泥熟料 万吨 66.4 -17.2 

14.石灰石 万吨 88.3 -9.3 

全年建筑业实现增加值115275万元，比上年增长5.6%；全县

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240746.5万元，同比增长24.69%。 

四、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业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9.0%。其中第一产业投

资同比增长201.4%，第二产业投资同比下降4.5%，第三产业投资

同比增长0.5%。 

产业投资同比增长36.9%，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32.8%；工业投资同比下降4.5%，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7.5%；民间投资同比增长50.1%，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31.1%；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0.3%，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的比

重为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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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43972万元，同比下降33.8%，房屋

施工面积57779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8.1%；商品房销售面积

9058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9.6%，商品房销售额38234万元，同

比下降37.3%。 

五、贸易业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7662.4万元，同比增长

2.3%。按销售单位所在地看：城镇180449.2万元，同比增长

2.0%；乡村27213.2万元，同比增长4.1%。按消费形态看：餐饮

收入34425.7万元，同比下降1.1%；商品零售173236.7万元，同

比增长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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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零售

额同比增长41.5%，饮料类同比增长11.6%，烟酒类同比下降

6.0%，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同比增长14.7%，化妆品类同比

下降58.1%，日用品类同比下降14.4%，体育娱乐用品类同比下降

88.0%，书报杂志类同比增长20.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同比

增长49.7%，中西药品类同比增长11.5%，文化办公用品类同比增

长5.1%，石油及制品类同比增长35.6%，汽车类同比增长1.9%。 

六、交通运输和邮电业 

年末全县公路里程4158.36公里，其中：国道104.21公里，

省道155.68公里，县道379.21公里。 



全年邮政业务总量1217.73万元，同比增长6.16%;邮政函件

2.91万件；报刊期发0.95万份，同比增长10.47%。年末全县电话

用户20.54万部（不包含联通用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18.85

万部。  

七、金融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805241万元，同比增长9.2%，

其中，住户存款余额632714万元，同比增长11.8%。年末金融机

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589786万元，同比增长5.0%，其中，住户

贷款余额393887万元，增长5.7%；住户中长期贷款余额179862万

元，同比增长13.1%。 

八、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全县户籍户数64826户，户籍人口188855人；其中男性

96733人，女性92122人。年末常住人口15.8万人，城镇化率

45.81%，其中，男性8.1万人，女性7.7万人；人口出生率

7.59‰，死亡率8.99‰，自然增长率-1.4‰。 

全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914元，同比增长

3.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298元，同比增长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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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78元，同比下降3.89%；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220元，同比增长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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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县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5528人（含机

关事业单位），同比增长5.6%；城镇职工工伤保险参保19919

人，增长1.6%；生育保险参保113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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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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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02人，同比下降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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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社会服务床

位数670张。2022年，全县城乡低保对象89341人，发放低保金

2421.07万元，其中：城市低保对象6290人，发放低保金269.71

万元；农村低保对象83051人，发放低保金2151.36万元。 

九、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县共有学校106所，其中幼儿园57所，小学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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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有专任教师2303人，各级各类学

校在校学生25290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4831人；小学学龄儿童

入学率99.73%，初中升学率59.64%，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巩固率

93.8%，高考综合上线率100%。 

全年有效发明专利23件，同比下降4.2%；实用新型专利198

件，同比增长58.4%；外观设计专利29件，同比增长3.6%。辖区

现持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1件。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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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电影放映7296场次，电影

观众人数达3.5万人次；公共图书馆1个，藏书总量65171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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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0

户，广播、电视覆盖率99%以上。 

全县共有卫生机构17个；其中：医院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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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9

人，床位数917张；有专业卫生技术人员1272人，其中：执业医

师及执行助理医师449人、护理人员517人，每万人拥有医生人数

2.90人。全县传染病发病率204.65/10万。 

全县有教练员85人，裁判员120人；运动场1个，游泳池1

个，体操房1个，灯光球场129个。 



十一、资源、环境和应急管理 

全年全社会用电量为40386万千瓦时，比上年增长3.5%。能

源消费总量38.5万吨标准煤，单位 GDP 能源消耗0.5153吨标准煤

/万元，同比下降9.3%。全年规上工业电力消费总量13760.95万

千瓦时，同比下降8.3%；规上工业能源消费总量11.14万吨标准

煤，同比下降12.3%。 

全县森林面积428.14万亩，森林覆盖率达77.86%，其中，人

工造林面积87.2万亩；林木蓄积量2675万立方米，木材采伐量

57.55万立方米；自然保护区面积2700公顷，自然湿地保护率达

51.31%，草原综合植被覆盖率88.0%。 

已建成水库19座（总库容3140.13立方米），拥有小型水电

站数量26个，小型水电站装机容量56265千瓦；畜水工程数量109

座，畜水工程容量3360万立方米。 

环境空气优良率达100%，国控断面水质达标率为100%，省控

断面水质达标率为100%。 

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7人，其中，交通事故死亡人数5人，

工矿商贸企业事故死亡人数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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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县自

然资源局、县教育体育局、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县文化和旅游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卫生健康局、县水务局、县财政局、

中国人民银行宁洱支行、市生态环境局宁洱分局、县应急局、县公安局、

县民政局、县林草局、国家统计局宁洱调查队、县邮政局、县移动公司、

县电信公司等有关部门提供。 

6.由于统计口径范围不同，部分指标数据存在不可比现象，请注意对

比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