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

2022 年，面对前所未有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全县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经济呈稳步恢复，总体平稳态势。

一、 综合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全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 1407524 万元，增

速为 3.3%，增速比去年同期（9.2%）回落 5.9 个百分点，比全省（4.3%）低 1

个百分点，比全市(3.1%)低 0.2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38025 万元，

增长 5.5%；第二产业增加值 377868 万元，增长 2.4%；第三产业增加值 591631

万元，增长 2.1%。三次产业构成从 2021 年的 32.3:26.2:41.5 调整为

31.1:26.9:42。

全年实现非公经济增加值 672322 万元，同比增长 3.2%，占生产总值的

47.8%。全县共有经营主体 34831 户；其中：个体工商户 29252 户，注册资金

427707.05 万元；私营企业 4133 户，注册资金 571068.94 万元；农民专业合作

社 1446 户，注册资金 231756.26 万。

年末全县常住人口 27.2 万人，其中：男性为 14.3 万人，女性：12.9 万人；



人口出生率 7.72‰，死亡率 8.05‰，人口自然增长率-0.33‰，城镇化率 32.28%。

其中：0-15 岁 5.56 万人；16-59 岁 16.9 万人；60 岁以上 4.74 万人；65 岁以上

3.64 万人。

二、农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 724819 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2%。

其中：其中农业产值 331386 万元；林业产值 257360 万元；牧业产值 92371 万元；

渔业产值 30732 万元；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12970 万元。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69.66 万亩，同比增长 0.2%，粮食总产量 16.12 万吨，

增长 1.9%；甘蔗 20.13 万亩，增长 10.3%，产量 108.07 万吨，增长 13.7%；茶

叶实有面积 28.07 万亩，增长 9.9%，产量 1.85 万吨，增长 15.3%。

2022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粮食 吨 161247 1.9

其中：稻谷 吨 26049 -11.2

小麦 吨 2997 -31.5

玉米 吨 119706 7.9

豆类 吨 5533 2.9

油料 吨 3091 1

甘蔗 吨 1080730 13.7

烤烟 吨 10500 2.9



全年生猪出栏 22.43 万头，增长 2.5%；家禽出栏 262.22 万只，增长 0.9%；

肉类总产量 2.52 万吨，增长 1.2%。

三、工业、建筑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分门类看，

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 7455 万元，增长 39.8%；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加

值 2738 万元，下降 23.9%；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增加值 2857

万元，下降 13.5%；造纸和纸制品业增加值 49861 万元，增长 11.8%；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 1802 万元，增长 5.8%；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加值 12022

万元， 下降 14.2%；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 85694 万元，增长 2.7%。

咖啡 吨 2926.5 2.4

水果 吨 107360 -0.8

茶叶 吨 18500 15.3

松脂 吨 28000 -20.7

木材 方 2095500 9.9

橡胶 吨 8496.7 1.3

蔬菜 吨 191079 6.3

2022 年主要畜牧产品

指标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生猪出栏 头 224332 2.5

大牲畜出栏 头 16222 5.7

羊出栏 头 35822 0.8

家禽出栏 万只 262.22 0.9

肉产量 吨 25183 1.2

禽蛋 吨 1403 3.2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五增三降”。五增：食糖 77169 吨，增长 27.9%；纸制

品 17348 吨，增长 13.2%；纸浆 297466 吨，增长 7.3%；发电量（不含糯扎渡）

31948 万千瓦时，增长 1.6%；饮料 12714 吨，增长 0.5%。三降：白酒 487 千升，

下降 42%；水泥 950467 吨，下降 25.2%；人造板 88257 立方米，下降 16.8%。

全年共有资质以上建筑企业 14 户，二级以上资质的 5户，三级资质的 9

户，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2393 人，建筑业产值同比增长 0.8% ，房屋建筑施工面

积 196932 平方米,同比下降 11.6%；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76331 方米，同比下降

39.2%。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27.9%。有施工项目 55 个，同比

增长 20.1%，其中:新开工项目 111 个，与上年持平。从三次产业来看，第一产

业投资下降 8%；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68.1%；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41%。

2022 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食糖 吨 77169 27.9

纸浆 吨 297466 7.3

发电量 万千瓦时 31948 1.6

纸制品 吨 17348 13.2

人造板 立方米 88257 -16.8

饮料 吨 12714 0.5

白酒 千升 487 -42

水泥 吨 950467 -25.2



全年完成房地产投资 21121 万元，比上年下降 56.9%。其中：住宅投资 17026

万元，下降 42.1%；商业营业用房投资 415 万元，下降 96%；办公楼投资 16 万元，

持平，其它投资 3664 万元，下降 59.7%。

五、国内贸易

全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20471 万元，同比下降 1.4%。按销售单位所

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280271 万元，增长 11.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0200

万元，下降 45.8%。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 250875 万元，增长 0.3%；餐饮收

入 69596 万元，下降 7.1%。

在限额以上单位中，粮油、食品类零售额 3793 万元，同比增长 30.8%；饮

料类零售额 1182 万元，增长 27.9 %；烟酒类零售额 2152 万元，下降 14.3 %；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 2309 万元，下降 9.2%；日用品类零售额 4405

万元，增长 4.8 %；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 352 万元，下降 2.4%；家用电器和

音像制品类零售额 631.2 万元，下降 41.3%；中西药品类零售额 1098 万元，增

长 12.3%；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 1334 万元，下降 25.1%；机电产品及设备类零

售额 429 万元，下降 9.5%；汽车类零售额 2501 万元，下降 10.2%；化妆品类零

售额 775 万元，下降 2%。

六、财政、金融

全年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 77005 万元，同比下降 5%。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 59481 万元，下降 0.03%。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247124 万元，下降 8%。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933851 万元，同比增长 7.6%，其中:个人存款余额

770863 万元，增长 11.1%；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766885 万元，增长 12.3%。

七、卫生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卫生机构 200 家（其中有 10 个乡（镇）卫生院，县

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妇幼保健院、威远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120 急救中心各 1个；村卫生室 138 个；

民营一级医院 2所，综合门诊部 1个，个体诊所 42 个）；群团组织 1 家（县计

划生育协会）。住院病床编制 1047 张，实际开放 1609 张，每千人口拥有病床

5.8 张。年末全县编制 794 名（其中乡镇编制 301 名），实际在职 766 名（其中

乡镇 293 人），有卫技人员 675 名，拥有执业医师、助理医师 394 人，注册护士

713 人（除诊所、民营医院外，在医疗机构的编内外护士）。全县拥有乡村医生

298 人，计生宣传员 154 人。

全年全县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2709 人，较上年增长 23.6%；城镇失业人员实

现再就业 753 人，较上年增长 12.8%；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563 人，较上年下降 6%。

全县农村劳动力总数 163628 人，转移就业 116178 人，转移就业率 71%。

全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18386 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173596 人；工伤保险参保 20819 人。

全年共组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3006 人次。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

62803 人次，其中脱贫劳动力培训 20058 人次，脱贫人口劳动力技能培训 8678

人次。

八、交通

截止年底，全县公路里程共 6613.737 公里，其中：国道 102.7 公里，省道

103 公里，农村公路 6408.037 公里（县管省道 222.113 公里，县道 841.006 公

里，乡道 756.881 公里，村道 4588.037 公里），按技术等级分：二级公路 188.125

公里、三级公里 113.361 公里、四级公路 2819.774 公里、其余为等外公路。按



路面类型分：沥青混凝土路面 639.073 公里、水泥混凝土路面 2335.985 公里、

其余为砂石路或土路。

九、教育、文化

全县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92 所（有学生和独立校点），其中，完全中学

3所，民办高中 1所（景谷易成高级中学），职业高级中学 1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 1所，初级中学 8所，小学 46 所（县属小学 3所，乡镇中心学校 10 所，村小

33 所：碧安乡 3 所、凤山镇 2 所、景谷镇 1 所、勐班乡 1 所、民乐镇 2 所、威

远镇 8所、永平镇 12 所、正兴镇 4所），特殊教育学校 1所，幼儿园 30 所（公

办 13 所，民办 17 所），成人技术学校 1所。在岗教职工 2924 人，其中在编 2632

人，特岗教师 119 人，顶岗教师 173 人。县内在校学生 47060 人（学前教育阶段

8644 人，小学阶段 21308 人，初中阶段 10654 人，普通高中阶段 5109 人，中等

职业教育阶段 1152 人，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学生 193 人）。校舍总面积 57.72 万

平方米。

全年实现接待待国内外游客394.1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1.45亿元。

年内共创作文艺作品 66 个，其中原创文艺作品 19 个，学习剧目表演类 47 个。

辅导各部门、单位及业余文艺团体 30 余次，编创辅导作品 40 余个。开展各类免

费开放艺术培训 16 次，参训人数达 3200 余人次；开展“戏曲进乡村”等文化惠

民演出 80 余场次。

十、人民生活

全年全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8628 元，比上年增加 1052 元，增

长 2.8%；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494 元，比上年增加 932 元，增长 6.4%。



十一、安全生产

全年全县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4起（其中，交通领域 3起，其他领域 1起），

同比增加 1起，死亡 4人，死亡人数持平；受伤 0人，同比减少 5人；经济损失

158 万元，同比增加 156.9 万元；开展各类检查 211 户次，下发执法文书 255 份，

发现并整改隐患 787 条，实施行政处罚 10 起。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最后结果以《景谷县统计年鉴（2022 年度）》

公布为准。

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

长速度按不变价计算。

3.社会发展有关指标数据由相关部门提供。

4.由于统计口径不同，部分指标存在不可比现象，请注意对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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