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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统计局

2022 年 5 月

一年来，面对繁重复杂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

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肃南县以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推动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为总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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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全力推进“五个

肃南”建设，自治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取得显著成效，顺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一、综 合

经济增长：初步核算， 2021 年全县完成生产总值 33.06

亿元，同比增长 5.8%。分产业看，其中第一产业 8.29 亿元，同

比增长 7.2 %；第二产业 12.44 亿元，同比增长 5.2%；第三产

业 12.32 亿元，同比增长 5.3%。

表 1 2021 年肃南县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万元，%

指 标 完成数 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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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建筑业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其他服务业

330575

82940

124447

104890

-

20046

123188

17862

3647

3716

16615

7689

72351

5.8

7.2

5.2

8.1

8.7

-6.8

5.3

10.7

8.6

7.2

3.7

3.3

4.3

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 120209 元，比上年增长

5.76%。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26.66:34.58:38.76 调整为

25.09:37.65:37.26，与上年相比，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 1.57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上升 3.06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所

占比重下降 1.49 个百分点。

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完成 10.31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31.2%，占比比上年同期提升 3.6 个百分点。

就业：年末共有城乡从业人员 2.23 万人。年末共有城镇登

记从业人员 173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2.79%。年内就业技能培

训 737 人，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525 人，创业培训 146 人，新增

就业人员 525 人。共输转城乡劳动力 3253 人,有组织输转 2956

人，占总输转人数的 90.7%；实现劳务收入 7881.7 万元；输转

脱贫劳动力 79 人，实现劳务收入 186.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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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 业

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 21.47 万亩，较上年增加 1.18 万亩，

增长 5.83%，其中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11.23 万亩，油料种植面积

0.13 万亩；蔬菜种植面积 0.86 万亩，中药材种植面积 0.26 万

亩，蔬菜及其他制种面积 0.33 万亩；耕地种草面积 8.64 万亩。

全年粮食总产量 46072.97 吨，较上年增加 118.91 吨，同

比增长0.26%。其中，夏粮产量20236.54吨，较上年减少6293.56

吨，同比下降 23.72%；秋粮产量 25836.43 吨，较上年增加

6412.47 吨，同比增长 33%。主要粮食品种中，小麦产量 5595.48

吨；大麦产量 4846.34 吨；玉米产量 23385.72 吨。主要经济作

物中，油料产量 221.7 吨；蔬菜产量 50307.6 吨；中药材产量

821 吨。

表 2：2021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情况

产品名称 单 位 产 量 增长（%）

粮食总产量

其中：小麦

大麦

玉米

油 料

蔬 菜

中药材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46072.97

5595.48

4846.34

23385.72

221.7

50307.6

821

0.26

-20.74

1.25

32.35

593.68

75.94

-66.19

大力实施天然草原生态保护恢复、退牧还草等草原生态治

理修复项目，严格落实以草定畜、休牧禁牧、草畜平衡制度，

加强草原生态综合治理，在重点区域完成天然草原防蝗20万亩，

补播改良退化草原 19.85 万亩，全县天然草原总盖度达到



4

70.3%，牧草平均高度达到 21 厘米。天然草原草畜平衡区载畜

量重新核定提高到 127.7 万个羊单位。

全县六月末牲畜饲养量达 106.77 万头（只），比上年增加

5.16 万头（只），比上年同期增长 5.07%，其中羊的饲养量 97.3

万只，牛 9.37 万头。成活各类仔畜 39.71 万头（只），仔畜成

活率 97.33%。总增各类牲畜 38.96 万头（只），总增率达 38.35%。

年末大牲畜存栏 8.27 万头，比上年末增长 13.89%；年末存栏牛

7.68 万头，增长 14%；年末羊存栏 66.27 万只,增长 9.29%。年

内出栏各类牲畜 58.29 万头只，比上年下降 15.5%。家禽饲养量

2.03 万只，当年禽出栏 2.59 万只。全年肉类总产量 10548.12

吨，同比增长 6.1%；绒毛社会产量 2079.86 吨，同比增长 3.86%，

其中绵羊毛产量 1965.94 吨，同比增长 21.35%；牛奶产量

12988.16 吨。

表 3：2021 年主要畜产品产量和牲畜存栏

指 标 单位 产量 增长%

六月末牲畜饲养量

肉类总产量

绒毛社会产量

牛奶产量

出栏各类牲畜

绵羊年末存栏

大牲畜年末存栏

万头只

吨

吨

吨

万头只

万只

万头只

106.77

10548.12

2079.86

12988.16

57.95

66.27

8.27

5.07

-14.7

3.86

348.45

-15.98

9.29

13.89

年末全县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8.288 万千瓦，比上年增长

1%。拥有拖拉机 1868 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 1055 台，小型拖

拉机 813 台；拖拉机配套农具 4433 部。全年化肥使用量（折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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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6.31 吨，农村用电量 3288.77 万千瓦小时。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 19 户，实现工业总产值 28.49

亿元，完成工业增加值 10.49 亿元，增长 8.1%，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增加值 10.13 亿元，增长 8.7%。

表 4：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指 标 单位 产量

铜金属含量

发电量

太阳能发电量

供电量

铁矿石

石灰石

钨精粉

金属吨

万千瓦小时

万千瓦小时

万千瓦小时

万吨

万吨

吨

2707.2

299050.49

7456

21508.4

960.65

533.86

2131.3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23.88 亿元，比上年

增长 22.84%。产销率 87.0%，比上年回落 8.6 个百分点。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98 亿元，比上年增长 36.6%。

建筑业：全县现有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

业企业 11 户，年内新增资质企业 1 户。全年全县资质以上建筑

企业完成总产值 4.35 亿元，同比增长 17.48%。全年全社会建筑

业实现增加值 2 亿元，比上年下降 6.8%。

四、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2021 年，全县在库项目 40 项，完成投资

13.49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27%。其中：500-5000

万元项目 27 项，投资完成同比上升 38%，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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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项，投资完成同比增长 0.98%。工业投资完成同比增长

183.7%。

五、交通、邮电和旅游

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3647 万元，增长

8.6%。

交通运输：全县共有货运经营业户 863 户，道路运输从业

人员 1034 人，客运经营业户 6 户，机动车维修业户 30 户。全

年共完成公路运输总周转量 991.62 万吨公里，其中客运量

17.62万人次、客运周转量1411.2万人公里；共完成货运量5.27

万吨、货运周转量 850.5 万吨公里。年末全县客运线路 28 条，

共有各类营业性车辆 948 辆，其中货车 863 辆 1620 吨，旅游客

车 12 辆 438 座，出租车 59 辆 321 座，公交客车 3 辆 69 座，班

线客车 11 辆 361 座。

邮电通讯：邮政业务收入累计完成收入 452.48 万元，增长

8.32%。其中代理金融业务收入完成 220 万元，增长 7.22%；寄

递业务收入完成 91.68 万元，增长 25.29%；集邮业务收入完成

22.37 万元，增长 6.42%；函件业务完成 17.22 万元，下降 36.6%；

报刊发行业务收入完成 56.98 万元，增长 21.67%；电子商务业

务收入完成 1.81 万元，下降 23.97%；其他业务收入完成 17.62

万元，下降 20.9%。年末全县固定电话用户 917 户，其中城市电

话 342 户，农村电话 575 户。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39526 户，其

中 4G 移动电话用户 8490 户，5G 移动电话用户 31036 户。年末

移动电话接入互联网用户 33389 户，固定互联网宽带用户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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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46 户, 其中固定互联网光纤宽带接入用户 16110 户。

旅游：2021 年全县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314.88 万人次，同比

增长 23.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5.72 亿元，同比增长 29.2%。

六、国内贸易

2021 年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17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2.3%。按销售单位所在地统计，城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3.41亿元，增长16.5%；乡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6

亿元，增长 7.5%。按行业分批发业实现销售额 1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3.6%；零售业实现销售额 4.9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6%；

住宿业实现营业额 0.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8%；餐饮业实现营

业额 0.7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9%。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同

比增长 15.6%。

七、财政、金融和保险业

财政：全年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27345 万元，同比增长

6.8%。全县大口径财政收入 48468 万元，同比增长 3.3%,其中税

收收入完成 36224 万元,同比增长 0.56%，占总收入的 74.74%，

占比较上年同期增加 0.46 个百分点。全年财政支出 141541 万

元，同比下降 39.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4255 万元，同比下

降 38.4%。

表 5 2021 年肃南县财政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万元，%

指 标 完成数 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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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

税务系统

中央级

省级

县级

财政系统

基金预算

县级

48468

36224

12917

7408

15726

12244

625

11619

3.3

0.56

3.0

-3.3

0.47

12.34

-34.42

16.82

金融：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13.32 亿元，比上

年增加 6054 万元，同比增长 4.8%。各项存款余额 23.66 亿元，

比上年增加 14898 万元，同比增长 6.7%。其中金融机构住户存

款余额 13.92 亿元，比上年增加 10445 万元，增长 8.1%。

保险：全年保费收入 6269.94 万元，比上年增长 10.5%。

其中，财产险收入 2184 万元，比上年下降 2.84%；寿险收入

4085.94 万元，比上年增长 19.26%。全年赔付支出 1498.45 万

元，比上年下降 25.24%。其中，财产险赔付支出 1250 万元，下

降 25.4%；寿险赔付支出 248.45 万元，下降 24.46%。

八、科学技术、教育

科学技术：年末全县事业单位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达到

1123 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259 名、中级专业技术人员 438

人，占专业技术人员的 62%。规上企业研发投入 4418 万元，占

当年 GDP 的比重为 1.46%；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 家（三益化工公

司）、省级科技创新型企业 1 家（草原惠成公司），入库甘肃

省科技型企业 15 家；登记技术合同成交额 1.55 亿元。截止 2021

年底，组织相关企业申请专利 1100 余件，授权专利达到 48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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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9 件，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 3.23 件，拥有国

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2 家，省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1 家。

教育：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20 所，其中有完全中学 1

所，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 1 所，城镇小学 1 所，幼儿园 9 所，

九年制学校 5 所，六年制学校 3 所，建成寄宿制学校 8 所，全

县共有教职工 491 人，在校学生（含幼儿园）3310 人,学前三年

毛入学率达到 98.63%，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100%，高中阶段

毛入学率 96.62%。2021 年，全县实际参加高考 269 人，总录取

率为 99.1%。其中，一本录取 125 人，一本录取率 46.5%，较上

年增长 3.75%。考入双一流重点院校 38 人，较上年增加 7 人。

本科以上共录取 198 人，本科录取率 73.61%。

九、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全县有艺术表演团体 1 个，文化馆 1 个，图书馆 1

个，博物馆 1 个，纪念馆 1 个，档案馆 1 个。全县乡村建成了 8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8 个公共电子阅览室、8 个乡镇文化体育广

场、81 个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及 109 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基层服务点、112 个农家书屋、10 个寺院书屋、4 个农村数字电

影固定放映点、3 个城镇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组建农村数字

电影放映队 6 个，建成中央补助无线广播电视覆盖工程，广播

电视覆盖率达到了 100%，各类文化服务场所全部免费对公众开

放。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推进省级裕固族文化

生态保护区创建工作。举办裕固族服饰制作传统技艺和裕固族

民歌培训班 5 期，培训城乡劳动力和传承人群 210 多人次。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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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出版《裕固族民歌》（第一辑），整理编印《裕固族族源及

肃南境内各民族由来》资料书籍，完成裕固族驼背文化研究项

目的挖掘整理，纪录片《驼背上的风雨》在甘肃文化频道播出。

《西茂的婚礼》入围2021第四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双年展，

电影《爱在夏日塔拉》在央视电影频道播映。明花乡被评为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强化从业人员能力素质培训，培训各类

从业人员 500 余人次。

卫生：全县现有医疗机构 54 个，其中县级医疗卫生机构 4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 个、乡镇中心卫生院 7 个、乡镇卫生

分院 12 个、村卫生室 30 个。核定编制床位 404 张，实有床位

257 张。现有专业技术人员 308 名，助理及执业医师 108 名，占

37.8%；医技类 40 名，占 14.4%；护士 79 名，占 28.4%。正高

级职称 6 名、副高级 37 名、中级 33 名、初级 133 名，有村医

27 名。

体育：建成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1 个，目前正在新建体育馆

1 个，赛马场、综合体育场、足球场、传统体育项目体验区和儿

童游乐园各 1 处，体育公园（广场）2 个，乡镇（社区）体育健

身中心 8 个，乡（镇）文体活动站 8 个，行政村体育健身广场

83 个，全县体育场占地面积 33.5 万平方米，人均占有面积 8.5

平方米，公共体育设施场地基本实现全覆盖。举办中国丝路大

赛马，观赛人数约 5 万人次，邀请北京马术产业专家对我县各

乡（镇）马术协会 100 余人进行专业培训。举办三级社会体育

指导员培训班两期 60 余人。举办肃南县广播体操引领员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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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期 50 余人。全年派出 20 余人次参加了国家、省、市各级各

类培训班。

十、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人口：2021 年末全县户籍人口 14932 户 39283 人，户数比

上年减少 56 户，人口比上年减少 25 人,户均人口 2.6 人。按民

族分，少数民族人口 22590 人，占总人口 57.51%，其中裕固族

人口 10684 人，占总人口的 27.2%；藏族人口 10323 人，占总人

口的 26.28%；汉族人口 16693 人，占总人口的 42.49%。按性别

分，男性人口19418人，占49.43%；女性人口19865人，占50.57%。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64 人。年末常住人口 2.73 万人，其

中城镇人口 1.11 万人，城镇人口比重 40.57%，农村人口 1.62

万人。

表 6 2021 年肃南县户籍人口数及其构成

单位：人，%

指 标 年末数 比重

户数

人数

其中：男性

女性

其中： 0-17 岁

18-34 岁

35-59 岁

60 岁及以上

汉族

少数民族

14932

39283

19418

19865

6205

8600

17649

6829

16693

22590

—

100

49.43

50.57

15.80

21.89

44.93

17.38

42.49

57.51

人民生活：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531 元，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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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 2334 元，增长 7.5%；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34404

元，增长 5.9%；城镇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

重（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28.9%，与上年持平。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783 元，比上年增加 1982 元，增长 10%；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2528 元，增长 5.9%；农村居民家

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

数）为 30%，比上年上升 0.7 个百分点。

表 7 2021 年肃南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支情况

单位：元，%

指 标
城 镇 农 村

完成数 比上年增长 完成数 比上年增长

可支配收入

工资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

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

33530.80

27822.05

3301.06

1137.01

1270.68

7.50

7.09

11.47

0.12

13.37

21783.00

1779.57

15792.80

166.86

4043.67

10.01

7.02

9.51

5.75

13.62

指 标

城 镇 农 村

完成数 比上年增长 完成数 比上年增

长

生活消费支出

食品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通讯

教育文化娱乐

34404.42

9918.21

2893.96

5597.05

2496.32

4613.34

5024.20

5.90

5.56

-19.2

11.32

-3.79

21.95

1.53

22528.04

6767.34

1615.49

3850.33

1124.80

3755.87

3158.40

5.92

8.33

4.11

9.35

0.54

6.29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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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和服务

3024.90

836.45

28.47

8.86

1904.56

351.26

0.25

6.79

社会保障：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收入 3249.6 万元、

失业保险基金累计收入 305 万元、工伤保险基金累计收入 308.8

万元;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支出 4250.9 万元、失业保险

基基金累计支出 258.9 万元、工伤保险基金累计支出 391 万元。

年底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7960 人，参保率达 100%,

续保率达 100%。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化发放率达 100%，企业

退休人员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达到 100%。

2021 年全县城乡居民实际参保 29834 人,筹资标准为 900

元/人/年，其中个人缴费 320 元，各级财政人均补助 580 元，

收入资金 2589.9 万元。其中各级财政补助收入 1754.55 万元，

个人缴费收入 835.35 万元，含医疗救助资助资金 73.08 万元。

全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2452.35 万元，其中：住院支

出 2232.14 万元（含意外伤害 62.82 万元、大病保险 270 万元）。

门诊支出 198.96 万元（含普通门诊、“两病”、门诊慢特病）。

国谈药品支出 21.25 万元。2021 年全县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实际

参保缴费人数 6866 人（含灵活就业人员）。基金收入 3706.75

万元，其中：统筹基金收入 2357.11 万元，个人缴费收入 1349.64

万元。2021 年全县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3063.84 万元。

其中：住院支出 1328.14 万元（含意外伤害 14.21 万元）。生

育费用支出 37.42 万元。产前检查费用支出 5.21 万元。门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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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病支出 272.18 万元。国谈药品门诊支出 9.39 万元。个人账

户支出 1416.47 万元。2021 年年末全县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人数 313 户 593 人，城市低保资金支出 390.7 万元；农牧村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1334户2355人，农村低保资金支出848.75

万元；救助城乡困难群众 3647 户 7364 人次，发放临时救助资

金 1348.13 万元。

十一、气候、资源、环境、安全生产

气候: 气温正常，降水偏少。年平均气温 4.7℃，较历年平

均值高 0.2℃，属正常年份，年极端最高温度 30.6℃，出现在 7

月 18 日；年极端最低温度-25.3℃，出现在 1 月 11 日。年降水

量 217.9 毫米，较历年值少 20%，属偏少年份。全年日照总时数

2556.5 小时，较历年值少 271.4 小时。

资源：2021 年，供地 7 宗，面积 111.43 亩，其中工业用地

5 宗面积 93.115 亩，商服用地 2 宗，面积 18.315 公顷，征收土

地出让金 602.4995 万元。完成易地“占补平衡”4442.036 亩，

成交金额 13326.108 万元。

全县管辖国有林场 1 个，下设林业工作站、草原站、园林

绿化管理站。178 万公顷草原沃野千里，28 万公顷森林郁郁葱

葱，23 种矿藏富集满目，森林总蓄积量 361400 立方米。国家重

点保护的一、二类野生动物(鸟兽类)59 种，其它动物 179 种，

占全省陆生野生动物的 34.8％；植物 84 科 499 属 1044 种。拥

有草原面积 2677.5 万亩，湿地面积 232.5 万亩。

2021 年，完成营造林面积 2.5 万亩，其中，人工造林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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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三北五期封山育林 2 万亩，退化林分修复 0.4 万亩，栽

植各类苗木 55.62 万株，占计划任务的 100%。深入开展全民义

务植树活动，完成义务植树 20 万株，尽责率达 95%以上。开展

森林小镇创建，申报省级森林小镇 1 个、国家级森林乡村 2 个。

持续推进县城园林绿化。

全年全县总用水量 8735.71 万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

8102.46万立方米、工业用水265.93万立方米、生活用水269.72

万立方米、生态用水 97.6 万立方米。全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 25.35 立方米，万元 GDP 用水量 264.26 立方米。

环境：剔除沙尘天气后，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 35 微

克/立方米、细颗粒物（PM2.5）浓度 14 微克/立方米。城区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90%。地面水质达标率 100%，饮用水

源水质达标率 100%。

初步核算，2021 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 16.19 万吨标准煤，

比上年增长 2.3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能源消费 2.77 万吨标

准煤，比上年增长 12.76%；第二产业能源消费 5.86 万吨标准煤，

比上年下降 4.7%，其中工业能源消费 5.79 万吨标准煤，比上年

下降 3.82%；第三产业能源消费 2.38 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5.78%。单位生产总值能耗 0.5075 吨标准煤/万元，万元生产总

值能耗下降 3.22%。

安全生产：全县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1 起，死亡 1 人。自然

灾害方面，全县发生地震 2 次,造成 8 个乡镇 80 个村（含 2 个

社区）、1586 户 61235 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 136705.9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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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员伤亡。森林草原防灭火方面，自进入防火期以来，我县

坚决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责任制，加强宣传教育，强化隐

患排查，织密巡护网络，严格火源管控，加强应急值守，及时

消除火灾隐患，未发生森林草原火灾。

注：

1．本公报各项统计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正式数据以《肃南

统计年鉴 2021》为准。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

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

按不变价格计算。

3．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指标数据为 2021 年快报数。

4．固定资产投资按现行统计口径，不含农户投资，包括计

划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两部分。

5．本公报中城镇登记失业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社会

保障数据来自县人社局；医疗救助来自县医保局；低保数据来

自县民政局；财政数据来自县财政局；货币金融数据来自中国

人民银行肃南县支行；保险数据来自县人寿和财产保险公司；

交通运输数据来自县交通局、县运管所；通信数据来自县电信

局、移动公司、联通公司；邮政数据来自县邮政局；教育数据

来自县教体局；科技数据来自县科技局、县市场监管局；文化、

广播、电视数据来自县文旅局；卫生数据来自县卫健委；体育

数据来自县体育局；环境监测数据来自环境肃南分局；气候数

据来自县气象局；土地资源和林业数据来自县自然资源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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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数据来自县水务局；其他数据均来自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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