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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源佤族自治县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2021 年，面对繁重复杂的疫情防控任务和多重困难挑战

叠加的经济发展环境，县委、县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及

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回信精神，牢记嘱

托、感恩奋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沉着应对各

种风险和挑战，全县疫情防控成果持续巩固，经济由复苏向

稳步发展迈进，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一 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GDP）587195 万元，

比上年增长 10.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75229 万元，

增长 9.0%；第二产业增加值 167334 万元，增长 17.0%；第

三产业增加值 244632 万元，增长 6.8%。三次产业结构由上

年的 29.5：25.7：44.8 调整为 29.8：28.5：41.7。非公有制经

济增加值 268680 万元，比上年增长 11.7％，占全县地区生产

总值的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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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农业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96365万元，比上年增长

11.2%，其中，农业产值191089万元，增长24.4%；林业产值

35910万元，增长19.2%；牧业产值50368万元，下降8.8%；

渔业产值9343万元，增长10.1%；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9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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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长11.4%。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341895亩，比上年增长0.03%；粮食

总产量80036吨，比上年增长1.2%。其中，夏粮产量5498吨，

下降4.3%；秋粮产量74538吨，增长1.7%。主要粮食品种中，

稻谷产量19547吨，增长8.9%；玉米产量54723吨，下降0.5%；

小麦产量601吨，下降18.6%；豆类产量2805吨，下降1.1%；薯

类产量1324吨（折粮），下降6.6%；杂粮产量1036吨，下降6.7%。

全年油料种植面积6349亩，比上年下降12.3%，油料产

量576吨，比上年下降15.8%；甘蔗种植面积130552亩，下降

0.4%，甘蔗产量699146吨，增长22.4%；蔬菜种植面积50696

亩，增长7.3%，蔬菜产量57488吨，增长18.6%；年末茶园面

积120022亩，增长2.8%，茶叶产量9718吨，增长0.1%；烤烟

种植面积25351亩，增长0.3%，烤烟产量3504吨，增长21.7%；

核桃种植面积360691亩，下降0.8%，核桃产量2028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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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澳洲坚果种植面积109851亩，下降7.3%，澳洲坚果

产量4921吨，增长1270.8%；咖啡豆种植面积5695亩，下降

28.2%，咖啡豆产量755吨，下降4.9%；橡胶面积133440亩，

与去年种植面积持平；橡胶产量6152吨，增长11.9%；水果

种植面积28336亩，增长25.1%，水果产量（含果用瓜）11300

吨，增长22.5%。

全年肉类产量 12606 吨，比上年增长 39.5%。其中，猪肉

产量 10147 吨，增长 51.6%；牛肉产量 1224 吨，增长 4.3%；

禽蛋产量 400 吨，增长 1.5%。

表 1: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位 2021 年实际 比上年增长(%)

粮食 吨 80036 1.2

油料 吨 576 -15.8

甘蔗 吨 699146 22.4

蔬菜 吨 57488 18.6

茶叶 吨 9718 0.1

烤烟 吨 3504 21.7

核桃 吨 2028 36.6

澳洲坚果 吨 4921 1270.8

咖啡 吨 755 -4.9

橡胶 吨 6152 11.9

水果 吨 11300 22.5

注：表内水果产量含果用瓜

全年耕地有效灌溉面积 21.66万亩，比上年增加 0.48万亩；

有效灌溉率达 45.59%，提高 1.14 个百分点。水库 35 座，其中,

中型水库 1 座，小（一）型水库 12 座，小（二）型水库 22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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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业

全年完成全部工业增加值72560万元，比上年增长1.2％，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0.3%。规模以上工业中，股

份制企业增长0.4%，其他经济类型企业下降6.3%。轻工业增

长7.4%，重工业下降3.2%。

规模以上工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比上年下降6.5%；

非金属矿采选业下降11.0%；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13.8%；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下降 5.5%；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增长

42.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下降7.7%；电力、热力生产和供

应业增长22.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68319万元，比上

年增长18.8%；实现利润6493万元，比上年下降55.7%；利税

总额12936万元，比上年下降38.4%。企业资产负债率67.7%，

比上年末下降0.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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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看，水泥1389002吨，比上年

增长3.9%；水泥熟料906124吨，下降0.9%；混泥土162729立

方米，增长34.3%；精制茶叶2651吨，下降20.6%；成品糖94119

吨，增长4.2%；铅金属含量5781吨，下降13.3%；锌金属含

量6512吨，增长22.3%；其他橡胶制品16628吨，增长47.6%；

大理石加工8580立方米，下降28.7%；发电量14962万千瓦时，

增长12.2%。

表 2: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位 2021 年实际 比上年增长(%)

1.水 泥 吨 1389002 3.9

2.水 泥 熟 料 吨 906124 -0.9

3.混 泥 土 立 方 米 162729 34.3

4.精 制 茶 叶 吨 2651 -20.6

5.成 品 糖 吨 94119 4.2

6.铅 金 属 含 量 吨 5781 -13.3

7.锌 金 属 含 量 吨 6512 22.3

8.其 他 橡 胶 制 品 吨 16628 47.6

9.大 理 石 加 工 立 方 米 8580 -28.7

10.发 电 量 万 千 瓦 时 14962 12.2

其 中 ： 水 电 万 千 瓦 时 10011 -4.5

火 电 万 千 瓦 时 4951 73.6

四 建筑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

全县有资质以内建筑业企业 12 户，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94883 万元，比上年增长 32.2%，建筑业总产值 49339 万元，

增长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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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 82.9%。

按三次产业划分：第一产业完成投资下降 50.1%，第二产业

完成投资下降 36.4%，第三产业完成投资增长 102.9%。民间

投资占全县总投资的 6.9%；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 5.4%。

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下降 64.3%；房屋施工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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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63 平方米，下降 10.4%；商品房销售面积 31890 平方米，

增长 86.8%。

五 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

年末全县境内公路里程 2627.89 公里，比上年增长 1.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13721万元，增长 14.5%。

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 1329.6 万元，比上年下降 1.6%。

有固定电话 8462 部，增长 20.0%；移动电话用户 159579 户，

下降 11.2%；移动宽带用户 139715 户，下降 7.9%。

六 国内外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8976 万元，比上年增长 17.

7%。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79249 万元，增长 1

5.3%；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49726 万元，增长 18.9%。按消费

类型统计，餐饮收入 40007 万元，增长 18.6%；商品零售 18

8969 万元，增长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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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完成进出口总额 6.27 亿元，比上年下降 39.9%。其

中，进口总额 3.16 亿元，下降 54.1%，出口总额 3.11 亿元，

下降 12.4%。

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318.41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49.3%。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23.45 亿元，增长 15.6%，其中，

乡村旅游总收入 12.19 亿元，增长 20.3%。

全年签订和实施国内合作项目30个，完成市外到位资金

29.49亿元，比上年下降43.6%；其中：省外到位资金12.32亿

元，下降74.4%；完成工业招商引资到位资金2.54亿元，下降

86.3%。

七 财政金融

全年财政总收入完成 49321 万元，比上年下降 2.0%；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1106 万元，下降 7.3%，其中，增值税

完成 8135 万元，下降 7.9%，企业所得税完成 1052 万元，下

降 8.6%，烟叶税完成 2207 万元，增长 15.1%；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完成 164418 万元，比上年下降 38.3%。其中，教育支

出 41583 万元，增长 2.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317 万元，

下降 25.4%；卫生健康支出 23424 万元，下降 17.2%；农林

水支出 19827 万元，下降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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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完成金融业增加值17275万元，比上年增长3.8%。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482718万元，比上年增长

10.5%。其中，住户存款282683万元，增长6.8%；非金融企

业存款67577万元，增长11.2%；广义政府存款112620万元，

增长11.4%。年末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337361万元，

增长10.2%。其中，住户短期贷款45734万元，增长12.4%；

住户中长期贷款84654万元，增长3.8%；非金融企业及机关

团体贷款206973万元，增长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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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县有各级各类学校（含进修学校）177所，其中，小

学有85所、中学12所（含高完中1所）、幼儿园78所（含民办

幼儿园5所）、职业高中1所、进修学校1所。有教职工2789

人，其中，专任教师2079人。有在校生32859人（含随班就读

残疾学生190人和“送教上门”残疾学生63人）。其中，学前

7179人、小学14709人、初中5506人、普高2489人、职高2976

人（全日制在校生682人、非全日制学生2294人）。学前幼儿

毛入园率97.81%，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28%，高中阶段

毛入学率达93.29%，中职教育巩固率达83.74%，人均受教育

年限达10.2年，其中，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4年。

认真贯彻落实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补助、义教阶段“两免

一补”、中职生补助、高中生国家助学金等教育惠民资金

5484.52万元及“营养改善计划”补助2904.292万元。

年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户，累计认定科技型企业9户。

获得市级以上科技立项支持项目1项， 获得市级企业自选研

发项目引导资金补助4项。完成专利授权10件（其中：实用新

型6件，外观设计4件），有效发明专利3件。

九 文化、卫生和体育

全县拥有综合档案馆 1 个、全县拥有文化馆总馆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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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馆 11 个、图书馆总馆 1 个、分馆 19 个、总馆馆藏图书 6.5

万册、分馆馆藏图书 5 万册。艺术表演团队 1 个，表演场所

2 个，农村业余文艺宣传队已发展到 128 支，社区及老年人

文艺队 25 支。

全县已建有广播电视发射台站 34 座，其中，1000 瓦 1

座、300 瓦 1 座、100 瓦 1 座、50 瓦 31 座，发射总功率 7550

瓦，转播模拟、数字广播电视节目 20 套，糯良大黑山广播

电视发射台发射总功率 5600 瓦，转播模拟、数字广播电视

节目 20 套，其中，调频广播节目 4 套、模拟电视节目关停、

数字电视节目 16 套（数字广播未开播）。共安装直播卫星

“村村通”工程设备 23528 套，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

设备安装 22828 套。第四代北斗高清直播卫星户户通设备

390 户。

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135个，其中，县级医

疗卫生单位2个、乡（镇）卫生院12个、村（社区）卫生室94

个、民营医院2家、个体诊所17家、厂矿（校区）医务室5个、

其它卫生机构（卫生培训学校）1个、专业卫生公共卫生机构

（含：疾控中心、妇保院）2所。有专业卫生技术人员1052

人，病床位802张。

“十三五”以来沧源籍运动员在全国、全省各类项目比

赛中获得19块金牌、20块银牌和21块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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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资源、环境和应急管理

全县年平均气温18.7℃，日照时数1745.8小时，年降水

量1615毫米，相对湿度78%，全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5.6%。

全年水资源总量19.31万立方米。年末全县水利工程蓄水

总量3825.5万立方米（大、中、小型水库集坝塘），全年新

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28.1077平方千米。

全县全年完成人工造林面积1400公顷，森林抚育面积

1333.33公顷，森林覆盖率达75.43%。

全县年末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6158立方米，

比上年下降7.1%，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0.56%，下降0.4%个

百分点。

各类生产安全事故1起，死亡1人，为交通运输和仓储业

领域。

十一 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常住人口为15.8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37万人，

乡村人口10.48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33.87%。全年人口出

生率12.34‰，死亡率9.97‰，人口自然增长率2.38‰。

年末公安户籍人口172495人，其中，城镇人口41125人，

乡村人口131370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23.84%。少数民族人

口162299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比重为94.09%，其中，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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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口147334人，佤族占总人口比重85.41%。

全年全县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881 元，比上年增

长 10.3%。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870 元，

增长 9.2%；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692 元，增长

10.4%，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 2.40，比上年缩小 0.03。

全年全县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5011 元，比上年增长

11.7%。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3046 元，增长

11.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1262 元，增长 11.7%。

年末全县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24699 人，其中，参加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527 户，16286 人，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 108413 人；参加失业保险单位 454 户，失业

保险参保人数 7903人；参加工伤保险 616户，参保人数 15438

人；全年新增就业人员 2991 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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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 人，登记失业人员 781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3.58%。支

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 32882.79 万元，其中，支付养老金待遇

32256.35 万元。

年末全县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65701 人，其中，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3701 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152000

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9770 人；支付报销医疗费用 10420.33

万元；全年医疗救助 6112 人次 365 万元。

全年共发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 5829.8828 万元，城市

最低生活保障金 393.4342 万元，城乡特困人员供金养

527.1835 万元，临时救助 5199 人 711.89 万元，边民沿边定

补助 38447 人 6634.1 万元。发放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

补助 126 人 168.7255 万元；发放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人保健

补助 2519 人 136.7950 万元，100 岁以上长寿补助 9 人 4.5 万

元，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 413.724 万元。

全年发放各类优抚对象补助资金 667 人 429.51 万元，义

务兵家属优待金 70 户 81 万元，优抚对象三难补助 31 户 13.5

万元，自主就业安置一次性经济补助 16 人 23.85 万元。

全县年末提供住宿的运营养老服务机构 3 个，床位 124

张。全县各乡（镇、场）、村（社区）服务设施共 106 个，

其中，乡（镇、场）为民服务中心 11 个，村（社区）为民服

务站 9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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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公报中各项数据为初步统计数，年报统计数据以《沧

源佤族自治县领导干部手册》为准。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

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为快报数，

绝对值按现价计算，其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3．公报中财政、对外经济、交通运输、邮政、电信、金

融、保险、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水利、林业、

应急管理、社会保障、广播电视、气象等数据来源于相

关部门。

沧源佤族自治县统计局

2022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