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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源佤族自治县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2022 年，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

力，以及严峻疫情防控形势等多重困难叠加的局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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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

学习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及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

回信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积极应对困难挑战，

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各项事业取得新进

展新成效。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653096 万元，

比上年增长 5.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99495 万元，比

上年增长 4.8%；第二产业增加值 191363 万元，增长 9.4%；

第三产业增加值 262238 万元，增长 3.4%。三次产业结构为

30.5：29.3：40.2。全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41166 元，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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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5.9%。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299391 万元，增长 6.3％，

占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的 45.8％，与上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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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32848 万元，比上年增长 5.4%，

其中，农业产值 217523 万元 ,增长 7.6%；林业产值 39107 万

元，下降 10.1%；牧业产值 54804 万元，增长 10.1%；渔业

产值 10761 万元，下降 7.9%；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

值 10653 万元，增长 7.5%。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344535 亩，比上年增长 0.8%；粮食

总产量 83157 吨，比上年增长 3.9%。其中，夏粮产量 5549

吨，增长 0.9%；秋粮产量 77608 吨，增长 4.1%。主要粮食

品种中：谷物产量 79160 吨，增长 4.3 %；豆类产量 2631 吨，

下降 6.2%；薯类产量 1366 吨（折粮），增长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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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蔬菜产量 61838 吨，比上年增长 7.6%；水果产量

11955 吨，增长 5.8%；茶叶产量 10640 吨，增长 9.5%；橡胶

产量 8387 吨，增长 36.3%；坚果产量 1042 吨，增长 6.3%。 

表 1  2022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产量（吨）  比上年增长（%）  

粮食  83157 3.9 

油料  552 -4.1 

甘蔗  632325 -9.6 

烤烟  350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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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含食用菌）  61838 7.6 

水果（含果用瓜）  11955 5.8 

茶叶  10640 9.5 

橡胶  8387 36.3 

咖啡  750 -0.7 

坚果  1042 6.3 

水产品  8585 -5.8 

全年猪肉产量 11973 吨，比上年增长 18.0%；牛肉产量

1241 吨，增长 1.4%；羊肉产量 104 吨，增长 6.1%；禽肉产

量 1213 吨，增长 6.7%；禽蛋产量 416 吨，增长 4.0%。年末

生猪存栏 104028 头，下降 3.7%；全年生猪出栏 136539 头，

增长 20.7%。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 76855 万元，比上年增长 0.7％，其

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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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37.4%；制造

业下降 6.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5.9%。  

从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比上年增长 0.9%；股份制

企业增长 6.2%；私营企业下降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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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看：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比上年增长 38.6%；非金属

矿采选业增长 2.5%；农副食品加工业下降 17.4%；酒、饮料和

精制茶制造业增长 1.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增长 17.8%；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下降 2.3%；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5.9%。 

从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看：铅金属含量6796吨，

比上年增长17.5%；锌金属含量9065吨，增长39.2%；其他橡

胶制品 21792吨，增长 31.1%；鲜、冷藏肉 4151吨，增长

7.6%。  

从企业效益看：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6.93 亿元，比上年下降 0.7%；实现利润总额 0.61 亿元，下

降 3.2%。  

表 2  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水泥  吨  1342168 -3.4 

水泥熟料  吨  825054 -8.9 

混泥土  立方米  127800 -21.5 

精制茶叶  吨  2280 -14.0 

成品糖  吨  79305 -15.7 

铅金属含量  吨  6796 17.5 

锌金属含量  吨  9065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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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橡胶制品  吨  21792 31.1 

大理石加工  立方米  6160 -28.2 

鲜、冷藏肉  吨  4151 7.6 

发电量  万千瓦时  14699 -1.8 

 

全年全县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

15 户，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114629 万元，比上年增长 15.7%，

建筑业总产值 76024 万元，增长 54.1%，实现利润总额 1942  

万元，增长 8.8 %。  

 
四、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业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 23.7%。分

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785.3%；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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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3.7%。  

分领域看：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262.3%；房地产开发项

目投资增长 91.2%；民间投资增长 71.6%。  

从重点领域看：工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56.7%；水利、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长 129.2%；文化旅游业增长 6552.4%。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22035 万元，比上年增长 91.2%，

其中，商品住宅投资 21175 万元，增长 104.5%；商业营业用

房投资 810 万元，下降 6.9%；  

全年商品房施工面积 168313 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14.7%；

商品房销售面积 43340 平方米，增长 35.9%；商品房销售额

19150 万元，增长 34.3%。  

表 3  2022 年房地产业发展主要指标情况  

7.3 6.2
15.6

82.9

23.7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比上年增长（%）

图 7  2018—2022 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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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单位  2022 年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万元  22035 91.2 

其中：住宅  万元  21175 104.5 

房屋施工面积  平方米  168313 -14.7 

其中：住宅  平方米  124692 -12.1 

房屋新开工面积  平方米  15500 -25.9 

其中：住宅  平方米  11933 -33.9 

商品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43340 35.9 

其中：住宅  平方米  36706 22.1 

商品房销售额  万元  19150 34.3 

其中：住宅  万元  15906 18.3 

五、国内贸易、对外经济和招商引资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9767 万元，比上年增长

0.3%。  

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247 万元，增长 0.2%。

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完成 12938 万元，

下降 1.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完成 1308 万元，增长 14.3%。

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 4108 万元，下降 0.8%；商品零售

10139 万元，增长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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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零

售额比上年增长 8.6%；饮料类增长 14.1%；烟酒类增长

7.3%；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下降 46.7%；化妆品类下降

60.9%；日用品类下降 6.0%；五金、电料类增长 126.4%；家

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25.5%；文化办公用品类下降 4.5%；

家具类下降 31.4%；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 179.3%；汽车类

商品零售额下降 15.9%。  

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135814 万元，比上年增长 116.4%。

其中，进口总额 104349 万元，增长 233.9%，出口总额 31465

万元，下降 0.1%。  

签订和实施国内合作项目 47 个，完成市外到位资金

34.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5%。其中，省外到位资金 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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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 105.8%；完成工业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4.33 亿元，

增长 70.7%。  

六、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和旅游业  

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14422 万元，比上

年增长 0.5%。  

年内 G219 线南撒至岗莫标山二级公路、甘勐至班老公

路建成通车；瑞孟沿边高速公路（沧源段）61.42 公里项目

建设有序推进；双江至沧源（勐省）高速公路沧源段 29.518

公里、国道 G219 线云南耿马（班幸）至沧源（南撒）段改

扩建工程项目进展有序。年末全县境内公路里程 2627.49 公

里。全县建有 9 个乡镇客运站，117 个农村客运招呼站，涉

及 90 个建制村，全县基本实现农村客运招呼站全覆盖。  

全年邮政行业业务总量 1543 万元，比上年增长 16.0%。

全县有固定电话 7418 部，比上年下降 12%；移动电话用户

173003 户，增长 8%；移动宽带用户 153877 户，增长 10%。 

全县共有 A 级景区 7 个，其中，4A 级景区 3 个，3A 级

景区 3 个，2A 级景区 1 个。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180.5 万

人次，比上年增长 53.4%，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的

29.5%，实现旅游收入 14.39 亿元，增长 62.7%，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的 21.4%。其中，乡村旅游总收入 5.22 亿元，增

长 17.8%。  



— 13 —

七、财政和金融  

全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 51910 万元，按自然口径计算

增长 5.2%。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2090 万元，按

自然口径计算增长 3.2%，其中税收收入 17408 万元，自然口

径增长 3.7%；增值税 7765 万元，自然口径下降 4.5%。  

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15218 万元，比上年增

长 30.9%。其中，教育支出 42680 万元，增长 2.6%；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 37411 万元，增长 27.6%；农林水支出 51007

万 元 ， 增 长 157.3% ； 交 通 运 输 支 出 5252 万 元 ， 增 长

6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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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金融业增加值 18406 万元，比上年增长 3.1%。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 524284 万元，比上年

增长 8.6%。其中住户存款 317314 万元，增长 12.3%；年末

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 356215 万元，比上年增长

5.6%。其中住户贷款 141810 万元，增长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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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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儿园 78 所（含民办幼儿园 5 所）、小学有 85 所、中学 10 所

（含高完中 1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2 所、职业高中 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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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学校 1 所。有教职工 2827 人，其中专任教师 2142 人。

有在校生 31524 人（含随班就读残疾学生 121 人和“送教上门”

残疾学生 64 人）。其中，学前 7495 人、小学 14366 人、初

中 5885 人、普高 2461 人、职高 1317 人（全日制在校生 667

人、非全日制学生 650 人）。学前幼儿毛入园率 92.65%，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7.17%，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4.02%,

中职教育巩固率达 91.2%。  

年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2 户，累计认定科技型企业 10 户。

获得市级以上科技立项支持项目 2 项。完成专利授权 24 件

（其中：实用新型 23 件，外观设计 1 件）。  

九、文化、卫生和体育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积极创作《阿佤人民

幸福歌》《红太阳照边疆》等音乐作品，摄制推出《阿佤人

民幸福歌》视频 MV，编排推广《阿佤人民幸福歌》广场舞。

歌曲《回哎林》荣获云南省第五届群众文化“彩云奖”，《老

支书的家国情怀》情景剧作品荣获市级“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

宣讲大赛一等奖，获省级三等奖、优秀组织奖。全县共有综

合档案馆 1 个、文化馆总馆 1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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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万册。艺术表演团队 16 个，演出场所经营单位 1 个，农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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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艺宣传队已发展到 128 支，社区及老年人文艺队 25 支。

全县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  99.94%和 99.94%。中、

短波转播发射台 1 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 1 家，有线电视实

际用户 3980 户。  

加快推进“优质服务基层行”和乡镇卫生院等级评审，完

成重性精神疾病规范管理率 99.25%，辖区内常住居民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应签尽签，完成城乡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率 99.64%。

岩帅镇、勐省镇及两镇所辖 28 个行政村全部通过省级考核评

估，被命名为省级卫生（乡）镇、省级卫生村。年末全县共

有医疗卫生机构 132 个，其中，医院 3 个，在医院中有公立

医院 2 个，民营医院 1 个。医疗卫生机构拥有床位数 752 张，

卫生技术人员 1157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273 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1 个，卫生技术人员  59 人；妇幼保健院（所、

站）1 个，卫生技术人员 63 人；乡镇卫生院 11 个，床位 293

张，卫生技术人员 353 人。全年总诊疗人次 507140 人次，出

院人数 87311 人。  

全年沧源籍运动员在全国、全省各类项目比赛中获得 3

块金牌、6 块银牌和 5 块铜牌。  

十、资源、环境和应急管理  

全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能源消费量中，电力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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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0 万千瓦时，比上年下降 5.4%。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

值能耗下降 9.0%。  

年末全县完成人工造林面积 133.3 公顷，义务植树 70 万

株，森林抚育面积 666.7 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75.42%。  

全县年平均气温 18.6℃，日照时数 1805.2 小时，相对湿

度 79%，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100%。  

全年水资源总量 134600 万立方米。全年平均降水量

1434.5 毫米。年末全县水利工程蓄水总量 3433.57 万立方米

（大、中、小型水库集坝塘），全年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28.56

平方公里。  

全县年末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 7628 立方米，

比上年末上升  23.8 %，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5.35 %，提高  

23.87 个百分点。  

全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5 起，死亡 6 人。其中，交通运

输和仓储业领域发生 2 起，死亡 2 人；建筑业领域发生 3 起、

死亡 4 人，直接财产损失 772.7 万元。  

十一、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全县常住人口为 15.88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5.45

万人，乡村人口 10.43 万人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34.30%。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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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出生率 11.17‰ ，死亡率 10.22‰ ，人口自然增长率

0.94‰。  

表 4  2022 年人口数及构成  

指标名称  年末数（万人）  比重（%）  

全县总人口  15.88 100 

其中：城镇  5.45 34.32 

乡村  10.43 65.68 

其中：男性  8.32 52.39 

女性  7.56 47.61 

其中：0-15 岁（含不满 16 周岁）  3.32 20.91 

16-59 岁（含不满 60 周岁）  10.22 64.36 

60 岁及以上  2.34 14.73 

其中：65 岁及以上  1.53 9.63 

年末全县公安户籍人口 60535 户 173012 人，其中，城镇

15797 户 41140 人，乡村 44738 户 131872 人。少数民族人口

162861 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94.13%，其中，佤

族人口 147883 人，佤族占总人口比重 8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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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062 元，比上年增长

5.9%。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4218 元，增长

4.1%；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637 元，增长 6.9%。

城乡收入比为 2.34，比上年缩小 0.06。  

全年全县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4787 元，比上年下降 1.5%。

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0741 元，下降 10.0%；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1880 元，增长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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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县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126566 人，其中，参保

城镇职工人数 17531 人，参保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109035

人。参保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165501 人，其中：参保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人数 13935 人（其中，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9324

人），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151566 人。参保失业保险

人数 7909 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17627 人。  

全年全县新增城镇就业 3015 人，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

就业 642 人，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65780 人。登记失业

人员 775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3.56%。  

年末建成区面积 5.48 平方公里（县城），实施棚户区改

造项目 421 户 421 套，老旧小区改造 1414 户 1414 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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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18—2022 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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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租赁住房 523 套（总建筑面积 49653.2 平方米，其中：保

障房住宅面积 43452.71 平方米，配套商业用房建筑面积

6200.49 平方米。  

建设绿美口袋公园 1 个，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机

制。清除全部裸露垃圾 1274 个点位，改建 67 座公厕，完成

投资 1255 万元。县城旱厕消除 108 座，建成洗手设施 671

座，1926 个洗手盆。  

抓实防止返贫动态监测，“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

成果持续巩固，实施脱贫人口持续增收三年行动。全县有 37

个企业绑定 144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产业发展条件的脱贫

户及三类人员“双绑”覆盖率达 96.4%。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

援、中央定点帮扶、社会力量帮扶，实施沪滇东西部协作帮

扶项目 41 个、“携手奔小康”“携手兴乡村”帮扶项目 296 个，

累计投入资金 23804.3 万元。引进 4 家上海企业来沧源投资，

投入资金 3168.9 万元。深入推进乡村振兴“百千万”示范工程，

建设首批示范乡镇 2 个、精品村 5 个、美丽村庄 20 个，现代

化边境幸福村 23 个。2022 年全县共纳入全国防返贫系统管

理 12241 户 45391 人，其中脱贫人口 11525 户 43228 人，监

测户 1804 户 5526 人。已消除风险 1284 户 4013 人，风险消

除率达 72.6%，剩余 520 户 1513 人监测对象均已落实了帮扶



— 23 —

措施。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 15216 元，增长 16.6%。  

年末全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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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人均 GDP、农林牧

渔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行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2．公报中财政、外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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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报中部分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正式数据以部门最终

确定数及《沧源佤族自治县领导干部工作手册 2022》为准。 

 

 

 

沧源佤族自治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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