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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0 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和决战脱贫攻坚、决胜

全面小康之年。一年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和严峻

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全县上下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有力应对各种风险挑

战，经济总量实现新突破、产业结构发生新变化、发展质量迈

上新台阶，脱贫攻坚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

胜利。

一、综 合

初步核算，2020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GDP）515706

万元，同比增 3.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52139 万

元，同比增 5.6%；第二产业增加值 132434万元，同比减 1.0%；

第三产业增加值 231133 万元，同比增 4.2%。三次产业结构

由上年的 27.5:27.6:44.9 调整为 29.5:25.7:44.8。全县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达 32031 元，同比增 4.3%。非公有制经济增加

值 229829 万元，同比增 2.1％，占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的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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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 业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56154万元，同比增5.6%（可

比价），其中：农业产值153629万元，同比增11.4%；林业产

值30123万元，同比减1.8%；牧业产值55248万元，同比增53.4%；

渔业产值8486万元，同比增13.9%；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8667

万元，同比增9.5%。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341788亩，同比增1.8%，粮食产量79067

吨，同比增2.0%。其中：夏粮产量5748吨，同比增0.7%；秋粮

产量73319吨，同比增2.1%。主要粮食品种中，稻谷产量17954

吨，同比减4.8%；小麦产量738吨，同比减13.1%；玉米产量55012

吨，同比增6.3%。

2020年，全年油料种植面积7240亩，同比减13.7%，油料

产量684吨，同比减19.0%；甘蔗种植面积131050亩，同比减

3.8%，甘蔗产量571345吨，同比减1.1%；蔬菜种植面积47225

亩，同比增4.0%，蔬菜产量48455吨，同比增3.9%；年末茶园

面积116740亩，于去年种植面积持平，茶叶产量9708吨，同比

增0.7%；烤烟种植面积25273亩，同比增16.4%，烤烟产量2880

吨，同比增2.2%；核桃种植面积363775亩，同比减0.5%，核桃

产量1485吨，同比增13.4%；澳洲坚果种植面积118533亩，同

比增1.4%，澳洲坚果产量359吨，同比增22.5%；咖啡豆种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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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7993亩，同比减36.4%，咖啡豆产量794吨，同比增8.5%；橡

胶面积133440亩，同比减0.8%；橡胶产量5500吨，同比增4.8%；

园林水果面积22651亩，同比增0.4%，水果产量（不含果用瓜）

9154吨，同比减11.5%。

全年耕地有效灌溉面积21.18万亩，比上年增加0.66万亩；

有效灌溉率达48.45%，提高1.47个百分点。水利工程供水量

7407万立方米，增加470万立方米：农业灌溉6466万立方米，

增加656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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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 业

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63673万元，同比减11.1％，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13.4%。在规模以上工业中，轻工业

下降14.2%；重工业下降13.1%。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

控股企业下降3.4%，股份制企业下降10.9%，私营企业下降

27.6%。分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下降37.2%，制造业增加值

下降7.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下

降8.7%。

规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水泥134万吨，同比减14.7%；水

泥熟料91万吨，同比减6.9%；混泥土120868立方米，同比增

155.4%；精制茶叶3340吨，同比减13.9%；成品糖90311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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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19.0%；铅金属含量6665吨，同比减15.1%；锌金属含量5323

吨，同比增4.1%；其他橡胶制品11268吨，同比增48.8%；发电

量13336万千瓦时，同比减12.3%，其中：水电发电量10484万千

瓦时，同比减10.5%，火电发电量2852万千瓦时，同比减18.4%。

四、建筑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

2020年，全县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68834万元，同比增 14.9%

（可比价），建筑业总产值 32670 万元，同比增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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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总投资同比增 15.6%，其中：500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减 28.0%；5000 万元以下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 279.6%。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 126.4%；房屋施工面积 220128 平

方米，同比增 36.9%；房屋竣工面积 32568 平方米，同比增

136.2%；商品房（含期房、现房）销售面积 17076 平方米，同

比减 60.5%。

总施工项目 130 个（房地产 6 个），同比增 30 个。其中，

新开工项目 81 个（房地产 1 个），同比增 48 个；续建项目

49 个（房地产 5 个），同比减 1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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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

年末全县境内公路里程 2578.69 公里，同比增 0.02%。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12211 万元，同比减 1.8%

（可比价）。

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 1988.64 万元，同比增 79.71%。有

固定电话 7052 部，同比增 14.87%%；移动电话用户 179788

户， 同比增 0.83%；移动宽带用户 151656 户，同比减 4.59%。

六、国内外贸易

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4623 万元，同比减 7.4％，其

中：限额以上完成 10146 万元，同比减 27.8%；限额以下完成

184477 万元，同比减 5.9%。2020 年，限额以上批零住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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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为 22 户（含个体单位），其中：批发业 6 户、零售业 5

户、住宿业 7 户、餐饮业 4 户。

实现边贸进出口总额 104403 万元，同比减 9.6%。

签订和实施国内合作项目 36 个，完成市外到位资金 52.32

亿元，同比减 36.2%; 其中：省外到位资金 48.11 亿元，同比

减 41.3%；完成工业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18.46 亿元，同比增

320%。

七、财政金融

2020 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 50311 万元，同比增 7.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3566 万元，同比增 3.5%，其中：增

值税完成 8834 万元，同比增 22.5%，企业所得税完成 1151 万

元，增长 39.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66318 万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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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6.2%。其中：教育支出 40574 万元，同比减 3.4%；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 39285 万元，同比减 7.2%；卫生健康支出 28300

万元，同比增 1.3%；农林水支出 57235 亿元，同比增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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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系统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36770万元，

同比增2.2％，其中：住户存款264714万元，同比增13.9%；广

义政府存款101124万元，同比减13.9%。各项贷款余额306143

万元，同比增2.3％，其中：住户贷款122261万元，同比增5.8%；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183882万元，同比增0.1%。

八、文化和旅游

全县拥有综合档案馆 1 个、文化馆总馆 1 个、分馆 11个、

图书馆总管 1 个、分馆 11个、总馆馆藏图书 6.3 万册、分馆馆

藏图书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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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支，社区及老年人文艺队 25 支，

民间自发组织的打歌队 79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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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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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数 213.22 万人次，同比减

65.2％；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204190 万元，同比减 69.9％。

九、教育和卫生

全县有各级各类学校177所（含教师进修学校1所），教职

工2783人（不含县教育局职工），其中：专任教师2145人。各

级各类在校生32368人。学前幼儿毛入园率98.51%，小学适龄

儿童入学率99.91%，初中毛入学率102.8%，高中毛入学率

94.16%，高考上线率达100%，人均受教育年限达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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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5.365万元

及“营养改善计划”补助2747.02万元。

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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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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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医院2家、个体诊所17家、厂矿（校区）医务室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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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监督所）3所。有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997人，病床位851张。

十、 社会保障和劳动就业

全年共发放农村低保 6000.1557 万元，城市低保 405.6954

万元，城乡特困人员供养 500.6726 万元，医疗救助 10662 人

次 340.03 万元，临时救助 4223 户 822.65 万元，边民沿边定补

助 18392 户 10554.1 万元。发放各类优抚对象补助资金 686 人

387.8 万元，2018 年义务兵家属优待金 71 户 82.08 万元，优抚

对象三难补助 28 户 6.2 万元，自主就业安置一次性经济补助

20 人 30.24 万元，发放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补助 117 人

150.5361 万元；发放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人保健补助 2313 人

125.425 万元，100 岁以上长寿补助 8 人 3.95 万元，发放残疾

人“两项”补贴 56455 人次 358.19 万元。

2020 年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23186 人，其中：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 16015 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07171 人；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65268 人，其中：城镇职工医

疗保险参保人数 13639 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151629 人；

参加失业保险单位 432 个，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7648 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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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 568 户，参保人数 13061 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9532

人。全年新增就业人员 2835 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770

人，登记失业人员 767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3.52%。

十一、人民生活

实现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401 元，同比增

7.7%。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091 元，同比增 4.3%。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 21888 户农村危房改造，

全面实现 11585 户 43377 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目标，5

个贫困乡（镇）、67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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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资源和环境

全县森林覆盖率75.42%，比上年增加1.5个百分点。

全县年平均气温18.7℃ ，日照时数1817.5小时，年降水量

1521.3毫米，相对湿度77%，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7.2%

十三、人口与计划生育

年末常住人口为160262人，其中：城镇人口52827人，乡

村人口107435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32.96%。

年末公安户籍人口172061人，其中：城镇人口41214人，

乡村人口130847人。少数民族人口161783人，少数民族占总人

口的比重为94.03%，佤族人口146809人，佤族占总人口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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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2%。

注：

1.地区生产总值2019年、2020年为快报数，其增长速度按

可比价格计算。

2.2020年常住人口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户籍人口

为2020年末公安户籍人口数据。

3.本公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年报统计数据以《沧源佤族

自治县领导干部手册》为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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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源佤族自治县统计局

2021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