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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统计局 2023年 6月 5日

2023年 1季度耿马自治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24.97亿元，同

比增长 1.2%。其中：第一产业 6.69亿元，同比增长 4.1%，保持

稳步增长势头；第二产业 7.51亿元，同比下降 7.7%，对地区生产

总值形成负拉动，对全县经济增长造成较严重影响；第三产业

10.78亿元，同比增长 6.2%，呈现恢复性增长。

一、总体情况

（一）农业生产平稳运行。1季度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1.64

亿元，同比增长 15.1%（可比价增长 4.1%）。其中：农业总产值

7.95亿元，同比增长 19.9%；林业总产值 1.99亿元，同比下降 2.2%；

牧业总产值 1.14亿元，同比增长 19.6%；渔业总产值 0.17亿元，

同比增长 41.2%；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 0.39亿元，同比增长 5.2%

（可比价增长 5.1%）。

1.抗旱保耕工作成效显著。1 季度完成蔬菜种植面积 6.06 万

亩，同比增长 4.8%，实现产量 12.01万吨，同比增长 3.7%。

2.“菜篮子”供应、储备充足。1 季度生猪出栏 6.73万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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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2.7%；牛出栏 0.69万头，同比增长 1.6%；羊出栏 1.2万只，

同比增长 4.4%；家禽出栏 31.06万只，同比增长 4.8%。生猪存栏

16.63万头，同比增长 3.2%；牛存栏 6.57万头，同比增长 3%；羊

存栏 5.58万只，同比增长 0.9%；家禽存栏 81.84万只，同比增长

0.8%。实现猪肉产量 5492吨，同比增长 0.2%；牛肉产量 703吨，

同比增长 4.6%；羊肉产量 171吨，同比增长 2.5%；禽肉产量 418

吨，同比增长 4.8%；禽蛋产量 170吨，同比增长 2.4%。

（二）工业经济增长乏力。1-4月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

累计产值 30.03亿元，同比下降 23.8%，可比价增速同比下降 21%，

较全市下降 6.4%的平均增速低 14.6个百分点。

（三）消费品市场复苏加快。1季度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实现 12.6 亿元，同比增长 8.8%，其中：限上消费品零售总额

1.19亿元，同比增长 21.6%，限下消费品零售总额 11.4亿元，同

比增长 7.6%。批发业销售额实现 5.85亿元，同比增长 62.8%，其

中：限额以上批发业销售额 3.66亿元，占比 62.6%；零售业销售

额实现 14.24亿元，同比增长 12.2%，其中：限额以上零售业销售

额 1.03 亿元，占比 7.2%。住宿业营业额实现 0.47亿元，同比增

长 12.5%，其中：限额以上住宿业营业额 0.1亿元，占比 21.1%；

餐饮业营业额实现 1.4亿元，同比增长 15.7%，其中：限额以上餐

饮业营业额 0.15亿元，占比 10.5%。

（四）固定资产项目支撑不足。1-4月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4.79亿元，同比增长 0.9%。其中：5000万以上项目投资完成 12.73

亿元（不含市返项目），同比增长 2%；铁塔、移动、电信、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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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完成 0.39亿元，同比下降 35.2%；高速投资完成 4.14亿元，

同比下降 50.3%；河道投资完成 0亿元，同比下降 100%；500万

-5000万项目投资完成 7.3亿元，同比增长 454.0%；房地产开发投

资完成 0.22 亿元，同比下降 87.5%；建安工程投资完成 20.74 亿

元，同比下降 11.4%；产业投资完成 12.61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

比重 50.9%，同比增长 149%；民间投资完成 4.99亿元，占固定资

产投资比重 20.2%，同比增长 37.6%；工业投资完成 9.72亿元，

同比增长 161.5%；非电工业投资完成 4.42亿元，同比增长 34.6%；

农业投资完成 2.7亿元，同比增长 159.2%。商品房销售面积完成

16393平方米，同比增长 31.9%。1季度注册地总专包企业总产值

2.16亿元，同比增长 13.9%。

（五）居民收入实现双增长。1季度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实现 7869 元，同比增长 4.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现 4116元，同比增长 6.2%。

二、存在问题

（一）极端天气，农业不确定因素增加。一是今年以来降雨

量减少，春茶采摘晚于往年；二是受持续干旱、高温天气的影响，

经济作物中烤烟、蔬菜等种植、管护压力加大，蔬菜长途运输、

储存成本飙升；三是大牲畜出栏价格有所回落，养殖成本居高不

下，养殖户对市场信心不足。

（二）工业支柱产业增长点受挫，新升规企业生产经营稳定

性、持续性较差，产值降幅扩大。1-4月白糖产量完成 31.54万吨，

同比下降 11%，实现产值 18.38亿元，同比下降 27.1%，负拉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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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14.3个百分点。橡胶加工业完成产量 2.82万吨，

同比下降 10.9%，实现产值 2.88亿元，同比下降 24.7%，负拉动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0.7个百分点。完成纸浆产量 3.11万吨，同

比下降 16.9%，实现产值 1.19亿元，同比下降 20.9%，负拉动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0.8个百分点。完成水泥产量 23.5万吨，同比

下降 7.5%，实现产值 0.84亿元，同比下降 21.2%，负拉动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速 0.8个百分点。2022年新升规的 10户企业中有 5户

企业累计产值合计为 1264.9万元，同比下降 73.3%。

（三）传统消费、结构单一模式，仍然制约消费活力。一是

消费刺激不足，旅游业特色不明显，不能促进长期多层次消费。

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全县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规模小，基础

设施落后，经营不规范，缺乏有效竞争力。三是限额以上企业行

业单一，规模相对较小，拉动力较弱，抗风险能力差。四是各行

业投入不足，招商引资困难，全县招商引资工作中，大多是生产

型、加工型和能源开发项目为主，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招商

项目少。

（四）在库项目、重大项目少，投资增长点不足。一是在库

项目投资余量不足，后续投资发展堪忧，截止 4 月底全县 115个

项目投资余量 27.03亿元，其中：5000万元以上在库项目 23个，

余量 23.23亿元；房地产在库项目 8个，余量 0.64亿元，其中：4

个项目已超计划总投资，有余量的只有 3个；500万元—5000万

元在库项目 84个，余量 3.16亿元，其中：45个项目已投产。二

是重大项目落地、开工和入库少，1-4月固定资产投资新入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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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个，计划总投资 25.23亿元，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 9个（亿

元以上项目 6 个，其中：十亿元以上项目 1 个），占比 21.95%；

3000万元-5000万元项目 4个，占比 9.76%；1000万元-3000万元

项目 14个，占比 34.1%；1000万元以下项目 14个，占比 34.1%；

三是房地产在库项目少，本年无新开工项目，房地产开发投资余

量不足，4月房地产在库项目 8个，计划总投资 16.67亿元，已累

计完成投资 16.56亿元，余量 0.64亿元，本年完成投资 0.22亿元，

同比下降 87.5%。四是建安工程投资设备工器具购置因项目资金

不到位无支付凭证未形成有效投资，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第

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一期、耿马自治县勐撒镇等耿马华电新能源

12MW户用光伏项目、云南临沧耿马一片区能 21.323MW屋顶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等项目入库，设备购置需会计科目或支付凭证

作为支撑材料，因企业未付款或未开具发票，导致报数困难。

（五）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居民增收存在不确定因素。一是

经营性收入增长乏力，生产经营结构粗放单一，层次较低。受门

市租金、劳动力成本与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使部分私营及个

体经营户融资难、成本高，经营风险的增加导致经营净收入的增

长存在不确定性。二是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居民财产性收入来

源单一，房租、银行利息仍是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房租

收入稳定增长，但银行利息受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利率处于

较低水平，利息收入呈现负增长。

三、下步措施建议

（一）抢抓节令促生产。一是继续加大抗旱、保耕工作，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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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旱情的持续加重，相关行业部门要做好抗旱应急预案，确保烤

烟、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按时下地，并实现增产增收；二是抓好

夏收粮食抢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三是做好秋收粮食备耕工作，

地块落实到乡镇、村（社区）、到组、到户，确保全年粮食再获丰

收；四是继续加大畜牧业补栏，抓好病虫害防疫、检疫工作。

（二）强化服务调结构。一是全面落实税费减免、缓交等优

惠政策，降低企业成本压力；落实对科技创新项目的资金补助，

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所得税税前抵扣力度。二是加强企业

调研，摸清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问题，有效保障企业生产

原料、物资、水、电等供运畅通；三是继续优化产业结构，坚定

“一根甘蔗吃干榨尽”理念，开发以“糖产品、蔗渣、糖蜜、滤

泥、蔗叶蔗梢蔗渣综合利用及其他”为内容的“5+N”蔗糖产业

链模式，形成以甘蔗基地为基础的“糖、酒、纸、饲、畜、肥、

新材料”全产业链发展格局，进一步发展我县的甘蔗产业并快速

带动相关产业。四是持续抓好升规培育工作，充分发挥我县的区

位优势，积极培育产品科技含量高，附加值提升快，产品竞争力

强的新行业（如光伏发电、啤酒、生物质燃料等）。

（三）多措并举扩内需。一是抓好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

培育工作，狠抓企业培育、个转企工作，加强摸排、培育、申报

企业入库工作。二是加强调度，建立企业对象库，提升限上企业

行业多样化，努力填补农资化肥、水泥建材、蔬菜水果、家用电

器、药品销售等行业空白。三是大力发展连锁经营，连锁经营作

为现代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是扩大内需、满足城市群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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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抓手。因此，应加大对连锁经营的扶持

和培育力度，着力在多业态、规模发展方面下功夫，以确保连锁

业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

（四）盯牢入库抓扶持。一是加强项目落地和项目储备力度，

突出特色和优势，切实加强项目储备，加强与建设单位的沟通和

衔接，强力推进重大项目开工入库，将有投资意向协议变为实实

在在的项目落户落地，争取新开工一批大项目。二是加强对在建

项目的跟踪管理，密切关注房地产开发项目经营状况，积极稳妥

做好要素保障，重点解决房地产开发项目在项目推进方面存在的

困难，确保项目正常开工建设。同时，积极帮助企业协调项目推

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快投资项目的建设，尤其是重大

项目建设，加快项目资金的拨付力度，增强投资增长的活力和后

劲，保障全县投资持续稳定增长。三是提高建筑业企业资质，增

强行业实力，全面提升我县建筑企业综合竞争力，采取多举措扶

持措施，加快培育壮大一批扎根本土、规模优势明显、带动作用

大、市场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带动全县建筑企业业务；结合本地

建筑业发展现状，加大政策支持，深挖本地建筑业市场，促使本

地建筑业能够顺势发展。

（五）多元发展获增收。一是优化收入结构，拓宽收入渠道，

进一步引导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多元化发展，积极鼓励居民自主创

业，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引导居民转变和更新理财观念，充分利

用家庭闲散资金和闲置的固定资产，来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二是落实就业政策，降低社会失业水平，扩大再就业的受益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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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和使用效果，把再就业与就业型民营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积

极争取国家、省、市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予就业再就

业资金补助。三是加强农业产业创新发展，积极推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农民不仅仅卖农产品，而且让农民能够通

过介入农产品加工、农产品销售这样一个产业链条，来提升农业

自身发展的价值链，让农民从中能够获得更多收益，实现持续增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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