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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

耿马自治县统计局

2023年 3月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是耿马自治县历史

上极为重要、极不寻常的一年。一年来，我们经受住了境内外新

冠疫情冲击、县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阵痛期、国内外经济超预期

因素冲击等多重考验，有效守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县

域经济逆水行舟、乘风破浪向前。一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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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精神扎实稳步的谱写在耿马大地上，以实际行动践行忠

诚拥护“两个确立”和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省委省

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真抓实干、克难

奋进、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发展信心，全力以赴稳经济、

增动能、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很好的完成了全年主要工作

目标任务，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明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展

站在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

一、综合

初步核算，2022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148.07亿元，同比增长

3.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61.05 亿元，同比增长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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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35.48 亿元，同比与上年持平；第三产业实

现 增 加 值 51.5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8%。 三 次 产 业 比 为

41.24:23.96:34.8。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 75.3亿元，同比增长

3.4%，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50.9%。

二、农业

完成农业总产值 87.75亿元，同比增长 5.80%；粮食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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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万吨，同比增长 3.72%，其中：夏粮产量 1.24万吨，同比增

长 0.91%，秋粮产量 11.05万吨，同比增长 4.04%，油菜籽 1450.3

吨，同比增长 8.48%，实现甘蔗农业产量 233.56万吨，同比增长

0.95%，茶叶 1.48万吨，同比增长 4.25%，烤烟 5.5万担，与同期

持平，橡胶 3.88万吨，同比增长 4.47%，核桃 17272.5吨，同比

增长 7.16%，蔬菜 49.38万吨，同比增长 7.4%。

主要农产品产量见下表：

指标名称 单位 2022 年 2021 年 同比±%

粮食总产量 万吨 12.3 11.86 3.72

油菜籽 吨 1450.3 1336.9 8.48

甘蔗 万吨 233.56 231.37 0.95

茶叶 万吨 1.48 1.42 4.25

烤烟 吨 2751.08 2751 0

橡胶 万吨 3.98 3.81 4.47

核桃 吨 17272.5 16118.5 7.16

蔬菜 万吨 49.38 45.99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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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和建筑业

实现工业增加值 21.06亿元，同比下降 6.9%。其中：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9.6%，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

同比下降 29.6%；股份制企业同比下降 9.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

资企业同比下降 100%；私营企业同比增长 39.9%。分门类看，制

造业同比下降 9.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下

降 13.3%。

完成工业产品产量：成品糖 39.9万吨，同比增长 16.9%；水泥

79.86万吨，同比下降 34.1%；天然橡胶 9.97万吨，同比下降 28.4%；

石斛 287.71 吨，同比增长 41.8%；魔芋粉 748吨，同比增长 182.8%；

纸浆及机制纸 9.95万吨，同比增长 15.6%；冷冻蔬菜 8243.35 吨，

同比下降 35.5%；发酵酒精 7944.64万升，同比增长 1.7%；商品

混凝土 21.86万立方米，同比下降 34.3%；饲料 4.83万吨，同比

下降 47.5%；白砂糖、红糖、冰糖 5037.58吨，同比增长 77.2%；

有机肥 2.2万吨，同比增长 39.5%；重楼、黄精 292.98吨，同比

增长 284.7%；纸制品 2064.25吨，同比增长 69.8%；活性炭 1.63

万吨，同比增长 11.8%；砂石 48.64万吨，同比增长 113.3%；精

制茶 1400.54吨，同比下降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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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名称 单位 2022年 2021年 同比增长（%）

成品糖 万吨 39.9 34.12 16.9
发酵酒精（折 96度，商品量） 万升 7944.64 7810.5 1.7
水泥 万吨 79.86 121.11 -34.1
硅酸盐水泥熟料 万吨 59.88 92.74 -35.4
石斛 吨 287.71 202.91 41.8
天然橡胶 万吨 9.97 13.94 -28.4
纸浆（原生浆及废纸浆） 万吨 1.97 8.61 -77.1
机制纸和纸板（外购原纸加工除外） 万吨 7.98 0 0
纸制品（餐盒、碗、碟、盘） 吨 2064.25 1215.4 69.8
冷冻蔬菜 吨 8243.35 12774.62 -35.5

商品混凝土 万立方米 21.86 33.25 -34.3

饲料 万吨 4.83 9.2 -47.5
魔芋粉 吨 748 264.5 182.8
重楼、黄精 吨 292.98 76.17 284.7
有机肥 万吨 2.2 1.58 39.5
白砂糖、红糖、冰糖 吨 5037.58 2842.54 77.2
活性炭 万吨 1.63 1.46 11.8
砂石 万吨 48.64 22.8 113.3
精制茶 吨 1400.54 1548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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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有资质以内建筑企业14户，实现建筑业现价增加值14.45

亿元，同比增长 11.2%；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0.65万平方米，增长

3.6%，比去年增加 3715平方米。

四、固定资产投资

实现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4.3%，施工项目个

数 267个，同比增加 139个，增长 108.6%。在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中：5 千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13.2%；5千万元以下 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

比增长 312%；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2.5%。全县工业投资完

成 26.35亿元，同比增长 186.8%。

五、国内贸易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5.24亿元，同比增长 1%，其中实

现限上 2.58亿元，同比增长 15%，实现限下 42.66亿元，同比增

长 0.4%。完成批发业销售额 16.87亿元，同比增长 30.7%；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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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销售额 48.5 亿元，同比增长 3.7%；住宿业营业额 1.67 亿元，

同比增长 13.2%；餐饮业营业额 7亿元，同比增长 6.3%。

六、对外贸易、招商引资和旅游业

完成进出口总额 3.12亿元， 同比增长 18.7%。其中，进口总

额 2.04亿元，出口总额 1.08亿元。

全县招商引资在统项目 22个，完成市外到位资金 102.7亿元，

同比增长 24.17%; 其中：省外到位资金 85.79亿元，同比下增长

23.11%；完成工业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39.6亿元，同比增长 137.84%。

旅游业实现接待国内旅游者 388.31万人次，同比增长 47.68%；

接待海外旅游者 0 人次；旅游业总收入达到 30.95 亿元，同比增

61.05%。

七、交通和邮电

全县通公路里程 5085公里，与上年持平。机动车保有量 13.16

万辆，其中：汽车保有量 3.69万辆，摩托车 9.46万辆，农用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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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37 辆，挂车 65 辆，谷物联合收割机 80 台，大中型拖拉机

736 台，小方向拖拉机 1239 台，手扶拖拉机 302 台。

完成公路客运量 40万人，同比下降 25.93%，旅客周转量 5675

万人公里，同比下降 20%；货运量 631万吨，同比增长 15.36%，

货物周转量为 49635万吨公里，同比增长 17.34%。

全年邮政业务总量 3102 万元（错月），同比增长 12.44%；

有固定电话 1.02万部，移动电话用户 33.16万户，固定宽带用户

9.4万户，移动联网用户 22.91万户。

八、财政、金融和保险业

2022年全县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2亿元，同比下降

69.09%，剔除留抵退税因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94亿元，同

比下降 1.09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06亿元，同比增长 17.55%。



- 9 -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 101.23 亿元，同比增长

7.7%，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75.82亿元，同比增长 9.62%。

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 60.71亿元，同比增长 9.64%。其中：

短期贷款 12.29亿元，同比下降 0.88%；中长期贷款 17.96亿元，

同比增长 27.16%。

全年完成保费收入 1.94亿元（错月），同比增长 2.69%。

九、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科学技术

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243所，其中：特殊教育学校 1所；

中职教育学校 2所，其中：教师进修学校 1所、职业高中 1所；

完全中学 2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3 所；初级中学 10 所；小学 89

所；教学点 30个；幼儿园 106所，（其中公办幼儿园 85所、私

立幼儿园 21所）。全县共有在校学生 54680人，全县共有教职工

3984人（包含 550个不在编的工勤人员），其中民办幼儿园 454

人。专任教师 3078人，其中民办幼儿园 234人。

综合档案馆 1个，民族博物馆 1个，图书馆 1个，农村电影

放映 1200场次，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 99.8%（以村民小组为单位）。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143所，卫生技术人数 1808人，医生

（含乡村医生）538人，个体行医人员 43人。全县有病床总数 1433

张，每万人拥有病床数 50.58张、每万人拥有卫生专技人员数 63.81

人。医疗卫生机构房屋建筑面积 93514平方米，其中：业务用房

面积 88366平方米。

全民健身中心 1个，足球场 30块，篮球场 515块，排球场 8

块，乒乓球场 61块，羽毛球场 5块，网球场 3块；射击场 1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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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掷球场 7块，门球场 12块，轮滑场 1块，小运动场（田径场地）

22块。

申报省级科技项目 4个，组织实施科技扶贫项目 3个（新建

1 个、续建 1 个、验收 1 个），积极争取研发经费投入补助，共

计获得上级资金支持 768万元。

2022年完成专利申报 53件，有效发明专利 7件。

十、资源、环境与安全生产

全年总供水量 10337 万立方米，同比下降 4.78%，县城降水

量 1070.9毫米，同比上升 14.1%。

全县共有水库 34座，其中中型水库 4座（含 1座在建），小

（一）型 10 座（含 2 座在建），小（二）型 20 座（1 座水库报

废），年末监测的水库蓄水总量 4567.66 万立方米，同比增长

11.32%。

2022年耿马县城空气质量监测站有效监测数据 354天，优良

天数 340天，轻度污染 14天，中度污染 0天，重度污染 0天，优

良率 96%。

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41.16万亩。

2022年全县生产安全事故 10起、死亡 11人，其中：道路运

输领域发生事故 2起，死亡 2人；建筑施工领域发生事故 6起，

死亡 7人；工商贸领域发生事故 1起、死亡 1人；农林牧渔加工

业领域发生事故 1起、死亡 1人。

十一、人口、人民生活、就业和社会福利保障

全县公安户籍总人口 29.88 万人，其中：男 15.24 万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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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4万人；少数民族人口 16.67万人，占总人口的 55.79%。

常住人口 28.33万人，其中：男 14.81万人，女 13.52万人，

出生率为 8.68‰，死亡率为 7.7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0.92‰。

实现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959元，同比增长 4.2%；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050元，同比增长 7.3%。

年末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3525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765

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 674人；开发公益性岗位 200个，城

镇登记失业率 3.58%，与去年持平。

全县共有养老机构 9 个，床位 600张，入住老人 112人；其

中福利院 1个，床位数 90张，入住社会老人 14人；中心敬老院

1个，床位数 100张，入住老人 56人；乡镇敬老院 5个，床位数

250张，入住老人 42人；在建 2个，床位数 160张。

全年共有 173936 人次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发放保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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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1.3862万元，共有 10790人次享受城乡特困人员供养，发放供

养金 1166.12万元

全县共有脱贫户 9823户 41258人，“监测对象”946户 3368

人。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15.98 万人，比上年增加

1300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 28.58万人，比上年增加 1934

人。

注释：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增加值的绝对值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

可比价计算；公报中各项数据为初步统计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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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