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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二 0 二 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 计 公 报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全县各级各部门在

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积极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全县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十三五”规划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一、综 合

2020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138601 万元，按可比价计

算比上年增长 4.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95292 万元，增长

5.9%；第二产业增加值 879253 万元，增长 3.8%；第三产业

增加值 964056 万元，增长 5.7%。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3.0：41.4:45.6 调整为 13.8：41.1:45.1，一、二、三产业分

别拉动 GDP 增长 0.7、1.7 和 2.4 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

分别为 15.0%、35.4%和 49.5%。实现非公经济增加值 1086700 万

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3.6%，占全县生产总值的 50.8%,比

上年降低 0.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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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 业

2020年全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552423万元，按现价计算比

上年增长12.3%,其中：农业产值355056万元，增长11.0%；林业产值

40143万元，增长0.6%；畜牧业产值137380万元，增长21.6%；渔

业产值2835万元，增长7.5%;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17009万元，增长

4.1%。年末乡村从业人员162722 人，比上年增长0.1%，其中从事

一、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分别为 107873 人、19142 人、35707

人，分别占乡村从业人员总数的 66.3%、11.8%、21.9%，第一产

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 1.4 个百分点，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

重分别上升 0.8 和 0.6 个百分点。

全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916850亩，比上年下降0.5%，其

中：粮食面积512814亩，下降0.4%。；甘蔗面积88137亩，下降

2.7%；烤烟面积87965亩，下降3.4%；蔬菜面积174632亩，增长

2.5%；油料面积10971亩，增长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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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农产品产量：

指标名称 单 位 绝 对 数 增长（%）

粮 食 万公斤 17979 1.3

烤 烟 万公斤 1071 3.3

甘蔗（估产） 吨 436880 - 0.6

油 料 万公斤 159 6.0

蔬 菜 万公斤 22732 1.7

水 果 万公斤 27919 13.4

茶 叶 万公斤 217 13.7

核 桃 吨 5643 - 0.7

笋 丝 吨 685 20.8

2020 年，全县培育苗木面积 4295.2 亩，苗木 411.5 万株，其

中城镇绿化苗木 3955.6 亩 56.9 万株、造林苗木 100 亩 135.0 万

株、经济苗木 239.6 亩 219.6 万株。全年投入营造林资金 6797.8

万元，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面积 54300 亩、征占用林地异地造林

面积1560 亩，种植旱冬瓜100 万株；分别改造核桃、竹子低效林

面积 50000 亩和 10000 亩；建成核桃竹子林区道路 100 公里；实

施昆磨高速绿化美化增绿复绿面积 1410 亩；完成天保工程森林

管护面积 480.65 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73.66%。

一年来，农业部门认真落实动物防疫、生猪稳产保供、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目标责任，强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动物卫生监

管和畜牧科技推广，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畜牧产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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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健康发展。2020 年全县完成肉蛋奶总产量 2909 万公斤，实现

产值 137380 万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 24.9%，比上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

主要畜产品产量和牲畜存栏：

指 标 名 称 单 位 绝对数 增长（%）

肉蛋奶总产量 万公斤 2909 -5.1

＃：猪肉产量 万公斤 1350 -21.4

生猪年内出栏 头 162975 -19.0

生猪年末存栏 头 192278 - 5.3

牛年内出栏 头 26551 1.4

牛年末存栏 头 71285 0.3

山绵羊年内出栏 只 88154 13.7

山绵羊年末存栏 只 111363 6.2

家禽年内出栏 万只 414.7 22.9

2020 年，全县水库、坝塘、渔业专用塘养殖水面达 7200

亩，推广稻田养鱼 8800 亩，完成水产品产量 1566 吨，比上年

增长 1.0%。

2020 年末，全县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27139 万瓦特，比上

年增长 4.2%；大中型拖拉机 91 台，比上年下降 8.1%，小型拖拉

机 4223 台，比上年下降 23.8%。全年化肥施用量 79116 吨，比上

年下降 1.1%；农药使用量 869 吨，比上年下降 3.6%。



—5—

2020 年末，全县拥有水库、坝塘 701 座，总库容 15338.7

万立方米,年末蓄水量 10799.5 万立方米，其中：中型 2 座，库容

5730 万立方米,年末蓄水量 4815.3 万立方米。全县年末蓄水量比

上年增加 4743.8 万立方米，增长 78.3%。

三、工业和建筑业

2020 年，全县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838559 万元，按

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3.1%；实现利润总额 153000 万元，比上

年下降 16.4%。全年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 684196 万元，按可比

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1.4%，拉动 GDP 增长 0.5 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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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指 标 名 称 单位 绝对数 增长（%）

成 品 糖 万吨 3.2 -41.3

合成橡胶 万吨 1.3 -16.4

铁 精 矿 万吨 470.1 0.7

机制纸及纸板 万吨 4.5 -26.6

铜金属含量 万吨 4.2 3.3

铁矿石原矿 万吨 1116.2 2.3

粗 钢 万吨 223.5 -0.9

线 材 万吨 90.2 -13.2

棒 材 万吨 128.3 66.6

水 泥 万吨 93.1 -20.3

2020 年，全县具有资质等级的建筑企业 13 个，从业人员

3188 人，比上年增长3.3%。从业人员中工程技术人员551 人，占

从业人员总数的 17.3%。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443729 万元，比上

年增长 20.0%。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195537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

比上年增长 14.8%。

四、固定资产投资

2020 年，全县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上年增长

21.8%， 其中：第一产业增长 0.4%，第二产业增长 25.7%，第三

产业增长 22.3%。

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70298 万元，比上年增长 1.8 倍，其

中：商品住宅投资 59462 万元，增长 2.0 倍；商业营业用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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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7 万元，下降 62.0%。全年商品房施工面积 27.1 万平方米，比

上年下降7.8%；商品房销售面积6.3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46.5%；实

现销售额 41804 万元，比上年增长 1.3 倍。

五、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

2020年,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6004万元，比上年

下降2.6%。按消费类型分，实现餐饮业收入170236万元，下降

10.6%；实现商品零售额615769万元，下降0.1%。按经营地统

计，城镇实现消费品零售额659748万元，下降2.3%；乡村实现消

费品零售额126256万元，下降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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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县共实施市外国内资金项目 56 项，实际到位市

外国内资金 584785 万元，比上年增长 14.0%。完成进出口总额

8303 万美元，比上年下降 20.5%，其中出口 8296 万美元，下降

20.4%；进口 7 万美元，下降 77.4%。

六、交通运输、邮电业和旅游

2020 年末，全县公路通车里程 5699.6 公里，按行政等级划

分，国高 33.9 公里，省高 66.6 公里,国道 254.8 公里，省道 118.4

公里,县道 512.2 公里，乡道 2261.0 公里，村道 981.2 公里，库

外道路1471.5 公里；按技术等级划分，高速公路 100.5 公里，二

级公路 124.9 公里，三级公路 112.5 公里，四级公路 4449.1 公

里,等外公路 912.6 公里。公路密度 135 公里/百平方公里。年末

拥有各种机动车辆116828辆（不含拖拉机），比上年增长5.8%，其

中：营运货车1918辆，营运客车461辆（巡游出租汽车 100 辆、网

络预约出租车 80 辆、公交车 18 辆、班线客车 120 辆、乡镇区

域循环营运农村客运 143 辆）。全年实现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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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增加值 216972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7.1%。

全年累计发行报刊198.2万件，比上年增长26.6%。年末电话机

总数30.10万部，比上年增长15.5%,其中：固定电话0.58万部，下

降13.1%；移动电话29.52万部，增长15.5%。互联网用户6.16万

户，比上年增长15.3%。

年末全县共有星级饭店 7 家，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 41 户，旅

行社服务网点10个，AA级景区3家，AAA级景区3家，AAAA级景区

1家。全年接待游客 497.7万人次，比上年下降10.0%；实现旅游业

总收入405934万元，比上年下降21.8%。

七、财政、金融和保险

2020 年，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231538 万元，比上年增长

12.6%，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8829 万元，下降 1.0%；完成

地方财政支出 391829 万元，比上年增长 4.7%，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353562 万元，下降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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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1120543 万元，比

上年增长 9.7%,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744761 万元,增长 7.7%；贷款

余额 985033 万元，增长 11.5%。存贷比率为 87.9%，比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

2020年全县实现保费收入27289万元，比上年增长4.5%，其中

财产险保费收入 14089 万元，增长 10.9%；人寿险保费收入 13200

万元，下降1.6%。全年赔付支出6923 万元，比上年下降2.7%，其

中财产险业务支付赔款 4790 万元，下降 0.9%；人寿险业务给付

赔款 2133 万元，下降 6.6%。

八、教育和科学技术

2020 年，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193 所，其中：高中2 所,高

级职业中学 1 所，教师进修学校 1 所,初级中学 12 所，小学 92

所，幼儿园 85 所；教职员工 3847 人，专任教师 3053 人，其中

小学 1362 人；在校学生 39915 人，比上年增长 4.4%，其中小学

17443 人，下降 0.2%；毕业学生 10551 人，比上年增长 2.6%，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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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 2882 人，下降 6.2%。学龄儿童入学率 99.99%，小学巩固

率 100%，小学升学率 97. 5%，初中升学率 96.29%，高中升学率

95.8%。

2020 年，全县组织申报省市科技项目 21 项，获省级立项 9

项，补助科技项目资金 510.6 万元，其中玉溪大红山矿业有限公

司等 8 户企业获得省级研发经费投入补助资金 76.8 万元；新平

褚氏农业有限公司等 6 户企业获得科技金融结合、高企培育库补

助、院士专家工作站补助资金 103.8 万元；云南玉溪金土地绿色

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云南特色水果品质提升与优势品牌创

建”项目获科技项目补助资金 60.0 万元；云南新平褚氏农业有

限公司的“云南高原特色数字农业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获

科技项目补助资金 270 万元。年内申报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6

户、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7 户、省科技型中小企业11 户、省科技

特派员 80 名。玉溪大红山矿业有限公司申报并认定省第十批创

新型企业,玉溪盛康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申报并认定市企业技术

中心。

九、文化、广电、卫生和体育

2020 年，全县共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 14 个，其中国家

级 1 个、省级 1 个、市级 5 个、县级 7 个；有可移动文物有 82

项 1102 件,其中国家三级文物 3 件；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17 项，其中省级 14 项、市级 37 项、县级 66 项；有 89 人被命

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其中省级 11 人、市级 16 人、县级



—12—

64 人。全年举办、协助、参与各项文艺演出 62 场次，现场和

网络参与观众 15.35 万人次；创作歌曲、舞蹈、小品等作品

120 个，音乐《喊月亮》入围第四届云南省群众文化彩云奖决

赛。县、乡、村三级图书馆（室）、农家书屋共有藏书 33.24

万册，其中县民族图书馆完成图书外借 2226 人次共 4827 册

次，电子图书馆下载 5080 册，杂志阅览 2390 人次共 11950

册次，报纸阅览 2849 人次共 14245 册次；更新电子书 1725

册，在线推送电子图书 386 册。

2020年，县广播电视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

开展新闻宣传报道，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全年播出本台电视新闻 2094 条；在中央、省、市台播出涉

及新平新闻430条；《玉溪日报》新平专版刊登新闻信息267条；中

央、省级纸媒、网站等发布稿件 496 条；阅读量“10W+”以

上原创作品突破 100 个。以 APP 为首发平台，抖音、微信视

频号、微博、微信公众号、快手等多媒体同频共振，全力打造

媒体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大美新平”APP 下载量 80779 人，注

册用户59623 人，发布信息 8500 余条，阅读量 3.47 亿人次，评

论量 2.95 万人次；“大美新平”抖音号发布作品 516 条，总阅

读量超 610 万余人次；“大美新平”微信公众号发布作品 1526

篇，阅读量达 86 万多人次；“大美新平”微博号发布作品 891

条，阅读量超 220 万余人次；“大美新平”微信视频号发布

作品 177 条，总阅读量超 210 万余人次；“大美新平新媒体”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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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号，发布作品 248 条，阅览量 181 万多人次。

2020 年末，全县有医疗卫生机构23 个，其中：县级 5 个，乡

镇卫生院 10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 个，私立医院 5 个，综合

门诊部 1 个。有医院编制床位 1272 张，实有病床 1467 张，比

上年增长2.0%。有职工2439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834人，比

上年增长5.5%。卫生技术人员中，执业医师514人，增长8.2%；执

业助理医师160 人，增长 12.7%；注册护士 784 人，增长 5.7%。有

村级卫生室 122 个，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287 人。全年病床使用

率达 60.39%，门急诊治疗病人 1707536 人次，入院人数 44900

人。年内无甲类传染病病例报告，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141.61/10

万，丙类传染病发病率 326.37/10 万。

2020 年，共主办、承办、协办各类赛事及运动会 14 场

次。全县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1.97 平方米，有各类体育专业社

会团体 17 个，社会体育指导员 500 余人，体育人口占全县总人

口的48.0%。年内向玉溪体育运动学校输送体育后备人才16名。新

平县体育馆连续四年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大型体育场馆（丙类）

免费低收费开放场馆。

十、城市建设和生态环境

2020 年末，全县城镇建成区面积达 15.7 平方公里，其中县

城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 6.9 平方公里。县城建成区绿化覆盖面

积达 257.66 公顷，绿化覆盖率达 39.6％；绿地面积达 226.9

公顷，绿地率达 34.9％；公园绿地面积达 76 公顷，人均公园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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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 14.2 平方米。

2020 年，新平县城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100%，比上年上升

1.4 个百分点，PM2.5年均浓度 16μg/m3，比上年下降 11.1%，县城

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保持优良；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为 100%；乡镇（街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到或优于Ⅲ

类水质标准的占比达100%，比上年提升11.1个百分点；县内主要

河流监测断面达标率为87.5%，优良水体断面比率达79.2%；县城区

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声环境功能区达标率为 98.6%，道路交通声环境

质量昼间达标率为 95.2%。全县共有 18 所省级绿色学校，36 所市

级绿色学校，7 个省级绿色社区，14 个市级绿色社区和 2 个省

级环境教育基地。全县纳入省、市级重点管理的 7 个减排项目运

行稳定，综合脱硫率、脱硝率和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均稳步提

升，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全年共出动环境监

察执法人员 321 人次，检查企业 159 家次，下达监察记录 108

份，下达责令整改决定书 5 份，进行立案查处 3 起，共计罚款

65.53 万元。

十一、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

2020 年，全县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2721 人、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 10426 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766 人，城镇失业登记

率为 3.38%。

2020 年末全县共有208858 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其中：职工

26309 人，离退休人员 6893 人，城乡居民 175656 人；有 18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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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加失业保险；有 274903 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其中：城镇职

工 25520 人，城乡居民 249383 人；有 17098 人参加职工医疗互

助活动。

全县共有 1080 户 1631 名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补助，全

年累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19602 人次共934.3 万元；有 4102 户

8210 名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全年累计发放最低生

活保障金 95508 人次 3018.7 万元。

十二、人口和人民生活

2020 年末，全县共设村（居）民委员会 124 个,村（居）民

小组1469个。年末户籍人口总户数87513户，人口280455人，其

中：城镇人口64160人，比上年增长0.4%;乡村人口216295人，比上

年下降0.1%。彝族傣族人口185084 人，比上年增长 0.2%，占全县

总人口的66.0%。年内出生落户人口2557人，出生率9.12‰,比上年下

降1.69个千分点；死亡注销人口1957人，死亡率6.98‰，比上年上

升 0.14 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 2.14‰，比上年下降 1.83

个千分点。

全县全年安排扶贫资金 8654.37 万元，其中：专项扶贫资金

2900.73 万元，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和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资金

5753.64万元；安排扶贫项目92个，其中：专项扶贫项目64个，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和人居环境整治项目28个；年内开工项目92个，其

中：专项扶贫项目 64 个，完成投资 2836.76 万元，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和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28 个，完成投资 5753.64 万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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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扶贫项目开工率达100%，农村饮水安全和人居环境不断改善，脱

贫攻坚成果不断巩固，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稳步提高。2020 年城

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952 元，比上年增长 3.6 %。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858 元，比上年增长 7.1%。

注：1、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非公经济增加值绝对数按

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2、公报所列数据为年快报数，正式统计数据以《2020

年新平统计年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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