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全县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完 成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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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二 0二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指 标 名 称
计量

单位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比 2022 年

(+.-)

绝对数 %

甲 乙 01 02 03 04

一、乡村从业人员和人口资源

1、年末人口户数 户 86846 87075 -229 -0.3

2、年末人口 人 278991 279735 -744 -0.3

其中：乡村人口 人 206223 210680 -4457 -2.1

城镇人口 人 72768 69055 3713 5.4

户籍人口中：彝族傣族人口 人 184915 185148 -233 -0.1

占总人口的比重 % 66.3 66.2 0.1 —

3、人口出生率 ‰ 6.27 6.52 -0.25 —

4、人口死亡率 ‰ 7.35 6.85 0.50 —

5、自然增长率 ‰ -1.08 -0.33 -0.75 —

二、国民经济综合指标

1、生产总值（GDP 现价） 万元 2795950 2664959 130991 3.1

人 均 元 106533 101387 5146 3.3

第一产业 万元 381462 358330 2313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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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二 0二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指 标 名 称
计量

单位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比 2022 年

(+.-)

绝对数 %

甲 乙 01 02 03 04

第二产业 万元 1156139 1145707 10432 1.1

第三产业 万元 1258349 1160922 97427 4.9

地区生产总值中：工业增加值 万元 975962 912518 63444 7.6

建筑业增加值 万元 181645 233882 -52237 -21.2

民营经济增加值 万元 1437131 1344875 92256 3.3

生产总值构成

第一产业 % 13.6 13.4 0.2 —

第二产业 % 41.4 43.0 -1.6 —

第三产业 % 45.0 43.6 1.4 —

地区生产总值中：工业增加值 % 34.9 34.2 0.7 —

建筑业增加值 % 6.5 8.8 -2.3 —

民营经济增加值 % 51.4 50.5 0.9 —

2、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 — — -29.2

（1）500万元以上项目投资 万元 — — —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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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二 0二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指 标 名 称
计量

单位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比 2022 年

(+.-)

绝对数 %

甲 乙 01 02 03 04

（2）房地产开发投资 万元 26258 111207 -84949 -76.4

投资总额中：第一产业 万元 — — — -4.5

第二产业 万元 — — — -17.5

其中：矿业 万元 — — — 50.5

电力 万元 — — — 19.1

第三产业 万元 — — — -38.1

3、全体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30338 28889 1449 5.0

按常住地分：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20146 18811 1335 7.1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48775 47119 1656 3.5

三、农村经济

1、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瓦特 33334.4 32024.4 1310 4.1

2、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现价) 万元 708507 679450 29057 3.8

其中：农业产值 万元 466325 427817 38508 6.9

林业产值 万元 47912 48347 -43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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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二 0二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指 标 名 称
计量

单位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比 2022 年

(+.-)

绝对数 %

甲 乙 01 02 03 04

牧业产值 万元 171388 181083 -9695 -2.4

渔业产值 万元 3097 2969 128 4.9

农林牧渔服务业 万元 19785 19234 551 5.2

3、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 吨 15909 15850 59 0.4

4、农药使用量 吨 690.9 691.4 -1 -0.1

5、牛年末存栏数 头 74058 74100 -42 -0.1

6、牛出栏数 头 29984 30920 -936 -3.0

7、生猪年末存栏数 头 311354 310900 454 0.1

8、生猪出栏数 头 411300 376800 34500 9.2

9、山绵羊存栏数 只 117303 116100 1203 1.0

10、山绵羊出栏 只 87723 89100 -1377 -1.5

11、家禽存栏 万只 162.6 161.5 1.1 0.7

12、家禽出栏 万只 458.3 470.3 -12.0 -2.6

四、工业经济



- 5 -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二 0二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指 标 名 称
计量

单位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比 2022 年

(+.-)

绝对数 %

甲 乙 01 02 03 04

1、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万元 4186248 3821481 364767 9.5

按轻重工业分：轻工业 万元 129332 116864 12468 10.7

重工业 万元 4056915 3704618 352297 9.5

按经济类型分：国有企业 万元 1169 2290 -1121 -49.0

股份制企业 万元 4120516 3750248 370268 9.9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万元 22677 23757 -1080 -4.5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万元 41886 45186 -3300 -7.3

按行业分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万元 843673 766615 77058 10.1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万元 280537 254286 26251 10.3

农副食品加工业 万元 79529 72487 7042 9.7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万元 22677 23757 -1080 -4.5

造纸及纸制品业 万元 27127 20620 6507 31.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
万元 35052 25258 9794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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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二 0二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指 标 名 称
计量

单位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比 2022 年

(+.-)

绝对数 %

甲 乙 01 02 03 0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万元 18113 18447 -334 -1.8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万元 2721751 2502747 219004 8.8

金属制品业 万元 13724 15463 -1739 -11.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万元 130039 104680 25359 24.2

电力生产和供应业 万元 14027 17122 -3095 -18.1

2、全部工业增加值 万元 975962 912518 63444 7.6

3、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指标

（1）营业收入 亿元 352.7 358.4 -5.7 -1.6

（2）营业成本 亿元 321.1 338.0 -16.9 -5.0

（3）销售费用 亿元 2.3 2.8 -0.5 -17.9

（4）税金及附加 亿元 3.3 2.9 0.4 13.8

（5）营业利润 亿元 10.3 -0.3 10.6 3533.3

（6）利润总额 亿元 11.2 -0.3 11.5 3833.3

（7）税金总额 亿元 8.9 8.1 0.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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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二 0二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指 标 名 称
计量

单位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比 2022 年

(+.-)

绝对数 %

甲 乙 01 02 03 04

（8）资产总计 亿元 345.1 342.9 2.2 0.6

五、交通运输和邮电

1、公路通车里程 公里 5723.8 5723.8 — —

2、年末拥有各种机动车辆 辆 135160 138778 -3618 -2.6

其中：客运车辆 辆 327 410 -83 -20.2

3、年末拥有拖拉机 台 3347 3340 7 0.2

其中：大型及以上拖拉机 台 5 3 2 66.7

中型拖拉机 台 159 118 41 34.7

小型拖拉机 台 3183 3219 -36 -1.1

4、报刊累计发行量 万份 104.3 107.9 -3.6 -3.3

5、邮政行业业务总量 万元 4555.3 3870.8 684.5 17.7

6、邮政行业业务收入 万元 4024.2 3601.9 422.3 11.7

7、快递企业业务总量 万件 359.7 271.1 88.6 32.7

8、快递企业业务收入 万元 2929.8 2512.5 417.3 16.6



- 8 -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二 0二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指 标 名 称
计量

单位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比 2022 年

(+.-)

绝对数 %

甲 乙 01 02 03 04

9、固定电话 万部 0.50 0.49 0.01 2.0

10、移动电话 万部 24.88 24.71 0.17 0.7

11、电话普及率 部/百

人

97.4 95.3 2.1 2.2

12、互联网宽带用户 万户 9.16 8.22 0.94 11.4

六、商贸业和外经业

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857218 803097 54121 6.7

2、对外经济

（1）实施市外国内资金项

目

项 104 62 42 67.7

（2）实际到位市外国内资

金

万元 579200 488600 90600 18.5

（3）外商投资完成额 万美元 200 — — —

（4）外贸自营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 1247.3 1309.3 -62 -4.7

其中：进口 万美元 366.8 6.8 360.0 5294.1

出口 万美元 880.5 1302.5 -422 -32.4

七、教育科技卫生文化广播电视

1、学校总数 个 145 144 1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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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二 0二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指 标 名 称
计量

单位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比 2022 年

(+.-)

绝对数 %

甲 乙 01 02 03 04

2、教职工数 人 4116 3987 129 3.2

其中：专任教师 人 3059 3081 -22 -0.7

3、在校学生数 人 40422 40720 -298 -0.7

其中：小 学 人 18345 17466 879 5.0

普通中学 人 12842 12756 86 0.7

4、毕业生数 人 11334 10632 702 6.6

其中:小学 人 2891 2938 -47 -1.6

5、学龄儿童入学率 % 99.97 99.89 0.08 —

6、小学巩固率 % 100 100 — —

7、小学升学率 % 97.59 98.67 -1.08 —

8、医疗卫生机构数（含个体

门诊、医务室）
个 62 59 3.0 5.1

其中：县级 个 5 5 — —

9、病床总数 张 1988 1420 568 40.0

10、卫生技术人员 人 1867 1764 103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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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二 0二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指 标 名 称
计量

单位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比 2022 年

(+.-)

绝对数 %

甲 乙 01 02 03 04

其中：医生 人 756 676 80 11.8

八、财税金融保险

（一）财政收入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万元 124579 48912 75667 154.7

2、政府性基金收入 万元 20711 99857 -79146 -79.3

（二）财政支出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283043 244190 38853 15.9

2、政府性基金支出 万元 48999 184217 -135218 -73.4

（三）税收收入

1、留底退税前 万元 175484 166199 9285 5.6

2、留底退税后 万元 148109 43853 104256 237.7

（四）金融业

1、年末各项存款余额 万元 1299669 1224438 75231 6.1

2、年末各项贷款余额 万元 1408717 1246686 162031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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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二 0二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指 标 名 称
计量

单位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比 2022 年

(+.-)

绝对数 %

甲 乙 01 02 03 04

3、住户存款 万元 1001771 911875 89896 9.9

4、人均储蓄 元 38441 34502 3939 11.4

（五）保险业

1、保险保费收入 万元 31792 30275 1517 5.0

2、保险赔款支出 万元 10115 9638 477 4.9

九、主要产品产量

（一）农业主要产品产量

1、粮食总产量 万公斤 18242.1 18296.4 -54.3 -0.3

2、油料总产量 万公斤 118 113 5.0 4.4

3、烤烟总产量 万公斤 1048 1020 28.0 2.7

4、甘蔗总产量 吨 300779 324115 -23336 -7.2

5、茶叶总产量 吨 2189.7 2262.7 -73.0 -3.2

6、核桃产量 吨 9693.6 8247.6 1446.0 17.5

7、竹笋干产量 吨 5541.9 1859.0 3682.9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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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二 0二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指 标 名 称
计量

单位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比 2022 年

(+.-)

绝对数 %

甲 乙 01 02 03 04

8、肉蛋奶总产量 万公斤 5757.3 5502.4 254.9 4.6

其中：猪肉总产量 万公斤 3884.4 3603.7 280.7 7.8

9、蔬菜总产量 万公斤 37374 35477 1897 5.3

10、水果总产量 万公斤 42055.1 38387.8 3667 9.6

11、水产品产量 吨 1680 1679 1 0.1

（二）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1、成品糖 吨 28055 29369 -1314 -4.5

2、机制纸及纸板 吨 41913 37596 4317 11.5

3、合成橡胶 吨 33841 20421 13420 65.7

4、铁精矿 吨 4885385 4645128 240257 5.2

5、铜金属含量 吨 43389 41675 1714 4.1

6、铁矿石原矿 吨 12271755 11119937 1151818 10.4

7、粗钢 吨 3375769 3121433 254336 8.1

8、钢材 吨 2919647 2849069 7057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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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中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民营经济增加值、
农业总产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2、表中数据为年快报数，正式统计数以《2023年新平统计年鉴》
为准。
单位负责人：李 睿 制表:裴文林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二 0二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指 标 名 称
计量

单位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比 2022 年

(+.-)

绝对数 %

甲 乙 01 02 03 04

其中：棒材 吨 923557 1224584 -301027 -24.6

线材 吨 784162 737364 46798 6.3

热轧薄宽钢带 吨 1211928 887121 324807 36.6

9、石灰石 吨 346317 436764 -90447 -20.7

10、硅酸盐水泥熟料 吨 348319 347588 731 0.2

11、水泥 吨 478853 601655 -122802 -20.4



- 15 -

二、分县区主要经济指标

完 成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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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分县区主要指标完成情况（一）

县 区

生产总值（万元）

1—12 月
增速

（%）

增速

排位

全 市 25647522 3.5 —

红塔区 11030287 3.8 6

江川区 1895740 5.8 1

澄江市 1631595 0.1 8

通海县 2059036 -0.8 9

华宁县 1481940 5.3 3

易门县 1713927 4.5 5

峨山县 1507064 5.4 2

新平县 2795950 3.1 7

元江县 1531983 4.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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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分县区主要指标完成情况（二）

县 区

第一产业增加值（万元）

1—12 月
增速

（%）

增速

排位

全 市 2593197 3.5 —

红塔区 252758 3.4 6

江川区 344192 3.4 6

澄江市 160250 3.5 3

通海县 321398 3.3 8

华宁县 326495 3.3 8

易门县 183288 3.6 1

峨山县 211887 3.5 3

新平县 381462 3.6 1

元江县 411467 3.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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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分县区主要指标完成情况（三）

县 区

第二产业增加值（万元）

1—12 月
增速

（%）

增速

排位

全 市 10978914 2.7 —

红塔区 6627483 3.7 5

江川区 633364 6.7 2

澄江市 233846 -23.4 9

通海县 518952 -3.9 8

华宁县 262141 0.7 7

易门县 713358 6.1 3

峨山县 432664 5.4 4

新平县 1156139 1.1 6

元江县 400967 8.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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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分县区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四）

县 区

第三产业增加值（万元）

1—12 月
增速

（%）

增速

排位

全 市 12075411 4.3 —

红塔区 4150046 4.1 6

江川区 918184 6.2 2

澄江市 1237499 5.6 4

通海县 1218686 -0.4 9

华宁县 893304 7.5 1

易门县 817281 3.4 7

峨山县 862513 5.9 3

新平县 1258349 4.9 5

元江县 719549 3.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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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分县区主要指标完成情况（五）

县 区

工业增加值（万元）

1—12 月
增速

（%）

增速

排位

全 市 9643328 4.2 —

红塔区 6407681 4.5 5

江川区 404563 7.1 3

澄江市 132243 -16.4 9

通海县 455828 -0.8 7

华宁县 210908 1.2 6

易门县 601421 7.2 2

峨山县 267336 6.1 4

新平县 975962 7.6 1

元江县 187386 -4.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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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分县区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六）

县 区

建筑业增加值（万元）

1—12 月
增速

（%）

增速

排位

全 市 1348828 -6.1 —

红塔区 221879 -16.8 6

江川区 229046 6.2 2

澄江市 108278 -27.3 9

通海县 64538 -19.5 7

华宁县 51715 -0.6 5

易门县 112212 1.2 4

峨山县 165535 4.4 3

新平县 181645 -21.2 8

元江县 213980 2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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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分县区主要指标完成情况（七）

县 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自然口径）（万元）

1—12 月
增速

（%）

增速

排位

全 市 1347601 11.9 —

红塔区 172158 13.1 4

江川区 43330 -6.3 8

澄江市 58161 10.6 6

通海县 45253 11.0 5

华宁县 51105 21.6 3

易门县 45144 4.7 7

峨山县 37249 -11.3 9

新平县 124579 154.7 1

元江县 35720 78.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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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分县区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八）

县 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

1—12 月
增速

（%）

增速

排位

全 市 2480736 6.4 —

红塔区 321733 -6.7 7

江川区 169646 22.9 1

澄江市 212395 -3.5 6

通海县 155504 0.5 5

华宁县 148642 -8.3 9

易门县 159602 2.9 4

峨山县 162200 -7.4 8

新平县 283043 15.9 2

元江县 169565 7.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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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分县区主要指标完成情况（九）

县 区

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万元）

1—12 月
增速

（%）

增速

排位

全 市 — -18.3 —

红塔区 — -29.6 8

江川区 — 7.9 3

澄江市 — -23.9 6

通海县 — -52.4 9

华宁县 — -16.8 4

易门县 — 15.2 1

峨山县 — -18.4 5

新平县 — -29.2 7

元江县 — 9.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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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分县区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十）

县 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1—12 月
增速

（%）

增速

排位

全 市 7886578 0.0 —

红塔区 2385025 -1.1 6

江川区 782192 6.9 3

澄江市 912869 -9.1 8

通海县 595578 -19.6 9

华宁县 657990 16.0 1

易门县 553178 -5.2 7

峨山县 609498 11.9 2

新平县 857218 6.7 4

元江县 533032 6.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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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分县区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十一）

县 区

全体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12 月
增速

（%）

增速

排位

全 市 34180 4.3 —

红塔区 42023 3.6 9

江川区 30781 5.2 1

澄江市 35209 4.2 8

通海县 36111 4.4 7

华宁县 32729 4.9 3

易门县 32326 4.5 5

峨山县 31630 4.5 5

新平县 30338 5.0 2

元江县 29810 4.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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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分县区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十二）

县 区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12 月
增速

（%）

增速

排位

全 市 21303 7.1 —

红塔区 25085 6.9 9

江川区 19971 7.8 1

澄江市 22676 7.0 7

通海县 24478 7.0 7

华宁县 21183 7.5 2

易门县 20340 7.3 3

峨山县 19695 7.3 3

新平县 20146 7.1 5

元江县 19134 7.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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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分县区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十三）

县 区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12 月
增速

（%）

增速

排位

全 市 48660 3.0 —

红塔区 50541 2.8 8

江川区 47477 3.5 1

澄江市 49415 2.8 8

通海县 48277 3.0 5

华宁县 48588 3.4 3

易门县 48157 3.0 5

峨山县 48461 2.9 7

新平县 48775 3.5 1

元江县 47527 3.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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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分县区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十四）

县 区

各项存款余额（万元）

1—12 月
增速

（%）

增速

排位

全 市 23017992 5.2 —

红塔区 12543999 4.1 9

江川区 1786395 7.5 2

澄江市 1427406 4.5 8

通海县 2046231 5.8 7

华宁县 1035209 6.2 5

易门县 1142991 6.4 3

峨山县 908596 6.3 4

新平县 1299669 6.1 6

元江县 827497 1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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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分县区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十五）

县 区

各项贷款余额（万元）

1—12 月
增速

（%）

增速

排位

全 市 18244282 5.1 —

红塔区 8784341 -1.9 9

江川区 1860265 9.5 7

澄江市 1277242 11.7 5

通海县 1368360 8.7 8

华宁县 830179 12.1 4

易门县 894534 21.8 1

峨山县 1082966 18.9 2

新平县 1408717 13.0 3

元江县 737679 10.9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