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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二Ｏ一八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 计 公 报

2018年，全县各族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

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全县

呈现经济平稳增长，社会安定，各项事业健康协调发展良好局面。

一、综 合

2018 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 1513439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

年增长 12.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213976 万元，比上年

增长 6.6%，拉动 GDP 增长 0.9 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

7.3%；第二产业增加值 595178 万元，比上年增长 14.9%，拉动

GDP 增长 6.1 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 48.7%；第三产

业增加值 704285 万元，比上年增长 12.0%，拉动 GDP 增长 5.5

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 44.0%。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

的 14.4：38.7:46.9 调整为 14.1：39.3:46.5，经济结构呈三、

二、一格局。全县人均生产总值达 51830 元，按可比价计算比

上年增长 12.4%。实现非公经济增加值 616036 万元，按可比价

计算比上年增长 12.7%，占全县生产总值的 40.7%,拉动全县经

济增长 5.3 个百分点，对全县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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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4-2018 年生产总值及其增速

二、农 业

2018 年全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98626 万元，按现价计

算比上年增长 7.7%,其中：种植业产值 252108 万元，比上年增长

9.3%；林业产值 27171 万元，比上年增长 23.0%；畜牧业产值

111936 万元，比上年增长 1.4%；渔业产值 2581 万元，比上年增

长 7.7%。年末乡村从业人员 162938 人，比上年下降 0.7%，其中

从事一、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分别为 108148 人、19912 人、34878

人，分别占乡村从业人员总数的 66.4%、12.2 %、21.4 %，第一

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 2.3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提

高 2.6 百分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 0.3 百分点。

全县全年实现种植业增加值 133320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

比上年增长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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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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8 5.3

#：大春 万公斤 15284 5.8

小春 万公斤 1924 1.2

烤 烟 万公斤 1103 4.5

甘蔗（估产） 吨 479354 -5.7

油 料 万公斤 128.1 3.7

蔬 菜 万公斤 21963 13.8

水 果 万公斤 22413 60.1

茶 叶 万公斤 178.7 4.6

核 桃 吨 7040.7 15.8

笋 丝 吨 916.7 26.0

2018 年完成竹子低效林改造1万亩、核桃抚育6万亩、森林抚

育0.5万亩，种植车桑子0.61万亩、旱冬瓜100万株，建成核桃科

技示范基地0.41万亩，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项目种植4.5万亩，建

成核桃竹子林区道路310公里，共投入营造林资金6332万元。森林

覆盖率达65.2%。全年实现林业增加值12934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

上年增长7.6%。

全县全年实现畜牧业增加值64418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

增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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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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8 4.8

#：猪肉产量 万公斤 1629 5.1

生猪年内出栏 头 186853 5.3

生猪年末存栏 头 190748 4.7

大牲畜年内出栏 头 24942 3.7

大牲畜年末存栏 头 67180 2.5

山绵羊年内出栏 只 73219 5.0

山绵羊年末存栏 只 100189 4.7

家禽年内出栏 万只 320.1 4.5

全县全年水产品产量达 1477 吨，比上年下降 3.1%，实现渔业

增加值 1304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9.0%。

2018 年末，全县耕地总资源 315016 亩，与上年持平，乡村

人口人均耕地总资源 1.46 亩，与上年持平。常用耕地面积

292901亩，与上年持平，乡村人口人均常用耕地面积1.36亩，与上

年持平。全县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28641 万瓦特，比上年下降

25.4%；大中型拖拉机 96 台，比上年下降 97.9%，小型拖拉机 5540

台，与上年持平。全年化肥施用量 80944 吨，比上年下降 0.1%；

农药使用量947吨，比上年增长13.5%。稳产高产基本农田134157

亩，比上年增长 0.8%。年末拥有水库、坝塘 677 座，总库容146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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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立方米,年末蓄水量11238.9 万立方米，其中：中型2座，库容

5730 万立方米,年末蓄水量 4869 万立方米。水利有效灌溉面积

193857 亩,占常用耕地面积的 65.3%,比上年上升 1.2 个百分点。

2018 年，共争取到县级以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5419.5 万

元。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11个，涉及1110户4282人，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396户1504人，累计完成投资44756.1万元，本年完

成投资 15152.6 万元，政府投入 6662.3 万元；实施农村危房就

近就地集中改造建设项目 53 个，涉及 1447 户 5422 人，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人户399户1455人，累计完成投资31982.7万元，本年

完成投资13248.4万元，政府投入11362.8万元；建设40个“直过

民族”整村推进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308.5万元，本年投入6530.8

万元，实施行政村、自然村整村推进和产业扶持等项目，整合各类产

业扶持资金2423.7万元，采取因村施策，一户一策等方式发展高山

蔬菜种植、畜禽养殖等产业扶贫项目，有效带动群众增产增收。

三、工业和建筑业

2018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416698 万元，按现价计

算比上年增长 24.7%；实现工业增加值 525473 万元，按可比价计

算比上年增长 14.6%，拉动 GDP 增长 5.4 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

的贡献率达 43.3%。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总额 208372

万元，比上年增长 2.8%；实现利润总额 139382 万元，比上年下

降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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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4-2018 年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速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指 标 名 称 单 位 绝对数 增长（%）

成 品 糖 吨 42383 3.8
合成橡胶 吨 20033 -33.0
发 电 量 万度 91939 45.8
铁 精 矿 吨 4218429 -3.7
机制纸及纸板 吨 47956 73.7
铜金属含量 吨 38089 -13.5
铁矿石原矿 吨 8886293 -2.0
球 团 矿 吨 300247 -52.2
粗 钢 吨 2036035 20.6
线 材 吨 929746 9.9
棒 材 吨 687519 3.8
耐磨钢球 吨 26638 -27.6
水 泥 吨 1178835 7.3
手提包（袋）、背包 万个 589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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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县具有资质等级的建筑企业 12个，从业人员 3448

人，比上年增长 85.4%。从业人员中工程技术人员 561人，占从业

人员总数的 16.3%。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284457 万元，比上年增

长 25.6%；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70546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

增长 18.2%。

四、固定资产投资

2018年，完成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976277万元，比上年

增长 12.6%，其中：第一产业完成投资 69176万元，比上年增长

4.0倍；第二产业完成投资128517万元，比上年增长31.6%；第三产业

完成投资 778584万元,比上年增长 3.0%。

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19091万元，比上年增长 66.5%，其

中：商品住宅投资 6750万元，比上年下降 25.2%；商业营业用房

投资 10423万元，比上年增长 5.0倍。全年商品房施工面积 24.8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10.5%；商品房销售面积 3.9万平方米，比

上年下降 49.4%；实现销售额 12665万元，比上年下降 52.0%。

图 3 2014-2018 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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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

2018年,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2478万元，比上年

增长12.5%。从消费形态看，实现餐饮收入50996万元，比上年

增长9.8%；实现商品零售额221482万元，比上年增长13.1%。从

销售所在地看，城镇实现消费品零售额222484万元，比上年增

长11.8%；乡村实现消费品零售额49994万元，比上年增长15.6%。

2018年，全县共实施市外国内资金项目 81项，实际到位市

外国内资金 8244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11.0%。完成进出口总额

2600万美元，比上年下降 47.5%，其中出口 2502万美元，比上

年下降 47.9%；进口 98万美元，比上年下降 34.2%。

六、交通运输、邮电业和旅游

2018年末，全县公路通车里程 5732.6公里，按行政等级划

分，国高 22.0公里，国道 282.9公里，省道 118.6公里,县道 517.0

公里，乡道 2296.4公里，村道 2495.6公里；按技术等级划分，高

速公路 22.0公里，二级公路 141.4公里，三级公路 132.2公里，四

级公路 4045.6公里,等外公路 1391.4公里。公路密度 135.7公里

/百平方公里。年末拥有各种机动车辆104100辆（不含拖拉机），比上

年增长 5.0%，其中：营运货车 4631辆，营运客车 385辆（出租

汽车 100 辆、公交车 7 辆、班线客车 119辆、农村客运车辆 159

辆），客运周转量 10983万人公里，比上年下降 40.0%。全年实

现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增加值 81559万元，比上年增长 4.7%。

全年报刊累计发行131.3万件，比上年下降3.1%。年末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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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总数24.47万部，比上年下降4.6%,其中：固定电话0.68万部，比

上年下降11.7%；移动电话23.79万部，比上年下降4.3%。电话普

及率83.8部/百人,比上年下降4.1部/百人。互联网用户5.0万户，比上

年增长13.4%。

年末全县共有星级饭店 6家，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 37户，国

内旅行社 1家, 旅行社服务网点 5个，AA级景区 4家，AAA级景区

1家，AAAA级景区 1家。全年接待游客 466.1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21.0%；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395771.5万元，比上年增长 34.4%。

七、财政、金融和保险

2018年，实现辖区内财政总收入 256884万元，比上年增长

9.4%。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165571万元，比上年增长 7.0%，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134418万元，比上年增长 6.1%。完成地方财政

支出 346052 万元，比上年增长 11.9%，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40150万元，比上年增长 22.0%。

图 4 2014-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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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1074234万元，比

上年下降 2.2%,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653297 万元 , 比上年下降

0.2%；贷款余额 855201 万元，比上年增长 2.3%。存贷比率

为 79.6%，比上年提高 3.5 个百分点。

2018年全县实现保费收入 23225万元，比上年增长 13.2%，其

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11668万元，比上年增长 10.9%；人寿险保费收

入 11557万元，比上年增长 15.7%。全县赔付支出 6744万元，比

上年增长 11.6%，其中财产险业务支付赔款 3620万元，比上年下

降 3.5%；人寿险业务给付赔款 3125万元，比上年增长 36.3%。

八、教育和科学技术

2018年，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150所，其中：高中 1所,高级职

业中学 1所，教师进修学校 1所,初中 12所，小学 92所，幼儿园

43 所（民办幼儿园 31 所）。教职员工 3719 人，专任教师 2963

人，其中：小学 1424 人。在校学生 37829 人，比上年下降 1.3%，

其中：小学 17591 人，比上年下降 1.3%。毕业学生 10638 人，

比上年下降 2.0%，其中小学 3189 人，比上年下降 3.0%。学龄

儿童入学率 100%，小学巩固率 100%，小学升学率 97. 27%，

初中升学率 88.08%，高中升学率 91.0%。

2018年，全县组织申报省市级科技项目 19项，其中获省级立项

8项，补助科技经费 745.6万元。市级研发经费和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补助 9项，补助科技经费 409.5万元；争取省级专利资助 19

件，获补助资金 3.8 万元；申报市级专利奖励 75 件，获补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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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6.2万元。兑现县级专利奖励 270件 29.2万元。申报并认定

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4户，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7户。云南大红

山管道有限公司、玉溪大红山矿业有限公司分别荣获云南省科学

技术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全年完成专利申请 177件、专利授权

173件、发明专利有效量 190件。云南凯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申

报并认定国家级“凯添农业互通星创天地”。云南大红山管道有限

公司申报并认定国家知识产权贯标企业，公司《长距离浆体管道

分流输送系统和浆体分流切换输送方法》荣获第二十届中国专利

优秀奖。玉溪大红山矿业有限公司申报并认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2018 年，在市对县科技创新考核工作中，新平荣获第一

名。

九、文化、广电、卫生和体育

2018 年，创编精品小品 8 个、舞蹈 29 个、歌曲 6 首、快

板 1个，其中《腰花》、《永远的纳格拉》荣获玉溪市第六届青

年舞蹈大赛三等奖。在云南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上，竞技类表演项目《耍秧萝》、《抢葫芦》分别荣获金奖和

铜奖，驻停表演《花腰翘》获银奖，综合类项目《彝山开·花鼓

来》获银奖。全年举办、协助、参与各项文艺演出累计 135 场

次，参加人员 5000余人次，观众达 12.8万余人。搜集小调、山歌、

敬酒歌等 71首。全县共有各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共 11处，征

集可移动文物 296 件，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09 项，培养

传承人 95 名；民族图书馆藏书 47230 册，电子书 18000 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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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15785 册次。农家书屋借阅 17846人次、阅览 31892人次。

2018 年，新平县广播电视台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

工作，积极开展新闻宣传报道，为全县经济社发展创造良好的舆

论氛围。全年播出本台电视新闻 1694条；在中央、省、市台播

出涉及新平新闻 382 条；新闻综合广播共播出广播新闻 240 期

2136 条、《气象服务》768 次；【新平新闻】微信公众号 1 月至

12月共发布消息 198条，阅读人数达 45万余人，阅读总次数达

96.7万余人次。

2018年末，全县有医疗卫生机构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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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厂矿

医院 2 个,综合门诊部 2 个。有医院编制床位 1284 张，实有病

床 1438 张，比上年增长 7.4%。有职工 2405 人，其中：卫生技

术人员 1770 人，比上年增长 5.6%。卫生技术人员中，执业医

师 457 人，比上年增长 7.8%；执业助理医师 116 人，比上年下

降 2.5%；注册护士 736 人，比上年增长 2.4%。村级卫生所 122

个，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316 人。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60.6

人，每一名卫生技术人员负担人数为 165.0人。全年病床使用率

达 68.8%，门诊治疗病人 1700621人次，入院人数 47607人。年内

无甲类传染病病例报告，乙丙类传染病发病率为 756.7/10万，乙类

传染病发病率为 156.6/10万，丙类传染病发病率为 600.0/10万。

2018 年，共主办、承办、协办各类赛事及运动会 26 场

次。全县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1.8平方米，有各类体育专业社会

团体 15个，全县共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500余人，体育人口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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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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名。新平县体育馆连续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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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末，全县城镇建成区面积达 14.62平方公里，其中县

城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 6.5 平方公里。县城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达 255 公顷，绿化覆盖率达 39.2％；绿地面积达 225 公顷，绿

地率达 34.6％；公园绿地面积达 76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4.2

平方米。省级文明县城创建成果得到巩固，国家卫生县城通过

复审。

2018年，漠沙镇关圣小学、鱼塘小学和新化乡老五斗小学

获第八批玉溪市绿色学校命名，水塘镇水塘社区居民委员会和

者竜乡庆丰社区居民委员会获第六批玉溪市绿色社区命名。截

止 2018 年末，全县共建成 17 所省级绿色学校，36 所市级绿色

学校，6 个省级绿色社区，14 个市级绿色社区和 2 个省级环境

教育基地创建工作。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0 平方米烧结机脱硫工程和新平县工业园区污水集中收集处

理两个工程减排项目建成投运；仙福公司烧结机脱硫、红山球团

竖炉脱硫、鲁奎水泥脱硝等 6个管理减排项目治理设施运行正常，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四项约束性指标全面完

成。县城集中饮用水水源地清水河水库、他拉河水库水质均达到

Ⅱ类，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保持 100%；全县 17个 1000人以上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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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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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达 82.3%，比 2017年提高 17.3个百分点；地表水环境质量

戛洒江和平甸河水质均为Ⅲ类，水质状况均为良好。县城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率为 99.4%，比上年提高 0.6个百分点。全年共出动

执法监察人员 252人次，检查企业 110家次，下达现场监察记录

60份，立案查处企业 3家，实施行政处罚 3件，共计罚款 36万

元，其中，限制生产 1件，移送行政拘留 2件。处理各类环境信

访案件 32件，处理率 100%。全年辖区内未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

事件。

十一、人口和人民生活

2018年末，全县常住人口为 29.2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6.21‰。年末全县城镇人口为 11.8万人，城镇化率达 40.41%，比上

年提高 1.17个百分点。

2018年末，全县共设村（居）民委员会 123个,村（居）民

小组 1459个。有户籍人口总户数 87973户，人口 279769人，其

中：城镇人口63575人，乡村人口216194人，分别比上年增长1.4%、

0.3%。有彝族傣族人口 183972人，比上年增长 0.7%，占全县总

人口的 65.8%。年内出生人口 3488人，出生率 12.53‰；死亡人口

1842人，死亡率 6.62‰；人口自然增长率 5.91‰，比上年下降 1.99

个千分点。

2018年，全县发放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205570万元，比上年

增长6.0%，其中：国有经济单位105473万元，比上年下降 4.0%。在

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76436元，比上年增长 7.5%，其中:国有经济

单位 116308元, 比上年增长 7.2%。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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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13424元，比上年增长 9.5%。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7425元，比上年增长 7.8%。

图 5 2014-2018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速

图 6 2014-2018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速

2018年，全县共有 204400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其中：职工29300

人，城乡居民 175100人；有 17518人参加失业保险；有 273282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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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基本医疗保险，其中：城镇职工22906人 ，城乡居民250376人；有

16615人参加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全县共有 945户 1630名城镇居民

享受最低生活补助，累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 796.7万元；有 2586

户 5440名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补助，累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

金 1450.9万元。年内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3056人、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 2016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1010人，城镇失业登记率为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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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新平统计年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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