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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江自治县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统计局

2024 年 5 月 29 日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三年新冠疫

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

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双江自治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全面聚焦“3815”战略
[2]

发展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容不迫，积极应对，化解风险、修复

经济、保障民生，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双江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3]
812506 万元，比上年增长 4.8%。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45594 万元，比上年增长 4.3%，对经济增长

贡献率 25.1%，拉动经济增长 1.2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195395

万元，增长 7.4%，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38.1%，拉动经济增长 1.8 个百

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371517 万元，增长 3.8%，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36.8%，拉动经济增长 1.8 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为 30.2%，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24.1%，第三产业增加值比

重为 45.7%。分季度看，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3.7%，二季度

增长 3.5%，三季度增长 3.7%，四季度增长 4.8%。全年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 50655 元，比上年增长 6.5%。全员劳动生产率
[4]
79131 元/人，

比上年提高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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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增加值 511511 万元，增长 5.1%，占全县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62.3%，比上年下降 0.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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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县常住人口
[5]
15.78 万人，减少 0.52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5.74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36.38%，比上年末提高 0.39 个百分

点。全年出生人口 0.14 万人，出生率 8.73‰；死亡人口 0.15 万人，死亡率为

9.35‰；自然增长率为-0.62‰。少数民族人口 8.3744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

46.92 %，比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其中拉祜族 3.6655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

20.54%；佤族 1.4792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 8.29%；布朗族 1.5077 万人，占总人

口比重 8.45%；傣族 1.1478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 6.43%。流动人口
[6]
0.7399 万人。

人均预期寿命 73.69 岁。

表 1 2023 年年末双江自治县常住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标 年末数（万人） 比重（%）

全县人口 15.78 100.0
其中：城镇 5.74 36.38

乡村 10.04 63.62
其中：男性 8.29 52.5

女性 7.49 47.5
其中：0-15岁（含不满 16周岁）[7] 3.19 20.2

16-59岁（含不满 60周岁） 9.82 62.2
60周岁及以上 2.77 17.6

其中：65周岁及以上 21676 11.7

年末全县就业人员 9.1643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3.1814 万人，占

全县就业人员比重 34.72%。全年城镇新增就业[8]0.2927 万人，比上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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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9 万人。年末全县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89%。全县农民工
[9]
总量 6.9073

万人，比上年增长 0.31%。其中，外出农民工 0.6013 万人，增长 3.82%；

本地农民工 6.3060 万人，下降 0.01%。

城乡融合协调发展步伐稳健。年末全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36.38%，比

上年末提高 0.39 个百分点。

全年新登记市场主体 4184 户。其中内资企业 773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30户，

个体工商户3381户。年末市场主体总数25237户。其中：第一产业4995户，第二产业

6314户，第三产业13928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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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全年全县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10]

下降

2.9%。县环境空气优良率为 96.0%（轻度污染 12 天），细颗粒物（PM2.5）

为 18 微克/立方米。在国控勐勐河南宋断面、小黑江检查站断面水质符合

Ⅱ类水标准，水质状况为优，省控纸厂桥断面水质符合Ⅲ类水标准，水质

状况为良，满足水环境功能类别Ⅲ类水质的要求，县级饮用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 100%。双江县重点区域（银厂河、勐勐河流域）农用地重金属污染现

状调查全部完工并形成土壤污染调查现状报告、详查报告及风险评估报告。

二、农业

全年完成农业总产值 36614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5985 万元，增长 4.5%。其

中：种植业产值 250803 万元，增加 24610 万元，增长 10.88%；林业产值 17122

万元，减少 361 万元，下降 2.06%；畜牧业产值 68712 万元，减少 8096 万元，

下降 10.54%；渔业产值 18987 万元，减少 455 万元，下降 2.34%；农林牧渔服务

业产值 10517 万元，增加 287 万元，增长 2.81%。

常用耕地面积为 351606 亩，全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539772 亩，增加 12648

亩，增长 0.52%。粮食播种面积 332610 亩，增加 1721 亩，增长 0.52%。其中：

小麦面积 22400 亩，减少 11 亩；稻谷面积 34966 亩，减少 5160 亩；玉米面积

194070 亩，增加 12968 亩；豆类面积 40798 亩，减少 18 亩；薯类面积 30621 亩，

减少 5969 亩。

粮食总产量 77458 吨，较上年增加 473 吨，增长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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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3 年双江主要农副产品产量 （单位：吨）

产品名称 绝对数
比上年
增长%

产品名称 绝对数
比上年
增长%

粮食 77458 0.61 七、茶叶 23084.3 9.71
#夏粮 10219 -1.83 八、水果 22686.7 11.3

一、谷物 -- -- 九、核桃 25028 -28.91
#稻谷 15624 -10.41 十、蔬菜 76432.9 3.13

小麦 3112 -2.48十一、澳洲坚果 3391.1 76.74

玉米 48810 6.69十二、桑叶产量 2767 -40.71
二、豆类 3686 -3.1 肉类总产量 19672.38 3.44
#大豆 1229 4.77 #猪牛羊肉 18061 3.7

三、薯类 5428 9.11 禽蛋 1966 21.58
#马铃薯 4725.4 6.54 出栏猪（头） 182953 4.92
四、油料 2445.9 6.61 出栏牛（头） 10817 0.89
#花生 231.6 15.34 出栏羊（只） 32886 0.66
油菜籽 2203.5 5.38 猪存栏（头） 126115 -5.25
五、甘蔗 499488.9 8.52 水产品产量 19592 3.13
六、烤烟 3505.2 0.33

全年油料面积 20962 亩，增加 1657 亩。糖料面积 102894.03亩，增加 9037.03

亩。烤烟面积 29537.6 亩，减少 346.4 亩。茶叶面积 321463 亩，减少 1亩。核

桃面积 308381 亩，减少 670 亩。澳洲坚果 152218 亩，减少 4771 亩。果园面积

29601 亩，减少 338 亩。蔬菜面积 40442 亩，增加 27 亩。桑园面积 3625 亩，增

加 986 亩。

全年肉类总产量 19672.38 吨，比上年增长 3.44%。其中，猪肉产量 16398

吨，增长 3.72%；牛肉产量 1116 吨，增长 2.86%；羊肉产量 547 吨，增长 4.79%；

禽肉产量 1597 吨，增长 0.76%。年末生猪存栏 126115 头，下降 5.25%；肥猪出

栏 182953 头，增长 4.92%。禽蛋产量 1966 吨，增长 21.58%。

全年水产品产量 19592 吨，增长 3.13%。

全年木材产量 2510 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5.28%。

全年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面积 17.27 万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

面积 1.89 万亩。

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 15.46 万千瓦，同比增加 0.09 万千瓦，增长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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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 116919 万元，比上年增长 1.7%。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0.7%。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

值下降 14.8%；股份制企业增长 5.7%；私营企业增长 4.3%。分门类看，制

造业增长 4.9%，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16.8%，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下降 33.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 13.2%，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14.3%。

表 3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11]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成品糖 吨 64384.7 1.6
精制茶叶 吨 5074.66 -0.3
中药饮片 吨 52.5 1.48
饮料酒 千升 1019.36 -60.6

其中：白酒 千升 692 -60.5
松香 吨 13729.47 -34.1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157453 7.6
塑料制品 吨 266293 1.01
人造板 立方米 2322.85 22.6

其中：胶合板 立方米 2322.85 22.6
纸制品 吨 6466 -81.2

其中：瓦楞纸箱 吨 6466 -81.2
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1386.499 -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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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火电[12] 万千瓦小时 135.500 0.40
水电 万千瓦小时 1250.999 -30.40

初步核算，全年能源生产总量 20002.47 万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

28.61%。

年末全县发电装机容量 6.498 万千瓦，与上年持平。其中[13]，火电装

机容量 0.75 万千瓦，与去年持平；水电装机容量 5.748 万千瓦，与去年持

平。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 78476 万元，比上年增长 16.5%。全县具有资质等

级的企业 9个，年末从业人员 657 人，资产总额 48168.2 万元，总产值

114196.5 万元，建筑业企业利润 959 万元，比上年增长[14]1247.1 %。

四、服务业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63164 万元，比上年增长 6.9%；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20815 万元，增长 3.3%；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25841

万元，增长 19.0%；金融业增加值 23071 万元，增长 2.9%；房地产业增加

值 27058 万元，下降 15.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18714

元，增长 11.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 1663 万元，下降 15.9%。规模

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5442.9万元，比上年增长3.38%，利润总额-101.3

万元，下降 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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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公路运输总周转量增长 11.1%。临清高速公路（临沧至清水河）高速

公路建设项目全长 149.315 公里，双江境内约 6公里，在勐库镇冰岛村设互通立

交桥连通双江，2023 年 8 月 31 日正式通车，实现双江通边境到达市通高速目标；

临双高速公路（临翔至双江）建设里程全长 42.871 公里，双江段长约 30 公里，

2023 年 10 月 27 日建成通车，实现双江县城到市通高速路目标。

年末全县民用汽车保有量 12615 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 24 辆），

比上年末减少 9996 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 12477 辆，减少 9887 辆。民

用轿车保有量 11771 辆，减少 10322 辆，其中私人轿车保有量 11732 辆，

减少 10222 辆。新能源汽车 44 辆。

全年完成邮政行业寄递业务总量
[15]
161.29 万件，比上年下降 6.88%。

邮政业完成邮政函件业务 0.58 万件，包裹业务 0.004 万件，快递业务量

17.08 万件，快递业务收入 247.08 万元。全年完成电信业务总量
[16]
比上年

增长 5.94%。年末移动电话基站数
[17]
1733 个，其中 4G 基站 1048 个，5G 基

站 458 个。全县电话用户总数 15.01 万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 13.64 万户。

移动电话普及率为 86 部/百人。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18]
3.62 万户，比

上年末增加1.31万户，其中100M速率及以上的宽带接入用户
[19]
3.42 万户，

增加 1.28 万户。互联网上网人数 10.91 万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 10.61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69.1%，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58.5%。全年

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 20636 万 GB，比上年增长 11.4%。实现全县行政

村 5G 网络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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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11787.1 万元，比上年增长 8.3%。按经营

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89974.02 万元，增长 5.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21813.08 元，增长 10.3%。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 174965.63 万元，

增长 6.9%；餐饮收入 36821.47 元，增长 15.7%。

全年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7.5%，饮料类增长 90.7%，烟酒类下降 34.9%，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

长 25.2%，化妆品类增长 11.2%，金银珠宝类增长 6.2%，日用品类增长 6.4%，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18.9%，文化办公用品类下降 32.9%，家具类增

长 18.4%，通讯器材类增长 11.7%，汽车类增长 0.3%。

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20]
1535.8 万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

长 96.2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 0.73%。

六、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1]（不含农户）559578 万元，增长 0.92%。在固定

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第一产业投资 4949 万元，比上年下降 51.47%；第二

产业投资 180137 万元，增长 8.21%；第三产业投资 374492 万元，下降 0.88%。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2]265415 万元，增长 19.07%。基础设施投资[23]200050 万元，

增长 17.92%。社会领域投资[24]22043 万元，下降 41.84%。产业投资 288124 万元，

增长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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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3 年分行业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速度

行业
比上年增

长（%）
行业

比上年增

长（%）

总计 21.18 金融业 0
农、林、牧、渔业 -17.05 房地产业[25] 0.02
采矿业 -1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0
制造业 115.9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0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29.3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
-35.89

建筑业 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
-100

批发和零售业 997.89 教育 -81.4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6.41 卫生和社会工作 -76.31
住宿和餐饮业 -22.0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6.7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11.96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
-84.78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25]
48434 万元，比上年增长

[26]
4.4%。其中住宅投

资 36833 万元，下降 10.2%；商业营业用房投资 11529 万元，增长 129.7%。

全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27]
40518 平方米。年末新建商品房待售面积 46556

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待售面积 18745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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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3 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单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投资额 万元 48434 4.4
其中：住宅 万元 36833 -10.2

房屋施工面积 平方米 429838 21.7
其中：住宅 平方米 349092 23

房屋新开工面积 平方米 81539 -52.5
其中：住宅 平方米 65247 -56.4

房屋竣工面积 平方米 31193 593.2
其中：住宅 平方米 29701 0

商品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40518 -32.7
其中：住宅 平方米 30795 -41.0

本年到位资金 万元 49615 6.9
其中：国内贷款 万元 0

个人按揭贷款 万元 1228 -35.9

全县共有住宅小区 44 个，总建筑面积 196 万平方米。其中房地产开发

项目 18 个，总建筑面积 168.21 万平方米目前在库项目共 7个，建筑面积

52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 38.9 万平方米。引进物业服务企业 9家，有

物业服务管理住宅小区 12 个，业主自治管理住宅小区 32 个。实施棚户区

改造 9196 户，老旧小区改造 4072 户，建成保障性住房 6206 套，在建保障

性租赁住房1722套。县城区建成的4352套公共租赁住房，可分配住房 4322

套，已累计分配入住 4003 套，分配入住率为 92.62%。

七、招商引资

全县共有固定资产投资产业项目 182 个，协议资金 716038 万元，其中

省外项目 156 个，协议资金 629535 万元，省内市外项目 26 个，协议资金

86503 万元；工业项目 96 个，协议资金 291448 万元。自开始建设至本月

末累计到位资金 470237 万元；其中省外项目累计到位资金 394706 万元；

工业项目累计到位资金 186800 万元。自年初至本月末到位资金 40265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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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完成市级下达目标任务 310000 万元的 130%；其中省外项目年内到位

资金 328370 万元，完成市级下达目标任务 290000 万元的 113%；工业项目

年内到位资金 171808 万元，完成市级下达目标任务 90000 万元的 191%。

八、财政金融

全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507 万元，比上年下降 0.33%；其中税

收收入 14536 万元，增长 3.6%。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93008 万元，比

上年增长 2.9%。全年新增减税降费 8536 万元。

注：图中 2019 年至 2022 年数据为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数，2023 年为执行数。

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586236 万元，比年初增加 47824 万元，增长

8.88%，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417507 万元，比年初增加 36300 万元，增长 9.52%。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687484 万元，比年初增加 63173 万元，增长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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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双江自治县2023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年末数（万元） 比上年末增长（%）

各项存款 586236 8.88
其中：境内住户存款 417507 9.52

境内非金融企业存款 69635 -0.54
各项贷款 687484 10.12

其中：境内短期贷款 194626 15.06
境内中长期贷款 108207 21.05

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 140706 万元，增加 13219 万元。其中，个人

短期消费贷款余额 77581 万元，减少 386 万元；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余额 63125

万元，增加 13605 万元。

全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28]10301.41 万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

增长 7.86%。

九、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326 元，比上年增长 5.9%，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 5.7%。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13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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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增长 3.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3.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6604 元，比上年增长 8.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8.3%。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 2.18，比上年缩小 0.10。全县农民工人均月收入 3476

元，与上年持平。

全年全县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7990 元，比上年增长 11.4%，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 11.1%。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3860 元，

增长 9.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8.9%；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4910

元，增长 13.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3.1%。城镇恩格尔系数 23.9%，

农村恩格尔系数 32.1%。

年末全县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125857 人，比上年增加 1388 人。其中：参

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11568 人，比上年末增加 1699 人；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107942 人，减少 338 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 6347

人（在职 4563 人），增加 23 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14923 人，增加 1377 人。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7613 人，增加 177 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29]
168612 人，

增加 386 人。其中：生育保险参保 8075 人，减少 821 人。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人数 12506 人，减少 12 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155467 人，减少

241 人。年末全县共有城市低保 444 户 582 人，占非农业人口总数的 1.43%，发

放保障金 301 万元；农村低保对象 6842 户 10284 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 7.47%，

发放保障金 3433.54 万元；享受农村特困人员
[30]
救助供养金 662 户 674 人，其中：

城市特困供养对象 22 户 22 人，集中供养 63 人，分散供养 611 人，发放保障金

840.04 万元。与贫困户重合 2967 户 4831 人，其中：农村低保与脱贫户重合 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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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4801 人，城市低保与脱贫户重合 24 户 30 人，特困人员与脱贫户重合 176 户

180 人。全年临时救助
[31]
2714 户 5896 人，发放 873.8 万元。

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人数 3361 人，每人每月按 90 元发放；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人数 4475 人，其中：一级残疾 1403 人，每人每月按 100 元发放；二级

残疾 3072 人，每人每月按 90 元发放。发放补贴资金 647.908 万元。

全县共有现役军人家庭 309 户，退役军人 2364 名，享受定期补助优抚对象

总人数 1041 人，部分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 162 人，城镇部分重点

优抚对象 1人，军队离退休干部及无军籍职工（遗属）8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25 人，企业军转干部 13 人（领取困难补助 10 人），“三属”11 人。

办理结婚登记 867 对，离婚登记 249 对。

年末全县共有各类提供住宿的民政服务机构 6个，其中养老机构 6个。民政

服务床位
[32]

470 张，其中养老服务床位 470 张。

十、科学技术和教育

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2260.8 万元，比上年增长 28.4%，

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 0.28%。国家备案众创空间[33]1 家。高新技术企业 1

户 ，科技型中小企业 5户。全年授予发明专利权 5件，与上年持平。全年

商标注册 769 件，比上年下降 35.8%。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 5项，技术合

同成交金额 14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28.6%。公民具备科学素质[34]的比例

9.1%，比 2022 年的 8.0%增加 1.1 个百分点，比“十三五”末的 6.6%增加

2.5 个百分点。

表 7 2023 年专利授权和有效专利情况

指标 专利数（件） 比上年增长（%）

发明专利授权

其中：境内发明专利授权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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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有效发明专利 5 平

其中：境内有效发明专利 5 平

年末有效实用新型专利 20 -44.0
年末有效外观设计专利 2

年末全县共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 1家。完成蔬菜水果农药残留快速检测

29 期 12 类 52 个品种 2823 批次，合格 2822 个，合格率 99.96%；完成定量检测

10 期 290 批次，合格 289 批次，合格率 99.65%。累计有效期内实有 73 家企业/

组织 124 个“三品一标”农产品，其中：无公害农产品 24 个，涉及认证企业 15

家；有机农产品 87 个，涉及认证企业 50 家；绿色食品 12 个（香蕉、泡核桃、

芒果、白砂糖、茶叶），涉及认证企业/组织 7 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1 个（勐库

大叶种茶），涉及认证单位 1个。启用农产品地理标志（勐库大叶种茶）标识使

用企业 2 家 9 个茶叶产品。3 户企业 27 个产品使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云

南双江勐库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公共标识。

全县共有地震台站 1个，区域地震台网 1个，一般站 5个，预警终端设备 5

个，监测点 2个，基准站 1个，基本站 1个。

全年教育经费支出 34482 万元，增长 4.07%。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4.24%。

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172 所，其中：幼儿园 86 所（含 6 所民办幼儿园）、小

学 77 所（含 8 个教学点）、初级中学 6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1 所、完全中学 1

所、职业教育[35]中心 1所。

全年普通高中招生 1534 人，在校生 4445 人，毕业生 1475 人。初中招生 2225

人，在校生 6568 人，毕业生 1713 人。普通小学招生 2841 人，在校生 16015 人，

毕业生 2454 人。职业教育招生 246 人，在校生 621 人，毕业生 221 人。学前教

育在园幼儿 6279 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93.49%，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98.84%。

小学阶段入学率 99.98%，初中毛入学率 102.66%，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4.7%，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6.5%。

高考成绩喜人，超额完成“百名一本”目标，一本上线人数 133 人，比上年

79 人增加 54 人，二本上线 706 人，本科上线人数 839 人，本科人数首次突破 800

人，比上年 621 人增加 218 人，本科上线率 64.58%，本科上线率比上年提高 2

个百分点，总上线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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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受教育年限 7.32 年，主要劳动力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9.65 年。

十一、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

年末全县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 1个。文化馆 1个，公共图书馆

1个。馆内图书总藏量 82287 册，图书馆总流通[36]人数 10520 人，文献外借人

次 8595 人，外借册次 22785 册。有线电视实际用户 5083 户，其中有线数字电

视实际用户 3890 户。年末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99.8%，电视节目综合人口

覆盖率 99.8%。共登记管理县内网络新闻媒体、政务新媒体共 66 家 92 个平台，

在县内各类媒体刊发稿件 8400 余条，阅读量 10 万+的融媒体产品 87 条，播放量

100 万+的融媒体产品 20 条。开通发布了官方抖音账号“中国双江冰岛茶荟”，

共发布视频 68 条，账号增粉至 4.3 万+，共开展直播 31 场，录制 4 场，话题#

一品冰岛茶香双江#总曝光量 6035.5 万次，话题#我爱双江泼水狂欢#总曝光量

2818.9 万次，在人民网、新华网、云南电视台、云南网等媒体平台累计刊播《歌

舞伴茶香 与云南双江共赴一场千年茶乡之约》《品香茗 话茶事 赏一场云南双

江茶文化盛宴》等相关报道 176 条，浏览量 600 万＋，单条稿件浏览量最高达

100 万。中央媒体刊发双江稿件 229 条，省级媒体刊发双江稿件 63 条，综合排

名全市第一。布朗族舞蹈节目《濮韵.克广（布朗族蜂桶鼓舞）》，在“云南省

第十三届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活动”中荣获铜奖；邦丙乡布朗族蜂桶鼓舞被省文

化和旅游厅评为 2023—2025 年度“云南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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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共有档案馆1个，档案数量221个全宗。馆藏档案157个全宗55032

卷 460026 件。已开放各类档案 2785 卷，档案利用者 682 人次，档案查阅

利用 1465 件，馆藏数字化档案 594 万幅。

全年国内游客 214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4.7%。国内旅游收入 200298 万元，

增长 22.95%。乡村旅游收入 110282 万元，增长 22.95%。旅游业增加值 36905.70

万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4.54%。

年末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110 个，其中县级医院 3个，在县级医院中有公

立医院 2个，民营医院 1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04 个，其中乡镇卫生院 6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1个，诊所、卫生所、医务室 20 个，村卫生室 77 个；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3个，其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个，卫生监督所（中心）1个，

妇幼保健院 1个。卫生技术人员 1317 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417 人，

注册护士 567 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815 张，其中医院 581 张，乡镇卫生院 202

张。每千人口床位数为 7.5 张，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达到 7.39 人，每千人口

执业（助理）医师数为 2.25 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为 3.8 人，每万人口全科

医生数为 4.08 人。全年总诊疗人次
[37]
56.02 万人次，出院人次

[38]
1.56 万人次。

全县共收报法定乙类传染病 8种 753 例，死亡 9 例，发病率 463.1/10 万，

死亡率 5.54/10 万。丙类传染病共报告 5种 1400 例，无死亡，发病率 861.01/10

万。全县孕产妇死亡率为 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3.18‰，婴儿死亡率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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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常规疫苗接种率 96.02%。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

年末全县共有体育场地[39]712 个，体育场地面积[40]42.46 万平方米，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 2.61 平方米。成功举办中国“冰岛茶”杯云南省青少年 U

系列射箭锦标赛暨云南省校际联赛、“冰岛茶”杯云南省青少年射箭射击

校际联赛、中国冰岛茶杯中小学生射击射箭普及选拔赛、中国冰岛茶杯全

国射箭原野挑战赛、中国双江冰岛茶杯“一带一路”国际射箭邀请赛等省

级及以上射击射箭比赛 5次，双江籍运动员荣获全国金牌 1枚、银牌 3枚、

铜牌 5枚，省级比赛 30 金、28 银、35 铜的好成绩。

全县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463 人，其中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10 人、二级

社会体育指导员 13 人、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440 人，每千人公益社会体育

指导员比例达 2.55 人/千人。社区体育场地设施 8个。

十二、资源、环境和应急管理

全年全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41]18.6836 公顷，比上年下降 87.59%。

其中，工矿仓储用地 9.7479 公顷，增长 16.64%；房地产用地[42]0.7932 公

顷，下降 86.91%；基础设施用地 8.0930 公顷，下降 94.05%。

全年水资源总量 9.360 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 5742 立方米。总供水

量 1.0105 亿立方米。年末监测的水库蓄水总量 7150 万立方米，比上年末

下降 1.47%。总用水量 1.0105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1.15%。其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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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0.0735亿立方米，增长6.21%；工业用水0.0210亿立方米，增长5.00%；

农业用水 0.9125 亿立方米，增长 0.6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 0.0035 亿立

方米，与去年持平。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
[43]
133 立方米，下降 8.90%。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17 立方米，下降 32.00%。人均综合用水量 620 立

方米，增长 1.14%。人均生活用水量 124 升/日.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8.8%，

居全市第一。用水总量达到总量控制目标的 95.3%，为用水总量管理绿区。

全年完成造林面积66.67公顷，其中人工造林面积66.67公顷，占全部造林面

积的100%。森林覆盖率60.02%。省级澜沧江自然保护区1个，国家级森林公园1

个。开放性市政公园4个。全年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4.27平方公里。治理河段

26.33公里。

初步核算，全年能源消费总量 20.59 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1.8%。

初步测算，扣除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后，全县万元地区生产总值

能耗
[44]
0.2839 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 2.9%。

全年国控勐勐河南宋断面、小黑江检查站断面，省控纸厂桥断面达到或优

于Ⅲ类水体比例 100%，县级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在监测的区域中，双江县环境空气优良率 96.0%（轻度污染 12 天），细颗

粒物（PM2.5）为 18 微克/立方米。

区域噪声共 107 个点，昼间均值 52.9dB，夜间均值 40.9dB，根据《环境噪

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评价，区域噪声昼间、

夜间均为二级（较好）；道路交通噪声共 20 个点，昼间均值 57.0dB，夜间均值

48.2dB，根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评价，区域噪声昼间、夜间均为一级（好）；功能区噪声共 7个点，昼间达标率

和夜间达标率均为 100%。

重点区域（银厂河、勐勐河流域）农用地重金属污染现状调查项目已经全部

完工并形成土壤污染调查现状报告、详查报告及风险评估报告，土壤环境总体可

控。

现有市政道路 63.7 公里，五纵五横路网基本形成，路网密度 9.97 公里/平

方公里，道路面积率 18.75 %。环城南路及允俸连接线 7条支线，完善市政道路、

水网、电网，打通了断头路，扩大了城市建成区边界，县城建成区 6.39 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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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建成区公园绿化覆盖率 43.82%，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0.48 平方米；建成城

市污水主管网 57 公里，覆盖尹甸社区、新村社区、公很社区、允景社区、允俸、

铁厂等村组，污水收集率 4.77%（用水人口按 6.31 万人计），污水集中处理率

97.76%；自来水覆盖率 98%，用水普及率 95%，水质合格率 100%；建成县城雨水

管网 62 公里，县城道路装灯率 100%，道路亮灯率 95%；电力通信设施覆盖率 97%，

道路排水、人行道、公共厕所等设施配套率 86%；建成城市公厕 50 座；政府投

资、社会投资停车位及利用城市道路建成泊车位共 7184 个，实现智慧停车和扫

码收费车位 551 个。人均居住建筑面积 37.46 平方米。

全年平均气温为 21.2℃，比上年上升 0.6℃。

全年双江气象台共发布气象预警信号 210 次。其中：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123

期，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1 期，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14 期，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10

期，冰雹橙色预警信号 7期，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1期，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6期，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4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Ⅰ级预警 1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Ⅱ

级预警信号 11 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Ⅲ级预警 28 期，森林火险气象风险预警 4

期。

全年因受风雹、干旱、洪涝、生物等自然灾害不同程度的影响，灾情共造成

70219 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 5376.61 万元。森林火情 1起，没有发生重特大

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

全年共发生各类安全事故 1755 起，比上年上升[45]5.91%。其中：道路交通事

故 1689 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5.56%；死亡 9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10%；

受伤 245 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55.78%；财产损失 74.77 万元，与去年同期

相比下降 45.96%。火灾事故 66 起，同比上升 22.22%；死亡 1人，同比持平；受

伤 1人，同比持平；直接财产损失 187.7 万元，同比上升 949.54%。建筑施工、

非煤矿山、水上交通、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爆物品、工贸行业等重点行业

领域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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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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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15”战略：三年上台阶、八年大发展、十五年大跨越。

[3]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关行业增加值、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4]全员劳动生产率为国内生产总值（按 2020 年价格计算）与全

部就业人员的比率。

[5]全县人口不包括居住在我县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6] 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

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是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区内和区

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

[7]2023 年年末，0-14 岁（含不满 15 周岁）人口为 2.98 万人，

15-59 岁（含不满 60 周岁）人口为 10.03 万人。

[8]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是指报告期内城镇累计新就业人员数与自

然减员人数之差。

[9]年度农民工数量包括年内在本乡镇以外从业 6个月及以上的

外出农民工和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 6个月及以上的本地农民工。

[10]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按 2020 年价格计算。

[11]由于统计调查制度规定的调查范围变动、统计执法、剔除重

复数据等因素，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相关指标增速及变化按可比口

径计算。

[12]火电包括燃煤发电量，燃油发电量，燃气发电量，余热、余

压、余气发电量，垃圾焚烧发电量，生物质发电量。

[13]少量发电装机容量（如地热等）公报中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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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建筑业企业利润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报告期数据与上年已

公布的同期数据之间存在不可比因素，不能直接相比计算增速。主要

原因是：①加强数据质量审核，剔除主营业务不属于建筑业的相关数

据。②加强统计执法检查，对发现的问题数据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改

正。

[15]邮政行业寄递业务总量是指企业从事各类邮政普遍服务业

务、快递业务的总数量。

[16]电信业务总量按上年价格计算。

[17]移动电话基站数是指报告期末为小区服务的无线收发信设

备，处理基站与移动台之间的无线通信，在移动交换机与移动台之间

起中继作用，监视无线传输质量的全套设备数。

[18]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是指报告期末在电信企业登记注

册，通过 xDSL、FTTx+LAN、FTTH/O 以及其他宽带接入方式和普通专

线接入公众互联网的用户。

[19]100M 速率及以上的宽带接入用户是指报告期末下行速率

大于或等于 100Mbit/s 的宽带接入用户。

[20]网上零售额是指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主要从事实物商

品交易的网上平台，包括自建网站和第三方平台）实现的商品和服务

零售额，2023 年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

[21]固定资产投资相关指标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报告期数据

与上年已公布的同期数据之间存在不可比因素，不能直接相比计算增

速。主要原因是：①改进和完善数据质量审核评估方法，剔除不应纳

入报告期完成投资的前期土地费用以及跨地区、跨行业重复统计数

据。②加强在建投资项目审核，剔除流动资产、消耗性生物资产等不

符合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的项目。③加强统计执法检查，对发现的

问题数据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改正。



— 26—

[22]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内资企

事业单位以及由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业单位建造

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

[23]基础设施投资包括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

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业、邮

政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水利

管理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

[24]社会领域投资包括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投资。

[25]房地产业投资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外，还包括建设单位自建房

屋以及物业管理、中介服务和其他房地产投资。

[26]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新建商品房销售等指标增速按可比口径

计算。报告期数据与上年已公布的同期数据之间存在不可比因素，不

能直接相比计算增速。主要原因是：①加强在建房地产开发项目审核，

剔除单纯一级土地开发等非房地产开发项目。②加强商品房销售数据

审核，剔除退房和具有抵押性质等非商品房销售数据。③加强统计执

法，对发现的问题数据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改正。

[27]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是指报告期内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售的

新建商品房屋的合同总面积。

[28]原保险保费收入是指保险企业确认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

入。

[29]2023 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剔除部分重复参保情况。

[30]农村特困人员是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

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农村老年人、

残疾人以及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

[31]临时救助是指国家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

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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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给予的应

急性、过渡性的救助。

[32]民政服务床位除收养性机构外，还包括救助类机构、社区

类机构的床位。

[33]国家备案众创空间是指符合《发展众创空间工作指引》规

定的新型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且按照《国家众创空间备案暂行规定》

经科学技术部审核备案的众创空间。

[34]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是指崇尚科学精神，树立科学思想，掌

握基本科学方法，了解必要科技知识，并具有应用其分析判断事物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数据是面向 18-69 岁公

民开展抽样调查获得。

[35]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和技工

学校。

[36]总流通人次是指本年度内到图书馆场馆接受图书馆服务

的总人次，包括借阅书刊、咨询问题以及参加各类读者活动等。

[37]总诊疗人次是指所有诊疗工作的总人次数，包括门诊、急

诊、出诊、预约诊疗、单项健康检查、健康咨询指导（不含健康讲座、

核酸检测）人次数。

[38]出院人次是指报告期内所有住院后出院的人次数，包括医

嘱离院、医嘱转其他医疗机构、非医嘱离院、死亡及其他人次数，不

含家庭病床撤床人次数。

[39]体育场地调查对象不包括军队、铁路系统所属体育场地。

[40]体育场地面积是指体育训练、比赛、健身场地的有效面积。

[41]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是指报告期内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年

度土地供应计划依法以出让、划拨、租赁等方式与用地单位或个人签

订出让合同或签发划拨决定书、完成交易的国有建设用地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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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房地产用地是指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的总和。

[43]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按 2020

年价格计算。

[44]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按 2020 年价格计算。

[45]2022 年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数据进行了核实调整，2023 年与

上年对比按照调整后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城镇新增就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中等

职业教育中的技工学校数据来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营主

体、质量检验、国家标准制定修订、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数据来自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环境监测、碳排放权交易数据来自临沧市生态环

境局双江分局；水产品产量、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面积、新增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数据来自县农业农村局；木材产量、造林面积、种

草改良面积、国家公园数据来自县林业和草原局；水资源总量、用水

量、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数据来自县水务局；发电装机容量、新增

220 千伏及以上交流变电设备容量、电力消费量数据来自云南电网有

限责任公司临沧双江供电局；公路运输、水路运输、新改建高速公路

里程数据来自县交通运输局；民用汽车保有量、道路交通事故数据来

自公安局；邮政业务数据来自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云南省双江县分公

司；通信业、软件业务收入、新增光缆线路长度、互联网上网人数、

互联网普及率数据来自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棚户区改造、保障性租赁

住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数据来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财政数据来

自县财政局；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数据来自双江税务局；货币金

融数据、保险业数据由市统计局统一核返；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数据

来自双江医疗保障局；城乡低保、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

民政服务数据来自县民政局；优抚对象数据来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备案众创

空间、技术合同数据来自县科学技术局；专利、商标数据来自双江市

场监管知识产权局；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数据来自县科学技术协



— 29—

会；艺术表演团体、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旅游数据来自县文化和旅

游局；电视、广播数据来自县融媒体中心；档案数据来自双江档案局；

医疗卫生数据来自双江卫生健康局；教育、体育数据来自县教育体育

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来自县自然资源局；平均气温数据来自双江气

象局；农作物受灾面积、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干旱灾

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低温冷冻和雪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森林火灾、

受害森林面积、生产安全事故数据来自县应急管理局；其他数据均来

自县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