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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江自治县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

双江自治县统计局

2023 年 5 月 29 日

2022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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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和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全年工作主线，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积极应对自然灾害和疫情频发，精准落实国

家、省、市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打通了一批堵点卡点，

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县就业稳、物价稳、民生稳、

人心稳、社会大局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呈现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2]760297 万元，比上年增长

5.2%，两年平均增长[3]7.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30678万

元，比上年增长 5.0%，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26.9%，拉动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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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196560万元，增长 10.3%，对

经济增长贡献率 47.7%，拉动经济增长 2.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

增加值 333059万元，增长 2.8%，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25.4%，拉

动经济增长 1.3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为 30.3%，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25.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为 43.8%。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46644元，比上年增长 5.7%。

全员劳动生产率[4]为 66568元/人，比上年提高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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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374380万元，增长 6.4%，增幅高于地

区生产总值增幅 1.2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4.5个百分点，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为 59.6%，拉动经济增长 3.1个百分点，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为 49.2%，较上年提高 0.2个百分点。其中：第一

产业非公经济增加值 73413 万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业的

31.8%；第二产业非公经济增加值 160453万元，占地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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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的 81.6%；第三产业非公经济增加值 140514万元，占

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的 42.2%。全县非公经济总户数 21500户，

比上年增加 4243户，同比增长 24.59%。非公经济从业人员 39059

人，增长 27.76%。

民营经济增加值 480817万元，增长 5.5%，占全县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为 63.2%，比上年增加 0.6个百分点。

年末全县人口[5]16.30 万人，与上年持平。其中城镇常住人

口 5.8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35.99%，比

上年末提高 0.47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 0.1378万人，出生率

为 8.45‰；死亡人口 0.1438 万人，死亡率为 8.82‰；自然增长

率为-0.37‰。少数民族人口 8.3542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 46.82 %，

比上年提高 0.13个百分点，其中拉祜族 3.6585万人，佤族 1.4790

万人，布朗族 1.5042万人，傣族 1.1414万人。流动人口[7]0.2735

万人。人均预期寿命 73.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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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双江自治县 2022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标 年末数（万人）比重（%）

全县人口 16.30 100.0

其中：城镇 5.87 36.01

乡村 10.43 63.99

其中：男性 8.54 52.39

女性 7.76 47.61

其中：0-15岁（含不满 16周岁）[8] 3.48 21.35

16-59岁（含不满 60周岁） 10.39 63.74

60周岁及以上 2.43 14.91

其中：65周岁及以上 1.69 10.37

年末全县就业人员 10.39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3.77万人，

占全县就业人员比重为 36.3%，比上年末上升 0.9个百分点。全

年城镇新增就业 0.2946万人，比上年多增 0.0066万人。年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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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登记失业率为 3.68%。全县农民工[9]总量 6.8860万人，比上年

下降 0.32%。其中，外出农民工 0.5792万人，下降 19.24%；本

地农民工 6.3068万人，增长 1.87%。

全年新登记市场主体 4774户。其中内资企业 1001户，农民

专业合作社 27户，个体工商户 3746户。年末市场主体总数达 21891

户。

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成效。全年全县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10]

比上年下降 4.5%。县城空气质量优良率 98.98%，污染天数比去

年同期减少 8天，细颗粒物（PM2.5）浓度均值为 15微克/立方

米。县域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良好，3个国控、省控地表水考核

断面中，全年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 100%，县城市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对重点区域农用地重金属

污染现状调查，开展土壤化验等内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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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

全年完成农业总产值 350156万元，较上年增加 39818 万元，

增长 12.83%。其中：种植业产值 226193万元，增加 27795万元，

增长 14.01%；林业产值 17483万元，增加 1801万元，增长 11.48%；

畜牧业产值 76808万元，增加 5999万元，增长 8.47%；渔业产

值 19442万元，增加 3009万元，增长 18.31%；农林牧渔服务业

产值 10230万元，增加 1214万元，增长 13.46%。

常用耕地面积为 351606亩，全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527124

亩，增加 9094亩，增长 1.76%。粮食播种面积 330889亩，增加

2344亩，增长 0.71%。其中：小麦面积 22411亩，增加 30亩；

稻谷面积 40126 亩，增加 1436 亩；玉米面积 181102 亩，增加

3644亩；豆类面积 40816亩，减少 2913亩；薯类面积 36590亩，

增加 1063亩。

粮食总产量 76985吨，较上年增加 2925吨，增长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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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2 年双江自治县主要农副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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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85 3.95 七、茶叶 21041 9.78
#夏粮 10410 0.91 八、水果 20383.1 0.21

一、谷物 — — 九、核桃 35206.7 4.78
#稻谷 17440 0.15 十、蔬菜 74116.6 1.45
小麦 3191 -0.81 十一、澳洲坚果 1918.7 86.08
玉米 45751 6.57 十二、桑叶产量 4667 55.16

二、豆类 3804 -6.33 肉类总产量 19019 12.49
#大豆 1173 10.14 #猪牛羊肉 19002 23.4

三、薯类 5972 2.97 禽蛋 1617 4.05
#马铃薯 5056 2.04 出栏猪（头） 174368 19.69
四、油料 2294.2 0.53 出栏牛（头） 10722 3.8
#花生 200.8 -8.93 出栏羊（只） 32671 5.64
油菜籽 2091.1 2.02 猪存栏（头） 133100 -3.39
五、甘蔗 460260 2.11 水产品产量 18998 -5.86
六、烤烟 3493.7 5.29

全年油料面积 19305亩，增加 42亩。糖料面积 93857亩，

增加 1801亩。烤烟面积 29884亩，增加 2749亩。茶叶面积 321464

亩，增加 21173亩。果园面积 29939亩，减少 1693亩。蔬菜面

积 40415亩，增加 14亩。桑园面积 2639亩，减少 2053亩。

全年肉类总产量 19019吨，比上年增长 12.49%。其中，猪肉

产量 15810吨，增长 14%；牛肉产量 1085吨，增长 4.83%；羊

肉产量 522吨，增长 5.24%；禽肉产量 1585吨，增长 6.95%。

年末生猪存栏 13300头，下降 3.39 %；肥猪出栏 174368头，增

长 19.69%。禽蛋产量 1617吨，增长 4.05%。全年水产品产量 18998

吨，下降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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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木材产量 2650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7.63%。

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 15.37万千瓦，同比增加 1.71万千瓦，

增长 12.52%。

全年全县总灌溉面积 15.17千公顷，其中：耕地灌溉面积（有

效灌溉面积）15.13千公顷，园地灌溉面积 0.04千公顷；建成各

类水利工程 4774件。其中：水库工程 32件（中型水库 2座，小

（一）型水库 11座，小（二）型水库 19座），总库容 10391.02

万立方米；小塘坝 7座，总库容 44万立方米；窖池 1947座；引

水工程 2213件；提灌站 1件；机电井 56件；城乡供水工程 518

件；年末农村自来水供水人口达到 11.57万人；总供水量 10105

万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 9125万立方米，工业用水 210万立

方米，生活用水 735万立方米，生态用水 35万立方米。

全年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 3.68万亩，配套建成机耕道路 114

公里，田间灌溉沟渠 21公里，输水管道 16公里，蓄水池 49座，

坡改梯 2000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0.33千公顷。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 122378万元，比上年增长 7.1%。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4.2%。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分经济类型看，

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 1.7%；股份制企业增长 11.9%；私营

企业增长 21.3%。分门类看，制造业增长 18.4%，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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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双江自治县 2022 年主要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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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04.3 -2.9

精制茶叶 吨 4850.86 15.9

饮料酒 千升 2587.31 40.3

其中：白酒 千升 1753.77 40.4

松香 吨 20822 -1.6

商品混泥土 立方米 146365 -1.6

塑料制品 吨 2774.28 9.7

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17668.95 -5.22

其中：火电[12] 万千瓦小时 1560 2.14

水电 万千瓦小时 16108.95 -5.88

人造板 立方米 1893.94 22.0

其中：胶合板 立方米 1893.94 22.0

纸制品 吨 34329.72 5.2

其中：瓦楞纸箱 吨 34329.7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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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3.0%，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下降 6.7%，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增长 8.5%。

年末全县发电装机容量 6.498万千瓦，比上年末增长 11.84%。

其中[13]，火电装机容量 0.75万千瓦，持平；水电装机容量 5.748

万千瓦，增长 12.49%。

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 74182万元，比上年增长 15.9%。全县

具有资质等级的建筑企业 9个，年末从业人员 2481人，资产总

额 65803.6 万元，总产值 75250.5 万元，建筑业企业利润总额

-83.6万元，比上年减少 176.63%。

四、服务业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57220万元，比上年增长 0.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17635元，增长 4.1%；住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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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增加值 18963 万元，增长 3.1%；金融业增加值 23157 万

元，增长 2.3%；房地产业增加值 32738万元，增长 3.6%。全年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 5264.9万元，比上年增长 12.44%，

利润总额-151.5万元，增长 185.31%。

全年公路运输总周转量增长 5.4%。

年末全县民用汽车保有量 22611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

车 26辆），比上年末增加 2244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 22364

辆，增加 2278辆。民用轿车保有量 22093辆，增加 2236辆，其

中私人轿车保有量 22054辆，增加 2468辆。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25586万元，增长 19.53%。完成邮

政行业业务总量[14]1537.57万元，比上年增长 17.02%。邮政业全

年完成邮政函件业务 0.33万件，包裹业务 0.002万件，快递业务

量 16.03万件，快递业务收入 227.24万元。全年电信业务总量[15]

增长 19.9%。年末移动电话基站数[16]1355个，其中 4G基站 997

个，5G 基站 358 个。全县电话用户总数 14.49 万户，其中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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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用户 12.87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为 98.5 部/百人。固定互

联网宽带接入用户[17]2.31万户，比上年末增加 0.34万户，其中

固定互联网光纤宽带接入用户[18]2.14万户，增加 0.31万户。互

联网上网人数 9.95万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19] 9.92万人。互联

网普及率为 60.1%，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47.7%。全年

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 18524万 GB，比上年增长 10.3%。全

县 77个行政村（社区）4G网络综合覆盖率、光纤综合通达率达

100%。实现县城建成区及乡镇政府所在地 5G网络 100%覆盖，

行政村 5G网络覆盖率达 40%以上。

五、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5492.9万元，比上年增长 3.22%。

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85096.21万元，增长 7.0%；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10395.99万元，增长 0.5%。按消费类型统计，

商品零售额 163667.31万元，增长 3.1%；餐饮收入额 31824.89

万元，增长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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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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饮料类增长 5.5%，烟酒类增长 9.2%，服装、鞋

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8.4%，化妆品类增长 10.9%，日用品类增

长 5.9%，五金电料类增长 69.2%，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 26.7%，

书报杂志类增长 135.9%，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8.4%，文

化办公用品类增长 30.5%，汽车类下降 16.7%。

全年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20]782.5

万元，增长 302.3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0.40%。

六、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1]（不含农户）554500万元，增

长 21.18%。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第一产业投资 104034

万元，比上年增长 332.66%；第二产业投资 166476 万元，增长

19.03%；第三产业投资 283990万元，下降 3.30%。民间固定资

产投资[22]222912万元，增长 120.99%。基础设施投资[23]169644

万元，下降 33.45%。社会领域投资[24]37903万元，增长 1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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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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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66 房地产业[25] 3.11
采矿业 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
制造业 65.5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18.5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
144.55

建筑业 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
0

批发和零售业 -65.64 教育 152.8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0.91 卫生和社会工作 42.81
住宿和餐饮业 1883.8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42.8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20.6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
171.45

产业投资 236737万元，增长 165.13%。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46392万元，比上年增长 15.69%。其

中住宅投资 41002万元，增长 160.99%；商业营业用房投资 5020

万元，下降 69.47%。

全年全县各类棚户区改造 1503户，老旧小区改造 722户，

分配公共租赁住房 516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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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双江自治县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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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92 15.69
其中：住宅 万元 41002 160.99

房屋施工面积 平方米 353099 94.60
其中：住宅 平方米 283845 111.40

房屋新开工面积 平方米 171650 263.09
其中：住宅 平方米 149576 255.52

房屋竣工面积 平方米 4500 0
其中：住宅 平方米 0 0

商品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60228 9.29
其中：住宅 平方米 52174 -2.31

本年到位资金 万元 46409 18.93
其中：国内贷款 万元 0 0

个人按揭贷款 万元 1815 108.38

七、招商引资

全县共有招商引资统计项目 61个，其中结转项目 15个，新

增项目 46 个。协议资金 1589249 万元；累计到位资金 1589249

万元；年内到位资金 678048万元，比去年同期 650201万元增长

4.28%，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715200万元的 94.81%；其中省外到

位资金 384898万元，比去年同期 613201万元减少 228303万元，

下降 37.23%；工业项目到位资金 231233万元，比去年同期 45000

万元增长 413.85%，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51800万元的 5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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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项目投资额上看。61个统计项目中，500—2000万元以下

项目 13个，2000—5000万元以下项目 19个，5000—1亿元以下

项目 5个，1—5亿元以下项目 16个，5—10亿元以下项目 4个，

10—20亿元以下项目 3个，20—30亿元以下项目 0个，30—50

亿元以下项目 1个。

八、财政金融

全年全县财政总收入 47645 万元，减少 2385 万元，下降

4.77%。人均财政总收入 2923元，减少 126元，下降 4.23%。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31611万元，比上年下降 0.81%，其中税收收入

14026万元，下降 2.75%。

注：图中 2017 年至 2021 年数据为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数，2022 年为执行数。

全年全县财政总支出 216881万元，增长 14.19%；一般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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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支出 187551万元，比上年增长 15.36%。人均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11506元，增长 16.00%。

增值税留抵退税金额合计 391万元，共退 33户。制造业中

小微企业延缓缴纳税收 1249万元，阶段性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

91.78 万元。新增减税降费 2365 万元，其中：2022 年新出台的

政策减税降费 1418.45万元，2022年展期实施政策减税降费 693.6

万元，2021 年年中出台政策在 2022 年的翘尾新增减税降费

252.94万元。

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538412万元，比年初增加 18274

万元，增长 3.51%，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381207万元，增长 10.8%。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624311万元，比年初增加 31427万元，

增长 5.30%。全县新增中小微企业贷款首贷户 802户，金额 4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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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423户，金额增加 9197万元。普惠[26]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为 122628万元，较年初增加 32483万元，较去

年同期增加 34327万元，同比增长 38.87%，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全县个体工商户有贷户数 4854户，较去年同期增加 1180户，增

长 32.12%，贷款余额 9941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1%。全县

涉农贷款余额 454192万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 72.75%，余额较

去年同期增加 1527万元，同比增长 0.38%。

表6 双江自治县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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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各项存款 538412 3.51
其中：境内住户存款 381207 10.80

境内非金融企业存款 70013 -3.32
各项贷款 624311 5.30

其中：境内短期贷款 169151 24.18
境内中长期贷款 89389 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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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主要农村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

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 248418万元，比年初增加 21570万

元。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 127487万元，增加 12821

万元。其中，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余额 77967万元，增加 8908万

元；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余额 49520万元，增加 3913万元。

全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27]10148.63万元，按可比口径

计算，比上年增长 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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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4元，比上年增长 5.8%，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3.8%。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

数[28]21666 元，增长 4.7%。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34839元，比上年增长 3.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9%。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20911元，增长 1.8%。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301元，比上年增长 7.1%，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5.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16423 元，增

长 5.7%。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 2.28，比上年缩小 0.07。

按全县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29]，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11295

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15798元，中间收入组人均

可支配收入 21902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34639元，

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72532元。全县农民工人均月收入 3476

元，与去年持平。全年脱贫县[3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301

元，比上年增长 7.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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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县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6155 元，比上年增长 1.3%，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 0.7%。其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31]6313

元，比上年下降 0.5%，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39.08%。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1871 元，下降 8.2%，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 9.99%；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3157元，

增长 10.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85%。全县居民恩格

尔系数为 37.2%，其中城镇为 36.6%，农村为 39.6%。

年末全县养老保险参保 124469人，比上年增加 1902人。其

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9869人（在职 6881人），

比上年末增加 1150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108280

人，增加 722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 6320人（在职 4608

人），增加 30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13546人，增加 1215人。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7436 人，增加 226 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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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226 人，减少 1325 人，其中：生育保险参保 8896 人，增加

88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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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25885 人，支付养老保险待遇

25280.91万元（其中享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2988人，

发放养老金 10894 万元，享受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 1712

人，发放养老金 10732万元，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21071

人，发放养老金 3331.91万元）。享受工伤保险定期待遇 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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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伤待遇 58人，共发放待遇 323万元。发放失业保险待遇

107人 71.93万元，失业补助金支出 68人 13.17万元。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17042.01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支出 11275.26万元；离休干部医疗保障基金支出 66.13万元；公

务员医疗补助基金支出 971.97 万元；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理赔

1558.57万元，医疗救助 619.53万元，政府兜底报销 60.10万元。

年末全县共有城市低保 464 户 593 人，占非农人口总数的

1.04%，发放保障金 290.24万元；农村低保对象 6782户 9924人，

占全县农业人口的 9.21%，发放保障金 3011.81万元；享受农村

特困人员[32]救助供养 561户 575人，城市特困供养对象 21户 21

人，集中供养 57人，分散供养 539人，发放保障金 691.66万元。

与贫困户重合122户122人。全年临时救助[33]1553人，发放404.27

万元。

办理结婚登记 781对，离婚登记 232对。

全县 60岁及以上老人 2.43 万人，占总人口 14.91%；65 岁

及以上老人 1.69万人，占总人口 10.37%；80岁以上老人 0.3304

万人，占总人口 2.03%。

全县共有退役军人 25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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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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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25人，企业军转干部 11人，烈士遗属

9 人。全县共有现役军人家属 251 人。共为 32 位现役军人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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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去立功喜报，其中二等功 1 人，三等功 2 人，四有军人喜报

29人。

年末全县共有各类提供住宿的民政服务机构 6个，均为养老

机构。民政服务床位[34]605张，其中养老服务床位 390张。年末

共有社区服务中心 8个，社区服务站 8个。

十、科学技术和教育

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1760.8万元，比上

年增长 11.92%，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为 0.23%。截至年末，共

有临沧市科技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 1个，临沧市科技创新人才 2

人，实现零突破；新增市级本土科技特派员 1名，共有本土科技

特派员 13人；双江荣昇园食品有限公司曾顺超先生获得“云南省

创业省长奖提名奖”，双江荣昇园食品有限公司在 2022年云南省

创新创业大赛企业成长组决赛中，荣获三等奖；云南双江勐库茶

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戎玉廷先生获得临沧市“最美科技工作者”

荣誉称号。全年授予专利权 39件，比上年增长 85.71%。截至年

末，有效专利 5件，其中境内有效发明专利 5件。每万人口高价

值发明专利拥有量[35]0.31件。全年商标申请 1454 件，商标注册

1198件，比上年下降 11.78%。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 3项，技术

交易额 60万元，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300万元，下降 96.1%。

全县现有产品质量、体系和服务认证机构 1个，共完成国抽、

省抽、地抽及食用农产品抽样任务 966批次，合格 943批次，合

格率 97.6%。抽检工业产品质量 51批次，产品质量合格率 8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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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样品检验检测试验 8批次，合格率 100%。常态化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测，完成蔬菜水果农药残留快速检测 60期 11类 64个

品种 6329个样品，合格 6325个，合格率 99.94%。

表 7 双江自治县 2022 年专利授权和有效专利情况

指标 专利数（件） 比上年增长（%）

专利授权数 39 85.71
其中：境内专利授权 39 85.71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1

其中：境内发明专利 1
年末有效专利数 5 25.0

其中：境内有效专利

其中：有效发明专利 5 25.0
其中：境内有效发明专利 5 25.0

全县实有有效期内“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 58家企业/组织或

单位（无公害 15家、有机 40家、绿色 2家、地理标志登记 1家），

95个农产品（无公害 24个、绿色 2个、有机 68个、地理标志 1

个），启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主体 1个，（勐库大叶种茶）标识

使用企业 2家 9个茶叶产品。其中：种植产品产地认证 28592.106

公顷、畜禽产品产地认证 10.47万头（羽）、水产产品产地 19公

顷。

全年双江气象台共发布气象预警信号 130次。其中：雷电黄

色预警信号 100期，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10期，暴雨黄色预警信

号 3期，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4期，大雾黄色预警信号 2期，大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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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预警信号 3期，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7期，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1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Ⅱ级预警信号 9期，森林火险气象黄色

预警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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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32万元，增长 1.67%。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 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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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中心 1所。在校（园）学生 33589人，其中：学前 6942人、小

学 15631人、初中 6016人、普通高中 4422人、职中 596人；教

职工2201人。学校占地面积110.49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33.68

万平方米。

学前三年毛入园达 93.49%；小学适龄儿童净入学率为

99.98%，初中毛入学率为 102.66%；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4.33%；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96.5%。

普通高考本科上线人数大幅提升，共有 992人参加高考，600

以上 8 人；一本上线 79 人，二本上线 542 人，比上年增加 110

人。本科上线人数首次突破 600人，上线率 62.6%，本科上线率

连续 4年位居 8县（区）第一，总上线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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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22 年各类教育基本情况

名称

在校学生数（人） 招生数（人） 毕业生数（人）

人数 增减(%) 人数 增减(%) 人数 增减(%)

职业高中 596 -75.33 222 45.10 1979 1879.00

普通中学 6016 9.62 2203 7.83 1732 -2.70

高中 4422 5.36 1418 -9.39 1168 16.92
普通小学 15631 1.16 2491 -4.78 2312 5.19

幼儿园 6924 -4.97 3042 -18.77 2618 -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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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接收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

工人员子女 303人，其中：小学 107人、初中 196人；对 56名

重度残疾儿童实行“送教上门”，义务教育阶段适龄残疾儿童少年

全部入学。

十一、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

年末全县文化和旅游系统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1个，文化馆 1

个，公共图书馆 1个。馆内新增盲文图书 91册，装订期刊合订

本 528册，报纸合订本 76册，馆内图书总藏量为 80450册，全

年外借人次 2500人次，外借册次 7800册 ，总流通[37]3500人次，

人均图书拥有量[38]0.001册。

有线数字电视实际用户 4982 户，城镇 2107 户，农村 2875

户。高清互动有线数字电视实际用户 749户，“户户通”12355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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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 99.88%，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

盖率为 99.88%。新创作舞蹈 3个，歌曲 3首，说唱《乡村振兴

战略富边疆》1 个。成功举办双江自治县“喜迎二十大，奋进新

征程”歌咏比赛活动，各类文艺演出、文艺下乡共 72场次，观众

达 3.8万余人。有国家非遗项目 2项（布朗族蜂桶鼓舞、佤族鸡

枞陀螺）、省级非遗 3项、市级 5类 24项、县级 10类 131项；

有各级代表性传承人 59人；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1个（勐

库古茶园和茶文化系统）、省级红色革命老区 1个（大文乡）、

省级布朗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 1个（邦丙乡大南直村）、省级

古村落 1个（勐库镇冰岛村）。出版《冰岛湖》期刊 2期。

年末全县共有档案馆 1个，档案数量 221个全宗 117157卷。

已开放各类档案 61966卷（件），档案利用者 484人档案查阅利

用 970件 4595卷次，馆藏数字化档案 540万画幅。

全年国内游客 204.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72.65%。国内旅游

收入 162909万元，增长 66.21%。乡村旅游收入 89696万元，增

长 70.33%。旅游业增加值 30011 万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3.95%。

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104个，其中：县级医疗机

构 4个，卫生监督综合执法局 1个，乡（镇）卫生院 6个，城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个，民营医院 1个，学校医务室及个体诊所

16个，村卫生室 75个；全县卫生健康系统共有编制 551个，实

有在职在编人员 537人，共有卫生技术人员 1236人（含临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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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其中高级职称 81人，中级职称 127人，初级职称 849人。

共有乡村医生 182人，每个村卫生室至少有 1名乡村医生执业。

每千人口拥有卫技人员 7.5名、执业（助理）医师 2.13名、

注册护士 3.77名。全县共有病床 715张，每千人口拥有病床 4.3

张。全年总诊疗人次[39]56.42万人次，出院人数[40]14693人次。

密切关注疫情形势变化，两个检测点核酸日单检能力 9256管，

全县累计完成 3岁以上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411384剂次，疫

苗全程接种率 96.1%；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 27 例，其中确诊病

例 5例，无症状感染者 22例。

全县共报告法定乙类传染病 8种 314例，死亡 9例，发病率

为 176.18/10 万，死亡率为 5.04/10 万；丙类传染病共报告 6 种

581 例，无死亡，发病率为 325.99/10 万，传染病发病率低于全

市平均水平。完成儿童常规疫苗接种 36419针次，接种率达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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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完成艾滋病三个 90%任务，其中艾滋病发现率 93.63%、

抗病毒治疗覆盖率 93.07%、抗病毒治疗有效率 97.27%。无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报告。

全县孕产妇死亡率为 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4.98‰，婴儿

死亡率 4.15‰。

年末全县共有体育场地[41]709个，其中：篮球场 288个，足

球场 21个，排球场 12个，羽毛球场 15个，门球场 7个，地掷

球 5个，乒乓球场 190个，田径场 3个，全民健身路径 125条。

体育场地面积[42]40.97万平方米，人均场地面积 2.49平方米。15

分钟健身圈在城市社区覆盖率 100%，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

费开放率 100%。全县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3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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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人，每千人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比例达 2.31人/千人。

社区体育场地设施 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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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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0.5623公顷，比上年增

长642.11%。其中，工矿仓储用地8.4公顷，增长56.86%；房地产

用地[44]6.0577公顷，增长165.21%；基础设施用地136.1046公顷，

增长975.99%。

全年水资源总量7.79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4779立方米。

总供水量0.9990亿立方米。全年降水量22.88亿立方米。年末监测

的水库蓄水总量7257万立方米，比上年末蓄水量下降7.66%。全

年总用水量0.9990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0.81%。其中，生活用

水0.0692亿立方米，增长7.45%；工业用水0.02亿立方米，下降

61.98%；农业用水0.9063亿立方米，增长4.47%，人工生态环境

补水0.0035亿立方米，下降46.15%。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45]146

立方米，下降12.05%。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5立方米，下降

65.75%。农业灌溉亩均用水量565立方米/亩，增长0.71%。人均

综合用水量613立方米/人，增长1.99%。城镇人均用水量123升/

日.人，农村人均用水量80升/日.人。

全年完成造林面积2333公顷，其中人工造林面积83公顷，占

全部造林面积的3.57%。森林抚育666.67公顷。森林覆盖率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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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41.26平方公里。治理河段25.13

公里。

初步核算，全年能源消费总量20.12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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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5.2%。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30.2%。单位GDP

能耗0.3060吨标准煤/万元，下降4.4%。

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双江自治县小黑江检查站、南宋

2个国控断面水质符合Ⅱ类水标准，水质状况为优，完全满足水

环境功能区划Ⅲ类水质要求；勐勐河纸厂大桥1个省控断面水质

符合Ⅱ类水标准，水质状况为优，完全满足水环境功能区划Ⅳ类

水质要求。符合《云南省地表水水环境功能区划（2010-2020年）》、

《双江自治县水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控制要求，河流监测断

面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达100%；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双江县大棚

子水库、磨石箐二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Ⅱ类标准，双江榨房河

水源达Ⅰ类水质。双江磨石箐水源地为县城在用供水水源，纳入

县级水源地环境管理。农村饮用水监测检验合格率达48.1%，城

市饮用水监测合格率83.3%。

双江县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有效监测293天，其中：优

236天，良54天，轻度污染3天，中度污染0天，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率 98.98%。

加强重点区域（银产河、勐勐河流域）农用地重金属污染现

状调查，完成现场采样等外业工作，开展土壤化验等内业工作，

对辖区内各类废矿物油产生企业排查，排查汽修厂30个，电力行

业8家，采矿企业3家（已停产），制糖企业1家，对182家废矿物

油产生企业分8批次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培训。

城市声环境功能区点位监测，对107个区域声环境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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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20个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点开展监测，促进区域噪声环境质量

改善。县城镇区域环境噪声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二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县城镇建成区面积达7.43平方公里（勐库0.81平方公里），城

镇化水平35.99%，县城区市政道路总长62公里，人均拥有道路面

积18.54平方米，人均居住建筑面积32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9.89平方米，建成区绿地率35.97%，绿化覆盖率43.82%，城市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100％，

共建污水管网54.879公里，建成城市公厕32座。完成974座公共

厕所达标提升改造，实现智慧公厕22座，规划设置洗手设施666

个。

全年平均气温为20.6℃，比上年下降0.3℃。全年双江气象台

共发布气象预警信号216次。其中：其中雷电黄色预警信号159

期，暴雨蓝色预警信号4期，暴雨黄色预警信号10期，暴雨橙色

预警信号5期，暴雨红色预警信号1期，冰雹橙色预警信号4期，

大雾黄色预警信号1期，大风蓝色预警信号6期，大风黄色预警信

号2期，大风橙色预警信号1期，高温黄色预警信号1期。地质灾

害气象风险Ⅱ级预警信号21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Ⅱ级预警1期。

全县共遭受风雹、生物、洪涝等自然灾害。灾害共造成 45006

人受灾，经济损失达 23522.23万元。其中：农作物受灾 1344.02

公顷、成灾 918.35公顷、绝收 111.32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5640.3

万元；房屋因灾倒塌 6户 24间，一般损坏 1466户 2413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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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经济损失 1516.9 万元；养殖业大牲畜因灾死亡 120头，家禽

785 只，直接经济损失 95.5 万元；基础设施经济损失 14781.01

万元；公益设施经济损失 625.7万元；家庭财产损失 862.82万元。

全县共发生各类事故1657起。其中道路交通事故：1513起，

同比上升5.14%；死亡10人，同比下降44.44%；受伤353人，同

比下降11.75%；财产损失133.21万元，同比下降43.62%。火灾事

故：144起，无人员伤亡，直接财产损失142970万元，过火面积

10109.7 平方米，受灾户数33户，受灾人数24人，一次死亡3人

以上较大道路交通事故“零发生” ，全县总体交通安全形势稳中

有降，特别是勐库镇死亡事故“零发生”，实现了 “两下降一个零

发生”的摘牌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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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道路交通等相关行业领域未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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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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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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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两年平均增速是指以 2019 年同期数为基数，采用几何平均的方法计算的增速。

[4]全员劳动生产率为地区生产总值（按 2020 年价格计算）与全部就业人员的比

率，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对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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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对 2017-2019 年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数据

进行了修订。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

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

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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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21 年年末，0-14 岁（含不满 15 周岁）人口为 3.4 万人，15-59 岁（含不

满 60 周岁）人口为 10.6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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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部分产品产量数据进行了核实调整，2021 年产量增速按可比口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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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行业业务总量按 2020 年价格计算。

[15]电信业务总量按 2020 年价格计算。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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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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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固定互联网光纤宽带接入用户是指报告期末在电信企业登记注册，通过 FTTH

或 FTTO 方式接入公众互联网的用户。

[19]手机上网人数是指过去半年通过手机接入并使用互联网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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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根据统计调查方法改革和制度规定，对 2020 年固定资产投资相关数据进行

修订，2021 年相关指标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

[22]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内资调查单位以及由其

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调查单位建造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

[23]基础设施投资包括交通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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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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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贷款包括单户授信小于 1000 万元的小微型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

经营性贷款、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农户生产经营贷款、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消费贷

款、创业担保贷款和助学贷款。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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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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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人均收入中位数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低到高（或从高到低）

顺序排列，处于最中间位置调查户的人均收入。

[29]全县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低到高顺序

排列，平均分为五个等份，处于最低 20%的收入家庭为低收入组，依此类推依次为中

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

[30]脱贫县包括原 832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以及

新疆阿克苏地区 7个市县。

[31]服务性消费支出是指住户用于餐饮服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医疗服务等各

种生活服务的消费支出。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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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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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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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是指每万人口本国居民拥有的经国家知识

产权局授权的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明专利；

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维持年限超过 10 年的发明专利；实现较高质押融

资金额的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中国专利奖的发明专利。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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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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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人均图书拥有量是指在一年内全国平均每人能拥有的当年出版图书册数。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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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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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出院人数是指报告期内所有住院后出院的人数，包括医嘱离院、医嘱转其他

医疗机构、非医嘱离院、死亡及其他人数，不含家庭病床撤床人数。

[41]体育场地调查对象不包括军队、铁路系统所属体育场地。

[42]体育场地面积是指体育训练、比赛、健身场地的有效面积。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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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房地产用地是指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的总和。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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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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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城镇新增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技

工学校数据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货币金融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双江县支行；

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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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

管理局；环境监测等数据来自生态环境双江分局；水产品产量、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数据来自农业农村局；木材产量、造林面积、种草改良面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公园数据来自林业和草原局；新增耕地灌溉面积、水资源总量、用水量、新增水

土流失治理面积数据来自水务局；发电装机容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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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普及率等数据来自工业和信息化局；棚户区改造、保障性租赁住

房数据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财政数据来自财政局；新增减税降费数据来自双江税

务局；保险业数据来自市局反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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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服务数据来自民政局；优抚对象数

据来自退役军人事务局；国家重点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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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合同等数据来自科学技术局；专利、商标数据

来自双江市场监管知识产权局；教育数据来自教育体育局；艺术表演团体、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旅游数据来自文化和旅游局；电视、广播数据来自广播电视公司；图书

数据来自图书馆；档案数据来自档案馆；医疗卫生数据来自卫生健康局；体育数据来

自教育体育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数据来自自然资源局；平均气温、台风登陆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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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事故数据来自应急管理局；其他数据均来自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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