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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独山县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独山县统计局

（2021 年 5月 18 日）

2020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一改四促”中心任务，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和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在危机中育新

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一、综 合

初步核算，2020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29.39 亿元，同

比增长 3.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 23.29 亿元，同比增

长 6.7%；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 52 亿元，同比增长 6.2%；第三产

业增加值完成 54.1 亿元，同比下降 1.3%。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18：40.2：41.8，与去年同期相比，一产上升 1.1 个百分点，二

产降低 0.6 个百分点，三产降低 0.4 个百分点。

图 1：2018-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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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8-2020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万元

二、脱贫攻坚

截止 2020 年，全县全年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0.41 万人，累计

减少贫困人口 9.31 万人，全县贫困人口数实现清零，贫困发生

率从 2014 年的 29.2%降至 2020 年的 0%，比上年末下降 1.36 个

百分点，按时高质量打赢了脱贫攻坚之战，取得了全面脱贫攻坚

的绝对胜利。

指标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0 年比

2019 年增长

（%）

地区生产总值 1182123 1257416 1293919 3.3

第一产业增加值 200300 212946 232902 6.7

第二产业增加值 487277 513561 519968 6.2

工 业 401484 440878 445391 5.7

建筑业 85793 72684 74996 6.4

第三产业增加值 494546 530909 541049 -1.3

批发和零售业 69050 72000 71104 -2.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0488 55023 53393 -0.9

住宿和餐饮业 29523 32355 32699 -4.3

金融业 39342 42196 44715 4.7

房地产业 38241 41447 36440 -19.9

其它服务业 259657 279558 293283 -1.1

营利性服务业 81115 91735 90244 -10.1

非营利性服务业 178542 187823 203039 8.8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43476 46144 474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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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4-2020 年农村贫困人口及贫困发生率

三、农 业

2020 年，全县全面推进新型农业现代化，坚持农业结构优

化调整，加快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农业产业快速发展。随着

农村产业革命的深入实施，农业产业优势进一步扩大，取得明显

成效。全县共建设州级以上农业园区 7 个，其中省级园区 4 个，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到 3 个，入住园区龙头企业 39 个，农

民专业合作社累计发展到 598 个，新增带动农户数达 0.15 万户，

完成“三品一标”无公害种植业产地认定 9.63 万亩。农林牧渔

业增加值

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1.7 万公顷，同比下降 3.1；中草药

材作物种植面积 0.47 万公顷，同比增长 16.1% ；茶叶种植面积

0.88 万公顷，同比增长 5.9 %。全年粮食产量 8.7 万吨，同比下

降 0.5%。蔬菜、中药材、水果等经济作物产量较快增长，分别

增长 13.9% 、34.6% 、8.3% 。

表 2：2020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产量（吨） 同比增长（%）

粮食 87001 -0.5

其中：稻谷 70115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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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1850 2.1

玉米 2640 -4

马铃薯 10766 17

油料 8916 -3

其中：花生 213 -53

油菜籽 8703 -0.2

烤烟 280 -15.4

蔬菜 625805 13.9

中药材 80842 34.6

茶叶 2489 13.6

水果 73396 8.3

全年肉类总产量 22273 吨，同比增长 28.3%。其中，猪肉产

量 15161 吨，同比增长 40.2%；牛肉产量 3218 吨，同比增长 6.8%；

羊肉产量 652 吨，同比增长 4.7%；禽肉产量 3242 吨，同比增长

65.9%;牛奶产量 2115 吨，同比增长 2.2%；禽蛋产量 5347 吨，

同比增长 118.9%。

表 3：2020 年主要畜产品生产情况
指标名称 单位 绝对数 同比增长(%)

肉类总产量 吨 22273 28.3

其中：猪肉 吨 15161 40.2

牛肉 吨 3218 6.8

羊肉 吨 652 4.7

禽肉 吨 3242 65.9

牛奶产量 吨 2115 2.2

禽蛋产量 吨 5347 118.9

猪出栏数 头 138973 8.9

牛出栏数 头 22542 -5.4

羊出栏数 只 39731 -2.4

家禽出栏数 只 1665273 41.1

猪存栏数 头 85085 65.5

牛存栏数 头 39861 2.1

羊存栏数 只 14594 11.5

家禽存栏数 只 945542 8

四、工业和建筑业

2020 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89 户，全年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完成 34.28 亿元，同比增长 5.2%。其中，轻、重工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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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分别为 10.22 亿元和 24.06 亿元，分别增长 11.1%和 4.2%，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29.8%和 70.2%。

图 3：2016-2020 年全县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主要工业行业中，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等行

业、纺织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行业增加值增长较快，

分别增 28.8%,23.6%,22.6%。

表 4：2020 年规模工业分行业增加值及增长速度

单位：万元

行业名称
本月累计

（现价）

去年同期累计

（现价）

增长速度

（%）

合计 342791.9 330922.2 6.1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0 250.4 -100.0

非金属矿采选业 16581.8 17010.0 -1.5

农副食品加工业 12035.7 11003.5 0.9

食品制造业 6010.6 5292.4 14.8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4120.1 12693.6 13.7

纺织业 12943.7 10697.8 23.6

纺织服装、服饰业 2547.0 3264.6 -21.7

家具制造业 13499.4 13380.8 -1.0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9002.7 7160.5 28.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940.8 2494.9 14.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2444.5 11454.6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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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62822.4 67931.1 -3.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73348.8 67128.2 22.6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3850.1 21897.1 -4.5

金属制品业 0.0 0.0 -100.0

通用设备制造业 35569.5 35173.1 -2.3

专用设备制造业 5147.6 4941.9 4.2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业
6405.6 5601.0 14.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1797.5 13131.2 -5.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8256.0 18048.6 1.2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807.6 2366.9 17.7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较快。电子元件、蚕丝、砂石(省级

产品)分别增长 94.9%、45.3%、44.5%。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产品销售率 99.5%,比上年下降 0.1 个百分点。

表 5: 2020 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名 称 计量单位 本月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增长（%）

石灰石 万吨 0.00 11.00 -100.00

砂石(省级产品) 万吨 67.57 46.77 44.5

大米 万吨 4.46 4.11 8.5

饲料◇ 万吨 1.19 1.01 17.8

熟肉制品 吨 694.2 581.2 19.4

冷冻蔬菜 吨 3365.1 6337.8 -46.9

糖果 吨 10119.0 8983.0 12.6

饮料◇ 万吨 37.57 35.10 7.0

精制茶 吨 3863.2 3457.0 11.8

蚕丝◇ 吨 872.5 600.6 45.3

服装◆ 万件 0.00 32.01 -100.0

人造板◇ 万立方米 0.00 0.00 0.0

家具◇ 万件 10.24 10.64 -3.8

合成洗涤剂◇ 吨 5447.0 4659.0 16.9

塑料制品◇ 吨 0.77 0.68 13.2

硅酸盐水泥熟料◇ 万吨 70.52 69.90 0.9

水泥◇ 万吨 90.06 89.86 0.2

商品混凝土 万立方米 96.54 87.96 9.8

砖◇ 亿块 18.15 18.51 -1.9

夹层玻璃 平方米 33.4 48.3 -30.8

中空玻璃 万平方米 242.31 254.13 -4.7

日用玻璃制品 吨 28574.00 32742.00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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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合金◇ 万吨 43.1 38.9 10.8

十种有色金属◆ 万吨 1.40 1.21 15.7

白银（银锭） 万千克 6.8 7.5 -9.3

钢结构 吨 0.00 0.00 0.0

滚动轴承 亿套 26.8 27.8 -3.6

金属紧固件 吨 0.00 0.00 0.0

小型拖拉机 台 1595.0 1533.0 4.0

电动自行车 辆 72082.0 63027.0 14.4

电动机◇ 万千瓦 201.04 165.81 21.3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 万台 0.00 0.00 0.0

光电子器件◇ 万只(片、套） 0.00 0.00 0.0

电子元件◇ 亿只 8.48 4.35 94.9

产销率 (%) 99.5 99.6 -0.1

全年规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131.46 亿元，同比增长

2.4%;实现利润总额 5.02 亿元，同比下降 11.9%。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 7.5 亿元，同比增长 6.4%;资质内建筑企

业总产值 30.22 亿元，同比增长 10.1%。

五、固定资产投资

2020 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2%，其中：工业投

资同比增长 149.3%，产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 30.5%。

图 4：2016-2020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13.24 亿元，同比下降 25%。其中，

住宅投资 9.18 亿元，同比增长 21.1%；房屋施工面积 110.39 万

平方米，同比下降 35.5%。商品房销售面积 12.32 万平方米（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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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房），同比下降 85%。商品房销售额 5.02 亿元，同比下降 86.5%。

表 6：2020 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绝对数 同比增长（%）

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 13.24 -25.0

#住宅 9.18 21.1

办公楼 0.02 77.5

商业营业用房 3.34 -31.7

房屋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110.40 -35.5

房屋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0 -100

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12.32 -85.0

商品房销售额（亿元） 5.02 -86.5

六、国内外贸易、市场主体和旅游

2020 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4.31 亿元，同比增长

3.4%。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45.67 亿元，同

比增长 3.6%；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8.64 亿元，同比增长 2.5%。

表 7: 202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长速度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本 年 上年同期 同比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43112.5 525253.9 3.4

一、按经营地

1、城镇 456667.3 440872.2 3.6

其中:城区 354205.2 340102.6 4.2

2、乡村 86445.2 84381.7 2.5

二、按消费类型

1、商品零售额 471964.8 455863.8 3.5

2、餐饮收入额 71147.7 69390.1 2.5

限额以上商品零售额中，五金电科类、体育娱乐用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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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其他未列明商品类等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分别增长 506.1%、75.7%、125.8%、39.4%。

2020 年，全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完成 6351 万美元，同比

下降 57.1%。其中，出口额 5503 万美元，同比下降 5.4%；进口

额 848 万美元，同比下降 90.6%。

2020 年，全县个体工商户年末从业户数 18829 户，同比增

长 7.7%，从业人员 32009 人，同比增长 7.7%；注册资金 133051.62

万元，同比增长 11.5 %。私营企业 6204 户，同比降低 0.5%，从

业人员 42187 人，同比降低 0.4%，注册资金 223.01 亿元，同比

降低 0.7%。

2020 年，全县持续推进旅游产业发展，加强旅游景区基础

设施建设，深度开发挖掘净心谷景区、天洞景区、深河桥抗战遗

址等景区景点资源，2020 年全年过夜游客数 49.31 万人次，同

比下降 8%。

2020 年独山县省级风景名胜区 1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 2 个。

七、交通运输和邮政通信

2020 年，全县扎实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县内公路通车

里程 2015.66 公里，等级公路里程 304.183 公里，其中：高速公

路 155.61 公里。全年共完成客运量 984 万人次，旅客周转量

196841 万人/公里，分别同比增长 4%、4.3 %；货物周转量 248664

万吨/公里，同比增长 8.6 %。改造国省道项目 50 公里，建制村

通畅率达 100%，已建成招呼站 217 个。

邮政电信业平稳发展。全年邮政业务总量 3162.95 万元，电

信收入 2.1 亿元。固定电话用户 8459 户，同比下降 4.2%；移动

电话 27.72 万户，同比下降 20.4%。

八、财政、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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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 72142 万元（含出口退税），

同比减少 16.4%。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完成 41152 万元，同比减少

12.4%。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8498 万元，同比减少 43.8%。

图 5 2016-2020 年财政总收入及增长速度

全县公共财政支出完成 283132 万元，同比增长 1.9%，其

中卫生健康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增长幅度

较大，分别增长 64.3%、39.5%、17.6%。

表 8：2020 年财政收支情况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绝对数 同比增长(%)

财政总收入 72142 -16.4

其中：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41152 -12.4

其中：税收收入 18498 -43.8

其中：增值税 7004 -16.3

营业税 -17

企业所得税 914 -37.5

个人所得税 519 6.8

资源税 269 37.2

城市维护建设税 1104 -21.4

房产税 802 -53.7

印花税 1230 107.1

土地增值税 819 -37.5

城镇土地使用税 388 -6.1

契税 4067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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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占用税 325 96.7

车船税 934 8.5

烟叶税 53 -61

环境保护税 87 14.5

非税收入 22654 61.4

公共财政支出 283132 2.3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 27486 -12.8

公共安全 9237 8.7

教育 60438 12.8

科学技术 286 -96.9

社会保障和就业 37429 39.5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31579 64.3

节能环保 2783 -58.4

农林水事务 55438 16.5

文化体育和传媒 2809 14.8

城乡社区事务 5808 -69

住房保障支出 5896 -19.4

2020 年，金融业稳步发展，存贷款规模继续扩大。年末，全

县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 119.69 亿元，同比增长 8.5 %，

各项贷款余额 133.62 亿元，同比增长 10.0 %。

表 9：2020 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收支情况

指标名称 年末数（万元） 比年初增加额 同比增长（%）

各项存款余额 1196868 94057 8.5

其中：单位存款 198001 19202 10.7

其中：活期存款 166707 22885 15.9

定期存款 31294 -3683 -10.5

个人存款 856729 76574 9.8

其中：储蓄存款 - - -

财政性存款 10833 5632 108.3

各项贷款余额 1336213 121700 10.0

其中：短期贷款 241412 32965 11.0

其中：个人贷款及透支 168100 37182 20.0

单位普通贷款及透支 73312 -4217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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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贷款 1080503 76438 8.6

其中：个人贷款 311188 -47736 -11.0

单位普通贷款 769315 124174 19.2

九、教育

2020 年，全县深入实施教育改革创新，扎实推动科教兴县

战略。全年财政支出教育费用 6.3 亿元，同比增长 9%。各级各

类学校 103 所，同比增长 17.05%。全县教职工数 3966 人，同比

降低 0.85%。各级各类在校学生 54891 人，同比增长 2.50%。小

学适龄儿童入学率 99.94%，同比增长 0.04 个百分点；初中学龄

人口入学率 99.35%，同比增长 3.28 个百分点；学前三年毛入园

率 92.33%，同比降低 0.28 个百分点。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118.61%，同比降低 1.61 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2.19%

同比增长 0.15 个百分点.

表 10：2020 年教育事业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绝对数
同比增长

(%)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 所 103 17.05

其中：在校学生（含幼儿园） 人 54891 2.50

教职工 人 3966 -0.85

其中：专任教师 人 3282 -0.52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所 2 50.00

招生数 人 223 -59.01

在校生数 人 834 -17.83

毕业生数 人 110 -72.08

普通中学 -

其中：完全中学 所 0 0

高级中学 所 2 0

初级中学 所 5 0

九年一贯制学校 所 1 0

高 中 -

招生数 人 2139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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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数 人 5929 3.15

毕业生数 人 1919 -1.54

初 中 -

招生数 人 3878 -16.06

在校生数 人 12348 6.24

毕业生数 人 3234 9.44

普通小学 -

招生数 人 3975 -10.15

在校生数 人 23857 2.18

毕业生数 人 3548 -16.49

适龄儿童入学率 % 99.94 0.04

特殊教育学校 所 1 0

招生数 人 4 -83.33

在校生数 人 124 11.71

毕业生数 人 0 -100

幼儿园 所 51 45.71

幼儿园在园幼儿数 人 11799 0.81

十、文化、卫生

2020 年，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文化惠民”、“三馆一站”

工作取得新成效，县图书馆、文化馆运营良好。2020 年我县每

万人拥有“三馆一站”公用房屋建筑面积 237.03 平方米/万人，

图书馆藏书 5.4 万册，全年共接待读者 1.1 万余人次。全县广播

覆盖率达到 89.9 %，电视覆盖率达到 99.3%；全县开展摄影展、

送春联、送演出、送文艺辅导等文化活动 85 余场次，参与人数

1.5 万余人，观众达 11 万人次。

2020 年，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纵深推进，强化服务管理，公

共卫生工作持续加强。通过“全国基层中医工作先进县”复审，

县公立医院实现网络挂号诊疗服务。2020 年末，全县共有卫生

机构 167 个（含 11 所民营医院），同比增长 3%。全县卫生机构

床位 1835 张，同比增长 2%；千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 5.3 张；

卫生技术人员 2154 人(含私营机构)，同比增长 5%。其中：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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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医师 578 人，同比增长 7%；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

生数 2112 人；注册护士 889 人，同比增长 9%；乡镇卫生条件继

续改善，全县乡镇卫生院拥有床位数 248 张,乡镇技术人员 528

人。全年无甲类传染病报告，乙丙类传染病报告 17 种 1304 例，

总发病率为 480.12/10 万，同比上升 1.9%。全年完成 69616 剂

次疫苗接种，接种率达 97.32 %以上。各项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得到全面实施，孕产妇住院分娩率 99.53%，孕产妇死亡

率为 0/10 万，婴儿死亡率为 5.21‰，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

7.82‰，0-6 岁儿童健康管理率 92.81%，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

率 90.37%。免费为 7000 名农村妇女筛查宫颈癌，3006 名农村妇

女筛查乳腺癌。

十一、人民生活

2020 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城镇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34889 元, 同比增长 5.2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 20617 元，同比增长 1.58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达到 56.49 平方米, 同比下降 0.84%。

表 11： 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抽样调查数）

指标名称 单位 绝对数

家用汽车 辆 50.20

摩托车 辆 49.70

洗衣机 台 128.60

电冰箱（柜） 台 124.80

彩色电视机 台 144.60

热水器 台 117.50

移动电话 部 319.90

固定电话 部 0.00

图 6：全县 2016—2020 年城镇常住居民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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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724 元，同比增长 8.2%；

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 13623.33 元，同比增长 27.1%；农村

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56.17 平方米，同比增长 2.1%。

表 12： 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抽样调查数）

指标名称 单位 绝对数

家用汽车 辆 41.50

摩托车 辆 86.70

洗衣机 台 111.70

电冰箱（柜） 台 114.00

彩色电视机 台 126.30

热水器 台 95.80

移动电话 部 345.00

固定电话 部 0.00

图 7：全县 2016—2020 年农村常住居民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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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就业和社会保障

2020 年全县认真落实“招工引劳”工作部署，积极引导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 10152 人，同比下

降 7.5%。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 1003 人，同比增长 4.3%。年末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188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2.84%,农业富余劳

动力转移就业人数 8628 人，就业技能培训 11180 人，其中农村

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 11136 人。

2020年全县农民工外出务工人数 89491 人，在省外 7795 人。

外出务工返乡人员 384 人，开展就业技能培训 11136 人，创业培

训 296 人，带动就业人数 7826 人。

2020 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25418 人，同比增长 1.3%；失业

保险 16194 人，同比增长 34.8 %。

表 13： 2020 年社会保险情况

指标名称 单位 绝对数 同比增长（%）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人 27873 5.9

#企业职工 人 17375 8.4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人 226311 0.7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人 16194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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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人 24950 23.4

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人 14906 -2.2

领取失业金人数 人／次 164 115.8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人 22390 0.2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人 317085 1.2

全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16279人，同比上升 16.6 %。

其中：城镇居民 2848 人，同比上升 21.3 %；农村居民 13431 人，

同比上升 15.6 %。

全县建成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 543 套 (棚户区改造），

同比增长 127.2 %。改造农村危房 942 户，同比增长 134.6%。

十三、生态、环境和安全生产

2020 年，全县林业稳步发展。通过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

还林、石漠化治理、植被恢复造林等国家林业工程、项目，全县

荒山荒地造林面积完成 120 公顷，完成四旁（零星）植树 0.35

万株，年末实现封山育林面积 1200 公顷。营造林面积 0.13 万

公顷。2020 年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63.5%，较上年同期提高 1.66

个百分点。城区建成区绿地面积 880.5 公顷，同比增长 1.1%，

建成区绿地率 43.4 %，同比增长 1.1 百分点。

2020 年，县城环境空气质量稳定达到二级标准以上，优良

天数比例 100%。2 个县城、5 个乡镇及 10 个千人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4 个出境断面、2 个责任断面水质稳

定达地表水标准Ⅲ类以上。全县土壤、噪声和辐射环境质量总体

稳定良好。辖区内未发生特大（Ⅰ级）、重大（Ⅱ级）突发环境

事件。

2020 年全年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5 起，同比下降 62 %；死

亡 4 人，同比下降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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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公报所列各项数据为年度初步统计数据。

【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绝对数按现

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3】规模以上工业统计口径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以上工业企

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口径为计划总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和房地产投开发项目投资。限额以上批发业统计口径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以上批发企业和个体户，限额以上零售业统计口径为年主营业

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零售企业和个体户，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统计口

径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以上住宿、餐饮业企业和个体户。

【4】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原因，存在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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