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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实 力
实现历史性

75年来
普洱经济成绩单

数
说

生产
总值

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普洱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砥
砺前行，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加快构建多层
次社会保障体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市
委、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
市各族人民勠力同心、笃行实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
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和挑
战，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市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社会大局保持和谐
稳定，综合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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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全市生产总值仅为1.04 亿元

●1978年，全市生产总值为2.71 亿元

●2021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大关

●2023年，全市经济总量达到1090.91 亿元

人 均
GDP

●1952年，全市人均GDP仅为103元

●1978年，全市人均GDP仅为145元

●1993年，全市人均GDP突破千元关口，达到

1033元

●2010年，全市人均GDP突破万元关口，达到

10650元

●2023年，全市人均GDP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

比翻了8.8 番，与改革开放之前比翻了8.3 番，实

现历史性跨越

财政
●1952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仅为522 万元

●1978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增加至 3082
万元

●1988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突破亿元大关

●2007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突破10亿元大关

●2023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达72.45 亿元

经济
结构

●1952年，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67%，

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1%
●1952年—1978年，三次产业结构比由67.0:

1.3:31.7调整优化为59.1:19.4:21.5

●2012 年，三次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为 26.8:

27.6:45.6

●2023年，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优化为

25.0:22.9:52.1，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 602.16
亿元，占比过半达到55.2%

农业

●1952年，普洱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仅为1.13
亿元，粮食产量仅为24.22 万吨

●1978年，粮食产量55.04 万吨，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达到2.7 亿元
●1979年—2012年，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

5.6%
●2023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 443.89

亿元，比1952年翻8.6 番，比1978年翻7.3 番

●1952年，服务业增加值仅为0.33 亿元

●1978年，服务业增加值仅为0.58 亿元

●2023年，服务业增加值达567.9 亿元，占经

济总量52.1%

服务业

●1965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52元，城

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仅为469元，城

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仅为10元

●1978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60元，城

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仅为574元，城

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仅为12元
     ● 2023 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790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62元；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5451元，农村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15069元

收入

社会
保障

●2012年末，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人数达到14.08 万人，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人数

123.73 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18.98 万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农村居民

192.87 万人
●2023年末，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

数达到35.19万人，比2012年末增加21.11万人

生
活
水
平

●2012年末，全市公路通车里程达
到 19424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

里程 198公里，一级、二级公路共921
公里

●2023年末，全市公路通车里程为
30865.41公里，航空网增加澜沧景迈
机场，铁路从无到有
     ●2023年末，9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761个贫困村全部出列、60 万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

●2023 年末，176.8 万农村人口

告别饮水不安全的历史，35.3 万户农户
住进安居房

教育

●1950年，全市仅有普通中学9所，

小学300所，中、小学在校学生2.6万人
      ●2023年，全市共有基础教育和职
业教育学校 986 所，在校学生共计

41.88 万人，有教职工 3.17 万人；有

高等教育学校 1 所，在校学生达到

13120 人 ；九 年 义 务 教 育 巩 固 率

97.15%，高 中 阶 段 毛 入 学 率

92.21%

卫生

●1952年末，全市仅有医生24人，

床位数110张
●1978年末，全市拥有医疗卫生机

构326个，拥有卫生床位数2031张，

医生数增加至1119人
●2023年末，全市拥有医疗卫生机

构 1738个，拥有卫生床位 19161张，

卫生技术人员 20915 人，建立了覆盖
市、县、乡、村的医疗服务保障体系

文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直至1978年，普洱
市没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站、文物管
理所、体育馆、电视台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

●2023年末，全市共有各种艺术表
演团体 11个、文化馆 11个、公共图书馆

11个、博物馆10个
●2023年末，全市广播、电视人口覆

盖率分别达到 99.3% 和 99.6%；有

调频、电视转播发射台134座，中短波广

播发射台7座

（来源：普洱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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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实力由弱变强

农业生产逐步走向
多 元 化 发 展

工业体系逐步完善

服务业蓬勃发展

居民收入持续增加

生活条件显著改善

卫生事业
蒸蒸日上

教育事业
长足发展

工业 ●1952年，全市工业增加值为111 万元

●1978年，工业增加值为4220 万元

●2012年，工业增加值达77.52 亿元

●2014年，工业增加值突破100 亿元大关

●2023年，实现工业增加值154.69 亿元

（数据截至2023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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