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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5年，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困难，云南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

应对各种挑战，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全力以赴“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全省经济平稳

增长，增速保持合理区间，发展方式进一步转变，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改革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就

业形势保持整体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 

全省金融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稳健货币政策，金融运行总体稳健、效率有所提高，货币信贷和社会融

资规模合理适度，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进一步改善，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潜在风险不容忽视，金融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力度不断增强。 

2016年，云南省发展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可能性依然很大。金融部门将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落实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各项信贷政策，深化金融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改

善金融服务，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适宜的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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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5年，云南省金融业运行平稳，金融创新

稳步发展，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金融生态环境不

断优化,金融服务水平继续提升，为经济稳增长、

调结构、惠民生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银行业稳健发展，货币信贷合

理增长 

2015年，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

实稳健货币政策和各项信贷政策，信贷总量超过

2万亿，信贷结构优化调整，贷款利率总体下行。 

表 1  2015年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大型商业银行 1600 35798 11603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88 2001 4343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422 7938 5001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202 4419 2104 3

五、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2376 21499 8548 133

六、财务公司 5 114 141 4

七、信托公司 1 216 22 1

八、邮政储蓄 876 2924 860 0

九、外资银行 6 124 79 0

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83 1644 237 49

十一、其他 1 69 396 1

合             计 5660 76746 33334 191

营业网点

机构类别
法人机构

（个）

 

注：营业网点不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

业银行、股份制银行金融机构总部数据；大型商业银行包

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

行和交通银行；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仅有村镇银

行；“其他”仅有金融租赁公司。 

数据来源：云南银监局。 

1.综合实力稳步增强，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2015年末，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同比

增长 12.1%，资产利润率 2%、比上年末下降 0.4

个百分点。金融服务覆盖面稳步扩大，机构个数、

从业人数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179个、1113人。年

内分别新设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财务公司

法人 1 家、8 家和 2 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村

镇银行、财务公司资产增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

19.1%、30.5%和 31.4%（见表 1）。 

2.各项存款增速改善，活期化特征明显。2015

年末，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2.5万亿元，比年初增加 2610.5亿元，同比多增

872.0 亿元。下半年，受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财

政存款支出加快等因素影响，本外币存款增速有

所回升，年末余额同比增长 11.3%，比 6 月末和

上年末分别提高 4.8个、3.1个百分点（见图 1、

图 3）。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和金融创新

产品的不断推出，定期存款增速放缓，存款活期

化特征明显，全年住户、非金融企业本外币活期

存款增量占全省本外币存款增量的 44.1%。由于

下半年股票市场波动，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

速回落，但仍明显快于住户和非金融企业存款。

年末外币存款余额同比下降 21.7%，比上年末下

降 59.2个百分点（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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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图 1  2014-2015 年云南省金融机构 

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3.各项贷款较快增长，信贷支持重点突出。

2015年末，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

额 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比上年末提高

1.8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 2598.4亿元，同比多

增 400.2亿元（见图 2、图 3）。云南省银行业金

融机构坚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并重，盘活存量、

优化增量，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效率。年末，

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比年初增加 945.4亿元，新

增额是上年全年的 1.6 倍，有力支持全省“四个

一百”重点项目
1
的投资建设；服务业贷款余额同

比增长 18.6%，占三次产业贷款余额比重比上年

末提高 1.8个百分点；支农、支小金融服务水平

明显改善，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分别比

上年末提高 3.0 个、8.7 个百分点；民生领域贷

款增长较快，贫困地区贷款增速比同期全省贷款

平均增速高 0.5个百分点，全年全省累计发放创

                                                        
1 “四个一百”重点项目，即 100 个竣工投产项目、100

个在建项目、100 个新开工项目、100 个重点前期工作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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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促就业小额担保贷款 74.4 亿元。中国人民银行

昆明中心支行加强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

工具的运用，合理引导信贷资金投向，降低融资

成本。全年全省累计发放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

74.3亿元，累计办理再贴现 239.5亿元，为实体

经济节约融资成本共约 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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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图 2  2014-2015年云南省金融机构 

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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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图 3  2014-2015 年云南省金融机构 

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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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图 4  2014-2015 年云南省金融机构 

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专栏 1  积极改进金融服务  提升金融扶贫精准度 

云南省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2014年末，全省贫困人口 574万人，居全国第 2位。解决贫

困问题是云南省实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中之重。2015年，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紧紧

围绕脱贫攻坚重点任务，精准对接金融需求、精准完善支持措施，推动金融服务到村到户，增强贫困人

口自我发展能力，为实现脱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撑。 

金融扶贫支持保障机制不断完善。一是建立工作机制，做好精准扶贫设计。建立了云南省扶贫开发

金融服务工作协调机制、滇西边境片区扶贫开发金融服务联动协调机制，制定了《滇西边境片区扶贫开

发金融服务联动协调机制工作方案》等文件，推动金融机构细化金融扶贫工作措施，积极参与扶贫开发。

二是以精准对接为核心，创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探索推出支农再贷款“四位一体”扶贫模式
2
。年内，

支农再贷款“四位一体”扶贫模式下投放涉农贷款 18.0 亿元，为实体经济节约融资成本约 8838万元（含

财政贴息）。全年全省 93 个贫困县（市）区人民银行累计发放支农再贷款 47.9 亿元，占同期全省支农

再贷款累放金额的 69.1%。三是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引导信贷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以 43个贫困

县为试点，云南省财政共安排风险补偿金 2.15 亿元，调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向建档立卡贫困农户发放

                                                        
2 支农再贷款“四位一体”扶贫模式，即支农再贷款+农村信用社配套资金贷款+优惠利率+地方财政利差补贴，农村信用

社根据借用的支农再贷款金额，按 1：1 比例匹配资金，向借款人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地方财政对农村信用社配套资金发

放的贷款进行利差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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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的积极性。继续发挥扶贫贴息贷款政策的作用，全年全省累计发放扶贫贴息贷款 131.6亿元，

贴息资金 5.5亿元、较上年增加 2亿元。四是搭建平台，精准对接。搭建政银企合作平台，增强信息透

明度，提升金融服务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领域的对接精准度。 

金融扶贫效果逐步显现。一是金融组织体系日趋完善。年末，全省贫困地区共有县级银行业金融机

构 507家、服务网点 3322个，分别比年初增加 10家、47个，保险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分别达 822家和

328家，均比年初增加 13家，基本形成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助农取款点协调配合、

共同参与的金融扶贫开发新格局。二是信贷投放较快增长。2015 年末，全省 93 个贫困县（市）区各项

贷款余额 5898.1亿元，同比增长 16.2%，比同期全省各项贷款平均增速高 0.5个百分点，贷款增量占同

期全省各项贷款增量的 33.0%，占比较上年提高 0.9 个百分点。政策性银行作用较好发挥，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云南省分行累计向 98 个项目发放异地扶贫搬迁贷款 218 亿元，解决建档立卡贫困农户住房建设

资金问题。三是金融产品创新力度不断加大。结合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贫困农户就业创业就学

的融资需求特点，推出经济林果所有权抵押贷款、阳光富民贷款、红色信贷、财政扶贫风险补偿基金贷

款等一批“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实现“扶持一户、带动一片”的效果。四是金融服务便捷性提高。

新型支付工具及业务推广取得积极进展，2015年末全省贫困地区建成集小额取款、转账、查询、缴费及

消费功能于一体的助农服务网点 13477个，比年初增加 1013个，布放自助设备 118993台，比年初增加

19487台。 

在扶贫开发各项政策措施的共同作用下，2015 年云南省实现 103 万人脱贫。2016 年 2 月，云南省

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云南省金融支持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已印发实施。下一步，全省金融部门将按

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加强与地方政府部门的政策互动、工作联动和信息共享，提升金融扶贫水

平，为云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金融支持。 

表 2  2015年云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各利率浮动区间占比 

单位：%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下浮 7.6 9.8 12.1 7.0 8.7 11.7

基准 12.6 10.4 13.5 15.4 13.3 9.4

小计 79.8 79.8 74.4 77.6 78.0 78.9

(1.0-1.1] 19.8 16.0 17.0 12.8 12.2 17.7

(1.1-1.3] 24.1 22.0 19.6 23.4 23.6 21.6

(1.3-1.5] 18.4 18.9 18.5 18.9 21.0 20.7

(1.5-2.0] 16.0 21.2 17.6 20.0 18.4 15.7

2.0以上 1.5 1.7 1.7 2.5 2.8 3.2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下浮 6.2 6.3 8.6 25.4 18.3 11.6

基准 12.6 10.9 15.7 14.2 14.0 20.9

小计 81.2 82.8 75.7 60.4 67.7 67.5

(1.0-1.1] 12.4 18.9 14.0 12.4 12.0 13.2

(1.1-1.3] 22.1 23.9 19.5 12.6 15.8 18.3

(1.3-1.5] 20.2 16.7 16.8 14.5 14.8 14.5

(1.5-2.0] 21.8 19.4 20.7 16.6 19.8 16.6

2.0以上 4.7 3.9 4.7 4.3 5.3 4.9

上

浮

月份

月份

上

浮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4.存款定价分层有序，贷款利率总体回落。

2015年，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应对利率市

场化改革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着力增强自主合理

定价能力，分层有序的存款定价格局基本形成。

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不断完善定价机制建设，11家

机构成为全国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成员，累计

发行同业存单 152.5亿元、大额存单 28.1亿元，

主动负债能力和市场化定价水平提高。良好的存

款定价秩序为降低贷款利率营造了适宜的环境。

加之年内 5次降息的政策效应、央行低成本资金

的引导，全省贷款利率总体下行，执行下浮和基

准利率的贷款占比提高（见表 2）。 

5.金融改革有序推进，服务实体能力有效提

升。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扎实推进，经

常项下个人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跨境人民币双

向贷款业务试点、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快

速发展，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云南云天化联

合商务有限公司获得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

试点资格，全国首家中缅货币兑换中心挂牌成立，

金融支持涉外经济发展能力明显增强。开发性政

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稳步推进，支持重点领域、扶

贫开发成效显著。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三

农金融事业部”改革继续深化， “三农”金融服

务水平有所提升。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改革步伐加

快，资本实力不断增强，内控机制进一步完善，

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实现零的突破。农村承

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

工作扎实开展，试点地区分别为 6个和 3个。 

6.不良贷款持续“双升”，风险总体可控。2015

年末，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不

良贷款率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241.9 亿元、提高 1

个百分点。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有效措施防控和

化解不良风险，年末贷款拨备率同比提高 0.7个

百分点，拨备覆盖率同比回落 73.4个百分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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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 156.2%的较高水平。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资本

充足率稳步提高。 

7.跨境人民币业务平稳发展，辐射面持续扩

大。2015年，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办理跨境

人民币结算 752.3亿元，同比下降 3.6%，在同期

本外币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 39.0%，比上年提高 5

个百分点。其中，跨境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 547.6

亿元，同比增长 14.0%，占全省外贸总额的 36.0%，

比上年提高 10个百分点；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

算 77.4亿元，同比增长 41.3%。自试点以来全省

跨境人民币累计结算额达 2774.5亿元。跨境业务

辐射面进一步扩大，参与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银行

分支机构 419家，涉及企业 1849家，境外地域覆

盖面扩大至 70个国家和地区。 

（二）证券业改革创新步伐加快，融

资功能有效发挥 

2015年，云南省证券期货业稳健发展，经营

机构实力不断提升，上市公司数量继续增加，多

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1.机构实力继续提升，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

2015年，云南省新增证券分公司 4家、证券营业

部 11家、期货营业部 3家。证券市场交易活跃，

经营机构实力不断提升。全年全省证券市场累计

总成交金额同比增长 1.7倍；年末两家法人证券

公司总资产同比增长 1倍，资产利润率比上年提

高 0.3个百分点。期货市场平稳发展，新增锡、

镍等上市品种。年末，两家法人期货经营机构总

资产同比下降 2.5%。 

表 3  2015年云南省证券业基本情况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2

总部设在辖内的基金公司数(家) 0

总部设在辖内的期货公司数(家) 2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30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111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6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1213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584

        中期票据筹资额（亿元） 361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云南证监局。 

2.证券市场融资功能有效发挥，为实体经济

提供积极支持。2015年，云南省继续发挥“中小、

非公企业上市培育专项扶持资金”的作用，鼓励

和支持企业上市融资。年内 1家企业成功首发上

市，境内上市企业数量增至 30家。全年境内股票

募集资金 110.5亿元（见表 3），同比增长 57%，

首次公开募股（IPO）融资 3.6亿元。 

3.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新三

板挂牌企业明显增多。2015 年，云南省新增 41

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挂牌企业数量增至 55家。

全年 21家挂牌企业累计融资 10.6亿元，融资方

式日趋多样，股票融资、公司债融资、股权质押

融资占比分别为 37.2%、10.3%和 52.4%。企业新

三板挂牌积极性提升，结构更趋合理，民营企业

占比 92.4%。 

（三）保险业发展水平全面提升，保

障服务功能不断增强 

2015年，云南省保险业较快发展，服务覆盖

面持续扩大，产品品种不断丰富，风险补偿功能

有效发挥。 

表 4  2015年云南省保险业基本情况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1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1

               人身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35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3

               人身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2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435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01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33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173

保险密度（元/人） 917

保险深度（%） 3  
数据来源:云南保监局。 

1.保险市场体系不断健全，行业实力稳步提

升。年末，云南省省级分公司以上保险公司 36

家（见表 4）、比上年增加 2家，保险中支及以下

机构 2766家、比上年增加 96家；专业中介、兼

业代理机构分别为 63家和 6284家，多元化的市

场主体格局基本建立。保险市场延续良好发展态

势，全年实现保费总收入 434.6亿元，同比增长

15.6%；年末保险公司资产总额 661.4亿元，同比

增长 15.7%。 

2.保险功能有效发挥，银保合作取得积极进

展。2015 年，云南省保险密度 916.5 元/人，同

比增长 14.9%，保险深度 3.2%，比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全年保险赔付支出金额同比增长

14.8%，增速比保费收入低 0.8个百分点，与财产

险保费支出增速低于其收入等因素有关。大力发

展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年末全省累计成功出单项

目 53个，贷款金额 1.3亿元。 

3.产品结构趋于均衡，产品品种不断丰富。

2015年，云南省人身险保费收入增速比财产险高

3.4个百分点，速差较上年收窄 10.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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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保范围稳步扩大，产品品种不断丰富。农业保

险范围扩大至畜牧、果蔬、茶叶等 20类。探索开

展大理州农房地震保险项目，为全州 82.4万户农

房提供保险保障，2015 年 10 月昌宁县地震赔付

753.8 万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项目覆盖人群

3121.7万人，占全省参加城乡基本医保总人数的

79%。人口较少民族保险保障项目积极推进。 

（四）融资结构变化明显，金融市场

交易大幅增长 

2015年，云南省社会融资规模总体适度，人

民币贷款、直接融资占比提高，货币市场交易活

跃，票据融资增长较快，市场利率整体回落。 

1.融资规模总体适度，融资结构变化明显。

2015年，云南省实现社会融资规模 2833.8亿元，

比上年减少 258.2亿元。人民币贷款占比较上年

提高 21.4个百分点，主要与部分表外融资转移表

内、受汇率影响企业倾向于人民币贷款等因素有

关。外币贷款减少 29.2亿元；表外融资减少 579.5

亿元，其中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分别

减少 284.4亿元和 628.0亿元。直接融资稳步发

展，非金融企业境内债券和股票合计融资 742.9

亿元，占比较上年提高 2.5 个百分点（见图 5）。

企业发行债券的品种更加丰富，年内发行资产支

持票据 20亿元。全年全省发行地方政府债务置换

债券 1295亿元，如果还原该因素，金融对实体经

济的实际支持力度更大。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图 5  2015年云南省社会融资规模分布结构 

2.货币市场交易活跃，利率水平低位回落。

2015年，云南省法人金融机构参与货币市场交易

活跃，全年拆借、回购、现券买卖累计成交金额

同比增长 1倍。降准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下半年

流动性相对充裕，资金由上半年的净融入转为净

融出。市场利率低位回落，全年债券回购加权平

均利率 1.97%，比上年低 1.0个百分点。 

表 5 2015年云南省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 

单位：亿元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1 1361.4 491.0 412.8 1704.7 20.6 132.8

2 1132.3 1107.4 539.1 3593.3 31.0 314.8

3 1186.3 1606.8 665.1 5318.6 38.5 392.0

4 1089.6 1987.9 765.2 8193.3 55.5 503.9

贴  现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季度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表 6  2015年云南省金融机构 

票据贴现、转贴现利率 

单位：%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票据买断 票据回购

1 5.3503 6.2536 5.5054 5.3024

2 4.1930 5.5232 3.8902 3.6308

3 3.8617 5.3501 3.0921 3.2995

4 3.3675 4.3236 3.1718 2.9700

贴  现 转贴现
季度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3.票据融资增长较快，利率水平总体下降。

2015 年末，全省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同比下降

17.6%，延续放缓态势，中小企业签发的银行承兑

汇票占比 70.7%。票据融资余额同比增长 1.0倍，

占各项贷款的比重由上年末的 2.2%提高至 3.9%

（见表 5）。在人民银行再贴现工具引导以及货币

市场利率和票据市场供求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

下，票据市场利率总体回落（见表 6）。12月，票

据直贴、买断式转贴现加权平均利率分别比上年

12月下降 2.6个和 2.1个百分点。 

（五）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1.社会信用环境进一步优化。年内印发《云

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三年重点工作任务（2014

—2016年）》。农村信用体系试点建设工作扎实推

进，已为全省 759万户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小

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成效明显，全年全省应收账

款融资服务平台促成融资 737.5亿元。征信知识

及诚信文化宣传教育深入开展，在省内五所高校

开设征信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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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付系统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农村支付环

境建设深入推进，有支付需求的行政村实现惠农

支付点全覆盖并逐步向自然村延伸。沿边金融改

革综合试验区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年内边境地

区新设 15个跨境金融便民服务点，成为全国首个

NRA 账户放开存取款功能试点省份。加强支付结

算监管，开展整治银行卡网上非法买卖行动，支

付服务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 

3.消费者权益保护成效明显。利用“3.15”、

“9 月金融知识普及月”等平台，强化金融知识

普及，提高群众金融素养。完善“12363”电话受

理机制，畅通金融咨询投诉渠道，全年受理投诉

505起、咨询 2178起。探索开展金融环境评估试

点。在边境地区和重点口岸建立外籍人员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机制。 

 

 

 

 

 

 

专栏 2  云南省开启跨境人民币反假新模式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越南和老挝接壤，边境线长达 4060公里。近年来，随着云南省与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边境贸易持续快速发展，经贸金融合作日益紧密，人民币对周边地区国际影响力不断

增强，云南省沿边地区人民币假币犯罪有上升势头和向境外扩散的趋势。为遏制人民币假币跨境犯罪，

改善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环境，维护人民币国际信誉，云南省在跨境金融合作交流机制总框架下，

针对假币犯罪势头上升和向境外扩散的趋势，集中发力、主动出击，开展了跨境人民币反假的系列活动。 

在云南省反假货币联席会议的安排下，2015年 8月中旬开始，云南省沿边八个州（市）政府、当地

人民银行以及相关部门采取联合行动，分别在中缅边境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打洛口岸、中越边境红河州河

口口岸和中老边境西双版纳磨憨口岸启动了跨境人民币反假宣传活动。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加强合作，建立机制。在云南省反假联席会议的统一部署下，各职能部门主动加强与外方的沟通协

调，推进金融合作机制建设，积极探索跨境人民币反假的新模式。在中老边境，中国磨憨、老挝磨丁双

方管委会就加强跨境经济合作区反假币宣传、打击假币犯罪，净化货币流通环境达成共识，并就此次反

假活动开展做了具体部署。在中缅边境，中国人民银行西双版纳州中心支行与缅甸第四特区金融机构协

调配合，探讨搭建跨境人民币反假合作长效机制的可行性，并举办了双方共同参与的反假活动启动仪式。 

出境培训，巩固基础。根据活动总体安排，主动走出国门为外方金融机构、警察、商业机构人员进

行人民币反假知识的培训，共培训外方人员 235人。在中缅、中老边境宣传活动中，中方派出专业人员

共 37 人次赴境外，为缅甸勐拉市警察局警员、益丰银行员工、老挝磨丁商场及酒店收银员和货币兑换

公司职员进行人民币反假知识培训。在中越边境口岸河口宣传活动中，中方 7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越方

8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1 户特许货币兑换点、10 户外贸企业参加了培训和座谈。双方专业人员分别对人

民币、越南盾和美元的反假知识进行了培训。 

集中宣传，保证效果。在人流量大的车站、出入境大厅、集市贸易区等共组织跨境反假宣传活动 10

余场。由专业人员向边民和跨境往来人员讲解人民币反假知识，现场发放中越、中缅、中老双语宣传资

料 35000 余份，宣传品 5045 份。河口县每月一次在河口口岸出入境大厅开展反假宣传，形成人民币知

识跨境宣传的长效机制。 

残钞兑换，提升形象。跨境反假活动启动以来，多次在边境地区举办残损币兑换活动，为周边国家

和沿边口岸的商人居民兑换残钞，积极回收境外滞留的残损人民币，有效维护了人民币形象，净化了人

民币跨境流通环境，提高了境外流通人民币的整洁度。活动期间，共兑换残损人民币 97025 张，金额

6795033元。 

云南省跨境反假人民币宣传活动的开展,开启中国与越南、老挝、缅甸在跨境反假国际合作的新篇

章，为中方与毗领国家探索打击制贩假币犯罪国际合作，有效维护人民币信誉，维护持有者利益，共同

营造一个良好发展合作环境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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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5年，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破解结构矛

盾，云南省出台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

革、惠民生、防风险”措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全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13717.9亿元，同比增长 8.7%（见图 6），人均生

产总值 290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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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局。 

图 6  1978-2015年云南省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一）内需增速稳步回升，外需下滑

态势明显 

2015年，云南省投资增速持续回升，消费增

速稳中有升，进出口降幅持续扩大，内需对经济

的拉动作用显著。 

1.投资增速持续回升，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2015 年，云南省打响“五网”
3
基础设施建设五

年大会战，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全年固

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完成 13069.4亿元，同

比增长18.0%，比上年提高2.9个百分点（见图7）。

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投资比重 72.1%，

超过第二产业 48个百分点。投资到位资金情况良

好，同比增长 15.3%，比上年回升 7.7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增速回升，但占比较上年下降 3.8个百

分点，民间投资活跃度依然不高。 

                                                        
3 “五网”，即路网、航空网、能源保障网、水网、互联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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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局。 

图 7  1980-2015年云南省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及其增长率 

2.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消费增速总体平稳。

2015 年，云南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0.5%，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 1.8个百分点。农

村居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10.5%、8.5%，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全年全省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103.2亿元，同比增长 10.2%

（见图 8）。消费结构有所优化，乡村市场消费增

速较城镇市场高 1.9个百分点，消费升级类商品

销售较好，汽车和石油类商品销售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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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局。 

图 8  1978-2015年云南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3.对外贸易降幅扩大，利用外资力度加大。

2015年，受大宗商品价格低位震荡下行、主要原

材料购进价格持续回落及缅北战事影响，全省进

出口增速逐季下滑，出口下滑态势明显。全年实

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245.3 亿美元，同比下降

17.2%，出口下降 11.5%，进口下降 30.4%，进出

口差额 87.3 亿美元（见图 9）。出口商品以农产

品、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为主，占比分别为 18.3%、

15.3%和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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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局、云南省商务厅。 

图 9  1978-2015年云南省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2015年，云南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2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6%，比上年提高 3.0 个百

分点（见图 10）。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年

内新设境外企业 103家，对外直接投资 13.4亿美

元，同比增长 30.4%。市场开拓能力提高，对外

投资国家增至 4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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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局、云南省商务厅。 

图 10  1986-2015年云南省 

外商直接投资额及其增长率 

（二）生产形势稳中有进，结构调整

步伐加快 

2015年，云南省三次产业结构为 15.0︰40.0

︰45.0，第三产业比重较上年提升 1.7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 

1.高原特色农业势头强劲，农村新型经营主

体加快发展。全年全省实现农业总产值 3383.1

亿元，增长 6.0%。粮食生产连续十三年增长，综

合平均单产提高。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势头强劲，

咖啡、橡胶、鲜花、核桃产量均居全国首位，茶

叶产量全国第二。农产品出口额 40.6亿美元，同

比增长 40.2%。农民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省级

以上重点龙头企业、登记注册农民合作社、家庭

农场、省级精品农业庄园分别达 705 户、33588

个、8008个、102个。全年全省农业龙头企业销

售额同比增长 12%。 

2.工业经济小幅回升，企业经营依然困难。

2015 年，云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623.1 亿

元，同比增长 6.7%（见图 11），增速比第一季度

提高 1.5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具规模，

累计完成增加值 355.1 亿元，同比增长 5%。其中，

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新能源产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5.3%，增速均快于规模以上

工业。云南省工业转型升级相对滞后，结构不合

理问题突出，产能过剩压力较大。受市场需求不

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滑等因素影响，企

业经营效益不佳，亏损面扩大。年末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9.5%，亏损面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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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局。 

图 11  1978-2015年云南省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 

3.服务业加快发展，但也存在明显不足。2015

年，云南省加大传统服务业提质改造，大力发展

电子商务、信息消费等新兴服务业，推动服务业

加快发展。全年全省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 6169.4

亿元，同比增长 9.6%。服务业结构逐步优化，但

也存在明显不足。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传

统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偏高；新兴服务业发展迅速，

但规模尚小，没有形成品牌效应；生活性服务业

有效供给不足，产业化程度较低。 

（三）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

形势保持稳定 

1.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吃用类价格上涨

较快。2015年上半年，云南省居民消费价格低位

运行；随着烟草消费税上调及猪肉价格上涨，下

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升。全年全省居民消费

价格累计上涨 1.9%（见图 12），涨幅较上半年回

升 0.2个百分点，比上年累计涨幅回落 0.5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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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八大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价格“七涨一跌”，

其中烟酒及用品类、食品类价格分别上涨 3.9%和

3.4%，上涨较快；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下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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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 

图 12  2001-2015年云南省                

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2.工业生产价格低迷，农产品价格止跌回升。

2015年，云南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

累计分别下降 5.1%、3.1%，降幅较上年分别扩大

2.9个、2.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

连读 20个月大于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降幅。下半

年，受生猪等价格上涨影响，全省农产品生产者

价格止跌回升，全年累计上涨 1.3%，涨幅比农业

生产资料价格涨幅高 0.2个百分点，有利于农民

持续增收。 

3.劳动力成本上升，就业形势保持稳定。2015

年，云南省本地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同比增长

7.7%，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积极的就业政策

措施扎实有效，新登记企业数量增速居全国首位，

大众创业气氛浓厚。全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40.9

万人，同比增长 12%，城镇登记失业率 4.0%。 

4.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积极推进。2015年，

云南省大力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减少工业企业

电费支出 36.2亿元。电力体制改革成为国家第一

批改革试点，输配电价改革成为国家第二批专项

改革试点。 

（四）财政收入增速低位回升，公共

财政职能不断强化 

2015年，云南省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同比

增长 6.5%（见图 13），比上年提高 1.1个百分点。

其中，税收收入同比下降 1.8%，非税收收入同比

增长 28.6%。全省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同比增

长 6.2%。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民生领域保障有

力。其中，教育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分别增长 13.7%、20.0%

和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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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局、云南省财政厅。 

图 13  1978-2015年云南省财政收支状况 

（五）环境质量有效改善，生态云南

建设深入推进 

2015年，云南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强重

化工行业引导，推动节能降耗技术改造。全省单

位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7.8%左右，规模以上工业综

合能源消耗量下降 7.0%。扎实推进低碳试点省建

设，昆明呈贡新区成为国家 8个低碳城镇试点之

一。扎实抓好普洱市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建

设，迪庆州、大理州洱源县、西双版纳州勐海县、

文山州广南县被国家列入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示

范区，滇池、洱海、抚仙湖等高原湖泊保护与治

理取得积极进展。 

（六）房地产库存压力较大，旅游业

发展态势良好 

1.房地产市场继续调整，房地产金融平稳发

展。2015年，受商品房库存高企、市场观望气氛

浓厚等因素影响，云南省房地产市场延续调整态

势。房地产金融运行平稳，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执行较好，对住房消费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支持

力度较大。 

（1）开发企业资金趋紧，投资增速持续为负。

2015年，云南省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同

比下降 2.3%，自筹资金、定金及预收款增速回落

较快。房地产开发投资总体疲弱，全年全省房地

产开发投资完成 2669.0 亿元，同比下降 6.2%，

连续 9 个月负增长。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

32.1%，未来投资增长压力依然较大。 

（2）商品房供应放缓，保障性住房建设目标

超额完成。2015年，云南省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施工面积同比分别下降 29.6%、增长 3.4%。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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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住房建设扎实推进，全年建成城镇保障性安居

工程 28.69万套，超额完成国家下达计划数，完

成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 51.43万户。 

（3）商品房销售下降，待售面积大幅增长。

2015年，云南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5%，

销售额同比增长 4.4%，比上年回落 2.9个百分点

（见图 14）。由于销售不景气，全省商品房库存

消化周期有所延长。年末全省商品房待售面积同

比增长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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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局。 

图 14  2002-2015年云南省                      

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4）重点城市房价降幅收窄，总体趋稳。随

着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效应的发挥，2015年下半

年，云南省重点城市房价降幅逐步收窄，总体趋

稳。12月，昆明市、大理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同

比降幅分别比 6 月收窄 3.4 个、2.9 个百分点，

环比波幅明显减少（见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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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图 15  2015年云南省主要城市             

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变动趋势 

（5）房地产贷款平稳增长，支持保障房建设

力度加大。2015年末，全省房地产贷款余额同比

增长 20.6%，比上年末回落 2.9 个百分点。保障

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6%，比房产开

发贷款增速高 51.5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平稳

增长，增量占房地产贷款增量的 44.7%。 

2.旅游业市场不断扩大，发展态势良好。2015

年，云南省继续推进旅游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提高服务质量，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全年分别

接待海外入境游客、国内游客 1075.3 万人次、

32344.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7.8%、15.0%，传

统、热点、新兴旅游地区接待游客人次均保持快

速增长。游客停留时间进一步延长，平均停留 2.4

天，同比增长 5.2%。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

用进一步增强，全年旅游业总收入 3281.8亿元，

同比增长 23.1%，综合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13.5%左右。金融支持旅游业发展力度稳定，年末

全省旅游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4%，公园和游览

景区管理业、旅游饭店业、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

贷款余额比重分别为 48.4%、42.4%和 9.2%。 

三、预测与展望 

2016年，云南省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复

杂，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低成本要素优势逐

步减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加之基础设施薄弱、

新兴产业发展滞后等瓶颈制约，经济运行潜在风

险不断增多。但得益于自然禀赋优势和简政放权

等改革政策效应逐渐显现，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变，经济增长仍具备较多有力支撑因素。

一是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发展战

略和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实施，云南省将逐步从内

陆边缘地区向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发

展，有利于经济发展潜力释放；二是国家加大扶

贫开发、脱贫攻坚力度，对于云南省这样一个贫

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的省份来说，有利于争取国

家政策和资金的倾斜支持；三是一批具有重大牵

引作用的项目开工建设，有利于扩大总需求、优

化总供给，已建成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运营，有利

于减少经济运行交易成本；四是随着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推进，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活力；五是健康养老、文化旅

游等服务业发展潜力很大。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云南省金

融机构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

济发展新常态，贯彻落实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各

项信贷政策，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改善金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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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扩

大对外开放，加强风险防控和化解，将更多的金

融资源配置到国民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三农”、

小微企业、贫困地区等薄弱环节、民生领域，提

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支持经济发展新动

能形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适宜的

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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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云南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3月13日，全国首个中缅货币兑换中心在云南省德宏州挂牌成立。 

4月15日，云南省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正式成立。 

5月16日，云南省首家农村商业银行—瑞丽南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7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中国银监会云南监管局、中国证监会云南监管局、中国保监

会云南监管局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联合签署《关于加强金融风险监测与重要风险信息共享协

作备忘录》。 

8月8日，云南首家混合所有制金融集团—昭通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9月15日，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关于同意设立云南滇中新区的批复》。 

12月22日，昆明市人民政府发布通报，判明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在经营活动中涉嫌违法犯罪问

题，公安机关已依法立案调查。 

12月27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云南省开远市、砚山县、剑川县、鲁甸县、景谷县、富民

县等6个地区为全国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大理市、邱北县、武定县等3个地区为全国农民

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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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南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云南省主要存贷款指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22911.6 22721.6 23164.4 22992.7 23159.9 23942.4 23892.9 24176.2 24549.3 24562.0 25218.0 25204.6

        其中：住户存款 9805.7 10194.9 10290.8 10166.7 10114.2 10341.7 10253.4 10281.9 10570.3 10412.4 10440.4 10787.6

                   非金融企业存款 6630.7 6184.4 6280.3 6268.2 6338.5 6619.3 6530.7 6663.0 6587.7 6709.4 6924.5 6962.5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17.7 -190.0 442.8 -171.7 167.2 783.0 -49.5 283.3 373.0 12.8 655.9 -13.4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1.6 8.8 7.8 7.3 6.6 6.5 8.7 7.9 9.8 10.3 12.8 11.3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8958.4 19192.1 19436.2 19636.4 19791.9 20158.0 20134.6 20390.1 20630.0 20791.7 20977.3 21243.2

        其中：短期 5851.4 5929.3 6019.0 6107.0 6104.6 6148.5 6153.0 6159.3 6204.6 6157.3 6184.1 6226.0

                   中长期 12136.9 12251.7 12362.5 12431.1 12554.9 12769.4 12708.5 12873.3 13020.8 13252.7 13341.6 13485.7

                   票据融资 416.4 422.2 433.3 456.3 472.4 570.1 605.8 664.9 703.6 675.9 729.9 820.8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13.6 233.7 244.1 200.2 155.4 370.7 -23.4 255.5 239.9 161.7 185.6 265.8

        其中：短期 88.5 77.9 89.7 88.0 -2.4 44.9 4.5 6.3 45.3 -47.3 26.8 41.9

                   中长期 200.2 114.9 110.8 68.6 123.8 217.7 -60.9 164.8 147.5 231.9 88.9 144.1

                   票据融资 12.2 5.8 11.1 22.9 16.1 97.7 35.7 59.1 38.7 -27.7 54.0 90.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5.8 15.8 15.9 16.1 16.1 16.3 15.8 16.0 16.2 16.3 15.3 15.7

        其中：短期 13.9 13.1 13.3 13.7 13.4 12.0 13.3 12.7 11.8 9.6 8.3 8.0

                   中长期 13.0 13.1 12.8 12.9 12.9 13.1 11.9 12.3 12.8 14.3 13.2 13.0

                   票据融资 49.7 57.7 62.3 55.1 50.0 80.8 71.3 65.1 75.6 64.3 66.2 103.0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891.7 912.0 907.0 909.5 906.1 918.3 912.4 906.7 922.9 904.8 881.3 871.5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862.6 896.4 920.7 932.4 960.1 992.6 984.3 1005.4 1030.3 1013.6 1009.2 1028.3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5.4 6.9 6.0 10.1 7.9 10.8 12.8 9.1 6.2 2.9 -1.9 -1.4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20.1 21.9 20.0 22.9 21.2 21.3 20.8 22.9 21.4 19.7 17.4 17.5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22751.6 22552.7 22990.8 22830.1 23016.0 23810.8 23738.6 24017.0 24393.4 24416.1 25078.0 25064.2

        其中：住户存款 9769.4 10156.9 10251.6 10127.2 10075.6 10302.7 10212.9 10237.6 10525.5 10368.1 10394.4 10737.6

                   非金融企业存款 6526.5 6073.0 6166.3 6165.2 6253.4 6545.9 6436.5 6559.3 6487.3 6619.8 6842.3 6888.9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26.6 -198.9 438.1 -160.7 185.9 794.8 -72.2 278.5 376.3 22.8 661.9 -13.8

        其中：住户存款 -103.6 387.5 94.8 -124.4 -51.7 227.1 -89.8 24.7 287.9 -157.4 26.3 343.2

                   非金融企业存款 271.3 -453.4 93.2 -1.0 88.2 292.5 -109.5 122.8 -71.9 132.5 222.4 46.6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1.6 8.7 7.7 7.3 6.7 6.7 8.8 7.9 9.9 10.5 13.0 11.5

        其中：住户存款 5.0 8.7 6.7 7.1 6.3 5.3 7.0 7.3 7.3 7.3 7.7 8.2

                   非金融企业存款 10.0 1.7 -2.4 -2.6 -5.1 -5.6 -2.4 -1.9 1.3 4.9 7.8 8.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8611.0 18840.8 19100.1 19294.2 19454.2 19813.8 19785.9 20021.2 20247.1 20411.8 20602.5 20879.1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817.3 2837.0 2866.9 2906.1 2936.1 2978.6 3009.0 3042.8 3075.0 3088.3 3133.9 3186.0

                    票据融资 416.4 422.2 433.3 456.3 472.4 570.1 605.8 664.9 703.6 675.9 729.9 820.8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323.7 229.8 259.2 194.1 160.0 359.6 -28.0 235.3 225.9 164.7 190.7 276.6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47.8 19.8 29.9 39.2 30.0 42.6 30.3 33.8 32.2 13.3 45.6 52.1

                    票据融资 12.2 5.8 11.1 22.9 16.1 97.7 35.7 59.1 38.7 -27.7 54.0 90.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6.1 16.2 16.4 16.5 16.5 16.8 16.1 16.2 16.3 16.4 15.4 15.9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7.1 17.2 16.5 16.4 16.4 15.9 15.8 15.6 15.3 14.8 14.6 15.0

                    票据融资 49.7 57.7 62.3 55.1 50.0 80.8 71.3 65.1 75.6 64.3 66.2 103.0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26.1 27.5 28.3 26.6 23.5 21.5 25.2 24.9 24.5 23.0 21.9 21.6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14.8 17.8 21.2 13.7 -3.9 -21.3 -0.2 -2.5 -3.9 -18.9 -20.0 -21.7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56.6 57.1 54.7 56.0 55.2 56.3 57.0 57.7 60.2 59.8 58.6 56.1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2.9 -0.1 -7.0 -2.9 -2.3 -7.2 2.0 4.9 9.9 5.3 4.2 -4.0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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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云南省各类价格指数 

单位：%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2001 － -0.9 － -3.4 － -0.6 － -0.1

2002 － -0.2 － 0.4 － -2.4 － -1.8

2003 － 1.2 － 1.9 － 2.7 － 1.4

2004 － 6 － 6.3 － 9.6 － 8.8

2005 － 1.4 － 5.9 － 6.5 － 4.5

2006 － 1.9 － 2.8 － 7.6 － 4.6

2007 － 5.9 － 7.0 － 8.2 － 5.7

2008 － 5.7 － 16.6 － 11.6 － 5.8

2009 － 0.4 － -0.7 － -5.0 － -8.5

2010 － 3.7 － 1.4 － 9.0 － 8.8

2011 － 4.9 － 8.3 － 8.0 － 4.7

2012 － 2.7 － 4.6 － -0.7 － -2.1

2013 － 3.1 － 0.1 － -1.2 － -2.5

2014 － 2.4 － -1.6 － -1.0 － -2.2

2015

2014 1 2.8 2.8 -0.6 -0.6 -1.3 -1.3 -1.8 -1.8

2 2.2 2.5 -1.3 -1.0 -1.5 -1.4 -1.7 -1.7

3 2.3 2.4 -1.8 -1.2 -1.9 -1.5 -1.9 -1.8

4 1.7 2.2 -2.0 -1.4 -1.0 -1.4 -2.0 -1.8

5 2.0 2.2 -2.0 -1.6 -0.1 -1.2 -2.7 -2.0

6 2.6 2.3 -1.9 -1.6 -0.2 -1 -3.3 -2.2

7 2.8 2.3 -1.8 -1.6 -0.3 -0.9 -2.3 -2.2

8 2.6 2.4 -1.7 -1.6 0 -0.8 -2.1 -2.2

9 2.6 2.4 -1.7 -1.7 -0.8 -0.8 -2.6 -2.2

10 2.3 2.4 -1.6 -1.6 -1.5 -0.9 -2.8 -2.3

11 2.3 2.4 -1.5 -1.6 -1.6 -0.9 -1.9 -2.3

12 2.3 2.4 -1.3 -1.6 -1.6 -1 -1.9 -2.2

2015 1 1.6 1.6 -1.2 -1.2 -0.7 -0.7 -3.4 -3.4

2 1.7 1.7 -0.5 -0.8 -1.5 -1.1 -4.0 -3.7

3 1.6 1.6 -0.1 -0.6 -1.7 -1.3 -4.0 -3.8

4 1.8 1.7 0.3 -0.4 -2.0 -1.5 -3.7 -3.8

5 1.8 1.7 0.9 -0.1 -2.4 -1.7 -4.3 -3.9

6 1.5 1.7 1.5 0.1 -2.5 -1.8 -3.8 -3.9

7 1.3 1.6 1.7 0.4 -2.8 -1.9 -5.1 -4.1

8 2.3 1.7 1.7 0.5 -4.4 -2.2 -6 -4.3

9 2.4 1.8 2.2 0.7 -4.3 -2.5 -6.2 -4.5

10 2.4 1.8 2.3 0.9 -4.6 -2.7 -6.6 -4.7

11 2.3 1.9 2.1 1 -5 -2.9 -7.4 -4.9

12 2 1.9 2 1.1 -5.5 -3.1 -7 -5.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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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云南省主要经济指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 - 2613.7 - - 5417.5 - - 8897.4 - - 13717.9

    第一产业 - - 219.3 - - 526.3 - - 1118.5 - - 2055.7

    第二产业 - - 1233.7 - - 2396.6 - - 3656.8 - - 5492.8

    第三产业 - - 1160.7 - - 2494.7 - - 4122.1 - - 6169.4

工业增加值（亿元） - 569.4 854.8 1132.6 1432.0 1729.7 2023.5 2310.8 2640.6 2962.8 3316.5 3623.1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892.2 1947.3 2916.2 4010.2 5422.5 6562.8 7620.4 8935.9 10412.4 11794.3 13069.4

    房地产开发投资 - 239.5 478.0 666.8 868.0 1227.5 1420.2 1641.5 1890.0 2105.7 2428.6 2669.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759.6 1160.7 1554.5 1951.7 2379.3 2807.0 3241.2 3682.0 4152.6 4626.6 5103.2

外贸进出口总额（亿元） 117.0 275.6 362.2 448.2 554.7 639.9 726.0 905.1 1046.3 1162.3 1275.2 1522.3

    进口 25.8 54.8 81.5 117.7 150.0 187.4 217.6 248.9 284.9 317.2 354.9 491.6

    出口 91.2 220.8 280.7 330.5 404.7 452.5 508.4 656.2 761.4 845.1 920.3 1030.7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65.4 166.0 199.3 212.8 254.8 265.1 290.8 407.3 476.6 527.8 565.4 539.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亿美元） 2.5 2.5 4.2 7.3 9.1 11.8 12.5 13.7 16.1 20.1 25.4 29.9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38.4 -183.0 -477.4 -606.5 -827.9 -1310.2 -1445.7 -1600.7 -2087.8 -2217.0 -2463.9 -2904.8

    地方财政收入 139.1 238.4 388.4 524.8 629.7 835.6 960.6 1062.9 1190.7 1356.8 1516.8 1808.1

    地方财政支出 177.5 421.4 865.8 1131.3 1457.6 2145.8 2406.3 2663.6 3278.5 3573.8 3980.7 4712.9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4.0 - - 4.0 - - 4.0 - - 4.0

地区生产总值 - - 7.2 - - 8.0 - - 8.3 - - 8.7

    第一产业 - - 5.0 - - 5.6 - - 5.7 - - 5.9

    第二产业 - - 7.2 - - 7.8 - - 7.8 - - 8.6

    第三产业 - - 7.6 - - 8.8 - - 9.6 - - 9.6

工业增加值 - 6.3 5.2 5.3 5.5 6.1 6.0 5.7 5.9 6.1 6.2 6.7

固定资产投资 - 0.7 9.4 8.8 9.7 12.5 13.3 14.5 15.8 16.5 17.6 18.0

    房地产开发投资 - 7.0 1.5 -4.2 -8.8 -4.0 -6.5 -4.8 -5.6 -7.8 -5.6 -6.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7.4 7.4 7.7 7.8 8.3 8.5 8.8 9.2 9.6 9.8 10.2

外贸进出口总额 -8.2 20.9 1.1 -7.3 -11.4 -18.1 -20.2 -17.5 -17.0 -18.1 -19.5 -16.3

    进口 -52.8 -48.8 -52.5 -49.1 -49.7 -48.6 -48.1 -48.2 -45.8 -44.3 -42.4 -26.0

    出口 25.4 82.6 50.5 31.0 23.4 8.7 3.6 6.4 3.7 -0.6 -4.9 -10.7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4.0 -14.9 5.5 6.4 5.2 1.5 -3.4 -0.3 4.5 18.4 2.3 10.5

地方财政收入 -14.6 -8.6 2.9 5.6 0.4 2.0 3.0 3.2 3.7 4.1 7.3 6.5

地方财政支出 -32.0 4.3 11.1 12.1 -4.3 11.8 11.6 10.9 16.1 16.0 15.7 6.2

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局、云南省商务厅。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