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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6 年，云南省国民经济各项指标保持较快增长，农业增产增效，工业增长加快，固

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同比增幅回落，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消费持续升温，进出口增长

强劲，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市场物价温和上扬。全省金融业平稳

较快发展，各项改革稳步推进，金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间接融资比重有所下降，金融资

源配置功能增强，货币信贷运行平稳，金融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2007 年，在国际国内形势继续向好的大背景下，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促进边疆民族地区

加快发展等各项政策的逐步落实，特别是国家面向东南亚、南亚大通道战略的实施和新农

村建设、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以及一批国家重大项目相继开工建设，

云南省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日益显现，预计 2007 年云南省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居民消费

价格继续温和上扬，货币信贷总量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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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6 年，云南省金融业平稳较快发展，资产

规模不断壮大，各项改革稳步推进，金融资源配

置功能增强。货币信贷运行平稳，金融市场活跃，

银行业改革成效明显。 

（一）银行业平稳较快发展，各项改革

进展顺利 

1.机构体系不断健全，经营效益提高。2006

年，银行业机构数量较上年下降 28.4%，从业人员

同比下降 0.3%。经营效益提高，资产规模扩大，

资产质量继续改善。全年实现当年结益 66 亿元，

同比增长 40.8%，总资产同比增长 15.4%，不良贷

款（不含农村信用社）余额和比率分别下降 17.58

亿元和 1.77 个百分点，不良率降到 6.41%。 

表 1  2006 年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 

 

 

 

 

 

 

 

 

 

 

 

数据来源：云南银监局 

2.存款保持稳定增长，短期化特征明显。年

末，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6131.3 亿元，同比增长

19.3%。新增人民币存款 985.5 亿元，其中，企业、

储蓄、农业、其他存款新增额占比分别为 30.2%、

43%、7.2%和 6.5%，较上年同期分别提高 20.6、
-13.3、0.7 和 0.7 个百分点，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贷款增加较多

等是存款增长的主要原因。新增企业、储蓄活期

存款占新增存款的比重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 36.2

个和 13.92 个百分点。 

 

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图 2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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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贷款保持较快增长。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4803.5 亿元，同比增长 20.5%，新增人民币贷款

814.8 亿元。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和票据融资余

额同比分别增长 17.1%、22.8%和 24.3%。个人消

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8.4%，增幅同比提高 9.6 个

百分点。贷款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增

长加快，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旺盛。城镇固定资产

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内银行贷款 550.7 亿元，占金

融机构新增贷款的 67.6%。二是商业银行改革后提

高股本回报率压力加大，资本充足率的硬性约束

缓解，在借贷利差为主的盈利模式和流动性过剩

等背景下，商业银行“贷早、贷多、贷长”现象

突出。 

图 3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亿元 %

机构类别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国有商业银行 1555 32098 3857

二、政策性银行 87 1783 717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125 3394 1133

四、城市商业银行 105 1792 327

五、城市信用社 6 44 21

六、农村信用社 335 17700 1252

七、财务公司 2 100 9

八、邮政储蓄 769 5206 172

九、外资银行 1 7 5

合             计 2985 62124 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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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4.现金收支基本持平，净现金投放增加较多。

全年累计现金收入、支出同比分别增长 28.2%和

28.3%，现金投放增长 46.9%，同比多投放 25.9 亿

元。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信贷投放较多，固定资

产投资较快增长和清理建筑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

等是现金投放较多的主要原因。 

表 2  2006 年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5.票据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小幅上扬。

2006 年，云南省金融机构累计办理银行承兑汇票

承兑、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分

别较上年增长 47.6%、54.5%、2.7%，票据贴现利

率总体保持了小幅上升态势。 

表 3  2006 年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表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表 4  2006 年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现利率表 

单位：%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票据买断 票据回购

1 2.9261 3.5173 1.487 0.0
2 2.9496 3.4299 1.9976 2.6378

3 3.5324 4.1941 2.7737 2.9682

4 3.6788 3.8767 2.506 3.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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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6.金融机构贷款定价能力提高，利率水平总

体上扬。人民币一年期固定同比上升 0.4704 个百

分点，新增贷款仍以固定利率为主，浮动利率贷

款占比上升较快。4 季度，金融机构固定利率贷款

占比为 55.54%，比一季度下降了 10.99 个百分点；

浮动利率贷款占比为 44.64%，比一季度上升了

11.17 个百分点，全年小额外汇存款加权平均利率

维持在 3%上限水平。 

表 5  2006 年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单位：% 

 
 

合计
国有独资

商业银行

股份制

商业银行

区域性

商业银行

城乡

信用社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0.9-1.0) 34.9 47.7 49.6 12.0 2.5

1.0 30.5 33.1 45.0 49.3 8.6

小计 34.6 19.2 5.4 38.7 88.9

(1.0-1.3] 15 18.9 5.3 32.2 18.5

(1.3-1.5] 9.9 0.3 —— 6.2 34.7

(1.5-2.0] 9.2 —— 0.1 0.3 33.9

2.0以上 0.5 —— —— —— 1.8

上

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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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图 5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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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银行类金融机构改革进展顺利。商业银行现

代金融企业制度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股改后竞争

力增强，银行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有较大转变，

营销及风险管理体制体系不断完善。银行资产规

模不断壮大，金融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农村信

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成立了 3 家

农村合作银行，101 家县级统一法人社已改制挂

牌。年末，不良贷款率 8.17%，比 2002 年末下降

了 18.86 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比 2002 年末提高

了 4.59 个百分点，全省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 1.05
倍，80.31%的县联社实现盈利。 

 

 

专栏 1：加强金融促进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有 25 个边境县（市）分别同缅甸、老挝、越南接壤，边境线长达 4060

公里。少数民族众多，许多民族跨境而居，有近 10 个民族是直过民族。由于历史和社会因素，边境少

数民族地区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25 个边境县(市)中有 17 个是国家和省的重点扶持县，人均年收入在

625 元的绝对贫困人口有 63.19 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总数的 24.6%。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已成为构

建和谐边境民族地区的主要障碍。 

近年来，云南省金融部门以富民、兴边、强国、睦邻为目标，抓住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历

史机遇，加大贷款支持力度，各项贷款余额由2001年末的142亿元，增加到2006年 262亿元，增长84.5%。

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降低金融资本运作风险，依托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独特资源，提供灵活多样的

金融服务是金融支持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是应加大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基础建设滞后。

新中国建立后，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一度成为“援越抗法”、“援越抗美”、“抗越自卫反击”的前线，

丧失诸多发展机遇。当前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 2061 个村委会中尚有 141 个不通自来水，57 个不通电、

82 个不通公路、249 个不通电话。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急需信贷资金的支持。 

二是应依托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特资源，支持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云南素有多项“王国”桂冠，

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更是资源富集区，有色金属、磷、盐、水能等自然资源储量丰富，茶叶、甘蔗和橡胶

为主的可再生资源发展迅速，有色、橡胶、糖、茶等产业是民族地区的传统支柱产业，但由于受资金匮

乏的约束，现有产业尚处于贱卖初级原料的阶段，其资源优势未能充分得到发挥。当前，国际市场有色

金属及黄磷价格持续上扬，但受电力供应不足的影响，以磷化工为主的重化工业受到了较大影响。因此，

依托民族地区独特资源，提供金融服务，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是金融支持边境少数

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之一。 

三是应做好“替代种植”的金融支持，消除不和谐因素。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在地缘上和“金三角”

毗邻，跨境民族较多，境外边境地区的毒品种植，导致了民族地区毒品泛滥，造成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

不和谐因素。截至 2006 年末，全省共有 95 家企业从事替代种植工作，替代总值面积达 28 万亩，但资

金需求与资金供给不足的矛盾，制约着替代种植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金融特别是政策性金融应从边

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出发，加大替代种植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

金融应有的作用。 

四是应加大对民族地区独特文化产业的金融扶持。作为民族文化大省，各民族文化中的宗教信仰、

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服装工艺、村寨建筑等多姿多彩，特有的传统文化是助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的平台。但当前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媒产业落后，旅游和文化保护发掘滞后，金融机构应通过提供

优质的金融服务和便捷的融资，以加大对这方面的信贷扶持。 

五是应加大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的金融投入。云南是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商品生产企业

集中的地区。目前，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贸易县有 68 个，有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 214 家，但

由于受经济发展滞后的影响，生产企业存在规模小，技术装备落后的问题。因此，金融机构应对民族用

品商品生产企业提供扶持，加大保障民族地区群众生产生活特需品的稳定供应，以促进边境少数民族地

区的经济发展。 



金融支持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既宏观又微观。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有其自身的特点，

金融有其自身运作的规律和原则，要从市场的角度，寻找促进二者结合的着力点，实现云南边境少数民

族地区和谐发展。 

 

（二）证券业运行平稳,股权分置改革

进展顺利,证券经营机构效益明显提高 

2006年，云南省证券业运行平稳。2家公司发

行新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进展顺利。新开

户数、成交额创历史新高，证券经营机构效益明

显提高。 

1.证券机构经营状况明显改善，股权分置改

革成效显著。34 个证券营业部有 30 个实现盈利，

盈利面达 88.2%，2 家期货公司也实现盈利。股权

分置改革成效显著，全省应纳入股改的 22 家上市

公司中，20 家已完成股改或进入股改程序，占应

股改公司总数的 90.1%，市值占总市值的 98.27%。 

2.证券业务发展加快。股市交易活跃，成交

量成倍增长。全年证券经营机构累计成交金额

1457.86 亿元，同比增长 1.31 倍，证券交易的活

跃，股民信心恢复，开户量增加，全年累计开户

数 60.4 万户，较上年同期增长 5.51%;期货市场

活跃，客户保证金余额、手续费净收入、代理交

易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74.37%、8.5%、35.8%；

直接融资取得新进展，全省共有 24 家上市公司，

累计募集资金 98.7 亿元。 

表 6  2006 年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数据来源：云南证监局 

（三）保险业规模壮大，对社会的保

障功能增强 

1.保险机构增加，资产规模稳步增长。年末 

保险业总资产 199.34 亿元，比年初增长 18.55%，

其中：产险公司、寿险公司总资产分别同比增长

14.2%、19.07%。保险从业人员 3.33 万人。 

2.保险业务较快发展，保障功能增强。全年 

实现保费收入 95.29 亿元，同比增长 17.6%。其

中：财险、意外险、健康险、寿险分别同比增长

21.33%、14.11%、34.09%和 13.4%。保险深度为

2.38%，保险密度为 212.65 元/人。 

全年保险业各项赔款和给付 28.9 亿元，同比

增长 20.3%。 

3.《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以下称《意见》）得以落实。一是制定贯彻落实

《意见》的工作方案，保监局加强对各保险公司

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会同云南省保险行业

协会和有关公司成立联合检查组，检查指导各级

保险机构的贯彻落实情况。二是为推动政策性农

业保险业务在云南省的开展，由省政府有关部门

牵头,云南保监局、云南省政府各相关部门和保险

公司成立调研小组，分别对农业保险、养老保险、

健康保险、责任保险、出口信用保险和地震保险

等 16 个专题进行调研，为省政府文件的出台及相

关决策制定提供了依据。 

表 7  2006 年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0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0
               寿险经营主体（家） 0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0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2

 保费

 财产

 人寿

各类
 保险

 保险

量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5
收入（中外资,亿元） 95
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60
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35
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29
密度（元/人） 213
深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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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19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48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38

数据来源：云南保监局 

（四）金融市场交易活跃，融资结构

有所改善 

1.融资结构有所改善。年末，直接融资比重

同比上升 6.38 个百分点。非金融机构部门贷款、

企业债、股票融资占全省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总

量的比重同比分别提高-6.38%、4.21%、2.16%。 



表 8  2006 年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0 189.1 94.7 0.0 5.4

2001 195.4 96.2 0.0 3.8

2002 257.8 97.3 0.0 2.7

2003 564.1 98.8 0.7 0.5

2004 439.2 98.1 0.0 1.9

2005 669.4 98.8 1.2 0.0

2006 886.8 92.4 5.4 2.2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2.货币市场交易量同比大幅增长。全年银行

间同业拆借、债券回购、现券交易累计成交

5745.73 亿元，同比增长 73.9%，货币市场日益成

为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和资金运用的重要平台。 

3.黄金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量增长较

快。全年黄金交易所成员累计黄金交易 83.64 吨；

商业银行黄金业务累计交易 9.41 吨；在人民币持

续升值带动下，银行间外汇交易成交量同比增长

37.87%。 

4.民间借贷活跃。所调查的 2169 户中，有发

生民间借贷行为的有 1599 户，占比为 73.7%，民

间借贷发生额分别为 9919 万元，占向金融机构借

款余额的 31.5%，其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 16.008%

和 12.913%，农户民间借贷最高利率 120%，其他

样本最高利率 12.913%。借贷方式以信用借贷为

主，主要用于生产经营。 

（五）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有新进展 

云南省政府下发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

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意见》，成立了云南省金融

生态建设领导小组。出台了《云南省进一步支持

我省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专项清

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家公职人员拖欠信用社贷款

成效显著，收回金额比例达 71.7%。人民银行昆

明中心支行下发了《关于加强金融生态建设，促

进云南经济金融协调健康发展的贯彻实施意见》，

主办了“06 云南金融生态环境与信用体系建设论

坛”，与省经济委员会签署了《关于推进云南省中

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战略合作备忘录》。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6 年，云南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宏观调

控成效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幅回落，工业

经济效益大幅增长。地区生产总值 4001.9 亿元，

同比增长 11.9%，人均 GDP 达 8964.4 元，三次产

业结构比重由上年的 19.3：41.2：39.5 调整为

18.8：42.7：38.5。工业对 GDP 的贡献率达 47%。

年末，全员劳动生产率 16052.4 元/人。 

  图 6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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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需求扩大，投资与对外贸易

较快增长，财政增收良好，消费增长平稳 

1．投资规模扩大，增幅同比回落，结构不断

改善，投向重点突出。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26.5％，增幅同比回落 5.4 个百分点。投资

结构不断改善，三次产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25.2

％、23.7％和 29.3％。第二产业中工业投资完成

786 亿元，同比增长 24.1％，占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的比重达 35.4％。电力、公路建设、水利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38.3％、

17.7％和 41.0％。全省 5000 万元以上在建项目

完成投资增长 28.7％，投资额占全省城镇固定资

产投资比重达 62.2％；集体和个体私经济投资增

幅分别比上年同期高 6.77 和 46.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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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局 

2.消费需求稳中趋旺，城乡消费保持同步增

长。年末，全省消费品零售总额较上年增长

14.5%，增幅同比提高 1.9 个百分点。城市和农村

消费品零售总额基本保持以致，分别长 15.3%和

14.5%。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0070
元，增长 5.5%，人均工薪收入，人均股息和红利

收。居民家庭出租房屋、个体经营等收入增加较

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 10.2%，主要是农

村居民在乡镇企业和从事劳务活动的工资性收

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等增长较快。惠

农政策逐步落实和特色经济收益增加也是收入增

加的原因。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增

长 5.5%，主要是居住类、服务类价格上涨，食品

支出增加较多支出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支出

比上年增长 22.7%，主要是生产费用、购买农业

生产资料、生活消费等支出增加。 

图 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云南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年鉴 

3.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收到实效，利用外资大

幅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达 62.3 亿美元，同比增

长了 31.4%，高于全国 7.6 个百分点，其中，出

口增长 28.4%；进口增长 35.1%。实现顺差 5.5
亿元。出口商品结构、贸易方式、经营主体、贸

易市场的多元化及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出口产

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6.7 亿

美元、机电产品出口 4.5 亿美元；出口商品价值

明显提高。同时，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商投

资增加。全年批准利用外资项目 204 个，同比增

长 34.21%，合同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同

比增长 82.86%、74.24%，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达

3.02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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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年鉴 

  图 10  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云南统计年鉴 

4.财政收入较快增长，民生支出明显增加。

财政总收入完成 887 亿元，同比增长 16%，其中，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379.6 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支

出 893.5 亿元，同比增长 17%，支出结构更加贴

近民生，农业、教育、社会保障、贫困地区支出、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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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以上的增幅。 

图 11  财政收支状况 

 
 
 
 
 
 
 
 
 

 

 

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年鉴 

（二）总供给全面增长，发展基础得

到巩固 

1.各项支农政策得到落实，农业投入增加，

农业发展条件改善。全年实现农业总产值增长

8.5%，增加值增长 6.8%。农业发展状况良好：一

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第一产业投资

同比增长 25.2％，农村水利水电建设投资比去年

同期增长 10%以上；农业和农村发展条件得到改

善，农村生产条件建设，生活、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教育、卫生、文化设施建设取得进展。二是

农业生产增速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农

牧渔业总产值和农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8.5％

和6.8％。总播种面积9564.9万亩，同比增长1.42

％。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其他作物种植结构由

去年的 68：25：7 调整为 67：26：7。畜牧、水

产、林业、花卉、茶叶、药材、果蔬等特色优势

产业较快发展，畜牧业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

贡献率达到 30％以上。外向型农业、冬季农业开

发成效显著。三是农业产业化水平继续提高。全

省 2561 家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直接带动 1431 万

亩种植基地，促进农民增收 50 多亿元；省级扶持

的 203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种植面积、养

殖牲畜同比分别增长 7％和 10％，带动农户数和

农民增收同比分别增长 12％和 7％。四是金融对

“三农”的支持力度加大。金融机构对县域经济、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优势传统产业、农户的信

贷投入增加，全年累计发放短期农业贷款 258.2

亿元，其中，累计发放农户贷款 251.19 亿元，年

末，农户贷款面达 70.9%。 

2.工业实力增强，生产速度和效益同步增长。

全省完成工业增加值 1406.95亿元，同比增长 16.5
％，拉动 GDP 增长 5.6 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

的贡献率为 47.0％。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同

比增长 17.8％，增速比上年提高了 9.4 个百分点；

工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非烟工业加快发展。全

省非烟工业完成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4.7％，占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61.0％，比重比上年提

高了 4 个百分点，烟草工业比重首次低于 40%，

非烟工业已成为拉动全省工业较快增长的主要力

量；工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综合

指数比上年提高 24.7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4 位，

全省工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

28.5%；实现利税增长 24.1%，其中，利润总额增

长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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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年鉴 

3.服务业增长平稳，旅游行业“二次创业”

成效彰显。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 1540.53 亿元，

同比增长 9.1％，拉动 GDP 增长 3.6 个百分点，

仅次于第二产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现代物流

业、商业及餐饮业继续稳步发展。铁路、公路、

水运、航空完成旅客和货运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9.7％和 5.8％；邮电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27.8％；

全年接待海外入境游客和国内游客同比分别增长

13.5％和 12.5％，旅游外汇收入和旅游业总收入

同比分别增长 24.7％和 16.7％。 

（三）能耗、环境治理与保护情况 

2006 年，全省单位GDP能耗达1.7吨标准煤，

同比下降 2%，单位 GDP 能耗呈现转升为降的良好

局面。单位 GDP 电耗为 1604.6 千瓦时，单位工业

增加值能耗为 3.44 吨标准煤。节能降耗压力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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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色金属、化工、冶金等重点行业耗电量仍

占全省的 50%以上，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高出全国

平均水平 41.8%。云南经济快速发展与资源、环

境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工

业结构比重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引导节能投

入、技术改造的财政税收和信贷政策机制有待完

善。 

当地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召开全省节

能工作会议，制定节能降耗环境保护有关意见、

制度、办法、措施，建立目标考核机制及出台奖

励办法，开通“云南节能网”，全省节能工作协调

机制初步建立，全省 16 个州（市）相继成立了节

能工作领导小组，11 家（集团）公司和 25 家列

入全国节能行动的企业成立了节能工作领导小

组，实行了节能目标责任制，制定并实施了节能

措施。全国千家节能行动与云南百家节能行动工

作顺利推进。 

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加快。全面实施"七彩云

南"保护行动，在重大决策、区域与流域开发、项

目建设、评先树优等方面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

试行重大项目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建立健全生态

安全预警和重大环境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全省工

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 82.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率 36.2％，分别比上年提高 1 和 1.2 个百分

点。昆明市空气环境质量优良天数达 363 天。天

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工程继续推进，完成营造林

430.7 万亩；治理水土流失 2400 平方公里；九大

高原湖泊治理重点建设项目有序开展，获得 231
亿日元贷款支持的滇池北岸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正式启动。 

（四）价格指数温和上扬，上游价格

上涨压力加大 

2006 年物价温和上涨。原材料、燃料及动力

购进价格依然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差距由

2005 年的 2 个百分点扩大到 2006 年的 3 个百分

点。受 2006 年成品油和云南省原材料、燃料及动

力价格上涨的影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在 2005
年高位运行的基础上仍呈上扬走势。  

 
 
 
 
 

图 13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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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当月同比）

%

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年鉴 

1.居民消费价格小幅增长。2006 年云南省居

民消费价格水平比上年上涨 1.9%，高于上年涨幅

0.5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和居住类价

格分别上涨 2.36%和 7.14%，分别拉动 CPI 总指数

上涨 0.18 和 0.75 个百分点。 

2.生产类价格。2006 年，由于水、电、石油、

天然气等原材料价格改革力度加大，                      
上游产品价格持续上升，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购

进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逐月走高，工业品

出厂价格上涨 4.6%，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购进价

格上涨 7.6%，有色及煤炭等行业是推动工业品价

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2.8%，低于农产品生产价格总水平，呈高位运行

态势。 
3.劳动力价格上涨较快，劳动者生活保障水

平提高。2006 年，云南省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

19338 元，同比增长 19.8%，全省平均最低工资

480 元/月，同比增长 17%，最低生活保证金 200
元/月，同比增长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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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云南省节能降耗形势严峻 

 

一、节能降耗取得进展 

2006 年作为“十一五”规划开局的第一年，云南省政府高度重视节能降耗工作，进一步完善了相关

的政策法规体系，先后出台了《云南省清洁生产促进条例》、《关于贯彻国务院加强节能工作的实施意见》、

《主要工业产品能耗限额（试行）》、《关于加快工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法规文件。2006 年，

单位 GDP 能耗实现了“转升为降”的良好局面，预计全省每万元生产总值(GDP)能耗将低于 1.7 吨标准

煤，同比下降 2%，每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为 3.44 吨标准煤,同比下降 3%。 

二、节能降耗面临的突出问题 

国家发改委分解“十一五”规划降耗 20%指标中，下达给云南省的降耗幅度为 17%，按此要求，云

南省在“十一五”的五年间，全省平均每年万元生产总值(GDP)能耗下降幅度应在 3.7%。尽管 2006 年全

省单位 GDP 能耗实现了“转升为降”，但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能源需求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任务十分繁重，实现“十一五”节能降耗的任务目标的面临

严峻的形势。 

（一）经济增长方式依然粗放。从经济属性上来看，云南当前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生产要素投

入的增加，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云南经济增长基本依靠投资拉动，而投资率与投资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趋势并不完全一致。 

（二）产业结构布局仍不合理。云南三次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产业集中度低，规模经济效益差。产

业结构的高度相似与雷同，集中化程度低，难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云南耗能工业，特别是高耗能产业

的过度扩张发展，推动了工业能耗不断增长。 

（三）能源浪费问题严重、节能降耗技术仍较落后。云南企业的能源总体消费水平较高，由于能源

供应的相对宽松，企业的节能降耗意识仍不强，比较强调产值和销售的增长，相对忽视节能降耗工作，

节能降耗技术普遍还不高，出现生产发展、能耗提高的现象。 

（四）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高。2006 年云南工业“三废”中的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 36.2%，

云南利用率最高的年份为 2003 年的 40%，但比全国最低年份的 48.3%还低近 9 个百分点,可见云南的工

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水平较低，与全国的差距较大。 

三、实现节能降耗目标的建议 

（一）建立绿色 GDP 统计体系。云南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只反映了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不符

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环境、能耗进行核算，从现行 GDP 中扣除环境破坏和能耗成本，其计算结果可称

之为“绿色 GDP”。严格用绿色 GDP 这个指标来衡量经济的发展成果。 

（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云南应促进经济和投资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应在《云南省促进

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等战略规划的指导下，争取在五年的时间里形成符合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成规

模的生态工（旅游）业区、生态农业园和循环经济型城市。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节能技术推广。在政府颁布的《能源节约中长期规划》、《资源节约

与综合利用“十一五”规划》指导下，加快能源工业发展和节能技术推广，推进云南产业结构调整，发

挥产业集聚和工业生态效应，要运用市场经济机制，努力打造新型能源、文化等新的支柱产业。 

（四）努力提高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以提高云南自身的能源利用技术创新能力为主导，以提高

工业“三废”（废气、废水和废物）综合回收利用率为目标，大力提高冶金、电力、石化、造纸、建材

等废弃物产生量大的重点行业资源循环利用水平，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五）充分发挥信贷对促进节能降耗的作用。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的协调配合，引

导商业银行增加对有利于降低能源资源消耗的企业和项目的信贷支持，对低水平、高耗能、高污染的企

业和项目要严格控制贷款供应，促进优胜劣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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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行业分析 

1.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宏观调控政策

收到一定效果，房地产市场调整初见端倪，房地

产金融投向优化。 

（1）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同比下降，住房供

应结构调整优化。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314.64 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商品房施工面积、

竣工面积分别同比增长 34.6％、18.5%、35.9%，

除竣工面积同比小幅增长 2.7%外，房地产开发投

资、商品房施工面积增幅同比下降 8.8%、10.6%。

普通商品房施工面积在全部住宅施工面积的比重

提高 65.3%。全省商品房销售额、商品房施工和

销售面积同比分别增长 23.6%、15.8%和 18.5%，

年末商品房空置面积 141.12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48.2%。 

图 14  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局 

（2）房地产各类价格增长，房价收入比提高。 
土地交易价格、商品现房销售价格分别同比上涨

28.8%、16.5%。昆明市商品现房销售价格同比增

长 17.5%，二手房销售均价同比上涨 45.55%。2006

年全省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与房价比进一步拉大。

按 90 平方米标准测算的中等收入家庭房价与收

入比为 7.1：1。 

 

 

 

 

 

图 15 昆明市各季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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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地产金融平稳增长，信贷资产质量良

好，房地产调控政策收到实效。房地产开发贷款

余额达 575 亿元，较年初增加 125 亿元，同比增

长 28%，全年平均增速保持 15%以上。其中，房

地产商开发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31%，个人住房贷

款余额同比增长 21%。12 月末，全省自营性房地

产贷款不良率 2.67%，较上年末下降 0.29 个百分

点。房地产业运行监测分析机制初步建立，房地

产政策指导效果明显，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得到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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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行业。电力、烟草行业为云南省的两

大支柱产业，其对云南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

的支撑作用，其与金融业务依存关系也较为紧密，

对全省经济金融具有较大的影响。 

商品房施工面积同比增长率

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率

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率

%

（1）云南电力行业发展情况。2006 年，云南

电力行业快速发展。全年电力工业投资累计完成

446.1 亿元，同比增长 38.3%，占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的 20.1%；电力工业实现增加值 161 亿元，

增长 24.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12.98%，

占全省 GDP 的 4%；当年新增装机容量同比增长

39.32%,累计完成发电量同比增长 20.7%，用电量

增长 14.9%。完成云电送粤和送越（南）分别增

长 70.3%和 133.1%。电力行业的发展，也带动金

融机构贷款的增加，年末，金融机构电力贷款余

额达 745.54 亿元，同比增长 40.45%，新增电力

贷款 189.2 亿元，占全省贷款新增额的 23.2%。 

存在的问题：一是随着云南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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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供需形势依然严峻，预计用电缺口达 63 亿千

瓦时；二是电力行业自筹资金能力低，投资需求

大、周期长，对银行信贷资金依赖强烈。受国家

环保政策趋严，电力行业市场化改革的不确定性

增加，电力行业信贷资金的高度集中可能面临较

大的市场和政策等方面的潜在风险。 

（2）云南省烟草行业效益大幅提高，对金融

依存度降低。全年卷烟产量 648.1 万箱，同比增

长 2.7%，完成销售（自产）642.05 万箱，烟草制

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73.08 亿元，增长 6.2%，

实现利税 421.32 亿元，增长 5.4%，占全省全部

工业利税总额的 45.46%；烟草制品业实现增加值

483.27 亿元，同比增长 9.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的 39%，占全省 GDP 总值的 12.08%，烟草行

业仍为云南的第一支柱产业。 

2006 年，烟草行业贷款继续呈现快速下降趋

势。年末贷款余额70.09亿元，比上年末减少41.2

亿元，下降 37%。存在的问题：全国烟草企业品

牌整合加快，“大品牌、大企业、大市场”发展战

略快速推进，烟草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三、预测与展望 

2006 年，云南省经济是近十多年来最好的经

济发展期，GDP 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工业生

产发展良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逐步回落，物价

温和上涨，全省经济总体呈现出发展快、运行稳、

物价低、效益好的局面。从未来发展趋势看，经

济增长的基础仍不够巩固，经济增长对资源、环

境的承载压力加大，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性依

然较强，影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素较多，工业

增长主要依赖资源优势进行“高投入、高消耗，

低产出、低附加”的发展模式短期内难以改变，

农资价格与农产品的剪刀差继续扩大，农业增产

增效和农民增收仍然面临诸多困难。信贷需求的

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展望 2007 年，随着去年国

家出台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逐步显现和新

的调控政策措施的陆续出台，云南省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增幅将有所回落，工业自主增长能力将

进一步提高，企业消化上游生产资料价格、节能

降耗等措施将收到一定成效，效益继续提高，城

乡居民消费继续保持增长，各类价格指数将保持

温和小幅上升态势。金融改革和金融对外开放步

伐加快，经营方式的多样化、资本约束的制度化

建设进一步发生积极变化，流动性管理进一步加

强，金融市场更趋活跃，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

金融同业竞争、信贷结构调整和金融创新等均面

临新的挑战。 

2007 年预计云南省 GDP 增长 10%以上，居民

消费价格涨幅高于 2%以上，全年货币信贷增长

1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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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2006 年云南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5 月 28 日，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昆明成立，公司资产规模超过 800 亿元人民币。 

6 月 6 日，第三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在昆明隆重开幕，签订投资贸易合作

项目 1019 项，协议投资金额 1981.7 亿元。 

9 月 20 日，云南省金融学会暨云南省钱币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昆明召开，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

支行行长杨小平同志当选为云南省金融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 

9 月 26 日，中国目前最大的跨国电力联网工程正式投产，云南开始采用 220 千伏线路向越南北部 6

省供电。 

9 月 28 日，省政府召开“银行支持小企业发展经验交流暨产品推介会”。 

10 月 17 日，云南省加快中小企业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徐荣凯

主持会议，省委书记白恩培到会并作重要讲话。 

10 月 19 日，“2006 首届云南金融商品暨投资理财博览会”在昆明开幕，来自云南省辖内各银行、

证券、保险机构及周边国家等 70 余家中外企业参展。 

11 月 26 日，中国第三大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正式开工建设，装机 600 万千瓦。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参加开工仪式。 

12 月 31 日，云南省政府召开“2006 年金融工作座谈会”，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秦光荣到会并作重

要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罗正富、副省长程映萱出席，省级金融机构、省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参加

了会议。 

2006 年，云南省生产总值突破 4000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跨上 1000 美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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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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8.8 5322.4 5421.3 5457.6 5539.9 5648.2 5668.2 5756.9 5859.5 5981.2 6089.2 6192.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566.3 2619 2651.5 2686 2698.9 2732.7 2743.2 2765.4 2813.9 2829.6 2846.9 2895

                    企业存款 1784.8 1756.5 1794.8 1780 1823.7 1871.7 1871.9 1891.9 1914.8 1972.8 2015 2083.5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74.1 435.5 98.9 36.2 82.4 108.2 20.1 88.6 102.7 121.7 108 103.5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6.4 16.4 16.5 16.9 17.6 17.7 17.7 17.4 16.8 19.2 19.8 19.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4164.3 4218.8 4346.8 4433.4 4500.6 4537.6 4578.9 4651.9 4720.9 4796.1 4836.4 4855.3

        其中：短期 1695.8 1692.4 1729.8 1745.4 1761.3 1795.9 1774.9 1809.1 1850.1 1879.3 1901.6 1892.1

                    中长期 2314.2 2354.3 2399.4 2438.8 2469.5 2490.4 2558.4 2602.1 2655.6 2706.9 2732.5 2761.5

                    票据融资 136.7 150.2 193.8 225.3 246.1 231.4 226.1 220.9 194.9 190.1 182.1 177.7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32.3 54.5 128 86.5 67.2 37 41.4 73 68.9 75.3 36.4 18.9

        其中：短期 47.4 -3.4 37.4 15.6 15.9 34.6 -20.9 34.1 41 29.2 22.3 -9.5

                    中长期 91.9 40.1 45.1 39.4 30.6 20.9 68 43.7 53.4 51.4 21.7 29

                    票据融资 -6.2 13.5 43.5 31.5 20.8 -14.7 -5.3 -5.2 -26.1 -4.8 -8 -4.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9.2 20.1 20.6 22 18.6 23.5 24.6 24.2 21.9 23.5 22.3 20.5

        其中：短期 12.7 11.2 10.4 10.4 12.2 13.2 13.9 14.2 15.4 18.2 18.3 16.5

                    中长期 23.4 25.3 26 27.1 26.8 25.2 27.7 26.7 24.4 25.5 24.4 22.9

                    票据融资 45.4 62.6 71.2 97.8 117.6 109.8 136 140.9 64.5 59.7 36.1 24.3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119.7 119.5 115.1 127 130.5 135 135.5 135.4 150.7 151.8 156 134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160.7 166.4 162.5 163.4 165.3 165.5 167.5 127.8 175 180.5 139.1 173.6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11.2 11.1 7 18 21.3 25.5 25.9 25.8 40.1 41.1 45 24.5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14.5 18.6 15.8 16.5 17.8 18 19.4 -8.9 24.7 28.7 -0.9 23.7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5219.9 5263.2 5361.1 5396.4 5481.1 5589.9 5607.9 5694.7 5794.9 5919.3 6028.7 6131.3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524.3 2576.9 2609.7 2644.1 2656.9 2690.8 2700.8 2723.3 2771.9 2788.1 2806.1 2854.9

                    企业存款 1771 1742.5 1779.9 1763.6 1810.2 1858.4 1857.1 1876.8 1895.8 1955.3 1998.1 2066.5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74.1 43.3 97.9 35.2 84.8 108.7 18 86.9 100.3 124.3 109.3 102.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93.1 52.6 32.7 34.5 12.8 26.5 10 22.5 48.7 16.1 179.9 48.8

                    企业存款 2 -28.5 37.4 -16.2 46.6 48.2 -1.4 19.8 18.9 59.5 42.8 68.4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6.9 16.9 16.9 17.2 18 18 18 17.7 16.9 19.3 19.9 19.3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0.8 19 19.4 19.7 19.4 19.2 18.3 18.9 18.3 18.7 18.2 17.4

                    企业存款 6.6 8.2 6.2 6.3 9 9 10.7 9 6.5 13.2 14.3 16.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4126.6 4179.9 4306.1 4396.2 4464.3 4502.9 4544.4 4616.2 4680.6 4753.2 4784.6 4803.5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435.7 435.5 442.3 453.5 454 461.9 469.9 472.6 481.4 485.9 489.9 489.6

                    票据融资 136.7 150.2 193.8 225.3 246.1 231.4 226.1 220.9 194.9 190.1 182 177.7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37.9 53.3 126.2 90.1 68.1 38.6 41.5 71.7 64.4 73.2 30.9 18.9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7.5 -0.2 6.8 11.2 0.5 7.9 8 2.7 8.8 4.4 4 -0.2

                    票据融资 -6.2 14.1 43.5 31.5 20.8 -14.7 -5.3 -5.2 -26.1 -4.8 -8 -4.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9.9 20.9 21.3 22.8 24.1 24.4 25.4 24.8 22.3 23.9 22.4 20.5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4.7 13.8 13.6 15.2 14.8 20.9 22.4 21.6 21.5 17.5 21 18.4

                    票据融资 45.4 62.6 71.2 97.8 117.6 109.8 136 140.9 64.6 59.7 36.1 24.3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7.3 7.4 7.5 7.6 7.3 7.3 7.6 7.8 8.2 7.9 7.7 7.9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13.1 -14 -10.7 -6.2 -8.2 -6.4 -2.2 -2.5 10.8 9.7 10 8.2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4.7 4.8 5.1 4.6 4.5 4.3 4.3 4.5 5.1 5.4 6.1 6.1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24.2 -26.2 -19 -30.3 -32.4 -34.8 -28.3 -22.4 -10.5 -6.9 13 13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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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云南省各类价格指数 

 
 

 

 

 
 

 

 
 
 
 
 
 
 
 
 
 
 

 
 
 
 
 
 
 
 
 
 
 

 

昆明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昆明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昆明市土地

交易价格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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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2000 —— -2.1 —— -1.1 —— 1.5 —— 1.2 —— —— ——

2001 —— -0.9 —— -3.4 —— -0.6 —— -0.1 —— —— ——

2002 —— -0.2 —— 0.4 —— -2.4 —— -1.8 0.0 -1.6 0.0

2003 —— 1.2 —— 1.9 —— 2.7 —— 1.4 -0.9 0.4 0.0

2004 —— 6 —— 6.3 —— 9.6 —— 8.8 3.4 7.1 0.0

2005 1.5 1.4 1.2 5.9 5.1 6.5 2.3 4.5 1.6 1.0 7.0

2006 2.8 1.9 3.9 2.8 9.9 7.6 6.1 4.6

2005 1 2.7 2.7 10.2 10.2 8.7 8.7 6.9 6.9 ——　 　 —— ——　

2 3.1 2.9 9.7 9.9 8.8 8.7 5.3 6.1 ——　 　 —— ——　

3 1.9 2.6 9.2 9.7 8.1 8.5 5.2 5.8 4.6 0.2 0.0

4 0.7 2.1 8 9.2 6.5 8 5.4 5.7 ——　 　 —— ——　

5 0.3 1.7 7.1 8.8 7.5 7.9 5.8 5.7 ——　 　 —— ——　

6 0.5 1.5 6.7 8.4 6.2 7.6 5.6 5.7 2.4 0.4 3.1

7 1.2 1.5 6.1 8.1 5.9 7.4 5 5.6 ——　 　 —— ——　

8 1.4 1.5 5.2 7.7 5.6 7.2 3.9 5.4 ——　 　 —— ——　

9 1.5 1.5 4.1 7.3 4.8 6.9 3.2 5.2 3 3.9 4.7

10 1.1 1.4 3.3 6.9 5.6 6.8 2.8 4.9 ——　 　 —— ——　

11 1.3 1.4 1.7 6.4 5.2 6.6 2.7 4.7 ——　 　 —— ——　

12 1.5 1.4 1.2 5.9 5.1 6.5 2.3 4.5 1.6 1 7

2006 1
2.3 2.3 1.4 1.4 6 6

2.1
2.1

——　 　 —— ——　

2
1.5 1.9 2.2 1.9 6.4 6.2

3.3
2.7

——　 ——　 ——　

3
1.3 1.7 3.5 2.4 6.6 6.3

2.5
2.6

2.1 0.2 0.7

4
2.1 1.8 3.1 2.6 6 6.2

3.1
2.8

——　 ——　 ——　

5
2.6 2 2.7 2.6 6.1 6.2

4.9
3.2

——　 ——　 ——　

6
2.3 2 2.9 2.7 7.5 6.4

4.9
3.5

2.1 0.6 2.1

7 1.5 1.9 2.6 2.6 7.5 6.6 5.4 3.7 ——　 ——　 ——　

8 1.3 1.9 2.7 2.6 7.8 6.7 5.1 3.9 ——　 ——　 ——　

9 1.0 1.8 2.5 2.6 9.4 7 5.6 4.1 0.5 0 0.2

10 2.0 1.8 2.8 2.6 9.1 7.3 6.1 4.3 ——　 ——　 ——　

11 1.8 1.8 3.6 2.7 9.3 7.4 6.3 4.5 ——　 ——　 ——　

12 2.8 1.9 3.9 2.8 9.9 7.6 6.1 4.6 0.6 -0.6 0

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局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指数
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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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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66.1 - - 1670.1 - - 2668.9 - - 4001.9

    第一产业 - - 71.9 - - 196.6 - - 394.6 - - 751.2

    第二产业 - - 402.8 - - 807.6 - - 1193.8 - - 1710.2

    第三产业 - - 291.4 - - 665.9 - - 1080.6 - - 1540.5

工业增加值（亿元） 104.1 182.9 272.5 373.8 462.8 558.7 672.7 779 898.2 1012.7 1132.1 1407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0 155.7 299.3 427.5 570.9 732.3 886.5 1023.8 1209.3 1391.1 1591.6 1924.1

    房地产开发投资 28.4 52.8 70.4 94.9 119.6 143.5 176.3 209.6 238.3 273.5 314.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91.1 176.7 262.5 346.1 435 527.8 612.8 705.7 812.7 933.3 1047.9 1188.9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40610.6 83270.9 132092.4 180460.7 227056.2 283637.4 335106.2 397819.3 465407 507304.4 567865.2 623177.4

    进口 23019.6 46567.6 67522.1 88980.5 109076.8 136723.2 160384.7 189667.9 227761.9 239815.9 264415.1 284034.9

    出口 17591 36703.2 46570.3 91480.2 117979.4 146914.2 174721.5 208151.4 237645.1 267488.5 303450.1 339142.5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5428.6 -98644 -20951.8 2499.7 8902.6 10191 14336.8 18483.5 9883.2 27672.6 39035 55107.6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0 1000 2300 4500 8900 11900 14900 15500 16500 162312 214314 3020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6.2 -10.9 -39.4 -51.3 -70.5 -10.1 -120.9 -151.1 -218.8 -237.8 -306.5 -513.9

    地方财政收入 33.3 57.6 84.6 123.7 152.4 184.1 213.1 239 271.9 308.9 338.8 379.6

    地方财政支出 39.5 68.5 124 175 222.9 285.1 334 390.1 490.7 546.7 645.3 893.5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度） - - 4.15 - - 4.2 - - 4.3 - - 4.3

地区生产总值 - - 9.2 - - 10.6 - - 11.1 - - 11.9

    第一产业 - - 4.5 - - 6.2 - - 7.2 - - 6

    第二产业 - - 9.5 - - 13.7 - - 14.6 - - 16.9

    第三产业 - - 10.1 - - 8.5 - - 8.9 - - 9.1

工业增加值 -3.8 5.5 8.7 9.6 12 14.9 16.7 17 17 16.6 16.9 16.5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37.2 35.2 31.6 29.3 28.9 27.7 26.8 31.3 30.5 29 27

    房地产开发投资 24.4 35.4 25.7 29.3 34.3 31.3 27.8 31.6 33.3 32.9 34.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5 14.7 15.6 14.8 14.9 14.7 14.5 14.6 14.6 14.7 14.7 14.9

外贸进出口总额 12.3 31 22.3 17.9 18.8 23.4 23.4 28.8 31.2 30.9 32 31.4

    进口 47.8 59.2 35.6 27.4 26.9 33.3 33.4 40.5 44.9 41.6 38.7 35.1

    出口 -14.5 6.9 10.9 9.9 12.2 15.4 15.5 19.6 20.3 22.6 26.6 28.4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0 2.8 85.6 82.6 203.1 132.4 171.6 135.6 81 67.3 43.1 74.2

地方财政收入 18.7 13.3 19.1 24.4 25.7 26.1 23.1 23.4 25.5 23.9 23.7 21.3

地方财政支出 21.5 8.4 8.4 6.3 9.5 7.1 8.4 6 12.1 10.6 11.9 17

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局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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