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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内容摘要]

2017 年，云南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切实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经济呈现高开稳

走、高于同期的良好态势，改革开放步伐明显加快，产业优化升级出现向好变化，脱贫攻坚取得积极进

展，就业形势整体稳定，物价水平总体平稳，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云南省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全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9.5%，高于全国水平 2.6 个百

分点。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投资结构继续优化。全省围绕补短板、调结构、优供给，不断扩大有效

投资，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8%，对经济增长发挥了主要拉动作用。居民收入平稳增长，消费市场保

持活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8.3%和 9.3%。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不断增强，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2.2%，消费结构呈现优化升级态势。居民消费价格低位运行，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9%，涨幅较上年回落 0.6 个百分点。全省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呈现良好上升

趋势，新增城镇就业 49 万人，扶持创业 12.2 万人。财政收入增速回升，民生支出力度加大。全省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6.2%，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民生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72.2%。年内整合 195 亿元涉农资金支持脱贫攻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取得积极成效。全省

压减生铁产能 31 万吨、粗钢产能 50 万吨，退出煤矿产能 169 万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较上

年末回落 1.6 个百分点；商品房消化周期处于合理区间，商品住宅待售面积同比下降 30.2%；大批补短

板项目建成投入使用。生产形势继续改善，结构调整不断深化。全省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

14.0:38.6:47.4，第三产业比重较上年提升 1.2 个百分点。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稳步发展，第一产业增加

值增长 6%。全面打响工业经济攻坚战，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6%，工业调结构取得积极变化，经

济效益明显提升。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年内出台“22 条措施”整治旅游市场秩序，出台促进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和改善法治环境“双十条”措施。

围绕经济稳增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需求，全省金融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稳健中性的货币政

策，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金融运行总体平稳，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适度增长，重

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不断加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风险抵御能力基本稳定。

银行业平稳发展，货币信贷适度增长。2017 年，云南省银行业综合实力稳步增强，金融机构资产负

债总额同比均增长 8.2%，金融服务覆盖面稳步扩大，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各项存款增速有所放缓，各项

贷款平稳增长，信贷支持重点突出。2017 年末，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30160.7



2

亿元，同比增长 8.0%，增速较上年末回落 2.8 个百分点，较年初增加 2239.2 亿元；本外币各项贷款余

额 25857.6 亿元，同比增长 10.1%，较年初增加 2366.2 亿元。薄弱环节、民生领域贷款较快增长，涉农

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分别比各项贷款平均增速高 2.3 个和 12.4 个百分点；民生领域贷款同比增长

51.2%，其中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同比增长 51.2%。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加强再贷款、再贴现工具的

运用，探索开展优化运用扶贫再贷款发放贷款定价机制试点，合理引导信贷资金投向，降低实体经济融

资成本，年末全省再贷款（含支农、支小、扶贫再贷款）余额 101.9 亿元，再贴现余额 124.4 亿元。银

行业金融机构自主合理定价能力不断提高。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逐步显现，存款定价秩序整

体良好，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定价机制建设不断完善，105 家机构成为全国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成员，

全年累计发行同业存单 874.7 亿元，发行大额存单 318.4 亿元。金融风险总体可控。2017 年云南省银行

业金融机构采取有效措施防控化解金融风险，不良贷款快速攀升的势头得到控制，年末不良贷款余额、

不良贷款率分别比年初增加 172.97 亿元、提高 0.4 个百分点；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

与不良贷款比例为 91.1%，较上年末下降 30.9 个百分点。沿边金融综合改革有序推进，跨境人民币业

务稳步发展。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扎实推进。全省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达 516.0 亿元，在全国排

名第十五位，较上年提升四位，人民币继续保持云南第二大涉外交易结算货币和第一大对东盟跨境结算

货币的地位。

证券期货业改革创新扎实推进，融资功能较好发挥。证券期货机构经营总体稳健，服务功能进一步

完善，绿色债券发行取得突破，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新增 15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挂牌企业数量增至 92 家。

保险业市场发展平稳向好，保障服务功能不断增强。保险市场体系不断健全，行业实力稳步增强，

全年实现保费总收入同比增长 15.9%；年末保险行业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11.6%。保险功能较好发挥，云

南省保险密度 1282 元/人、保险深度 3.71%，政策性农房地震保险保障作用显著，保险产品结构基本稳

定，产品品种不断丰富，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创新成果转化引入保险补偿机制。

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助力全省实体经济发展。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回升，融资结构变化明显。2017

年，云南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3150.6 亿元，同比多增 1327.0 亿元。货币市场交易量稳定增长，票据融

资增长放缓。受供求变化等因素影响，金融市场利率有所回升。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服务水平持续提高。社会信用环境进一步优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成效

明显。在全国率先实现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移动支付应用，为小额贸易提供便利化结算渠道。

2018年，云南省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

战略深化实施，以及产业优化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全力推

进，经济发展韧性有所增强，稳的基础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时代背

景下，云南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仍然突出。金融部门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和各项信贷政策，在防控金融风险、支持实体经济、

金融扶贫攻坚、绿色金融等方面迈出坚实步伐，进一步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服务，牢牢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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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7 年，云南省金融业运行平稳，金融服务

不断改善，金融创新稳步推进，金融改革进一步

深化，金融生态环境总体稳定。

（一）银行业稳健发展，货币信贷适

度增长

1.综合实力稳步增强，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2017 年末，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总额

同比均增长 8.2%，增速较上年末均下降 2.3 个百

分点，与金融体系主动去杠杆等因素有关。受利

率市场化改革、降成本政策效应释放等因素影响，

银行业金融机构净息差较上年收窄 0.1 个百分

点，但成本控制有所增强，盈利能力基本稳定，

资产利润率为 1.9%。金融服务覆盖面稳步扩大，

法人机构数较上年末增加 9 个，年内新设村镇银

行 9 家。

表 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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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 34553 13348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89 2064 6089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411 7642 4136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230 5327 3598 3

五、城市信用社 0 0 0 0

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2306 21842 10182 133

七、财务公司 5 104 331 4

八、信托公司 1 266 28 1

九、邮政储蓄银行 855 3167 1132 0

十、外资银行 7 114 62 0

十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132 2796 335 73

十二、其他 4 266 605 1

合             计 5641 78141 39847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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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总部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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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含村镇银行；“其他”包含金融租赁公司、资产管理公司。

数据来源：云南银监局。

2.各项存款增速有所放缓，定期存款占比明

显提高。2017 年末，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

币存款余额 30160.7 亿元，同比增长 8.0%，增速

较上年末回落 2.8 个百分点，较年初增加 2239.2

亿元，同比少增 477.8 亿元。其中，住户存款、

非金融企业存款增速分别较上年末回落 1.2 个和

6.8 个百分点。存款运行定期化特征明显。上半

年，定期存款增量占比高位波动，下半年，存款

定期化程度有所减弱，全年住户存款、非金融企

业存款增量中定期存款占比 44.7%，较上年末提

高 32.6 个百分点。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同

比下降 12.7%。外币存款余额 26.1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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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图 1 2016 年以来云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

增长变化

3.各项贷款平稳增长，信贷支持重点突出。

2017 年末，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

额 25857.6 亿元，同比增长 10.1%，较年初增加

2366.2 亿元，同比多增 117.40 亿元。信贷投放

中长期化特征明显，薄弱环节、民生领域贷款较

快增长。全年中长期贷款增量占比 90.7%，年末

余额同比增长 13.9%。其中，中长期个人消费贷

款同比增长 18.4%，与住房销售回暖等因素有关；

中长期“五网”
1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装备制

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 14.9%和 13.6%；六大

高耗能行业
2
中长期贷款同比仅增长 1.1%。钢铁、

煤炭行业贷款同比分别下降 8.1%和 35.3%。金融

机构着力改进金融服务支持薄弱环节和民生领域

发展。年末，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分别

比各项贷款平均增速高 2.3 个和 12.4 个百分点；

民生领域贷款同比增长 51.2%，其中，金融精准

1 “五网”，即路网、航空网、能源保障网、水网、互联

网。
2 六大高耗能行业，即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

和核燃料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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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贷款同比增长 51.2%。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

心支行加强再贷款、再贴现工具的运用，探索开

展优化运用扶贫再贷款发放贷款定价机制试点，

合理引导信贷资金投向，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年末全省再贷款（含支农、支小、扶贫再贷款）

余额 101.9 亿元，再贴现余额 124.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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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6 年以来云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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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6 年以来云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

款增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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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6 年以来云南省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

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4.表外业务增速回落。2017 年末，云南省银

行业金融机构表外理财资金余额 2839.4 亿元，同

比增长 20.0%，增速比上年末低 6.4 个百分点。

表 2 2017 年云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各利

率区间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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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22.7 24.6 23.2 15.2 11.4

基准 25.0 25.2 23.1 23.2 23.4 19.4

小计 55.1 52.1 52.3 53.6 61.4 69.2

(1.0,1.1] 11.1 12.4 12.6 12.4 12.1 15.6

(1.1,1.3] 13.8 11.8 11.2 12.3 16.6 18.3

(1.3,1.5] 9.4 9.1 9.0 9.9 10.6 12.4

(1.5,2.0] 16.9 15.5 16.0 15.7 17.9 18.6

2.0以上 3.8 3.3 3.5 3.4 4.2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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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13.6 14.4 9.0 11.2 8.0

基准 19.7 23.2 20.1 23.7 22.9 29.7

小计 66.8 63.2 65.5 67.3 66.0 62.3

(1.0,1.1] 17.7 15.2 16.5 18.2 17.1 13.3

(1.1,1.3] 17.3 15.2 17.6 13.5 15.8 16.1

(1.3,1.5] 11.8 11.1 11.1 13.3 13.0 12.8

(1.5,2.0] 16.6 18.3 17.0 19.0 17.1 17.0

2.0以上 3.4 3.5 3.2 3.3 3.0 3.0

上

浮

月份

月份

上

浮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5.自主合理定价能力不断提高，贷款利率低

位有所回升。2017 年，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积

极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着力

提高自主合理定价能力。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

机制作用逐步显现，行业自律意识稳步增强，存

款定价秩序整体良好。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不断完

善定价机制建设，105 家机构成为全国市场利率

定价自律机制成员，全年累计发行同业存单

874.7 亿元，发行大额存单 318.4 亿元，负债结

构多元化。全省贷款利率低位有所回升，12 月，

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5.65%，较上年 12 月高 0.26 个百分点。执行基准

利率的贷款占比明显提高。

6.金融风险总体可控，风险抵御能力基本稳

定。2017 年，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有效措

施防控化解金融风险，不良贷款快速攀升的势头

得到控制，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分别

较年初增加 172.97 亿元、提高 0.4 个百分点。全

省银行业金融机构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占不良贷

款比例为 91.1%，较上年末下降 30.9 个百分点。

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拨备覆盖率 117.5%；贷款

拨备率 3.9%，与上年持平。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资

本充足率小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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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优化运用扶贫再贷款发放贷款定价机制试点取得显著成效

2016 年末，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在云南省、河南省辖内开展优化运用扶贫再贷款发放贷款定价机

制试点，试点期为 2017 年 1-6 月，以充分发挥扶贫再贷款在引导扩大贫困地区信贷投放、降低社会融

资成本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借款金融机构不断提升差别化、科学化定价水平。试点期间，云南省试

点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强化主体责任，有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试点金融机构积极探索实践，试点工作取

得阶段性成效，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一是信贷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大幅提高。试点工作提高了金融机构借用扶贫再贷款的积极性，金

融精准扶贫贷款投放总量显著增加，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贷款覆盖面大幅提高。截至 2017 年 6 月末，

试点机构、试点地区扶贫再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分别增长 159.3%和 154.7%，试点机构运用扶贫再贷款发

放金融精准贷款 38.8 亿元，带动试点机构运用自营资金发放金融精准扶贫贷款 50.5 亿元，金融精准扶

贫贷款对贫困户覆盖面较上年末提高 3.6 个百分点。

二是试点机构利率差别化定价能力明显提高。试点机构逐步形成“综合考虑资金成本、管理成本、

风险成本、目标利润率以及风险状况等多种因素—测算经营成本、明晰盈亏平衡点—根据贷款对象风险

状况以及信用水平等确定最终贷款利率”的贷款定价流程，实现了对不同类型贷款客户的差别化定价，

有效推动云南省法人金融机构提高贷款利率科学化定价水平，主动融入并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

三是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有效提高。在试点政策的正向激励下，试点机构借用扶

贫再贷款发放贷款的利息收入适当增加，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巩固，助推脱贫攻坚的意愿不断增强。

截至 2017 年 6 月末，试点机构金融精准扶贫贷款的可得性较上年末提高 1.4 个百分点，试点机构运用

扶贫再贷款发放金融精准扶贫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比其运用自营资金发放金融精准扶贫贷款的加权平

均利率低 1.0 个百分点。

四是金融精准扶贫新模式的探索和建立快速提高。试点期间，试点地区立足区域实际，围绕金融精

准扶贫的目标，强化中国人民银行、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贫困户的协作联动，加强政策衔接，

整合资源优势，积极探索提高扶贫再贷款支持金融精准扶贫成效的可行性路径。试点地区涌现出“扶贫

再贷款+建档立卡贫困户+财政贴息+风险补偿”“扶贫再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

再贷款+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等一批各具特色的“扶贫再贷款+”模式，有效助推地方特色产

业发展，支持、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7.金融改革有序推进，服务实体能力不断提

升。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扎实推进。搭

建云南省两个越南盾现钞直供平台和西南地区第

一条泰铢现钞直供平台；推出以城市商业银行为

主体的“外币零钱包业务”，向云南省外汇市场提

供 12 个币种的“小面额区域特色现钞兑换”服务；

人民币继续保持云南省第二大涉外交易结算货币

和第一大对东盟跨境结算货币的地位。五大国有

商业银行云南省分行均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农

村信用社改制进一步推进，年内 6家农村商业银

行挂牌成立。

8.跨境人民币业务稳步发展，辐射面持续扩

大。2017 年，云南省跨境人民币结算 516.0 亿元，

同比下降 21.6%，在同期本外币跨境收支中的比

重为 31.26%。其中，货物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

369.6 亿元，同比下降 13.8%，占全省外贸总额的

23.4%，较上年下降 9.0 个百分点；直接投资跨境

人民币结算 73.3 亿元，同比下降 13.5%。自试点

以来，全省跨境人民币累计结算额达 4023.5 亿

元。跨境业务辐射面进一步扩大，全省共 25 家省

级金融机构开办跨境人民币业务，参与结算企业

2700 余家，境外地域覆盖面扩大至 84 个国家和

地区，其中“一带一路”国家 32 个。

（二）证券业改革创新扎实推进，融

资功能较好发挥

1.机构经营总体稳健，服务功能进一步完

善。2017 年，云南省新增证券分公司 7家、证券

营业部 8 家、期货营业部 3 家。证券经营机构财

务指标总体稳健，两家法人证券公司净资本负债

率 159.5%，较上年末提高 16.5 个百分点。证券

经营机构盈利水平小幅下滑。年末，两家法人证

券公司营业收入 21.6 亿元，同比下降 10.0%。其

中，经纪业务手续费、利息、证券发行收入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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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下降 30.1%、14.0%和 53.0%。开展橡胶、白

糖“保险+期货”精准扶贫试点，惠及云南省 15

个国家级贫困县。

表 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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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174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982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84

        中期票据筹资额（亿元） 216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云南证监局。

2.融资规模持续扩大，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

支持。2017 年，云南省 2家企业成功上市，境内

上市企业数量增至 34 家。全年境内股票募集资金

174 亿元，同比增长 1.75%。其中，2 家 A 股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42.21 亿元，同比增长

312.6%。年内 3 家上市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促

进转型升级，涉及交易金额 84.7 亿元。交易所市

场融资方式更趋多元。全年通过公司债、资产支

持证券等累计募集资金 409.4 亿元，其中发行可

续期绿色公司债券 12.0 亿元、绿色企业债券 5.5

亿元，绿色债券发行取得突破。年内通过交易所

市场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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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云南省新增 15

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挂牌企业数量增至 92 家。

年末，全省共有 12 家挂牌企业进入创新层，其中

中小微企业占比 94.0%。全年 15 家次挂牌公司通

过增发融资 8.1 亿元。

（三）保险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保

障服务功能不断增强

1.保险市场体系不断健全，行业实力稳步增

强。全省有法人保险公司 1家，保险省级分公司

40 家，保险公司职工 2.73 万人，营销员 16.2 万

人，较年初增加 3.8 万人。保险市场延续良好发

展态势，全年实现保费总收入 613.3 亿元，同比

增长 15.9%；年末保险行业资产总额 902.5 亿元，

同比增长 11.6%。

2.保险功能较好发挥，银保合作取得积极进

展。2017 年，云南省保险密度 1282 元/人，较上

年增长 14.8%；保险深度 3.71%，较上年提高 0.11

个百分点。全年保险赔付支出 218.1 亿元，同比

增长 5.8%。其中，财产险赔付增长 3.9%，人身险

赔付增长 8.0%。政策性农房地震保险保障作用显

著，大理州漾濞县“3·27”地震后 32 小时内即

赔付农房地震保险赔款 2800 万元，试点范围由大

理州扩大至玉溪市。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支持

对外贸易，全年助力企业获得融资 41.0 亿元。

表 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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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4
               人身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16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613.28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55.14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358.14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218.05
保险密度（元/人） 1282
保险深度（%） 3.71

数据来源:云南保监局。

3.产品结构基本稳定，产品品种不断丰富。

2017 年，云南省加强保险业务产品开拓创新，首

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创新成果转化引入保险补

偿机制，推行贫困人口补充医疗商业保险，个人

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全面推开。全年全省新增农

险险种 10 个，目前已开办品种 40 个，开发出“保

险+期货+扶贫”“保险保障套餐”等助推脱贫攻坚

的特色保险产品及服务模式。

（四）融资结构变化明显，金融市场

交易增速减缓

1.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回升，融资结构变化明

显。2017 年，云南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3150.6

亿元，同比多增 1327.0 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

发放的本外币贷款增加 2366.7 亿元，同比多增

153.7 亿元，占云南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比重

为 75.1%，较上年下降 46.3 个百分点；表外融资

（含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

票）合计增加 436.6 亿元，连续两年大幅萎缩后

实现增长，其中委托贷款增加 237.2 亿元，同比

少增 127.8 亿元；全年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

内股票融资合计增加 222.5 亿元，同比少增 35.4

亿元，占云南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比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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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较上年下降 7.0 个百分点，其中主要受债

券市场波动影响，企业债券融资同比少增 60.8

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同比多增 25.4

亿元。全年全省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929.9

亿元，其中置换银行贷款 755.7 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图 5 2017 年云南省社会融资规模分布结构

2.货币市场交易量稳定增长，市场利率波动

上升。2017 年，云南省法人金融机构拆借、回

购、现券买卖累计成交额同比增长 7.9%，增速较

上年低 1.1 个百分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流动性

总体稳定，保持资金净融出态势，但资金净融出

金额减少，全年同比下降 85.9%。债券市场利率

波动上升。全年债券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

2.84%，较上年提高 0.66 个百分点，其中 12 月利

率为 2.95%。

表 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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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68.8 229.9 941.9 1126.4 35.4 45.6

2 602.3 252.7 927.1 1214.9 45.5 36.1

3 550.4 269.2 955.6 1565.6 43.7 28.6

4 589.9 276.3 1048.0 1338.8 48.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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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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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26 5.9352 3.8571 4.0790

2 4.9682 5.7459 4.4278 4.4290

3 4.6529 5.5345 4.2570 4.0205

4 4.5945 5.7149 4.3419 4.4067

贴  现 转贴现
季度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3.票据融资增长放缓，利率水平有所回升。

2017 年末，全省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同比下降

21.3%，其中，中小企业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

占比 55.3%。票据融资增长放缓，年末余额同比

下降 2.9%，在各项贷款中的比重为 4.2%，较上年

末下降 0.6 个百分点。全年票据直贴加权平均利

率 4.79%，较上年提高 1.25 个百分点。

（五）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

服务水平持续提高

1.社会信用环境进一步优化。印发《云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实施办法》《云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

实施意见》等文件，扎实推进地方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搭建云南省征信业务非现场监管大数据平

台，加强对接入机构的合规管理，切实防范和杜

绝征信信息泄露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融

资服务平台使用效率不断提升，全年实现融资

1212.1 亿元。积极开展征信宣传教育活动，增强

全省公众的诚信水平和信用意识。

2.支付系统建设取得突破。设立跨境支付服

务站，首创非现金支付工具跨境使用，在全国率

先实现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移动支付应用，为小

额贸易提供便利化结算渠道。农村支付环境建设

深入推进，将原有的惠农服务点逐步建成农户税

收缴纳、农村医保汇缴、农户征信信息登记、理

财产品购买、金融知识宣传等一站式综合服务站，

全省已试点建成普惠金融服务站 2342 个。实现电

信网络违法账户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功能。

3.消费者权益保护成效明显。继续举办“金

融知识普及月”等活动，面向口岸、边境、跨境

经济合作区外籍人员以及广大农民开展金融知识

宣传教育等行动，增强群众金融维权意识和安全

防范意识。全年通过 12363 电话受理投诉 284 起、

咨询 2267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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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跨境反假货币工作全面推进

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习总书记对“把云南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

心”的新定位、《云南省 广西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本

着“创新思路、统一规划、先易到难、分步实施”的指导思想，云南省在推进跨境反假货币方面开展了

一系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全国首个跨境反假货币工作中心落户昆明。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全国首个跨境反假货币工作

中心即“跨境反假货币工作昆明中心”。2017 年 1 月 10 日，云南省跨境反假货币推进会暨反假货币工作

（昆明）中心揭牌仪式在昆明举行，标志着 2017 年中国人民银行跨境反假货币工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二是完善制度、明确职能，务实推进跨境反假货币工作组织机构建设。印发《关于云南省跨境反假

货币工作分中心和反假货币工作站建设的指导意见》，决定跨境反假货币工作昆明中心设在昆明，负责

中心日常工作事务。云南省八个沿边州（市）设立跨境反假货币工作分中心，分片做好面向邻近国家（地

区）的跨境人民币反假工作。云南省沿边县（市）设跨境人民币反假工作站（以下简称工作站），具体

负责辖区及境外接壤地区假人民币的打、防、宣、教、管等工作。按照“成熟一家，审批一家”的原则，

务实推进跨境反假货币工作组织机构建设。

三是完成自组团出访老挝，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应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银行邀请，中国人民银行昆

明中心支行于 2017 年 9 月 5 日至 8 日赴老挝万象参加由老挝中央银行主办的双边会谈。此次会谈推动

中老双方共同打击境外制贩假人民币违法犯罪活动，维护人民币国际信誉。

四是云南作为四个试点省份之一，推进建设鉴定业务流程、鉴定人员技能、鉴定机功能、鉴定结果

形式四位一体的人民币真伪标准化体系鉴定分析中心。

五是多措并举，扎实开展跨境反假货币基础工作。积极联系中国金融出版社编译印制多语种反假货

币宣传培训资料；利用泼水节、边交会、反假货币宣传月开展跨境反假货币宣传；利用“口岸+监测点”

探索跨境人民币现钞流通监测模式，共同推进跨境反假货币监测工作；构建“管理制度+流动服务”的

跨境残损人民币兑换机制；以“服务点+双语宣传”搭建跨境人民币反假服务平台；开展跨境反假货币

工作调研，总结跨境反假货币工作云南模式，为全国其他沿边区域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7年，云南省地区生产总值16531.3亿元，

同比增长 9.5%，增速较上年提高 0.8 个百分点。

其中，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 10.3%。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 34545 元，较上年增加 318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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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979 年以来云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

长率

（一）内需平稳较快增长，对外贸易

增速回升

1.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投资结构继续优

化。2017 年，云南省围绕补短板、调结构、优供

给，不断扩大合理有效投资，投资对经济增长发

挥了主要拉动作用。全年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18474.9 亿元，同比增长 18.0%，增

速较上年回落 1.8 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投

资同比增长 32.3%，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39.9%；新动能、民生领域投资快速增长，装备制

造、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投资增速分别比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 12.5 个、15.3 个和 15.7 个

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比重为 79.7%。民间投资

有所回温，但占比低位小幅下降，全年全省民间

投资比重为 32.3%，较上年下降 1.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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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81 年以来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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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978 年以来云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及其增长率

2.居民收入平稳增长，消费市场保持活跃。

2017 年，云南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

长 9.7%。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

长 9.3%，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 1.0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 8 年快于城镇

居民。受居民收入稳步提高的支撑，2017 年，全

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423.1 亿元，同比增长

12.2%，增速较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消费结构

呈现优化升级态势。全年全省乡村市场消费增速

快于城镇市场 1.0 个百分点；消费升级类商品增

长较快，其中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额同比

增长 19.4%，与商品房市场回暖等因素有关；网

络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8.0%。

3.对外贸易较快增长，实际利用外资较快增

长。2017 年，云南省积极参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走廊和澜沧江—湄公河

合作，强化国内区域合作，推动形成内外联动、

互为支撑的双向开放新格局。全省实现货物进出

口总额 233.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6%。其中，

出口下降 0.5%，进口增长 42.3%，外贸逆差 5.3

亿美元。加工贸易发展迅速，全年全省加工贸易

出口额同比增长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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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979 年以来云南省货物进出口总额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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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1987 年以来云南省实际利用外资及其增

长率

实际利用外资较快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增长

放缓。2017 年，云南省实际利用外资 9.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1.1%，增速较上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

对外实际投资 1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0%，增

速较上年低 6.8 个百分点。

（二）生产形势继续改善，结构调整

不断深化

2017 年，云南省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14.0:38.6:47.4，第三产业比重较上年提升 1.2

个百分点。

1.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产业化程度稳步

提高。2017 年，云南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2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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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 6.0%，增速比上年高 0.3 个百分

点。粮食产量连续 15 年增长，综合平均单产同比

增长 2.2%。优势特色农业量效齐增，咖啡、茶叶、

水果、蔬菜、花卉、中药材的农业产值分别增长

23.8%、16.0%、14.2%、8.9%、8.0%和 8.0%。农

业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全年全省农业龙头企业

数量、销售收入分别增长 6.9%和 14.9%，农产品

加工业产值增长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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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1978 年以来云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率

2.工业经济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明显提升。

2017 年，云南省统筹推进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

益各项工作，全力打好工业攻坚战。全年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876.3亿元，同比增长10.6%，

增速较上年提高 4.1 个百分点。工业调结构取得

积极成效。全年全省非烟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2%，其中电力行业增加值增长 19.6%；石油炼

化、电子新兴行业发展迅速，增加值分别增长

534.3%和 127.4%；电力、石油炼化、电子三大行

业合计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贡献率过

半。烟草制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5%，增速较上

年提高 4.8 个百分点。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推进，以及工业品价格形势的改善，工业企业经

营效益明显提升。全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8.1%，全省非烟工业利润

总额同比增长 145.9%。

3.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拉动能力明显增

强。2017 年，云南省服务业增加值 7833.1 亿元，

同比增长 9.5%，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45.3%，拉动经济增长 4.3 个百分点。年内出台“22

条措施”整治旅游市场秩序，启动“一部手机游

云南”和旅游大数据平台建设，推进旅游业转型

升级。全年旅游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46.5%。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取得阶段性

成效。2017 年，云南省压减生铁产能 31 万吨、

粗钢产能 50 万吨，退出煤矿产能 169 万吨。商品

房消化周期处于合理区间，商品住宅待售面积同

比下降 30.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较

上年末回落 1.6 个百分点，云天化集团、云南城

投集团、云南冶金集团等省属国有企业市场化债

转股项目有序推进。全年为实体经济企业降低成

本 900 亿元左右。深入开展“找问题、补短板、

促攻坚”等专项行动，扎实开展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十大攻坚战”，全年实现 115 万贫困人口脱贫。

（三）居民消费价格低位运行，就业

形势稳中向好

1.居民消费价格低位运行，服务项目价格涨

幅明显。2017 年，云南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

上涨 0.9%，涨幅较上年回落 0.6 个百分点。其中，

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7.4%，下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3 个百分点；电力体制改革政策效应逐渐显现，

居民用电价格同比下降 9.4%，下拉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0.3个百分点；服务项目价格同比上涨1.6%，

拉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 0.5 个百分点，其中

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 4.3%。

2.工业生产价格由降转升，农产品价格有所

回落。2017 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应继续显现，

云南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产能合作初显

成效，加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

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5.2%，结

束了自 2012 年以来连续 5年下降的态势，由于上

年涨价翘尾因素逐渐消失，11 月以来涨幅有所回

落，12 月为 4.1%。全年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7.0%，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动

力；生活资料价格基本稳定，上涨 0.8%。全年工

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6.2%，较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多 1.0 个百分点，其中黑

色金属材料类、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涨幅较大，

分别上涨 14%和 12.1%。主要受林产品、猪肉价格

回落较多影响，全省农产品生产者价格同比下降

1.3%，较同期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涨幅低 1.7 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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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

图 12 2001 年以来云南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3.劳动力成本稳定增长，就业形势稳中向

好。2017 年，云南省本地农民工非务农工月均收

入同比增长 5.9%。受经济稳中向好、重点群体就

业帮扶措施扎实落实等因素支撑，全省农民工数

量同比增长 5.5%，其中本地、外出农民工分别增

长 3.8%和 6.5%；全年新增城镇就业 49 万人，较

上年多增 4.2 万人，扶持创业 12.2 万人，城镇登

记失业率 3.2%。

4.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成效明显。2017 年，

云南省加快电力体制改革，推进电网输配电价改

革试点，电力市场呈现“电量稳步增长，电价趋

于合理”的良好态势。全年全省市场化交易电量

同比增长 19.2%，占全部用电量的 58.1%，占大工

业用电量的 92%。全年西电东送电量同比增长

12.8%。

（四）财政收入增速回升，民生支出

力度加大

2017 年，云南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

增长 6.2%，增速较上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其中，

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8.5%，非税收入同比增长

2.1%。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13.8%，增速较上年提高 7.3 个百分点。收支相抵，

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大于收 3826.8 亿元，比

上年多 619.5 亿元。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

民生支出金额占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金

额的比重为 72.2%。年内整合 195 亿元涉农资金

支持脱贫攻坚。全年全省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929.9 亿元，较上年少 135.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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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1978 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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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出台《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规定方

案》，发布《云南省生物物种红色名录（2017 版）》。

开展蓝天保卫、碧水青山、净土安居三个专项行

动，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率 98.2%，主要河流

国控省控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率 82.6%，县级以上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完成退

耕还林还草 230 万亩。全面实施河长制，九大高

原湖泊保护治理项目完成投资 63 亿元。全面开展

全省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启动省以下环保机构监

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实现省级环境保

护督查州市全覆盖。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改革试点。西双版纳州、昆明市石林县成为第一

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

（六）房地产市场整体回暖，先进装

备制造业加快发展

1.房地产市场整体回暖，房地产金融增长较

快。商品房供应稳定增加，销售快速增长，重点

城市房价持续小幅上涨。房地产贷款较快增长，

保障性住房贷款投放较多，个人住房贷款增长加

快。

（1）房地产开发投资小幅增长。2017 年，

云南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2786.3 亿元，同比增

长 3.6%，增速较上年提高 2.9 个百分点，地区间

分化特征依然明显。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省固定

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15.1%，较上年下降 2.1 个百

分点。企业资金链状况有所改观。全年房地产开

发企业资金来源同比增长 8.4%，其中个人按揭贷

款、定金及预收款、银行贷款同比分别增长

30.5%、12.0%和 9.5%。全年全省土地购置面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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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58.6%。

（2）商品房供应稳定增长。2017 年，云南

省商品房施工面积、新开工面积、房屋竣工面积

同比分别增长 2.4%、16.3%和 14.4%，增速分别较

上年高 3.0 个、26.4 个和 31.4 个百分点。其中，

住宅施工面积、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同比分别

增长 1.6%、19.6%和 8.4%。全年全省棚户区改造

开工 16.8 万套，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基本建成

19.1 万套，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目标数。

（3）商品房销售快速增长。2017 年，云南

省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8.9%

和 33.6%，增速分别较上年高 3.2 个和 18.5 个百

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8.8%和 39.8%。商品房存量总体可控，去化周期

处于合理区间。年末，全省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

下降 22.6%，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同比下降 30.2%，

非住宅待售面积同比下降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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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02 年以来云南省商品房施工和销售变

动趋势

（4）重点城市房价持续小幅上涨。2017 年

12 月，昆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2.6%，连续 18 个月环比上涨；大理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1.5%，连续9个月环比上涨。

12 月，昆明市、大理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

比分别上涨 10.2%和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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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16 年以来云南省主要城市新建住宅销

售价格变动趋势

（5）房地产贷款较快增长。2017 年末，云

南省房地产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9.5%，比各项贷

款平均增速高 9.3 个百分点；房地产贷款增量占

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为 36.3%，较上年提高 13.7

个百分点。其中，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同比增长

25.5%；个人住房贷款同比增长 22.3%，增速较上

年提高 5.9 个百分点。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执行

良好。全年住房抵押贷款价值比（LTV）64.1%，

较上年高 0.4 个百分点；首套房贷款数量占比

88.3%，其中执行下浮利率的数量占比从 5 月开始

逐步下降，12 月比重为 3.3%。

2.先进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创新能力明显

增强。2017 年，云南省着力改造提升机床制造、

铁路养护设备、电力装备等先进装备制造业传统

优势行业，重点培育新能源汽车、高端智能装备、

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新兴行业，先进装备制造业总

体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经济效益明显提升。全

年全省先进装备制造业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30.5%，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12.5 个百分点；

增加值同比增长 24.9%，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高 14.3 个百分点；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7.2%。其中，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0.6%；

电子设备制造业高速发展，增加值同比增长

127.4%，占先进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26.3%；智能装备业初具规模。2017 年，全省先

进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

重为 5.8%。随着两化融合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以及乘用车、新能源汽车、通信设备和智能终端、

光伏等项目产能逐渐释放，云南省先进装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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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将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三、预测与展望

2018 年，云南省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但机遇大于挑战。一方面，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深化实施，以及产

业优化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全力推进，经济发展韧

性有所增强，稳的基础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

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时代背景下，云

南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仍

然突出，产业发展滞后、传统产业占比大、自主

创新能力不足、基础设施滞后、民营经济活力不

足等依然对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形成制约。

2018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云南省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发

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方面取得扎实

进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供给方面，大力淘

汰落后产能；大力培育新动能，打好“绿色能源”

“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三张牌；加快创

新型云南建设。需求方面，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

和扩大消费，加快工业转型升级、重点项目建设

和 20 项智能制造重点示范项目建设，大力推进基

础设施网络建设；适应消费升级需求，增强消费

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云南在“一

带一路”建设和对外开放战略中的区位优势，深

化与周边国家各个领域的合作。预计随着一系列

政策持续发力，云南省经济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2018 年，云南省金融部门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货币政策和

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要求，认真贯彻落

实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和各项信贷政策，保持货币

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在防控金融风险、

支持实体经济、金融扶贫攻坚、绿色金融等方面

迈出坚实步伐，进一步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

融服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总 纂：杨小平 王建东

统 稿：雷一忠 陈 银 王怡丰

执 笔：金艳昭 王怡丰

提供材料的还有：字 军 李泽智 戴明爽 丁彩伦 杨信信 罗 曼 李晗锐 李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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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2017 年云南省经济金融大事记

1月10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首个跨境反假货币工作中心在昆明成立。

3月16日，《关于开展普惠金融服务站建设的指导意见》印发实施。

6月10日，GMS(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经济走廊活动周暨GMS经济走廊省长论坛在昆明开幕。

6月14日，云南省金融扶贫联席会议召开全省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

8月22日至25日，老挝央行代表团赴昆明参加2017年“滇老双边本币结算会谈”。

9月22日，举办金融支持普洱市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及助推脱贫攻坚综合融资项目建设推进会

暨签约仪式。

9月26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金融工作会议。

10月23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实施办法》《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加强个人诚信

体系建设实施意见》印发实施。

12月31日，云南省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量突破4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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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云南省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201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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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05.1 28163.0 29132.0 28930.5 29426.5 29755.8 29795.5 30252.0 30220.4 30421.2 30390.3 30160.7

        其中：住户存款 12504.7 12512.4 12636.0 12507.2 12539.5 12776.8 12659.0 12723.5 13106.3 12906.8 12944.7 13234.8

                   非金融企业存款 7703.7 7782.8 8360.1 8273.1 8405.1 8774.7 8685.4 8971.1 8813.3 8767.3 8933.6 8809.7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6.4 257.9 969.0 -201.5 496.0 329.3 39.6 456.5 -31.6 200.9 -30.9 -229.6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1.1 12.9 14.5 12.7 12.4 11.6 12.5 12.7 11.6 10.3 8.3 8.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3722.6 23925.6 24205.5 24379.0 24602.2 24996.7 25179.5 25188.2 25446.6 25574.2 25744.3 25857.6

        其中：短期 6100.3 6125.9 6218.5 6195.9 6190.3 6311.5 6319.7 6402.3 6391.0 6380.7 6361.1 6281.9

                   中长期 15778.7 15971.5 16171.8 16339.4 16571.0 16854.9 17011.9 16916.9 17180.8 17291.9 17469.9 17597.1

                   票据融资 1015.8 995.0 977.2 997.1 982.1 972.5 963.7 978.7 999.3 1016.4 1024.0 1096.4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31.2 203.1 279.8 173.6 223.2 394.5 182.8 8.7 258.4 127.6 170.1 113.3

        其中：短期 1.4 25.6 92.6 -22.6 -5.6 121.2 8.2 82.6 -11.3 -10.3 -19.6 -79.3

                   中长期 328.7 192.9 200.2 167.7 231.6 283.9 157.0 -95.0 263.9 111.1 178.0 127.2

                   票据融资 -113.1 -20.8 -17.7 19.9 -15.0 -9.6 -8.8 15.0 20.6 17.1 7.6 72.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9.7 10.1 10.8 10.2 9.9 10.5 10.7 10.5 10.4 10.0 11.1 10.1

        其中：短期 -1.9 -1.5 -0.7 -1.3 -0.7 1.6 2.8 4.4 3.8 4.7 5.6 3.0

                   中长期 14.4 15.1 16.3 16.0 15.5 15.7 16.0 15.1 14.9 14.1 15.3 13.9

                   票据融资 12.6 12.4 4.8 2.3 -1.5 -6.5 -15.0 -16.4 -12.9 -14.6 -13.1 -2.9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967.4 965.9 966.5 966.0 957.6 988.9 996.6 1032.5 1030.2 1036.9 1016.0 977.9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1086.8 1080.2 1124.5 1129.6 1176.6 1184.9 1211.1 1206.2 1258.9 1247.1 1282.6 1295.0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6.3 7.6 6.2 3.4 -1.4 1.6 3.2 6.9 6.7 5.0 4.0 0.1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5.0 3.0 6.7 7.2 9.5 10.0 13.9 18.5 23.3 19.3 21.1 21.4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27757.7 28013.4 28972.5 28779.8 29271.6 29588.0 29616.8 30079.1 30043.5 30246.1 30227.8 29990.0

        其中：住户存款 12428.4 12436.6 12560.3 12432.2 12464.2 12702.8 12585.4 12653.8 13036.4 12836.6 12875.4 13165.0

                   非金融企业存款 7653.9 7731.0 8297.8 8217.9 8347.2 8703.5 8609.0 8900.3 8744.1 8693.4 8864.7 8730.8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1.0 255.7 959.1 -192.7 491.8 316.5 28.8 462.3 -35.7 202.7 -18.3 -237.8

        其中：住户存款 491.5 8.3 123.7 -128.1 32.0 238.6 -117.3 68.4 382.6 -199.8 38.8 289.6

                   非金融企业存款 -346.9 77.1 566.8 -78.0 129.3 356.3 -94.5 291.4 -156.3 -50.7 171.2 -133.9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1.2 13.0 14.5 12.8 12.6 11.8 12.6 12.7 11.6 10.3 8.3 8.1

        其中：住户存款 16.4 13.0 13.3 12.9 12.6 12.8 12.0 11.7 11.2 10.3 9.4 10.3

                   非金融企业存款 12.0 18.7 22.9 18.7 18.6 18.5 18.2 20.6 19.2 12.5 11.5 9.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3329.7 23540.5 23806.5 23987.1 24209.5 24589.4 24757.0 24764.1 25014.1 25142.2 25320.7 25440.5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3663.6 3694.1 3774.2 3824.8 3892.3 3964.7 4020.4 4073.6 4140.7 4186.8 4282.2 4333.9

                    票据融资 1015.8 995.0 977.2 997.1 982.1 972.5 963.7 978.7 999.3 1016.4 1024.0 1096.4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40.4 210.9 266.0 180.6 222.4 379.9 167.7 7.1 250.0 128.1 178.5 119.7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52.8 30.5 80.1 50.6 67.4 72.4 55.7 53.1 67.2 46.1 95.3 51.8

                    票据融资 -113.1 -20.8 -17.7 19.9 -15.0 -9.6 -8.8 15.0 20.6 17.1 7.6 72.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9.7 10.2 10.8 10.3 10.0 10.6 10.6 10.4 10.3 10.0 11.1 10.2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3.5 14.7 15.9 16.3 16.9 17.5 18.2 18.5 19.2 19.4 19.8 20.0

                    票据融资 12.6 12.4 4.8 2.3 -1.5 -6.5 -15.0 -16.4 -12.9 -14.6 -13.1 -2.9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21.5 21.8 23.1 21.9 22.6 24.8 26.6 26.2 26.7 26.4 24.6 26.1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5.6 -5.8 -1.3 -20.5 -20.6 -17.8 1.5 2.9 6.0 10.9 2.6 3.7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57.3 56.0 57.8 56.9 57.2 60.1 62.8 64.3 65.2 65.1 64.1 63.8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1.0 -1.9 2.6 -1.7 -0.3 4.5 12.7 16.8 16.7 16.3 13.9 10.1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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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7 年云南省各类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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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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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 1.1 － -3.1 － -5.1

2016 － 1.5 － 2.8 － -4.1 － -2.4

2017 － 0.9 － 0.4 － 6.2 － 5.2

2016 1 1.3 1.3 1.2 1.2 -8.0 -8.0 -7.1 -7.1

2 1.8 1.6 1.3 1.3 -7.0 -7.5 -6.7 -6.9

3 1.9 1.7 2.1 1.6 -6.6 -7.2 -5.8 -6.5

4 2.2 1.8 3.3 2.0 -6.6 -7.1 -4.9 -6.1

5 1.9 1.8 3.8 2.4 -6.2 -6.9 -3.5 -5.6

6 1.8 1.8 3.8 2.6 -6.4 -6.8 -2.9 -5.2

7 1.6 1.8 3.7 2.8 -5.2 -6.6 -2.2 -4.7

8 1 1.7 3.3 2.8 -3.9 -6.3 -1.2 -4.3

9 1 1.6 3 2.9 -3.2 -5.9 -0.5 -3.9

10 1 1.6 3.1 2.9 -1.8 -5.5 0.4 -3.5

11 1.3 1.5 2.5 2.8 1.4 -4.9 2.6 -3

12 1.2 1.5 2.7 2.8 5.4 -4.1 4.2 -2.4

2017 1 1.5 1.5 3.1 3.1 7.0 7.0 5.0 5.0

2 0.9 1.2 3.1 3.1 6.7 6.8 5.5 5.3

3 0.8 1.1 2.3 2.8 5.4 6.3 5.1 5.2

4 0.6 1.0 1.1 2.4 5.6 6.2 4.3 5.0

5 0.8 0.9 -0.1 1.9 5.0 5.9 4.1 4.8

6 0.7 0.9 -1.3 1.3 5.6 5.9 4.4 4.7

7 0.8 0.9 -1.7 0.9 5.6 5.8 4.7 4.7

8 1.1 0.9 -0.8 0.7 6.4 5.9 5.6 4.8

9 0.9 0.9 -0.5 0.5 7.2 6 7 5.1

10 1.1 0.9 -0.6 0.4 7.7 6.2 7.3 5.3

11 1.1 0.9 0.2 0.4 6.9 6.3 5.4 5.3

12 1 0.9 0.7 0.4 5.1 6.2 4.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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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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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115.7 - - 6447.8 - - 10646.7 - - 16531.3

    第一产业 - - 265.2 - - 618.6 - - 1257.6 - - 2310.7

    第二产业 - - 1386.2 - - 2584.8 - - 4066.2 - - 6387.5

    第三产业 - - 1464.3 - - 3244.4 - - 5322.8 - - 7833.1

工业增加值（亿元） - 589.4 911.9 1167.1 1368.3 1705.5 2011.5 2313.6 2625.3 2959.0 3378.4 3876.3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1151.8 2665.9 4019.1 5494.3 7444.9 9021.5 10506.7 12463.5 14612.1 16705.5 18474.9

    房地产开发投资 - 242.9 502.8 705.4 911.4 1224.3 1430.2 1644.1 1936.0 2234.3 2552.3 2786.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943.0 1445.1 1933.9 2423.0 2971.5 3500.6 4047.2 4630.0 5218.4 5811.7 6423.1

外贸进出口总额（亿元） - 197.5 281.3 406.2 519.2 631.3 783.6 940.6 1089.0 1232.8 1415.7 1578.7

    进口 - 96.3 138.6 200.3 254.8 316.3 399.6 459.5 538.2 609.0 708.8 806.6

    出口 - 101.3 142.7 205.9 264.4 315.0 384.0 481.1 550.8 624.0 706.9 772.1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 5.0 4.2 5.6 9.6 -1.4 -15.6 21.6 12.6 15.1 -2.0 -34.5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 - - - - 6.1 - - - - - 9.6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 -357.8 -870.8 -1019.8 -1414.7 -2004.5 -2352.7 -2673.4 -3021.7 -3113.6 -3352.3 -3826.8

    地方财政收入 - 273.9 423.6 594.8 731.1 928.1 1078.6 1197.9 1373.2 1555.0 1696.8 1886.2

    地方财政支出 - 631.7 1294.4 1614.6 2145.8 2932.6 3431.3 3871.3 4394.9 4668.6 5049.1 5713.0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3.6 - - 3.3 - - 3.2 - - 3.2

地区生产总值 - - 9.9 - - 9.5 - - 9.0 - - 9.5

    第一产业 - - 4.3 - - 5.1 - - 5.6 - - 6.0

    第二产业 - - 10.3 - - 10.4 - - 9.4 - - 10.7

    第三产业 - - 10.5 - - 9.6 - - 9.6 - - 9.5

工业增加值 - 7.8 9.3 9.3 9.6 9.9 9.5 8.8 9.3 9.0 9.5 10.6

固定资产投资 - 17.7 17.0 17.0 16.5 16.0 16.2 16.3 17.0 17.4 18.3 18.0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0 3.6 1.4 2.1 -2.5 -3.4 -1.6 0.9 5.0 4.7 3.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2.3 12.3 12.4 12.4 12.4 12.2 12.1 12.3 12.3 12.3 12.2

外贸进出口总额 - 10.7 -1.7 7.0 8.1 10.4 15.8 19.0 21.5 21.0 24.2 19.9

    进口 - 22.4 7.9 14.1 13.4 20.7 34.1 34.8 41.8 44.2 48.6 45.0

    出口 - 1.5 -9.5 0.8 3.4 1.7 1.4 7.1 6.6 4.6 6.6 1.5

实际利用外资 - - - - - 21.9 - - - - - 11.1

地方财政收入 - 10.7 10.2 11.3 11.9 11.0 11.9 11.9 11.4 10.7 8.7 6.2

地方财政支出 - 38.7 34.3 30.2 30.2 17.5 19.4 17.8 15.9 13.5 10.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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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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