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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张子卓）4 月 17 日，云
南省统计局发布一季度全省经济
运行情况报告。报告显示，云南
省经济运行开局平稳，据初步核
算，一季度云南生产总值（GDP）
完 成 2454.7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7%，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4.9 个
百分点，比全国高 0.3 个百分点。

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
下，云南省多数经济指标增速比去

年同期回落，稳增长任务十分艰
巨。在一季度云南省GDP构成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 223.01 亿元，同比
增长 5%；第二产业增加值 1192.39
亿元，同比增长 7.9%；第三产业增
加值1039.33亿元，同比增长8%。

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优势特色
产业量价齐升，农产品加工企业经营
形势良好。云南省第一产业完成总
产值450.9亿元，同比增长5.0%。工

业生产增速回落、效益下滑，烟草制
品业对工业生产的稳定器作用凸
显。云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846.87亿元，同比增长6.5%。烟草制
品业稳步增长，完成增加值319.87亿
元，同比增长6.4%，拉动云南全省工
业增长2.39个百分点。1至2月，云
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
务 收 入 1469.5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4%；实现利税总额 378.07 亿元，
同比下降 2.9%；实现利润 89.26 亿
元，同比下降8.4%；云南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亏损面为40.2%，亏损企
业亏损额 43.15 亿元，同比增长
22.7%。能源消耗低速增长。云南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
量 1568.27 万吨标准煤，同比增长
2.21%，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26.29
个百分点。云南全省高耗能行业产
品市场持续低迷，从而导致生产下
滑，能源消费增长缓慢。

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云南省固
定 资 产 投 资（不 含 农 户）完 成
1779.77亿元，同比增长17.9%，增速
比去年同期回落11.6个百分点。三
次产业投资增速回落，第一产业投
资完成 32.78 亿元，增长 11.4%，增
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74.6 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投资完成 438.09 亿元，同

比 下 降
1.3% ，增 速
比去年同期
回 落 28 个
百分点；第
三产业投资
完成 1308.90 亿元，增长 26.4%，增
速比去年同期回落3.2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平稳有序。云南省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981.9亿元，
同比增长 12.6%，增速同比回落 1.7
个百分点，比全国高0.6个百分点。

出口需求回升。云南省进出口
总额完成 58.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4%，增速逐月回升。其中，出口
贸 易 30.53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41.4%；进口贸易 28.1 亿美元，同比
增长20.3%。

财税收入增速有所加快。一季
度云南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377.67亿元，同比增长8.5%；云南全
省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779.22亿
元，同比增长4%。

金融机构贷款平稳较快增长。
3 月末，云南省人民币存款余额
21254.46 亿元，比年初增加 562.87
亿元，同比增长 11.2%；人民币贷
款余额16371.85亿元，比年初增加
548.76亿元，同比增长12.6%。

本报电（罗蓉婵、张若谷、张子卓） 日前从云南省招商合作局了解到，今年一
季度，云南省共签订国内合作项目7606个，同比增长29.1%；云南引进云南省外到位
资金1024.6亿元，同比增长28.9%，实现良好开局。

一季度，重点省区市到位资金稳步增长，其中泛珠三角内地8省区、长三角
地区、西南 5 省区对云南省投资实际到位资金分别为 393.5 亿元、190.4 亿元和
236.2亿元，占全省省外到位资金总额的38.4%、18.6%和23.1%，较去年同期均有
大幅增长。北京 （含央企）、四川、浙江、广东、福建居外省区市在滇投资到位资
金的前 5 位。来自云南省外民营企业投资热度不减，共签订实施合作项目 6467
个，实际到位资金653.9亿元，同比增长47.4%。央企和云南省外国有控投企业实
际到位资金分别为190.4亿元和209.1亿元，占云南全省省外到位资金总额的18.6%
和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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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4 月 14 日，云南省政府召开
2014 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会议要求
云南全省上下把稳增长作为后三季度工作
的首要任务，盯紧抓牢，务求二季度止跌
回升、三季度巩固势头、四季度冲刺攀
高，确保圆满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
务。云南省长李纪恒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云南省经济发
展开局较好，但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明
显回落，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在增
加，必须高度重视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和矛盾，绝不能忽视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
困难和风险。面对当前复杂的形势，云南
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定信心、提振

精 神 、 敢 于 担
当 ， 切 实 抓 好 经
济 建 设 这 个 中
心 ， 按 照 稳 中 求
进 、 改 革 创 新 的
要 求 ， 不 等 不
靠 、 主 动 作 为 、
攻 坚 克 难 ， 创 造
性 地 开 展 工 作 ，

推动全省经济止跌回升，努力打开行稳致
远的发展新局面。

李纪恒在讲话中强调，发展才是硬道
理。围绕稳增长目标，今年后三季度要抓
好8项工作：一要抓改革要动力。二要抓投
资增后劲。三要抓产业提效益。四要抓消
费挖潜力。五要抓融资拓渠道。六要抓开

放添活力。七要抓预算促增长。八要抓民
生保稳定。

李纪恒强调，要圆满完成年初确定的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必须改进作风、
真抓实干。要强化工作调度、落实责任，
发挥好政府对经济工作的宏观组织和推动
作用；要强化形势研判、精准发力，密切
跟踪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适时采取相应对策措施；要强化督促
检查、跟踪问效，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
实处；要强化作风转变、服务基层，把稳
增长与开展好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当好“勤务兵”，保
持发展定力，凝心聚力抓发展，全力以赴
稳增长，努力向云南全省各族人民交上一
份满意的答卷。

再度取
消 一 批 行

政审批

按照《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和简政放
权的要求，云南省政府下发了《关于
简政放权 取消和调整部分省级行政
审批项目的决定》，对有投资项目审
批权的部分省级部门保留的410项行
政审批项目进行了清理，经严格审核
论证，决定取消和调整 202 项行政审
批项目。自2000年以来，云南省共组
织开展了 6 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
取消和调整省级行政审批项目 1495
项，审批时限在法定时限基础上压缩
了 1/3 以上，逐步打造起务实、高效、
便民的政府形象。

今年云南省继续把简政放权作
为改革的突破口，把由市场决定的权
力交给市场，让行政审批不再成为企
业的难题。在为企业服务方面，不仅
仅是行政审批简化优化，云南省工信
委、财政厅还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早
考察、早推荐、早研究、早安排，规范
优化申报程序，监督提高扶持项目质
量，让财政资金对民营经济和中小企
业发展起到引导和拉动作用。同时
规定，2014年 1月 1日起至 2016年 12
月31日，小微企业年纳税所得额低于
10万元的，企业所得可以减免50%后
再按 25%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具有创
业能力、无在办企业的云南全省居民

（国家禁止经商办企业的人员除外），
投资规模达到 10 万元以上且实际货
币投资 7 万元以上的，给予补助。扶
持对象创办微型企业有贷款需求的，
有关银行给予银行贷款支持，所有涉
及微型企业创办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一概实行零收费。

重点项目提速，利用
投资稳增长

投资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
2014年云南省将投资536亿元用于公
路、铁路、机场等重大项目建设。其
中，公路重点项目 8个，完成投资 200
亿元以上。铁路在建项目10个，完成
投资 235 亿元，力争开工建设铁路项
目6个，完成投资64亿元，总投资300
亿元以上。机场项目 8 个，完成投资
36亿元以上。

能源项目包括：云南省内重点天
然气支线管网建设，原油管道和成品

油管道具备
投产条件，澜沧

江流域里底、苗尾、
糯扎渡等 3座水电站及

溪洛渡、向家坝等7座水电
站建设，农网改造和骨干电网

建设和中石油云南 1000 万吨/年
炼油项目。民生投资方面包括：建设

（筹集）城镇保障性住房 17.63 万套，
其中17.13万套城镇保障性住房10月
底全部开工建设，0.5 万户新增租赁
补贴完成发放。2013 年开工建设的
所有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年底
前基本建设。完成 30 万户农村危房
改造及地震安居工程。对于滇池等
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综合治理完成
投资100亿元，用于截污治污，对入湖
河道整治，生态环境修复。

推进五大支柱产业
转型升级

2014 年是云南“产业建设年”的
第二年，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云南省制定出台“产业建设年”2014
年实施方案，提出要把传统产业高端

化、新兴产业规模化、绿色产业精细
化、科技成果产业化、服务产业平台
化、信息产业基地化的“六化”要求落
到实处，合力推动转型升级。

云南省五大支柱产业及其附属
产业基本涵盖云南省大多数产业项
目。云南省提出，以支柱产业升级转
型带动附属产业发展，以点微刺激全
面，带动产业发展升级转型，优化产
业结构，提高产业层次。

云南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作出
部署，为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实
施一批产业升级关键项目，同时出台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扎实举措。

关怀重点企业，切实
减轻负担

云南省委、省政府为解决企业
生产经营困难、减轻企业负担、转
变政府职能，进一步优化生产经营
环境，采取“就近申报、一窗受
理、同步审批、三级联动、限时办
结、全程监督”的行政审批模式。

全省不断推进110个工业园建设，实
施“免租、零费、列支补助及就业
定补”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小微
企业入园创业发展，积极推进以创
业促就业工作的开展。同时取消了
企业年度检验费等 33 项行政事业性
收费，打造一个务实、高效、便民
的政府形象。精心组织，进一步完
善企业负担监督体系。云南省在全
省 16 个州市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
100 户企业作为企业负担网上直报
点，新成立了 210 户企业负担监测
点，并在中国中小企业网云南网开
通了企业负担监测窗口。同时还在
云南全省范围内确定了 80 户民营企
业为“云南省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监
督联系单位”，并聘请了 104 位民营
企业家为“云南省民营经济发展环
境特邀监督员”。这些举措不仅进一
步优化了云南省生产经营环境，强
化了对政务行为的监督，实现了对
企业负担的动态监测，还有利于加
强对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工作的
研究，客观公正地反映民营企业发
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强化服务，着力解决中小企业
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及问题。根据对
网上直报系统及监测点企业的调
查，目前云南省企业面临的主要困
难是融资成本高、资金压力大及原
材料上涨。为帮助企业解决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云南省成立了

“云南省优质小微企业信用贷款试点
工作联席会议”，计划在 2012-2015
年期间，推动云南全省 3000 户优质
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试点工
作 。 加 强 银 政 企 合 作 ， 举 办 了

“2013年云南省第二届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宣传月活动暨金融产品推介及
银企对接会”，为26家金融机构与近
百家优质小微企业以及300余人提供
了现场对接服务。针对民营企业在
生产经营中日益增多的法律服务需
求，云南省成立了由 72 位律师组成
的省级民营企业律师服务团，并在
16 个州市分别成立了民营企业律师
服务团分团。2013 年 6—8 月，在云
南全省范围内组织集中开展专项法
律服务，促进了云南省民营经济发
展环境的改善。

强化惠农不断增加
涉农财政投入

2013年以来，云南省财政厅切实
加大农业农村投入，落实各项强农惠
农政策，筹集资金，不断加大财政
支农投入。2013 年，云南省省农林
水事务支出年初预算615亿元，比上
年年初预算数增长28.7%。

其中，云南省本级年初预算安排
农林水事务支出71.9亿元，同口径比
上年增长 18.3%，为各项强农惠农富
农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
时，也落实了农作物良种补贴、农资
综合直补和粮食直补资金。安排科
技增粮行动专项资金 2.5 亿元，用于
高产创建、间套种等科技增粮补助。
积极筹措各类农业产业扶持资金，着
力支持水利建设，全力支持抗旱工
作，更加突出林业生态建设。推进农
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农民收入持
续增加、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新
农村建设再创佳绩。

云南一季度经济数据出炉云南一季度经济数据出炉

多措并举
多措并举稳增长

稳增长

周秋田

4月14日，云南省政府召开全省一季度经济形
势分析会。会议指出，2014年以来，云南省经济开
局形势平稳。但受宏观经济环境趋紧、市场需求疲
弱等因素影响，云南全省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
如何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快云南省产业转型
升级成为会议主题。为此，云南省委、省政府多措
并举，坚定不移调结构、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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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省 2013 年 新 增 公 路 里 程
3888 公里，全省公路总里程已增至
22.29 万公里。图为车辆在云南大丽

（大理至丽江） 高速公路上行驶。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拥有高原山区丰富的风能资源，目前大理已建成
10个风电项目，总投资 48.85亿元，总装机容量达 46.88万千瓦。图为在洱
源县拍摄的风力发电机组。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云南召开首季度
经济形势分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