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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金融运行报告（2022）》摘要

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2021年，云南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经济延续稳中加固的态势，高质量发展步伐持续加快。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2.7万亿元，同比增长 7.3%，两年平均增速高于全国。一是内需潜力持续释放，

经济稳步回升向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 9.6%；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6.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6.3%、

17.3%。二是三次产业协同发展，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4%，全年粮食总产量首次跃上 1900万吨大关；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8.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34.9%、

32.7%；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全年接待游客数和实现旅游总收入分别恢

复至 2019年的 80%和 68%。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力推进，市场主体更趋多

元化。“数字云南”建设加快；全省高速公路里程突破 1万公里，中老铁路运营

开局良好，中缅印度洋新通道海公铁联运成功试运；新登记市场主体 75.4万户，

同比增长 12.7%，其中包括 17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四是财政收

支整体平衡，民生领域稳定向好。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7.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口径增长 3.1%，民生支出占比 74%；城镇新增就业 53.3万

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与全国持平，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全省金融运行总体平稳，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发展，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力度进一步加大，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一是银行

业发展稳中向好，货币信贷运行平稳。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总额均同比增

长 6.2%，不良贷款实现“双降”；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各项贷款分别同比增长

2.4%、11.2%，全省社会融资规模累计新增 4782.5亿元，规模增长与全省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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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基本匹配。二是融资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对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长 29%，普惠口径小微贷款余额

和授信户数分别同比增长 25.1%和 20.5%，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1.1%；贷款

利率稳中有降，全省人民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上年下降 0.1个百分点。三

是证券业稳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有效推进。全年辖内上市公司股票累计

交易额同比增长 11.1%；2021年末，全省共有上市公司 41家，全年累计融资额

同比增长 53.7%。四是保险业平稳发展，风险保障机制作用显现。2021年，全

省保险业保费收入同比下降 1.7%，赔付支出同比增长 4.6%；云南专属农业及涉

农保险产品 588个，实现农业保险 129个县区全覆盖，脱贫地区优势特色农产品

保险品种全年新增 115个。五是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金融基础设施更趋完善。

稳步推进云南省征信平台建设。全省支付系统覆盖率进一步提高，全年累计建设

惠农业务点 15017个，其中普惠金融服务站 7610个。积极打造“满天星”“滇游

记”金融消费者权益服务品牌，全省 15个州市中支建立起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

2021年，云南省经济保持稳定恢复态势，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但同时也要看到，支撑云南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还不牢固，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仍需深化。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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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和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科

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

生，不断巩固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

大局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全省金融部门将贯彻执行好稳

健的货币政策，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大对小微企业、

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振兴、文旅产业等领域的支持力

度，维护金融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推动云南主动融

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全文链接：http://kunming.pbc.gov.cn/kunming/133722/460002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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