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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呈稳步增长

数据显示：2019年，全省民营经济
完成增加值 10954.8亿元，总量跃上万
亿元台阶，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
长 8.7%，高于全省GDP增速 0.6个百分
点，占GDP比重达到 47.2%，拉动全省
经济增长 4.1个百分点，对全省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 50.6%，有力地促进了全
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从经济结构看，全省民营经济结
构不断优化。分三次产业来看，2019
年，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 1002.9亿元
左右，增长 5.5%，占全省第一产业增加
值 33%；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 3992.6
亿元，增长 9.4%，占全省第二产业增加
值 50.1%，其中工业实现增加值为
2430.2亿元，增长 9%，高于规模以上工
业增速 0.9个百分点，占全省工业经济
增加值的比重 45.8%，比重比上年下降
2.3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
5959.3亿元，增长 8.7%，占全省第三产
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48.7%。三次产业
中，第三产业的民营经济总量最大，占
比首次超过 50%，较上年提高 5.5个百
分点；第二产业次之，占比较上年下降
5.1个百分点；第一产业最低，占比较上
年略有降低，下降 0.4个百分点，民营
经济的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格
局，比重为54.4：36.4：9.2。

从民间投资情况看，2019年，全省

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20.3%，增速较上年
回落了 0.4个百分点，但已连续 12个月
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高于全省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11.8个百分点，高于全
国民间投资增速15.6个百分点。投资增
速保持较高水平。

从进出口贸易情况看，2019年，全
省民营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共完成进
出口总额 206.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4.1%，增幅比上年回升 3.3个百分点，
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61.4%。其
中，完成进口总额 79.2 亿美元，增长
6.7% ，占 全 省 进 口 总 额 的 比 重 为
42.4%，比重下降 1个百分点；完成出口
总额127.6亿美元，比上年上升19%，占
全省出口总额的84.9%，比重上升1.3个
百分点。

随着民营经济总量的增长，全省私
营企业户数、从业人员平稳增长。据省
市场监管局提供数据，截至 2019年 12
月底，全省民营经济户数312.7万户，同
比增长 10.3%。其中，私营企业 62.7万
户，增长 7.4%，增速较上年提高了 1个
百分点。

高质量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

近年来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地
位愈发举足轻重，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
高度重视，已连续出台多项政策措施，
从市场准入、融资增信、政策执行等重
点、难点、热点方面实现了对既有政策

的整合和突破，向民营企业释放了大量
政策红利。

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从
我省情况看，目前国家很多战略部署覆
盖云南，众多倾斜政策聚焦云南，云南
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正在转化
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后发优势。随着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八大
产业和“三张牌”的打造以及数字经济
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改革发展迎
来了新的机遇和条件。

与此同时，一些制约民营经济、中
小企业发展的因素也日益显现。记者了
解到，受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大环境因素
的影响，下游企业生产经营受到的影
响，已逐步传导至我省民营企业，再加
上内需疲软，民营经济增加值2019年四
个季度增速依次为 10%、9.5%、9.1%、
8.7%，增长速度呈现放缓趋势，下行压
力持续加大。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对民
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加之我省民营（中小）企业处于产业链、
价值链低端，市场竞争力弱，传统产业
占比较大，专、精、特、新类的中小企业
较少，转型升级难度较大。

立足优势抓关键，抢抓机遇快发
展。围绕当前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
存在的痛点和瓶颈，我省以落实政策、
优化发展环境为基础，以精准服务企
业、培育市场主体为重点，以推动科技
创新、提高企业素质为支撑，以调整结
构、转型升级为主线，奋力推动民营经

济和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围绕世界一流“三张牌”和八大产

业打造，我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支撑
作用，以工信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云南省民营小巨人企业和省级成长型
中小企业为重点，支持企业加大研发、
技术改造和信息化建设力度，促进企业
转型升级、做强做优。

同时，持续完善梯次培育市场主
体的支持体系，引导和督促州（市）、县
级工信部门围绕工信部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云南省民营小巨人企业、
省级成长型中小企业和初创型企业错
位配套支持政策，不同阶段和类型给
予相应的扶持政策。一方面深化 100户
云南省民营小巨人企业培育政策，引
导和支持小巨人企业加大研发、技术
改造、新产品开发和品牌培育力度，推
动小巨人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
迈进，树立细分行业领域的标杆。另一
方面，完善省级成长型中小企业筛选
指标体系和培育促进体系，强化监测
分析，注重挖掘新业态和新模式，引导
中小企业向强链、延链、补链发展，走

“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培育云南民营
企业的中坚力量。通过实施大中小企
业融通发展，夯实融通载体，完善融通
环境，发展一批产业配套融通发展龙
头骨干企业、推广一批大中小企业融
通发展典型模式，推动构建大企业与
中小企业协同创新、资源共享、融合发
展的产业生态。

本报讯（记者 胡晓蓉）近日，美团
发布《2020春节宅经济大数据》，整体
展示了今年春节期间人们因居家防疫
不出门，将购物重点转移至外卖平台后
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及消费模式的变化。

《2020 春节宅经济大数据》是根
据美团外卖、美团买菜、美团研究院
提供的数据，对过去一个月居家消费
行为的整体盘点。数据显示，这个春
节，在家钻研厨艺成为全民娱乐，美
团外卖上烘焙类商品的搜索量增长
了 100倍。包括蔬菜、肉、海鲜等在内

的食材类商品平均销量环比增幅达
200%，香菜以近百万的销量和土豆等
一起成为“国民蔬菜”。

不同地方的人通过外卖平台购物
呈现出鲜明的城市特点，如西安人居家
做面食、沈阳人最爱涮火锅。美团闪购
平台大数据显示，春节期间，昆明人经
常购买的商品中，白菜、土豆销量最高。
昆明的城市购买力位列全国城市二十
强，过去一个月销量排名前十的商品依
次是：口罩、白菜、土豆、鲜果切、猪肉、
葱、西红柿、橘子、鸡蛋和蒜。

本报讯（记者李承韩通讯员王天
丹 刘思捷）云南电力市场贯彻落实电
力市场准入的各项要求，不断优化服务
流程，持续提升服务水平，市场规模持
续增长。截至目前，云南电力市场注册
市场主体数量突破3万户，电力市场主
体注册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据介绍，昆明电力交易中心成立以
来，以“优化流程、注重公平”为原则开
展了市场主体的准入工作，发布了《云
南电力市场准入和退出管理实施细
则》，对电力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行为
进一步完善。2018年10月，云南省率先
放开一般工商业用户参与电力市场化
交易，云南电力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昆
明电力交易中心积极做好市场服务工
作，简化市场主体注册流程，用户注册
资料从8项缩减为3项，发电企业从10
项缩减为4项，售电公司从18项缩减为
13项。同时构建了“互联网+”的信息技
术体系，通过多渠道智能化验证市场主
体信息，市场主体入市审核时间缩短为
2个工作日，极大地提升了市场主体的
注册体验和效率。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全面放开经营
性用电参与市场、提高电力交易市场化
程度的要求，昆明电力交易中心通过与
电网、工商、银行、通信运营商等机构信
息共享，实现全自动注册核验，积极应
对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参与市场
化，日均入市用户近60户。2019年累计
注册一般工商业用户21586户，2020年
云南电力市场注册市场主体数量突破
3万户，其中，电力用户 29526户，售电
公司144家，发电企业358家，电力市场
主体注册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市场规模
增长势头良好。

随着电力市场信用建设的不断推
进，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建立了市场主
体交易行为信用评价机制，评价范围
包含了售电公司、电力用户和发电企
业市场主体，充分反映市场主体参与
电力市场过程中的守信履约情况和能
力。同时建立常态市场风险预警机制，
通过动态分析市场运营情况，识别电
力交易中的业务风险，以风险提示书
等形式公开发布预警，提醒市场主体
识别和躲避风险。

一年之际在于春。在抢抓春耕备耕
的关键时期，农行云南省分行围绕各地

“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工程，全力
支持广大农业经营主体复工复产，助力
全省春耕备耕生产和脱贫攻坚。截至2
月末，该行涉农贷款余额 1165.9亿元，
比年初净增38.5亿元，占全行各项贷款
增量的48.4%。

开通“绿色通道”提升服务质效

春耕备耕期间，涉农信贷资金需求
集中、时间要求急，农行云南省分行各分
支行主动了解掌握当地农业农村生产，
特别是春耕备耕资金需求规模、特点，优
先安排春耕备耕信贷计划，提供差异化
金融服务方案，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
供针对性服务，全力保障农副产品生产
和春耕备耕农资供应信贷资金需求。

该行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尤其是线
上产品服务创新，完善信贷政策制度，
探索和完善应对疫情发生后春耕备耕
金融服务的有效模式。对解决春耕生产
所需的优良种子、种苗、农药、农膜等企
业和农户资金需求，开通“绿色通道”，
进一步简化业务流程，组建服务团队，
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缩短贷款受理、调
查、发放时间，实现快调查、快审批、快
投放的“三快”要求，保障春耕生产所需
资金及时足额发放。

同时，农行云南省分行各分支行持
续加强与政府性涉农担保机构、扶贫基
金、风险补偿基金等合作，切实解决信贷
支持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形成支持春
耕生产合力，推动全省春耕有序开展。

依托科技赋能 提供多元服务

农行云南省分行充分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以涉农企业和农户为抓手，
引导涉农企业及农户通过线上产品办
理信贷业务。依托“烟农贷”“蔗农贷”

“茶农贷”等产品，抓实农户信息建档工
作，强化“惠农 e贷”线上业务融资服
务，加大“惠农 e贷”白名单导入和投放
力度，确保在网上银行、掌上银行等线
上渠道7×24小时提供“惠农e贷”借款、
还款等业务，及时满足受疫情影响企
业、农户的生产经营融资需求。

开年以来，全行向“保春耕、保农

时”农户共累计投放“惠农 e贷”24612
笔9.74亿元，贷款笔数和贷款金额分别
占同期农户贷款的75.12%、56.43%。进
一步加大对重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支持力度，为其开展春耕备耕提供全
流程、全方位金融服务，确保春耕备耕
生产必需的农业生产资料及时充足供
应。截至 2月末，农行云南省分行对 57
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放贷款7.3亿
元，向农户累计投放生产经营类贷款
17.2亿元。

同时，该行将支持春耕备耕生产与
“春天行动”综合营销活动有机结合起
来，在提供信贷服务的同时，积极为各
类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资金管理、结算、
汇兑、转账等基础金融服务，助力春耕
生产和脱贫攻坚。

出台暖心政策 解决客户担忧

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受困的农资、
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企业以及农户，
农行云南省分行严格实施不抽贷、不
断贷、不压贷政策，允许通过重新约
期、贷款展期等方式，支持其恢复生
产。出台实施优惠利率政策，对受疫情
影响期间“保春耕、保农时”的生产流
通企业、农户贷款，特别是对从事粮
食、蔬菜、水果、生猪、禽蛋奶、水产品
等基本农产品种植养殖的农户贷款，
给予贷款利率优惠。

针对疫情期间部分企业和农户无
法按期还款问题，农行云南省分行推出
了一系列差异化信贷政策。对受疫影响
暂时无还款来源的农户，及时受理延后
还款申请，灵活调整农户贷款还款安
排，合理延后还款时间。在疫情期间，受
疫情影响造成非个人主观原因发生的
农户贷款逾期，一律不视为违约，一律
不进入违约客户名单，不计收罚息。

今年前两个月，该行累计为974户
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农户调整宽限期、
消除逾期征信记录，全力保障其快速投
入到春耕生产中，在金融服务“三农”中
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图为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农民抢
抓节令忙春耕。

本报通讯员唐明伟/文 张树禄/图

连日来，元谋县金沙江畔电机轰
鸣，飞跃江面的龙街大桥工地一片忙
碌，10多名工人正在距离地面 80多米
的桥梁上进行主桥预应力施工。

“为了挽回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而延误的工期，我们将全力同步推进
流水作业，攻坚克难，确保按时保质完
成项目建设。”施工方四川路桥集团公
司项目负责人伍龙说。

姜驿乡是我省位于金沙江北岸唯
一的建制乡镇，辖 8个村委会 56个村
民小组，其中贫困户 1414户 4854人。
长期以来，全乡唯一通往县城的公路
受金沙江阻隔，出行物资运输全靠人
背马驮、货轮摆渡，十分不便，当地群

众都盼着大桥尽快建好，彻底解
决过江出行难的历史，为当地万
亩蜜桃、豌豆、烤烟、畜牧业等扶贫
产业的生产、运输、销售带来便利。

“从大桥开始建设，我就一直在
这里干电焊。两个儿子都在读大学，家
里负担有些重，靠着修大桥每个月有
6000多元收入。将来桥通了，我们进城
干活就更方便了。”正忙着施工的江边
乡盐水井村村民杞松云说。

据了解，为彻底解决姜驿乡群众出
行难题，元谋县以乌东德水电站移民搬
迁建设为契机，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实施
投资1.57亿元的金沙江跨江大桥项目。
大桥位于龙街古渡盐水井村，横跨金沙

江，左岸连接姜驿公路，右岸连接黄江公
路，桥梁设计总长671米、宽9.5米。项目
的实施，不仅将解决姜驿乡与周边地区
公路交通过江问题，还将促进元谋与四
川攀枝花、会理地区的经济交往。

本报记者饶勇通讯员段卫丽

“启动线上销售 2年多来，累计
成交额达到 1000余万元，占公司总
成交额的三分之一。”看着逐月上升
的销售指数，富源县乌蒙洞藏酒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吕永红笑了。

富源县以农村电商为抓手，把电
子商务产业作为全县经济新的增长
点来推进。依托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建
立了县级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1个、乡
（镇、街道）电子服务站 12个、村级电
子商务服务网点 81个；建设了农村
电子商务物流体系、县级物流分拣配
送中心、农村电子商务营销体系等配
套服务中心；培训了一批电子商务专
业人才、电子商务职业经理人、农村
电子商务推广员。

通过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项目，实现乡（镇）快递覆盖率
100%，村级网点逐步实现全覆盖，村
级邮路 100%覆盖。建设县级物流仓
配中心、乡（镇）物流中转站、村级物
流服务网点，完善“一县一仓配、一乡
一中心、一村一网点”的农村电子商
务物流服务体系。新开辟建设乡（镇）
邮路 6条，在全县共设置邮政营业网
点 14 个，建成邮政便民服务站 184
个，电子商务产业链条初步形成。

“富村镇是全国最大的魔芋销售
集散地，线上和线下销售的商家有上
百家。”谈到魔芋销售，做了 3年电商
的卢伟说，“随着物流体系的健全，走
线上渠道的商家和顾客越来越多了，
我经营的网店累计成交额达 300多
万元。”

据村淘业务负责人梁栋介绍，目
前，富源县共有 30多个村淘网点负
责开展下行业务，农村网购的群众越
来越多，成交额逐年攀升，去年村淘
业务成交额4000多万元。

本报记者 蒋贵友 通讯员 郭燚

经济观察 农行云南省分行全力支持农业生产——

金融“春雨”润春耕

资讯

图片新闻

美团发布《2020春节宅经济大数据》
昆明城市购买力位列全国二十强

云南电力市场主体注册数突破3万户
注册规模居全国前列

富源：

农村电子商务
架起销售金桥 金沙江畔施工忙

云南民营经济总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去年完成增加值超万亿元
本报记者胡晓蓉/文 李秋明/图

2019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

面，全省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工作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安排部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以落实政策为核心、企业培育为重点，破

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全省民营

经济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民营经济总

量跨越式增长。

2019年

民营经济完成增加值

10954.8 亿元

比上年增长

8.7%
占GDP比重达到47.2%

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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