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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化”融合在我省深入推进，数
字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2016年以来
信息产业主营收入年均增速超过
20%，2019年达到 1465亿元。光缆线
路长度、4G基站数均居全国第 9位，
建成 5G基站 1.2万个。中国林业大数
据中心等国家级数据中心相继落地，
全省建成数据中心达42个。

创新驱动战略深入实施，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稳步提升。2016年以来，累
计实施重点项目1500个、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项目73个、“三化”改造项目28
个，规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由
0.63%提升至0.8%。新认定省级以上企

业技术中心138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
业34户、工业设计中心22户，认定培育
省级以上制造业单项冠军31户。

工业绿色发展深入推进，节能降
耗超额完成目标任务。搬迁改造30户
人口密集区危化品企业，降低铁路运
输物流成本37.45亿元。培育创建省级
以上绿色工厂 85家、绿色园区 11个、
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 15户，安
宁、东川、兰坪列入国家工业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基地。可持续发展综合
排名上升至全国第 19位，提前两年
完成 GDP能耗、用水量等节能降耗
目标任务。

“十三五”期间，我省推动“两型三
化”转型，在打造八大重点产业、世界一
流“三张牌”和万亿级、千亿级产业方面
不断出实招、硬招、新招，实现了工业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工业综合实力和民营
经济发展实现历史性突破；产业结构和
产业集群进一步优化；数字化、创新、绿

色化正成为新的驱动力。
云南工业产业 2016年以来年均

增长 9.1%，增速位列全国第一梯队；
信息产业 2016年以来主营收入年均
增速超过 20%，光缆线路长度、4G基
站数均居全国第9位，已建成5G基站
1.2万个。

“十三五”期间，我省全部工业增
加值突破5000亿元大关，增速位列全
国第一梯队。全部工业增加值接连跃
过两个千亿元台阶，2019 年达到
5301.5 亿元。2016 年以来年均增长
9.1%，增速位列全国第一梯队，高于

“十三五”7.5%的预期目标 1.6个百分
点。规上工业企业数达到 4361户，规

上工业主营收入突破1.4万亿元。
民营经济突破万亿元大关，我省

民营经济增加值从 2015年的 6389.7
亿元跃升至 2019年的 10954.8亿元，
占GDP比重提升至 47.2%。2019年民
营经济户数达 312.7万户，较 2015年
增长了43%。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44户，居西部省区前列。

我省重点发展的八大产业“三张
牌”打造取得突破，产业结构进一步
优化。“一烟二电三有色”的产业格局
正被重塑优化，装备制造业、信息产
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千亿元，非烟工
业占全部工业比重从 66.2%提高到
75.3%，烟草占比下降到 24.7%。绿色
铝硅材、绿色食品、生物医药、电子信
息产品制造等优势特色产业快速发
展壮大。信创、石化、新能源乘用车及
主要医用防护物资 4个产业实现了

“从无到有”。

产业集聚度得到明显提高，千百
亿园区蔚然成群。2019年全省工业园
区主营收入达到 18211亿元，占全省
比重达 81.7%，2016年以来年均增长
率 19%，园区已经成为全省产业发展
聚集高地。全省主营业务收入超千亿
元以上园区达 5家，国家级新型工业
化产业示范基地达 9个。2016-2019
年累计完成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997.12亿元，省级支持园区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共 4.78亿元，园区基础设
施得到较大改善。

工业综合实力和民营经济发展实现历史性突破

产业结构和产业集群进一步优化

数字化、创新、绿色化正成为新的驱动力

“十三五”以来，云南省深入践行
新发展理念，着力打好世界一流“绿色
能源牌”，推进云南绿色能源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取
得了显著成效——

国家大型水电基地基本形成，石油
炼化基地建成并稳定发挥作用，能源国
际枢纽雏形显现，绿色能源装机占比、

绿色能源发电量占比、清洁能源交易电
量占比、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重等四项指标在全国领先，并达到世界
一流水平。能源产业实力迅速发展壮
大，2019年能源工业增加值达到1300
亿元，较 2015 年的 685 亿元增长近
90%，能源产业跃升为全省第一大支柱
产业，促进云南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国家大型水电基地基本形成。“十
三五”期间，澜沧江上游乌弄龙、里底、
托巴、黄登、大华桥、苗尾等水电项目
相继投产；金沙江乌东德、白鹤滩水电
站相继核准开工，乌东德已投产 4台
机组，发电量达110亿千瓦时。

目前，金沙江、澜沧江水电基地已
投产水电站20座，装机累计4599万千
瓦，较2015年两江干流装机3686万千
瓦增长 24.8%。全省多个千万级大型
水电站建成投产或正在建设中，水电
开发技术水平国际领先。

石油炼化基地建成并稳定发挥作
用。中缅油气管道及 1300万吨/年炼
油项目建成投产，彻底改变了云南省
无油少气的局面，带动石化产业快速
发展。“十三五”期间，云南省成品油供
应能力在2200万吨/年左右。

能源国际枢纽雏形显现。跨境电
力联网、电源合作开发、境外电网基础
设施建设合作、电力技术装备“走出
去”成效显著。已建成13条与周边国家
电力通道，“十三五”期间电力国际贸
易约180亿千瓦时，年均增长约7.5%。

电力优势进一步发挥。全省电力
总装机 9988万千瓦，居全国第 7位。
2019年，全省水电发电量 2853亿千
瓦时，居全国第 2位。能源利用效能
显著提高，结束了云南自 2014年以
来的大规模“弃水”历史，从最高位
2016年的 315亿千瓦时下降到 2019
年的 17亿千瓦时。建成直流输电通
道 10条，西电东送能力由“十二五”
末的 2500万千瓦提升至现在的 3990
万千瓦。

煤炭良性发展态势显现。煤矿数
量由“十三五”初期的 786个减少到
222个，平均产能由15万吨/年提高到
42 万吨/年，累计关闭退出煤矿 488

个，淘汰落后产能6965万吨。
油气发展填补云南空白。全省成

品油消费年均突破 1000万吨，年均
增长 4%。2019年 1月 1日起，全省全
面推广使用国Ⅵ（B）标准车用汽油、
国Ⅵ标准车用柴油。

全省天然气消费量从“十二五”
末不到 6亿方增长到 2020年的 22亿
方。昭通页岩气勘探开发取得突破，
到年底累计产气将超过1亿立方米。

新能源开发稳步推进。至目前，
全省风电装机 878万千瓦，占总装机
8.8%；光伏装机 387万千瓦，占总装
机 3.9%。风电年利用小时多年保持
全国前三的领先位置。

初步建成“两基地一枢纽”

能源结构不断优化

能源发展绿色特征更加鲜明

全省绿色能源装机占比84%，高出
全国平均约46个百分点；绿色能源发电
量占比90.5%，高出全国平均约67个百
分点；清洁能源交易电量占比97%；非
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42%，高

出全国平均27个百分点以上，上述四项
指标全国领先，并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西电东送电量100%为清洁电力，
为实施节能减排、污染防治、支持东部
地区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在即将过去的“十三五”期间，云南省经济发展不断提速、民生福祉不断提

高、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大好局面进一

步巩固。

11月24日，省政府新闻办与省发展和改革委举行云南省“回眸‘十三五’，

奋进彩云南”系列新闻发布会·综合主题发布会。省发展和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能源局、省扶贫办相关

负责人就我省“十三五”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进行介绍。

“十三五”时期是我省经济社会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时期，取得了

两个决定性成就，实现五个历史性突破，夺取一个决定性胜利。

两个决定性成就——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

定性成就。

五个历史性突破——经济总量实现历史性突破；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历史性

突破；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社会民生

补短板实现历史性突破。

夺取一个决定性胜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胜利。

“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全面完成，为我省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
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以脱
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脱贫
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发展头等大事
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尽锐出战、攻坚克
难、不胜不休，彻底改变了贫困面貌、改
善了人民生活。

今年11月14日，云南省政府正式发
布最后9个县（市）退出贫困县序列的消
息，至此，云南 88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
帽，8502个贫困村全部出列，现行标准
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困扰云
南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得到
解决。

2015年以来，我省累计投入省级以

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813.38亿元，年均
增长29.9%。2016年以来，累计整合省级
以上财政涉农资金1833.74亿元，年均增
长 5.5%。凝聚中央定点单位、东西部扶
贫协作、企业集团帮扶和社会扶贫等各
方帮扶力量，向世代沉积的贫困堡垒发
起总攻。

“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任务全面实
现，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发生整体巨
变。88个贫困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通过
国家验收，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现象已动
态清零。99.6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
建成安置房 24.5万套、集中安置区 2832

个，其中万人以上集中安置区19个。解决
了 130万户约 500万贫困群众的住房安
全问题。贫困人口“三重”医疗保障到位，
常见病、慢性病能够及时诊治。农村集中
供水率从 2015年底的 83%提高到 96%，
自来水普及率从77.7%提高到94%，总体
上消除了农村饮水不安全现象。全省
8502个贫困村100%实现通硬化路、生活
用电、动力电、光纤、宽带和有“云岭先
峰”为民服务站、活动场所。

产业就业持续赋能，贫困群众收入
大幅提升。累计投入500多亿元财政扶贫
资金，在全省范围内形成蔬菜、茶叶、水

果、生猪等26个扶贫主导产业，覆盖有产
业发展条件的贫困户 168.53万户，占有
产业发展条件贫困户的99.5%。累计发放
扶贫小额贷款 538.74亿元，129.26万户
（次）贫困户获贷。建成村级光伏扶贫电
站 1387座，总装机 31.65万千瓦，覆盖
2012个贫困村，每年每村增加 8万元至
40万元的集体经济稳定收入，收益资金
安排公益岗位就业 19807人，发放工资
5299.9万元。目前，全省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劳动力已外出务工314.7万人，比2019
年增加30.34万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
有稳定就业的比例由 9.2%上升到
55.1%。全省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2015年的7070元增加到2019年的
10771元，年均增长 11.1%，高于全省平
均增长水平1.5个百分点。

“十三五”期间，云南省文旅行业坚
持以国际化、高端化、特色化、智慧化为
方向，加快文化建设，推进旅游产业转型
升级，全省文化和旅游工作在改革中前
行，在创新中出彩，在推进文旅融合中取
得积极成效。

5年来，云南省文旅产业增加值由
1288.31亿元增加到 3430.97亿元，年均
增长 27.7%，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的
107.22%。

全省接待海内外游客数量从 2015
年的 3.30亿人次增加到 2019年的 8.07
亿人次，文旅总收入由4181.79亿元增加
到 12291.69亿元，年均分别增长 25.3%
和 30.9%，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的
132.76%和 122.91%，2019 年旅游总收

入、旅游总人数分别排名全国第6位、第
9位；文旅产业增加值由1288.31亿元增加
到 3430.97亿元，年均增长 27.7%，完成

“十三五”规划目标的107.22%，占全省第
三产业增加值（12224.55亿元）的28.1%，
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23223.75亿元）的

14.8%，基本实现“十三五”规划占比
15.0%的目标。

今年，云南省文旅行业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的冲击和影响。截至目前，文旅产
业复工复产情况总体良好，全省 332家
A级旅游景区已陆续开放了 330家，复
工复产率达99.4%；全省1047家旅行社，
已复工686家，复工复产率达65.52%；全
省星级饭店 610家，恢复营业 567家，复
工复产率达92.95%。

文旅产业改革创新出彩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三五”期间，云南省生态环境系
统强化统筹指挥、督促调度，全力推进蓝
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和九大高原
湖泊保护治理等“8个标志性战役”，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完成了 13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
市建成区及周边重污染企业搬迁。“散乱
污”企业整治完成率达96%。调整优化能
源结构，全省清洁电力发电量占比达
92%，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达43%，居全国首位。小锅炉淘汰任务全
面完成。淘汰注销国Ⅲ排放标准柴油货
车3.14万辆，提前1年完成目标任务；比
国家要求提前 4年实现全面供应国Ⅵ
（B）标准车用汽油。

把九大高原湖泊水生态环境保护治
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打响滇池保护
治理“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洱海保护治

理攻坚战；着力打造“抚仙湖生态圈”；开
展泸沽湖、程海等高原湖泊环境整治。着
力解决重点领域的水环境问题。严格保
护饮用水水源，完成县级及以上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划定和审批；严控工业污染，
截至 2018年底全省 70个省级及以上工
业园区全部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严
控城镇生活污染，城镇污水处理率达
91.3%；大力防治农村农业面源污染，化
肥农药使用量实现负增长。

积极推动省级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立
法，加快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进度，全面启动云南省县域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积极推进全省

重金属总量减排，开展涉镉等重金属重
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工业固体废物堆
存场所排查环境整治等，督促企业建立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稳步推进土壤
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

5年来，云南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空气质量方面，2017年、2018年连
续两年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在全
国排名第一；2019年受东南亚烧荒影响
略有下降，在全国排名第三。今年1至10
月，全省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98.6%。

水环境质量方面，截至 2019年底，
云南省纳入国家考核的100个地表水监

测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78%，劣Ⅴ类
比例降到 4%；今年 1至 10月，优良比例
达到 82%，劣Ⅴ类比例降到 3%。九大高
原湖泊水质整体改善，抚仙湖、泸沽湖水
质稳定保持 I类，滇池（草海、外海）甩掉
劣V类水体的帽子，洱海介于Ⅱ类和 III
类之间波动，九湖中劣V类水体的湖泊
已由2017年的3个减少为2019年底的1
个（星云湖），滇池外海、异龙湖分别于
2018年、2019年“脱劣”。

土壤环境质量方面，截至目前，云南
省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未发生因耕
地土壤污染导致农产品质量超标、造成
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或因疑似污染地
块及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不当、造成不
良社会影响的事件。全省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率达 8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
用率达90%。

综合交通跨越式发展“十三五”以来，我省全力推动交通
运输破瓶颈、补短板、惠民生、提品质，综
合交通运输发展实现了从“基本缓解”到

“基本适应”的重大转变，成为近年来云
南变化最大、群众感受最深、成效最为明
显的行业之一。

5年来，云南综合交通投资实现跨
越式增长，全省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
预计完成1.14万亿元、是“十二五”的2.4
倍。其中，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 2018
年至 2020年连续 3年位居全国第一。特
别是 2020年，我省采取强有力措施，有
效对冲疫情影响，全省综合交通运输固
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3000亿元以上，为
全省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支撑。

到“十三五”末，全省公路总里程预

计超过26.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建成
通车里程达9000公里以上；铁路运营里
程预计增加 1573公里，达 4233公里，高
铁从无到有，运营里程达 1105公里；民
用运输机场新增2个，达15个，旅客吞吐
量百万级机场7个；航道里程新增855公
里，达 5108 公里；邮政快递网点达到
11457个。

截至目前，我省129个县（市、区）全
部通高等级公路，今年预计新增20个以
上县通高速公路，通高速公路县将达到
110个以上；列车通达 26个省（区、市）、

高铁直达17个省（区、市），9个州（市）通
铁路、8个州（市）通高铁；客货航线达
466条，国内外通航城市达 185个，基本
实现南亚东南亚首都航线全覆盖。邮政
企业网点乡镇、建制村 100%通邮，乡镇
快递网点覆盖率达99.7%。

“十三五”期间，我省累计新建改建
农村公路 10.5万公里，所有乡镇和建制
村100%通硬化路、100%通邮，具备条件
的建制村 100%通客车；特别是“直过民
族”及沿边地区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
路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建成 2.5万公里，

惠及346个乡镇、1487个建制村、9049个
自然村，强力助推11个“直过民族”和人
口较少民族整族脱贫。

大力推动客运转型升级、货运降本
增效。5年来，全省新增等级客运站 41
个、农村客运站991个，场站配套功能更
加完善，旅客换乘更加便捷。城市公交体
系不断完善，网约车、定制客运等新模式
不断涌现；昆楚大丽、昆曲宣、昆玉蒙河
等动车开行，城际快速客运体系加快形
成。大力建设最美交通，美丽公路、美丽
铁路建设成效显著，271个服务区完成
提升改造；“公转铁”“公转水”加快推
进，运输结构持续优化，生鲜物资铁路
冷链破冰，有力助推“云菜”“云果”“云
花”出滇。

工业增速列全国第一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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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能源牌”打造成绩亮眼

过去5年，是云南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发展最优、发展最强的5年

2019年能源工业增加值
达1300亿元

较2015年增长近90%

能
源

铁路运营里程预计达4233公里

110个县（市、区）高速公路通车

客货航线达466条，通航城市达185个

交
通

工业产业2016年以来
年均增长9.1%

增速位列全国第一梯队

工
业

88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8502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脱
贫

每年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个百分点以上，居全国前列

经济总量排位提升到2019年的
第18位，前进5位

经
济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全国平均
水平的58.4%提高到67.6%

城镇及农村居民收入提前实现
“翻一番”目标

民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