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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及做好二季度
工作的措施建议 

     

  一、1—3 月经济运行情况及主要特点 

    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把稳增

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出台了稳增长 25 条、一季度“开门

红”、推动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培育新动能打好“三张牌”

等系列政策措施，层层压实责任，逐级传导压力，实施精准

调度，狠抓推进落实，一季度全市宏观经济运行呈现“高开向

好、好中提质”良好态势，实现一季度经济发展“开门红”。全

市完成生产总值 317.6 亿元、增长 9.6%，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3.6 个百分点，超目标 0.6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

值 17.9 亿元、增长 5.4%；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 172.6 亿元、

增长 9.3%（建筑业增加值完成 14.2 亿元、增长 18%）；第三

产业完成增加值 127 亿元、增长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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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投资增速实现高开。1－3 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38.8%，较上年同期提高 15.1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增速

24.2 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省第 1 位。从重点行业看，公共

设施管理业、工业、道路运输业支撑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

分别增长 154.8%、94.2%、47.1%。从投资结构看，非电工

业投资增长 83%，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 19.6%，较去年同

期上升 6.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 29.3%，

较去年同期下降 5.8 个百分点。从分县区看，七县两区投资

增速均超过 35%，最高易门县增长 47.4%，最低红塔区增长

35.5%。 

（二）工业经济提质向好。1－3 月，全市 PPI 上涨 4.4%，

主要工业产品及原材料价格普遍较去年稳中有升，工业用电

量同比增长 11.1%，工业企业生产经营较好，企业利税明显

改善，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6%，增速比上

年同期提高 8 个百分点，其中烟草制品业增加值增长 1.8%，

增速比上年同期回升 7.7 个百分点；非烟工业增加值增长

25.5%，同比提高 6.3 个百分点。 

（三）农业生产形势较好。1－3 月，全市小春粮食稳产

增效，蔬菜、花卉、水果等特色优势产业量增价升，畜牧生

产平稳发展，农产品加工出口形势好转，一季度全市农林牧

渔业生产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农业总产值完成 38.9 亿元、可

比增长 5.5%，增加值完成 18.2 亿元，增长 5.4%，高于全省

0.3 个百分点，增速排名全省第一。其中高原特色农业增加

值完成 17.9 亿元，可比增长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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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消费稳步增长。1－3 月，元旦、春节、清明

等假期较为集中，居民购物、旅游、休闲、娱乐等消费需求

较为旺盛，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99.3 亿元、增长 12%，其中城镇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60.5 亿元、增长 18.4%，乡村实现 38.8 亿元、增长 14.5％。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 1.5%，市场价格总水平

保持稳定。 

（五）财税金融稳健运行。1－3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 34.3 亿元、增长 20.3% ，其中税收收入 26.6 亿元、增长

30.2%，大部分税种均实现高增长。非税收入完成 7.7 亿元，

同比下降 4.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8.9 亿元、增长 15.9%，

其中财政八项支出完成 56.2 亿元、增长 26.8%。3 月末全市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1719.5 亿元、增长 12%，贷款余额 1052.6

亿元、增长 16.2%，存贷比为 61.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 

（六）对外贸易平稳增长。1－3 月，全市实现进出口总

额 3.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7%，比去年同期提高 7 个百分

点。其中出口总额完成 3.8 亿美元、增长 11.6%，进口总额

完成 578 万美元、增长 25.4%。通海仍为带头引领，实现进

出口总值 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6%，占全市外贸总额的

75.6%。 

（七）招商引资较快增长。1－3 月，全市引进市外国内

项目 460 个，结转项目 358 个，新增项目 102 个，实际引进

市外国内资金 287.1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 63.5 亿元，增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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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其中使用省外资金 222.4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 58.6 亿

元，增幅为 36%。 

（八）居民收入稳步提高。1－3 月，实现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0325 元、增长 7.8%，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97

元、增长 9.5%。 

  二、滇中五州市主要经济指标比较分析 

从地区生产总值看，昆明完成 1042.8 亿元、增长 10.2%，

曲靖完成 401.2 亿元、增长 9%，红河完成 327.6 亿元、增长

10.7%，楚雄完成 222.2 亿元、增长 10.8%。绝对值分别比玉

溪多 725.2 亿元、83.6 亿元、10 亿元、–95.4 亿元；增速分

别比玉溪快 0.6、–0.6、1.1、1.2 个百分点。如下图： 

 

 

 

 

 

 

 

 

 

  

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看，昆明增长 9.4%、曲靖增长

-13.8%、红河增长 21.6%、楚雄增长 31%，增速分别比玉溪

慢 23.4、52.6、17.2、7 个百分点。如下图： 



- 5 - 

 

 

 

 

 

 

 

 

 

 

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看，昆明增长 15.4%，曲靖

增长 11.1%，红河增长 16.5%，楚雄增长 13.1%，增速分别

比玉溪快 6.8、2.5、7.9、4.5 个百分点。如下图： 

 

 

 

 

 

 

 

 

 

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来看，昆明增长 11.9%，曲

靖增长 12.4%、红河增长 12.2%、玉溪增长 12%、楚雄增长

12.2%，五个州市增长与全省增长 12.1%平均水平基本保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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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差距并不大。如下图： 

 

 

 

 

 

 

 

 

 

  三、经济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虽然全市经济发展实现了“开门红”，但经济保

持快速增长的动力不强，持续向好的基础还有待加强。 

（一）经济高开稳走的基础仍不牢固。一是财政八项支

出因今年需要消化去年高速增长带来的压力和不利影响，从

年初计划全年增长 25%下调 3%，下调 22 个百分点可下拉

GDP1.3 个百分点，因此把此压力传导给规上工业。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速从年初 8%上调至 12.2%（烟草按增长 2%考虑），

要达到这样的增速，各县区和高新区工业总产值增速必须分

别达到 45%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必须分别达到 35%以上，

这样才能支撑全年 GDP 增长 10%。二是工业经济维持高速

增长不确定因素仍存在。卷烟制品受市场波动影响比较大，

增加值能否维持 2%以上的增速，具有不确定因素。卷烟占

GDP 比重在 30%左右，增加值每下降 1 个百分点，就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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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0.3 个百分点。 

（二）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压力较大。一是完成投资占全

年比重较低。全市 1－3 月投资实现高速增长，但按全年增

长 25%（在 2017 年 932.7 亿元基础上）计算，占全年目标

1166 亿元比重仅 9.8%。二是 PPP 项目推进缓慢影响投资进

度。全市 PPP 项目清理整顿中，列入今年市级“四个一百”

项目 26 项，80%以上项目处于停滞状态，年度计划投资 181

亿元，如这些项目不能按计划推进，将影响全市投资目标进

度。三是统计方法调整影响投资完成。全市近 50%的在库统

计项目是 5000 万元以下项目，按国家要求实行财务支出法

统计，部分企业垫资建设项目因财务凭证、施工合同欠缺等

原因，完成的实物投资量无法入库形成统计工作量，一定程

度上影响投资进度。 

（三）融资难问题加剧逐渐显现。一是开展政府融资清

理整改。从 2017 年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债务管控

工作，财政部连续出台 50 号、87 号和 92 号文，对地方政府

以违规实施政府购买服务、假借 PPP 模式实施变相融资、政

府违规对外担保等突出问题进行风险提示，我市也正在对

PPP 项目开展清查整改工作，部分信贷项目陷于停摆，并面

临合规性风险。据人民银行玉溪中心支行初步统计，全市政

府类融资项目涉及授信金额 212.5 亿元，受政策影响已批未

放贷款 23 笔，合计 67.4 亿元，项目涵盖土地整治、水库建

设、道路扩建、农危房改造和市政基础建设等多类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此外，尚有部分已发放贷款被要求整改回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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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部分银行对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信贷管控仍然未有松动。

随着去产能政策取得初步效果，钢铁、水泥等限制性行业的

市场需求逐步复苏，相关企业产能化解、技改升级等方面逐

步产生有效的信贷需求，但部分银行机构对限制性行业仍然

通过限额管理、只收不贷和名单制管理等方式实施严格的信

贷管控，不利于相关行业企业的转型发展。 

（四）玉溪 GDP 与滇中州市差距呈扩大趋势。从 2017

年一季度GDP绝对值与 2018年一季度GDP绝对值相比较，

昆明从超玉溪 654.6 亿元扩大到超 725.2 亿元，曲靖从超 77.1

亿元扩大到超 83.6 亿元，红河从差 0.4 亿元扩大到超 10 亿

元，楚雄从差 100.9 亿元，缩小到差 95.4 亿元。 

四、下步工作措施建议 

下一步，我们高度重视高开之后如何稳走的研究及应对，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今年经济运行“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

双过半、三季度抓冲刺、四季度超目标”总体要求，巩固一季

度良好势头，实现“稳”中有“进”，确保二季度时间过半，任

务过半。 

  （一）锁定经济发展目标，强化运行精细调度。紧紧围

绕自加压力所确定的工作目标，认真分析找准存在的困难问

题，强化运行调度，坚持监测、预警、分析、会商“四项制度”，

严格执行领导挂图指挥、部门挂图作战、统计等综合部门挂

图监测制度，进一步盘清锁定目标任务账、支撑账、时序账

和差距账，对标对表，锁定目标，压实责任，及时采取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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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措施，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确保二季度各项目标任务

“双过半”。 

（二）抓实重大项目建设，切实扩大有效投资。一是突

出工业投资。督促县区和高新区加大工业投资力度，千方百

计狠抓工业项目落地建设，全力扭转工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

比重持续下降的不利态势，确保今年全市工业投资比重达 25%

以上。二是加快 PPP 项目清理整顿复工。按照全市 PPP 项目

清理整顿方案抓紧整改，确保 9 个市级 PPP 项目和县区 8 个

PPP 项目审核通并尽快复工，未开工项目整顿调整后尽快开

工建设。三是突出重点项目推进示范引领。狠抓“四个一百”、

“五网”等重点建设项目，按照审批、土地、资金分类梳理问

题清单，多层次、多部门联动，倒排工期、倒逼目标，确保

重点建设项目强力推进。四是强化要素保障。对市级“四个一

百”项目优先安排用地，优先保障投资强度大、产出效益高的

产业项目。对土地需求量较大的项目，根据年度投入、建设

进度、用地需求等情况分期供地。根据重大项目的年度计划

和实施进度，及时安排前期工作经费和产业扶持资金。强化

重大项目银政企对接，切实加强对企业投资项目的融资支持。

五是强化招商保障。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引领先导作用，实施

精准招商，创造条件加快招商引资项目落地，提高项目履约

率。形成“签约一批、培育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态势，

弥补项目存量不足，形成项目增量。六是加强督查稽察制。

定期和不定期督查稽察重点项目，对预警项目进行重点督查

稽察，对联席会议上不能及时解决的问题进行挂号督查稽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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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工业转型乡级，巩固工业回升势头。一是全

力支持红塔集团加快新产品研发速度，不断优化产品结构，

加强产销调度，积极拓展市场，巩固烟草回升势头，确保二

季度烟草制品业稳中有升。二是重点排查企业存在的突出矛

盾和问题，创新帮扶工作机制，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题

和困难。特别是对 42 户负增长企业和 8 户停产企业，采取“一

企一策”，精准施策，分类指导，重点帮扶，努力实现负增长

企业达产增效。三是加快推进蓝晶科技年产 3500 万片 LED

衬底片扩建、玉昆钢铁冶金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中经卡为

公司西南智能制造一期等 15 个重点工业项目建设，尽快形

成新的工业增量。 

（四）落实“三张牌”推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

是推进“绿色能源”牌。加快 3 条天然气管道支线、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等能源项目建设，继续推进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链延

伸，加强与奇瑞、比亚迪等企业在新能源运用方面的合作，

争取引进新能源汽车整车或电池、电机、电控等零配件企业，

积极谋划 30 万吨铝型材加工项目。二是打好“绿色食品”牌。

加强顶层设计，积极推进红河谷—绿汁江热区农业资源开发，

聚焦蔬菜、花卉、水果、生物药材等特色优势产业，抓紧制

定出台“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打造 100 万亩优质农

产品生产基地，集中力量培育“玉系”产品，做强“云菜”“褚橙”

等农产品，打造“云果”“云花”“云菌”知名品牌。三是打好“健

康生活目的地”牌。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 4

月 4 日专题会议精神，全力做好保障工作，抓好土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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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审批、征地拆迁、招商引资等工作落实，确保项目顺利

推进，确保国际医疗健康城年内取得实质性突破。 

  （五）加强政银企深度合作，全力支持实体经济。一是

加强与红塔银行合作，充分发挥 6 亿元产业发展基金的引导

作用，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产业发展。二是加强政银企

对接，引导金融机构优化项目储备，加强项目对接，主动争

取上级银行加大对玉溪金融政策倾斜，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

构扩大实体经济信贷投放，做好对七大产业、基础设施和“三

张牌”重点项目的信贷支持。三是逐项落实好省降低实体经济

企业成本 75 条政策措施，力争在税费成本、用能成本、用

地成本、物流成本方面取得突破，全力为企业减轻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