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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及下辖各州市经济财政实力与债务研究（2017）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公共融资部 

陆奕璇 

区域概况：云南省是我国重要的边疆及多民族省份，是我国面向南亚和东南

亚的辐射中心、“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省份和长江经济带的覆盖省份，地理

战略地位突出。全省土地面积 39.41 万平方公里，居全国各省市1第八位；下辖

16 个州市，129 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境内有 52 个聚居民族，生物、能源及矿

产等资源储量优势突出；截至 2016 年末，总人口 4770.5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

口数约占三分之一。 

经济实力：依托自然资源及旅游资源优势，云南省形成了以烟草、电力、矿

产、旅游等为主导的产业格局，但以资源利用为主的工业发展模式使全省工业增

长承压，服务业也面临单一依靠旅游拉动的结构性不足。2016 年全省经济总体

运行较为平稳，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49 万亿元，居全国各省市第二十三位；同

比增速为 8.7%，与上年持平，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2.0 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为 3.13 万元，未达全国水平。2016 年，全省三次产业结构比重调整为

14.8:39.0:46.2，总体呈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但与全国水平相比，全省第二、

第三产业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云南省下辖各州市经济发展较不均衡，首位经济圈实力强劲，其余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与之差距悬殊。从经济总量看，2016 年由昆明、玉溪、曲靖组成的首

位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占各州市合计的 48.96%；其余大部分州市地区生产总值

在千亿元以下。从经济增速看，全省半数州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地区生产总值

的 1 倍以上，投资对各州市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2016 年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下滑影响，丽江和西双版纳经济增速分别较上年下滑 2.0 个百分点和 1.4 个百分

点，在各州市中降幅较大；昆明经济体量相对较大，经济增长保持相对平稳，2016

年增速为 8.5%，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0.2 个百分点。 

财政实力：云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保持增长态势，以税收收入为主。受宏

观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加大、“营改增”政策全面实施、房地产及土地市场景气度

波动等因素影响，2016 年全省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12.29 亿元，较上年增加

4.14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趋缓。此外，云南省下辖多个少数民族自治地

区、陆地边境地区，且作为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在我国发展战略和对

外开放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规模居全国各省市

                                                              
1  各省市指 31 个省级行政区，包括 22 个省（不含台湾），5 个自治区和 4 个直辖市，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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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持续稳定的中央转移支付大幅增强了全省的财政保障能力，较好地满足了

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支出需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是云南省地方可支

配财力的重要补充，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主，虽受土地市场行情影响而

有所波动，但基本可覆盖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从下辖各州市情况看，昆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云南省各州市具有绝对

优势，2016 年红河、玉溪和曲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均过百亿，其余各州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偏小。从构成看，2016 年仅昆明和昭通税收收入占比超

过 70%，而临沧和丽江非税收入占比较高。从增长情况看，云南省各州市出现较

大分化。2016 年迪庆和丽江税收收入规模较上年出现 10%及以上的降幅；西双

版纳州以 16.60%的增幅位列各州市首位。此外，云南省各州市公共财政平衡对

上级补助收入依赖较大，除昆明和玉溪外，2016 年各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自

给率均低于 50%。从地方财力的稳定性看，除昆明外，其余各州市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均未超过 30 亿元，对地方财力的贡献度普遍较低。 

债务状况：云南省政府债务规模较大，2016年末政府债务2余额 6353.2亿元，

排名全国各省市第九位，但政府债务余额距国务院批准的政府债务限额尚有一定

空间，且债务期限结构偏长期，云南省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从下辖各州市政府债务偿付压力看，2016 年末云南省内德宏和保山政府债

务偿付压力相对偏大，当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与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均

大于 400%；昆明、普洱、文山、临沧、迪庆和西双版纳政府债务偿付压力次之，

该比率均大于 300%；云南省级债务规模也相对较大，面临一定偿付压力。 

从城投企业债务负担看，云南省已公开发债的城投企业整体以省本级和州市

级平台为主，存量城投债及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主要集中于省本级和昆明；与自身

财力状况相比，保山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当年末城投企业带息债务

余额与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大于 400%；省本级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

是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15.7 倍，但考虑到省本级平台多为公用事业、工

程施工等控股集团类企业，具有较显著的行业地位，债务偿付来源较多样化，带

息债务及城投债偿付压力相对可控。 

一、云南省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一）云南省经济实力分析 

云南省是我国重要的边疆及多民族省份，是我国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辐射

中心、“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省份和长江经济带的覆盖省份，地理战略地位

                                                              
2  政府债务即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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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依托自然资源及旅游资源优势，云南省形成了以烟草、电力、矿产、旅

游等为主导的产业格局，但以资源利用为主的工业发展模式使全省工业增长承

压，服务业也面临单一依靠旅游拉动的结构性不足。2016 年全省经济总体运行

较为平稳，经济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2.0 个百分点；总体呈现“三二一”三次产业

结构，但与全国水平相比，全省第二、第三产业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云南省是我国重要的边疆及多民族省份，位于我国西南地区，与缅甸、老挝、

越南 3 国接壤，是我国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

要省份和长江经济带的覆盖省份，地理战略地位突出；同时，云南省境内有 52

个聚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数约占全省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是我国民族种类最

多的省份。2016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4770.5 万人，较上年末增加 28.7 万人；全省

城镇化率为 45.03%，较上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 

近年来云南省经济实力持续提升，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经济总量

在全国排名相对靠后。2016 年云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49 万亿元，在全国 31

个省市中居第 23 位；同比增速为 8.7%，与上年持平，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2.0 个

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3.13 万元，未达全国水平。 

图表 1.  2007 年以来云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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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2016 年云南省与全国其他各省市 GDP 及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图表 3.  2016 年云南省与全国其他各省市总人口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比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产业结构看，云南省总体呈现“三二一”的经济发展格局，第三产业对经

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日益突出。但与全国水平相比，云南省第一产业占比较高，第

二、第三产业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016 年全省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2195.04 亿元，

同比增长 5.6%；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5799.34 亿元，同比增长 8.9%；第三产业

实现增加值 6875.57 亿元，同比增长 9.5%；三次产业结构比重由 2015 年的

15.1:39.8:45.1 调整为 14.8:39.0:46.2。 

从经济发展情况看，云南省仍呈现“重工靠资源、轻工靠烟草”的产业格局，

烟草制品业对全省经济的贡献突出，以水电为主的电力产业和以磷化工、有色金

属为主的矿产业也是全省重要的工业支柱产业。2016 年全省实现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 3668.28 亿元，同比增长 6.5%。其中，烟草制品业增加值 1183.50 亿元，

同比下降 4.3%；六大高耗能行业3增加值 1312.54 亿元，同比增长 6.4%。以资源

                                                              
3 六大高耗能行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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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为主的工业发展模式使全省工业增长承压，近年来全省加快推进生物医药和

大健康、信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食品与消费品制造等 8个重点产业发展，

以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推进工业健康持续发展。服务业方面，依托丰富的自然资

源和旅游资源，旅游业继续保持传统优势地位。2016 年全省累计接待海外入境

旅客（包括口岸入境一日游）1199.4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54%；接待国内游客

4.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1.69%；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4726.25 亿元，同比增长 44.10%。

旅游业的快速增长较好地促进了餐饮、住宿、交通运输等产业的发展，同时全省

也面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单一依靠旅游拉动的结构性不足等发

展制约因素。2017 年，云南省发布《服务经济倍增计划（2017—2021 年）》，

将观光休闲、健康服务等 14 个重点行业作为倍增发展的主攻方向，并提出加快

发展电子商务、云计算大数据、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以支撑服

务经济倍增发展，为跨越式发展提供新动能。 

图表 4.  云南省地区生产总值（支出法）构成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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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南省财政实力分析 

上级补助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云南省可支配财力的主要来源。云南

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保持增长态势，以税收收入为主。2016 年受宏观经济形势

下行压力加大、“营改增”政策全面实施、房地产及土地市场景气度波动等因素

影响，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趋缓。此外，云南省下辖多个少数民族自治

地区、陆地边境地区，且作为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在我国发展战略

和对外开放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规模居全国各

省市前列，持续稳定的中央转移支付大幅增强了全省的财政保障能力，较好地

满足了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支出需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是云南省

地方可支配财力的重要补充，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主，虽受土地市场

行情影响而有所波动，但基本可覆盖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是云南省可支配财力的主要来源，政府性基金收入总

量是可支配财力的重要补充。2016 年，主要得益于上级补助收入和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额的增加，云南省可支配财力合计7703.96亿元，较上年增加541.92亿元。 

图表 5.  2014-2016 年云南省财政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指标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  4827.69 5937.36 6487.42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98.06 1808.15 1812.29 

                    上级补助收入  2472.62 2534.84 2693.09 

债务收入 193.00 1001.40 1435.3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量  943.08 1219.22 1202.05

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11.74 402.17 431.90 

                    债务收入 -- 566.00 630.4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量  3.15 5.46 14.48

        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15 4.71 12.27

地方可支配财力4  5773.92 7162.04 7703.96

数据来源：2014-2016 年云南省财政决算报告以及其它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2016 年云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对全省可支配财力的贡献率为 84.21%，

上级补助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其主要来源。上级补助方面，云南省下辖多

个少数民族自治地区、陆地边境地区，且作为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在

我国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全省所获得的上级补助收

入规模持续稳定增长。2016 年全省获得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 2693.09 亿元，补

助规模居全国各省市前列；构成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2016 年为 1418.29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2016 年全省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12.29 亿元，较上

                                                              
4  地方可支配财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量+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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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 4.14 亿元，受宏观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加大、“营改增”政策全面实施、

房地产及土地市场景气度波动等因素影响，全省税收收入出现下滑，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长趋缓。其中，税收收入为 1173.52 亿元，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合

计占比 62.93%，为主要税种；税收收入规模较上年减少 37.02 亿元；税收占比为

64.75%，较上年下降 2.2 个百分点，位列全国各省市第 20 位。非税收入为 638.77

亿元，较上年增加 41.16 亿元，主要系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加所致。 

图表 6.  2015-2016 年云南省与全国其他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税收占比情况5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云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全国排名中下游，与自身经济规模相比，

2016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当年 GDP 的比重为 12.25%，较上年下降 0.93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64%）0.61 个百分点，排名全国各省市第 11

位。 

图表 7.  2016 年云南省与全国其他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2016 年，云南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5018.86 亿元，较上年增加 306.04 亿
                                                              
5  西藏自治区 2016 年税收占比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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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6为 36.11%，较上年下降 2.26 个百分点。从支出构成看，

用于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的

刚性支出占比为 55.81%，较上年增加 3.4 个百分点。此外，全省在农林水、交通

运输、住房保障和城乡社区等领域的支出规模也较大，2016 年合计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 33.05%。 

2016 年云南省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对全省可支配财力的贡献率为 15.60%，

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其中，2016 年全省

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431.90 亿元，较上年增加 29.72 亿元，主要系当年土地成交量

同比上升以及昆明市补缴欠缴的土地出让收入。同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

433.35 亿元，支出主要集中于城乡社区支出。 

二、下辖各州市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云南省下辖昆明、曲靖、玉溪、保山、昭通、丽江、普洱和临沧 8 个地级市，

以及楚雄、红河、文山、西双版纳、大理、德宏、怒江和迪庆 8 个民族自治州。

根据《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三五”期间，云

南省要更高层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培育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增长极，实施主体

功能区战略，着力构建“一核一圈两廊三带六群”区域发展新空间，形成“做强

滇中、搞活沿边、联动廊带、多点支撑、双向开放”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一

核”指努力把昆明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全力推进昆

明中心城区与滇中新区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全省最具活力的增长核心。“一圈”

指把滇中城市经济圈建设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核心区、我国高原

生态宜居城市群。“两廊”指积极参与国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和“中国

—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三带”指着力增强沿边开放经济带发展活力，加

快培育澜沧江开发开放经济带，加快培育金沙江对内开放合作经济带。“六群”

指滇中城市群、滇西城镇群、滇东南城镇群、滇东北城镇群、滇西南城镇群、滇

西北城镇群，重点发展滇中城市群，加快发展滇西和滇东南城镇群，培育发展滇

东北、滇西南、滇西北城镇群，有序推进六个城镇群协调发展。 

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云南省各市州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明显的分

化，全省区域经济基本呈现出以昆明为中心，向周围进行梯度递减的圈层经济格

局，大体可分为三个梯度。其中，第一梯度是由昆明、曲靖、玉溪组成的首位经

济区域，该区域产业基础相对良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2016 年首位经济

区域地区生产总值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各州市合计的比重分别为 48.96%和

53.43%。第二梯度是由红河、楚雄、大理、昭通、文山、保山、普洱组成的第二

圈层经济区域，该圈层区域经济在云南省处于中等水平。第三梯度是由临沧、西
                                                              
6  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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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版纳、丽江、德宏、迪庆、怒江组成的外围经济区域，该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相

对较低。 

图表 8.  云南省三大经济区域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 

图表 9.  2016 年云南省三大经济区主要经济指标（单位：亿元） 

指标 第一梯度 第二梯度 第三梯度 

地区生产总值 7387.44 5843.66 1856.59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87.37 510.81 175.54 

固定资产投资额 6607.77 6402.80 2424.6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201.86 1922.91 598.20 

三次产业结构 9.1:41.0:49.9 20.4:39.3:40.3 21.8:31.7:46.6 

数据来源：云南省各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一） 下辖各州市经济实力分析 

云南省下辖各州市经济发展较不均衡，首位经济圈实力强劲，其余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与之差距悬殊。从经济总量看，2016 年由昆明、玉溪、曲靖组成的

首位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占各州市合计的 48.96%；其余大部分州市地区生产总

值在千亿元以下。从经济增速看，全省半数州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地区生产

总值的 1 倍以上，投资对各州市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2016 年受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下滑影响，丽江和西双版纳经济增速分别较上年下滑 2.0 个百分点和 1.4 个

百分点，在各州市中降幅较大；昆明经济体量相对较大，经济增长保持相对平

稳，2016 年增速为 8.5%，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0.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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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规模看，省会城市昆明经济规模继续领跑云南省各州市，2016 年昆

明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300.43 亿元；曲靖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775.11 亿元，位列

全省第二；红河和玉溪分别以 1336.79 亿元和 1311.90 亿元排名次之；其余各州

市地区生产总值均在千亿元以下，其中西双版纳、德宏、丽江、迪庆和怒江五个

州的地区生产总值未突破 500 亿元。 

从经济增速看，2016 年云南省共有 8 个州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实现两位数增

长，其中保山以 11.1%的增速继续位列全省第一；丽江以 7.0%的增速排名最末。

昆明经济体量相对较大，经济增长保持相对平稳，2016 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

8.5%，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0.2 个百分点。从增速变化看，在高速增长的固定资产

投资拉动下，2016 年全省半数以上的州市经济增速保持增长。丽江和西双版纳

经济增速分别较上年下滑 2.0 个百分点和 1.4 个百分点，在各州市中降幅较大。 

图表 10.  2015-2016 年云南省各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云南省各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人均经济指标看，云南省区域经济发展较不均衡，2016 年仅昆明和玉溪

人均生产总值高于全国水平，分别为 6.42 万元和 5.54 万元；迪庆以旅游业为主

导，经济总量虽小，但常住人口少，2016 年人均生产总值为 4.42 万元，高于全

省水平；昭通以 1.41 万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各州市末位，是全省贫困程度

最深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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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2016 年云南省各州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常住人口情况 

 
数据来源：云南省各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看，投资和消费是拉动云南省下辖各州市经济增长的

主要驱动力；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甚至处于负拉动状态。从结构

上看，2016 年全省各州市投资增速出现分化，但整体高于消费增速，投资仍是

经济发展的第一拉动力；当年各州市消费增长相对均衡；进出口总额受规模因素

及外部需求疲软影响，增速分化显著。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2016 年云南省各州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均保持增长，

在拉动经济方面占有主导地位。从投资规模看，2016 年昆明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3920.07 亿元，占各州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合计的 25.40%；红河、曲靖和楚雄则

分别以 2106.68 亿元、1794.00 亿元和 1009.45 亿元位列其后。此外，迪庆、临沧

和红河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为当年地区生产总值 1.75倍、1.66倍和 1.58倍，

分列各州市前三，投资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从增速看，2016 年除丽江

外，其余各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均保持两位数增长，玉溪和丽江分别以 33.90%和

7.40%的投资增速分列各州市首尾。从增速变动看，2016 年大部分州市投资增速

呈现不同程度上升，其中德宏和怒江更多体现为恢复性增长，而西双版纳和红河

投资增速虽大幅回落，但仍保持两位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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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2015-2016 年云南省各州市投资规模及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云南省各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消费方面，2016 年云南省各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保持增长，且增速

之间差异不大。其中，昆明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10.09 亿元，占各州市合

计的 40.37%；曲靖以 564.97 亿元排名各州市第二位；其余各州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均未超过 500 亿元。从增速看，曲靖和楚雄均以 12.5%的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速并列各州市首位，迪庆以 10.6%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排名各州市

末位，全省各州市间增速差异不大。 

图表 13.  2015-2016 年云南省各州市消费规模及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云南省各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对外贸易方面，2016 年昆明以 66.81 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继续位列云南省各

州市第一，但与排名第二的临沧（45.85 亿美元）和排名第三的德宏（42.52 亿美

元）差距显著缩小。从增速看，受外部需求疲软等因素影响，2016 年云南省化

肥、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商品等主要商品出口大幅下滑，蔬果、茶等农产品出

口额增幅明显，昆明和德宏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统计公报数据）分别为-45.8%

和-14.9%；而临沧在进口拉动下，当年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7.1%；其余大部分

各州市主要受规模因素影响，进出口总额增速分化显著。红河部分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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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  2016 年云南省各州市进出口情况7 

 
数据来源：云南省各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二） 下辖各州市财政实力分析 

昆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云南省各州市具有绝对优势，2016 年红河、

玉溪和曲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均过百亿，其余各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

模偏小。从构成看，2016 年仅昆明和昭通税收收入占比超过 70%，而临沧和丽

江非税收入占比较高。从增长情况看，云南省各州市出现较大分化。2016 年迪

庆和丽江税收收入规模较上年出现 10%及以上的降幅；西双版纳州以 16.60%的

增幅位列全省各州市首位。此外，云南省各州市公共财政平衡对上级补助收入

依赖较大，除昆明和玉溪外，2016 年各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自给率均低于 50%。

从地方财力的稳定性看，除昆明外，其余各州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均未超过

30 亿元，对地方财力的贡献度普遍较低。 

1. 下辖各州市一般公共预算分析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2016 年昆明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30.00 亿元，

为云南省各州市之首；红河、玉溪、曲靖三个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百亿；

其余各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较小，其中怒江以 9.46 亿元垫底。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构成看，2016 年云南省大部分州市税收收入占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处于 60%至 70%之间，高于 70%的州市仅昆明和昭通；税收

收入占比相对较低的州市为临沧和丽江，分别为 49.58%和 41.54%。从变动情况

看，当年大部分各州市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较上年均有不同程度

下滑。其中，昆明 2016 年税收占比较上年下降 8.11 个百分点至 71.20%。 

从税收收入增长情况看，2016 年云南省各州市出现较大分化。迪庆和丽江

税收收入规模降幅相对较大，2016 年税收收入规模分别是上年的 84.99%和

                                                              
7  2016 年红河州进出口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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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0%，其中迪庆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较大，“营改增”的全面推行对

地方税收增收产生一定影响，丽江除“营改增”外，区域土地市场景气度波动对

税收增长也产生一定影响；西双版纳、保山和玉溪税收收入增幅较大，2016 年

税收收入规模分别是上年的 116.60%、112.01%和 109.97%；其余各市税收收入

规模与上年相比，变动相对不大。 

图表 15.  2016 年云南省各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税收收入情况 

 
数据来源：云南省各州市财政决算、预算执行报告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覆盖程度看，云南省各州市一般

公共预算财政自给能力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一般公共预算财政平衡对上级补助收

入依赖大。2016 年昆明和玉溪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分别为 76.99%和 56.16%，其

余各州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均低于 50%，其中怒江以 11.35%排名末位。从上

级补助收入规模看，2016 年全省共有 5 个州市的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超

过 200 亿元，大规模的补助收入为各州市的建设发展提供支撑。其中，昭通、曲

靖和昆明分别以 296.23 亿元、244.70 亿元和 240.31 亿元位列全省各州市前三。 

图表 16.  2016 年云南省各州市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自给情况 

 
数据来源：云南省各州市财政决算、预算执行报告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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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辖各州市政府性基金预算分析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看，2016年昆明实现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94.95

亿元，居全省各州市首位，是其余各州市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和的 1.15

倍。其余各州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均未超过 30 亿元，其中红河和大理分别以

27.80 亿元和 23.55 亿元位列全省各州市第二、三位。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增长情况看，2016 年昆明、玉溪、大理等 10 个州

市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较上年实现增长，其中德宏以 189.94%的增幅排名首位，

昆明 2016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较上年增长 38.04%。其余各州市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较上年呈现较大程度下滑，其中曲靖、临沧、保山、怒江的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降幅均在 30%以上。 

图表 17.  2016 年云南省各州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及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云南省各州市财政决算、预算执行报告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地方财力的稳定性看，云南省各市州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地方财力的贡

献度普遍较低。2016 年昆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

为 36.78%，其余各州市该比率 2015 年和 2016 年均在 35%以下。 

图表 18.  2015-2016 年云南省各州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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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云南省各州市财政决算、预算执行报告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来看，2016 年昆明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为 1530.50 亿元，

约占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的一半；当年玉溪、大理、楚雄和文山房地产开发

投资额分别为 305.20 亿元、122.75 亿元、111.12 亿元和 110.09 亿元；红河和保

山相关数据缺失，其余各州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较小，当年均未突破百亿。 

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看，除个别州市外，2016 年云南省房地产市场整体

仍显低迷。其中，曲靖、临沧、丽江、迪庆、昭通和大理已连续两年房地产开发

投资负增长，2016 年同比增速分别为-35.0%、-32.2%、-29.1%、-22.82%、-18.6%

和-16.3%，降幅较大；玉溪近两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呈现高增长态势，2016 年为

37.6%；昆明房地产开发投资相对平稳，2016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为 5.5%。 

图表 19.  2015-2016 年云南省各州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及增速情况8 

 
数据来源：云南省各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三、云南省及下辖各州市债务状况分析 

（一）云南省债务状况分析 

云南省政府债务规模较大，但政府债务余额距国务院批准的政府债务限额

尚有一定空间，且债务期限结构偏长期，云南省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政府债务方面，2016 年云南省政府债务限额为 7000.1 亿元，当年末云南省

政府债务余额为 6353.2 亿元，较上年增加 124.6 亿元。2017 年山云南省政府债

务限额为 7522.1 亿元，较 2016 年云南省政府债务限额增长 7.46%。 

2017 年前三季度，云南省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843.20 亿元，发行规模在

全国 35 个已发债省（区）市中排名第四，其中新增债券 487.30 亿元。截至 2017

年 9 月末，云南省地方政府债券存量余额为 5476.30 亿元，占 2017 年云南省政

府债务限额的 72.8%。从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利率看，云南省 5 年期公开发行地方
                                                              
8  保山、红河房地产开发部分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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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为 4.03%，高于同期限各省市（含计划单列市）5 年期公

开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3.85%）0.18 个百分点。 

图表 20.  2016 年以来各省市（含计划单列市）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 

 
数据来源：各省市（含计划单列市）债券信息披露文件、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云南省政府债务规模较大，2016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排名各省市第九位。当

年末，云南省政府债务余额是 2016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350.57%，高于

各省市平均水平。从偿债年度看，截至 2016 年末全省政府债务以中长期债务为

主，2021 年及以后到期的债务规模占比 54.7%，其余年度债务规模分布较分散。

整体看，考虑到云南省政府债务余额距国务院批准的政府债务限额尚有一定空间，

且债务期限结构偏长期，云南省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图表 21.  2016 年末各省市政府债务余额与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比 

 
数据来源：各省市（含计划单列市）债券信息披露文件、预决算公开数据，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城投企业带息债务看，2016 年末云南省内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为

7565.67 亿元；与地方财力相比，是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4.17 倍，在全国各

省市中处于中等水平。2017 年 9 月末，上述城投企业存量债券余额为 1931.45

亿元，占 2016 年末带息债务余额的 25.5%，整体看云南省城投企业存量债券规

模仍处于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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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  各省市（不含西藏自治区）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与存量债券情况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二）下辖各州市债务状况分析 

从政府债务偿付压力看，2016 年末云南省内德宏和保山政府债务偿付压力

相对偏大，当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与 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均大于 400%；

昆明、普洱、文山、临沧、迪庆和西双版纳政府债务偿付压力次之，该比率均

大于 300%；云南省级债务规模也相对较大，面临一定偿付压力。 

云南省政府债务主要集中于各州市和下辖县（市、区），2016 年末省级债务

和各州市债务（含下辖县市区）分别占 20.6%和 79.4%。由于玉溪、昭通、怒江

政府债务相关数据缺失，从已获数据的 13 个州市政府债务规模看，2016 年末云

南省内昆明政府债务规模较大，为 2079.14 亿元；红河以 303.03 亿元排名次之；

西双版纳、丽江和迪庆政府债务规模较小，分别为 97.98 亿元、92.03 亿元和 61.38

亿元，降序排名省内后三位；除上述地区外，其余各州市政府债务规模基本处于

150 亿元至 300 亿元之间。 

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比，2016 年末云南省内德宏和保山政府债务偿

付压力相对偏大，当年末政府债务余额分别是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563.61%和 421.65%；昆明、普洱、文山、临沧、迪庆和西双版纳政府债务偿付

压力次之，当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与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均大于 300%；

丽江该比率为 190.75%，在已获数据的 13个州市中政府债务偿付压力相对较小。

此外，2016 年末云南省级债务余额 1308.3 亿元，是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38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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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  云南省各州市政府债务规模及偿付压力情况9 

 
数据来源：云南省各州市财政决算、预算执行报告及 Wind 资讯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云南省已公开发债的城投企业整体以省本级、经济实力相对较强的市级平

台为主，存量城投债及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主要集中于省本级和昆明；与自身财

力状况相比，保山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当年末城投企业带息债务

余额与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大于 400%；省本级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

额是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15.7 倍，但考虑到省本级平台多为公用事业、

工程施工、能源等控股集团类企业，具有较显著的行业地位，债务偿付来源较

多样化，带息债务及城投债偿付压力相对可控。 

云南省已公开发债的城投企业整体以省本级、州市级平台为主，带息债务分

布整体呈上移特征，与地方政府债务级次分布相反。 

从城投企业带息债务情况看，云南省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主要集中于省本级和

昆明，2016 年末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分别为 5322.54 亿元和 1293.30 亿元；保

山、楚雄和曲靖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规模次之，当年末余额分别为 235.24 亿元、

152.33 亿元和 137.89 亿元；昭通、怒江和迪庆无公开发债的城投企业；其余各

州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在百亿元以下。 

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比，2016 年末云南省本级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

较重，当年末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是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15.7 倍。各

州市中，保山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当年末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与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超过 400%；昆明、楚雄、临沧、普洱、文山、曲

靖城投企业带息债务偿付压力次之，当年末带息债务余额与 2016 年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相比在 100%至 250%之间，余下各州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相对较轻。 

从城投企业存量债券偿付压力看，除云南省本级外，各州市 2017 年 9 月末

城投企业存量债务余额均小于其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存量城投债负担相
                                                              
9  玉溪、昭通、怒江政府债务相关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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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轻。省本级 2017 年 9 月末城投企业存量债券余额为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的 382.53%，但考虑到省本级平台多为公用事业、工程施工等控股集团类企业，

具有较显著的行业地位，债务偿付来源较多样化，城投债偿付压力相对可控。 

图表 24.  云南省各州市城投企业债务规模及偿付压力情况 

 
数据来源：云南省各州市财政决算、预算执行报告及 Wind 资讯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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