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州（市）地区生产总值（上半年）

地区
绝对数 位次

(略）
增速 位次

（略）（亿元） （%）�

云南省 12740.68 12.0 

昆明市 3620.37 8.2 

曲靖市 1497.73 15.1 

玉溪市 1139.82 14.3 

保山市 514.21 9.5 

昭通市 660.91 13.5 

丽江市 264.16 13.3 

普再市 449.18 8.7 

临沧市 383.82 8.5 

楚雄市 725.31 15.2 

红河州 1299.71 14.3 

文山州 580.70 13.1 

西双版纳州 307.87 13.3 

大理州 710.74 11.0 

德宏州 284.23 4.3 

怒江州 98.19 5.7 

迪庆州 143.27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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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州（市）工业、投资和贸易

规模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

地区
工业增加值 （不含农户） 零售总额

( % )
位次
（略） （%） （%）

云南省 12.5 11.4 15.7 

昆明市 10.3 3.8 16.8 

曲靖市 19.0 19.2 24.0 

玉溪市 14.3 16.1 12.4 

保山市 10.4 17.1 24.4 

昭通市 10.2 23.7 15.5 

丽江市 6.3 17.0 12.9 

普浑市 17.0 11.6 9.6 

临沧市 1.5 20.7 24.0 

楚雄州 14.8 15.8 20.2 

红河州 15.6 11.3 10.0 

文山州 20.4 11.4 10.6 

西双版纳州 20.8 -6.8 11.6 

大理州 11.2 10.5 12.7 

德宏州 -10.3 -9.4 8.0 

怒江州 -6.8 4.2 7.3 

迪庆州 5.1 3.7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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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次
（略）

位次
（略）



地区

云南省

昆明市

曲靖市

玉溪市

保山市

昭通市

丽江市

普泻市

临沧市

楚雄州

红河州

文山州

西双版纳州

大理州

德宏州

怒江州

迪庆州

20 

分州（市）财政预算收支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95.76 10.0 

414.12 7.4 

100.76 12.0 

79.55 10.8 

31.81 2.9 

50.11 IO.I 

23.38 7.7 

31.35 11.7 

26.35 13.6 

57.44 10.5 

72.37 12.4 

34.90 16.4 

22.31 17.7 

53.12 0.2 

24.51 14.8 

7.17 -1.6 

8.61 23.6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020.25 -0.4 

497.03 -0.1 

300.98 -3 8 

150.58 3.9 

111.38 -16.2 

311.60 -11.1 

89.77 -5.3 

196.16 8.0 

154.16 -16.5 

181.59 -26

316.59 2.4 

216.69 -11.3 

73.14 4.8 

221.86 -10.7 

101.83 8.7 

77.26 -14.6 

72.62 1.4 

绝对数
（亿元）

位次
（略）

增速
（%）

位次
（略）

绝对数
（略）

位次
（略）

增速
（%）

位次
（略）



地区

云南省

昆明市

曲靖市

玉溪市

保山市

昭通市

丽江市

普泻市

临沧市

楚雄州

红河州

文山州

西双版纳州

大理州

德宏州

怒江州

迪庆州

分州（市）金融存贷款余额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36093 3.7 

16432 3.1 

2877 5.1 

2052 4.0 

1110 2.1 

1889 3.5 

826 2.1 

1045 6.3 

798 6.5 

1406 5.0 

2320 4.4 

1176 3.9 

764 7.9 

2033 5.1 

749 6.5 

255 -6.0 

358 -4.1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37091 10.5 

20981 9.6 

1922 7.5 

1578 6.9 

1137 11.8 

1435 20.7 

646 13.0 

1035 11.7 

680 12.2 

1106 9.2 

1783 14.7 

1128 8.8 

581 14.0 

1894 20.7 

573 8.6 

227 6.4 

327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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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数
（亿元）

位次
（略）

增速
（%）

位次
（略）

绝对数
（亿元）

位次
（略）

增速
（%）

位次
（略）



分州（市 ）城乡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地 区 增速位次

（略） （%）�
位次
（略）（元）

云南省 12235 12.8 

昆明市 20472 12.4 

曲靖市 13825 13.2 

玉溪市 15507 12.7 

保山市 11076 13.4 

昭通市 8834 13.5 

丽江市 12180 14.0 

普泻市 11246 13.7 

临沧市 9751 13.3 

楚雄州 12306 13.6 

红河州 12292 13.1 

文山州 10181 13.2 

西双版纳州 12496 13.6 

大理州 13369 13.1 

德宏州 11403 14.6 

怒江州 6905 13.3 

迪庆州 854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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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上半年）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绝对数 位次
（略）

增速 位次
（略）

绝对数 位次
（略）

增速
（元） （%）� （元） （%）

20564 11.0 6132 14.7 

25304 11.3 9169 15.3 

21099 10.9 7974 14.7 

23237 10.7 8632 13.8 

18289 10.7 7681 14.1 

16028 10.8 5869 13.6 

21964 11.3 6771 14.7 

17948 11.0 6987 IS.I 

14479 11.0 6991 14.2 

20444 11.3 6781 14.4 

18525 10.8 7597 14.2 

16139 10.9 6657 13.9 

17591 I 1.4 8590 14.9 

21899 11.0 7138 13.6 

16987 12.0 7415 16.3 

11659 10.0 5032 14.1 

18024 11.7 425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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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次
（略）



位次略



分县（市）工业和投资

县（市） 增速（%）
位次
（略）

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文山州 20.4 

文山市 44.5 

砚山县 16.6 

西畴县 11.8 

麻栗坡县 11.9 

马关县 -16.9 

丘北县 1.9 

广南县 -40.2 

富宁县 51.2 

二、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文山州 11.4 

文山市 20.5 

砚山县 48.8 

西畴县 27.1 

麻栗坡县 24.8 

马关县 -36.1 

丘北县 19.7 

广南县 21.3 

富宁县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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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次略



位次略



位次略



分县（市）金融存贷款余额

县（市）
绝对数
（万元）

一、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文山州 11758983 

文山市 4379163 

砚山县 1333451 

西畴县 606914 

麻栗坡县 740932 

马关县 1153529 

丘北县 1006593 

广南县 1578148 

富宁县 960253 

二、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文山州 11279337 

文山市 4646744 

砚山县 1249443 

西畴县 607429 

麻栗坡县 630226 

马关县 1014805 

丘北县 885853 

广南县 1304007 

富宁县 940830 

位次
（略） （%）

3.9 

0.5 

28.6 

7.7 

6.2 

-5.7

5.3 

3.4 

-0.2

8.8 

7.6 

37.0 

8.1 

1.6 

2.8 

11.1 

5.6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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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次
（略）



位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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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晋升；

2．不得对外提供、泄露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

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3．不得拒绝、阻碍政府统计机构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4．不得在政府统计机构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转移、

隐匿、篡改、毁弃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会

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5．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

计人员打击报复；
6．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外提供尚未公布的统计资料；

7．不得利用尚未公布的统计资料谋取不正当利益；

8．不得把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

查对象身份的资料，直接作为对统计调查对象实施除统计执法依

据以外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9．不得将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

查对象身份的资料用于完成统计任务以外的目的；

10．不得拒绝、阻碍对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和对统计违法行

为的查处工作；

11．不得包庇、纵容统计违法行为。 

二、“42类”统计违法行为

依据《统计法》和《条例》，任何单位、任何个人的下列行

为为统计违法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五）地方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单位及

其负责人的9类统计违法行为

1．侵犯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

告、统计监督职权，或者采用下发文件、会议布置以及其他方式

授意、指使、强令统计调查对象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编造虚假统

计资料；

2．自行修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统计数据；

3．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或者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

改统计资料；

4．对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严重统计违法行为失

察；

5．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大面积发生或者连续发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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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未依法受理、核实、处理对统计违法行为的举报；

18．包庇、纵容统计违法行为；

19．向有统计违法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通风报信，帮助其逃

避查处；

20．泄露对统计违法行为的举报情况；

21．拒绝、阻碍对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和对统计违法行为的

查处工作；

22．拒绝、阻碍统计监督检查或者转移、隐匿、篡改、毁

弃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

料。

（七）统计调查对象的9类统计违法行为

1．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

2．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

料；

3．迟报统计资料；

4．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

5．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

7．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

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7．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

8．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个人在重大国情国力普查活动中拒

绝、阻碍统计调查，或者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普查资料；

9．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拒

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监督检查，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

监督检查且严重影响相关工作正常开展，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的

统计资料且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统计违法行为1年内被责

令改正3次以上，属于统计违法情节严重行为。

（八）任何单位、任何个人的2类统计违法行为

1．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外提供尚未公布的统计资料或者利

用尚未公布的统计资料谋取不正当利益；

2．利用虚假统计资料骗取荣誉称号、物质利益或者职务晋

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