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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云南省曾经财力富足 ， 从依靠中央补贴转变为对中央

财政净上缴，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其财政对 “两烟”依赖
过大，一度陷入困境。经过几年来卓有成效地支持结构调

整，培植新兴财源， 已出现恢复性增长的态势。本刊特组

织一组文章，资绍他们的做法。

支持结构调整  培植新兴财源

赵钰云南省财政厅厅长

云南是一个边疆多民族省份， 经

济基础薄弱， 财政曾经长期入不敷

出，靠中央补助维持正常开支。改革

开放以来，云南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的方针政策，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扩

大对内对外开放， 立足省情，发挥资

源优势，加快以烟草为重点的特色产

业发展。经过 20 多年来的努力， 财

政总收入由 1978年的 11.7亿元增加到

2001 年的 432.6 亿元，其中 “两烟”

（卷烟和烤烟）提供的财政收 入占全

省财政收入的比重由 1978年的 24.8%

上升到2001年的 55.3% ，烟草产业成

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到 “八五”

末，云南从一 个长期依靠中央补贴的

省转变为对中央财政净上缴的省， 实

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但是，由于经济结构和财源结构

的单一性， 财政对 “两烟” 的依赖

过大， 财政增收基础不牢固， 缺乏持

续增长的 后劲。“九五” 后期， 受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市场竞争加剧的

制约， 烟草产业发展形势日趋严峻，

财政总收入年均增幅由 “八五” 时期

的 30% 下降 至 8.7% 。其中， 1999 年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幅只有2.6%，降

到全国各省 （区 、 市 ）的后几位。

如何培植新兴优势产业， 加快经济结

构调整，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是财政

部门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

云南各级 财政部门牢固树立 “大 财

源”的观念， 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

用， 在巩固提高烟草产业的同时， 加

快培植旅游 、 生物资 源开 发 、 矿产

业、 电力等群体产业的发展， 壮大财

源基础。经过几年的努力， 云南产业

结构调整出现了一些新的亮点，新兴

的特色产业正在崛起，特别是旅游、

电力 、 生物资源开发创新产业发展势

头好，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正在逐步

显现， 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 财源

基础逐步巩固，全省财政收入在连续

几年低速增长后已经开始出现恢复性

增长的态势。

一、做大做强旅游产业

为了培植和做大做强旅游业，各

级财政部门不断更新理财观念，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积极调整支出结构，

压缩一般性支出， 千方百计筹措资

金， 重点在基础设施 、 旅游宣传促

销、 精品旅游景区景点建设等方面予

以大力支持。一是加大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力度， 为旅游业持续快速发

展创造条件。长期以来落后的交通状

况， 制约了云南旅游业的发展，为了

改善旅游环境，各级财政部门加大基

础设施和旅游景区软硬环境建设投

入。“九五 ” 期间 ， 全 省 预 算 内 累

计投入基本建设资金 245亿元，使云

南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目前， 云南已拥有 10 个民用机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场，国内外航线 124条，公路通车里

程达16万公里，其中高等级公路近千

公里，铁路运营里程2000多公里，定

点旅游饭店1040家，云南主要旅游景

区景点的通达条件显著提高，旅游接

待设施日趋完善，基本解决了制约云

南旅游发展的 “瓶颈” 问题。二是

加快精品旅游景区景点建设，树立云

南的旅游品牌。建立促进旅游发展专

项资金，着力改善重点旅游景区景点

的环境和接待条件，培育了昆明、大

理、 丽江、 西双版纳、 香格里拉等

重点旅游景区和世博园、石林、民族

村、 丽江古城、大理古城等集自然风

光、 民族风情为一体的精品旅游景

点，带动了云南旅游产业的发展，提

升了云南旅游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

三是大力支持旅游促销工作。多渠道

筹措旅游宣传促销资金，支持旅游主

管部门加大旅游资源的宣传和促销。

同时，通过财政资金的引导，筹集资

金成功举办了世博会、 中国昆明国际

旅游节、 旅游商品交易 会等大型节

庆、会展活动，向海内外拓展旅游市

场，使云南旅游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

势头， 2001年接待海内外游客已超过

4500万人次。四是大力支持制定和实

施旅游发展规划，促进旅游业持续协

调健康发展。云南旅游资源类型多、

分布广，为规划和开发好丰富的旅游

资源，按照开发与保护并重的思想，

财政拨款支持编制了 《云南省旅游发

展总体规划》，增强了旅游产业开发

的统一性和有序性。五是大力支持旅

游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财政部门充

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资金导向作用，大

力支持旅游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引

导社会各界办旅游的积极性。如丽江

地区制定了旅游企业自投产之日起，

3年内由地方财政按实际征税额安排扶

持资金的优惠政策，从而调动了社会

各界投资旅游景区、景点建设的积极

性，形成了政府主导，国有、集体、

私营 、 个体和外资一起办旅游的热

潮。

云南旅游业经过10多年来的重点

发展，极大地带动了服务业和个体私

营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主要经济指

标年均增长速度都在20%以上，远远

高于其他产业， 带动了经济结构调

整。2001年，旅游业总收入256亿元，

占全省 G D P的 12.5%；旅游外汇收入

占全省出口创汇收入的28.8%；以旅游

业为 “龙头” 的第三产业占G D P的比

重从 “七五” 末期的27.9%提高到 “九

五” 末期的34.7%。同时，迅速发展的

旅游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减缓了云

南近几年在机构改革、 天然林禁伐、森

工企业职工转行等方面的压力。到

2001年底，云南旅游业的直接和间接

从业人员已达170万人。目前，发展旅

游业已成为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群

众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

人间仙 景 云南省曲靖市财政局  赵兴华  摄

二、 合理开发利用生物

资源

云南具有得天独厚的生物资源优

势，随着经济结构单一性矛盾的日益

显现， 生物资源开发作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受到了政府的重视，财政部门坚

持突出特色， 发挥比较优势， 积极支

持企 业和农村经济组织开发生物资

源，探索特色经济发展之路。

“九五” 期间，云南省把生物资

源开发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一个重点

加以扶持。在国 家实施西部大开发

后，省政府出台了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的实施建议， 制定了培育和建设支柱

产业的若干对策措施，把以花卉、 药

材为重点的生物资源开发作为重点产

业来扶持。云南财政积极发挥调控经

济的职能作用，加大对产业链长、 能

带动农业经济结构调整、 增加农民收

入的生物资源开发产业的扶持力度。

“九五”期间， 省级财政投入资金大

力扶持花卉 、 生物制药 、 无公害蔬

菜、 葡萄酒 、 薯类、 香料等产业发

展。2000 年至 2001 年，省财政每年

投入 1亿元，建立省生物资源开发创

新资金，重点用于生物资源开发项目

贷款贴息、新品种开发与引进、 科技

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补助，初步建立了

以企业投资为主导，银行贷款、 财政

贴息补助为辅的生物资源开发创新投

资体制。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

一大批生物资源开发企业及其由此带

动发展起来的特色经济，带动了农村

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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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这些新兴产业无论是市场前景，

还是税收增长趋势，都具有相当的潜

力，将逐步成为继烟草产业之后云南

财政收入增长新的支撑点。2001 年，

以天然药物为重点的现代医药、 花卉

及绿色园艺、 绿色食品及保健品、 生

物化工等新兴生物资源开发产业产值

超过 140亿元，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

头。

特别是以花卉产业为龙头的特色

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近几年的发展

速度超过了25%，在全国花卉产业发

展中的领先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

强，花卉产业已发展成为云南农业经

济和生物资源创新产业中最具活力的

新兴产业，前景十分广阔。2001年云

南花卉种植面积约8.9万亩，其中鲜切

花、 鲜切叶片4.8万亩，观赏植物和绿

化苗木 4.1万亩，鲜切花产量 18亿枝

左右，花卉产业总产值 29.4亿元。鲜

切花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50%，全

省花卉总产量的80% 销往全国 70多个

大中城市， 10%出口到日本、泰国、新

加坡、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 香港地

区。目前全省共有各类花卉企业200多

家，从事花卉生产的花农 13000多户，

花卉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民生产观念

的转变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

了农民增收致富。呈贡县花卉产业已

成为广大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斗南花卉市场已发展成全国最大的鲜

切花批发市场， 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1995年的 1823元提高到2001年的3446

元。

三、 加快电力产业发展

云南具有得天独厚的水能资源，

据统计，云南拥有的水利资源理论蕴

藏量为 10 36 4 万千瓦， 可开发量为

907 8.66 亿千瓦时， 占 全国 总量的

15.3% ，水利资源为发展电力工业提

供了有利的条件。但长期以来，水利

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开发，资源优势没

有变成经济优势， 城乡居 民用电紧

张，工业用电得不到充分保证，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国家西部

大开发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为云

南加快电力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省

委、 省政府决定把电力工业培植成支

柱产业，加快电力工业发展，促进经济

的快速发展。财政部门在积极争取中

央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的同时，大力

调整支出结构，集中力量支持了一批

大中型水电站建设。自国家实施西部

大开发以来，云南共完成电力投资 165

亿元，新增装机 133.6万千瓦，被列为

云南省西部大开发启动项目的小湾电

站建设，仅今年上半年就完成投资6.1

亿元，电力产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

2000 年，全省发电总装机容量已达

759.4万千瓦，发电量完成317.4亿千

瓦时，电力产业完成工业增加值73.2

亿元，占全省 G D P的 3.7% ，对 G D P

的贡献率为 4.9%；实现利税 34.22亿

元，占财政总收入的7.9%。电力工业的

快速发展改善了电力供应紧张状况，

使云南告别了电力短缺的时代，既满

足了工业生产和人民生产生活用电的

需要，还向广东输送了数额可观的电

能，同时还带动了旅游业、生物资源开

发、矿产业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既

刺激了消费，拉动了内需，又丰富了人

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提高了生活

质量。充足的电力供应提供了大量清

洁、方便的能源，减少了烧煤、烧柴带

来的环境污染，大大改善了城乡生态

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

“西电东送”、“云电外送” 战略的继续

推进，云南最具优势的水利资源优势

开始向经济优势转化，电力产业将进

入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必将促进云南

经济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云南财政立足资源优势，使新

兴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结构在

调整中得到了优化，经济总量在调整

中保持了较快的发展， 2001 年全省

G D P跨过了 2000亿元的台阶。财政

收入在传统支柱产业发展受限的情况

下，继续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

2000年和 2001年，地方财政收入分

别较上年递增 4.7% 和5.8% 。充分体

现了支持结构调整，培植新兴产业的

成效。在新的发展时期，财政部门将
与时俱进，继续按照市场经济原则，

支持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运行质

量，实现财政与经济的良性互动，不

断增强财政实力， 为边疆社会稳定和

经济发展提供财力支撑。

椰林春意浓 云南省宜良县财政局  刘 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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