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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壮大 工业总量跃上新台阶

云南工业发展历史悠久、成就辉

煌，创造了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若干第

一，第一架军用望远镜、第一挺机关枪、

第一根电缆都诞生于云南。

新中国成立之初，云南工业基础十

分薄弱，全省工业总产值不到2亿元，全

省人均工业产值仅有12.23元。上世纪

80年代后，云南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大力发展制造业，曾涌现出春花自行车、

兰花冰箱、山茶电视机、白玫洗衣机、茶

花汽车“五朵金花”知名品牌，烟草制品

业、有色金属、电力等产业成为云南的特

色优势产业。

工业是综合国力的根基、经济发展

的“压舱石”。党中央高度重视实体经济

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强调要坚持把发

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深入

推进新型工业化。云南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大抓产业、主攻工业，持

续推动工业经济扩量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工业连续跨

越4个千亿级台阶，全部工业增加值从

2012年的3557亿元增长至2022年的

7197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平均

增速达8.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

百分点，带动GDP排位从全国第24位

提升至第18位。

2023 年，全省全部工业增加值

7202.83 亿元，是 1978 年的 344 倍，

1979年至2023年年均增长10.3%，增

速高于全国0.2个百分点。“新三样”绿

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产业加快发

展，产值分别达1184亿元、1094亿元、

333亿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增

长。发电量3905.06亿千瓦时、十种有

色金属产量764.24万吨，比1952年分

别增长7509倍、720倍。

企业强，产业才能强。云南省牢固

树立“抓发展必须抓产业、抓产业必须抓

经营主体培育”的鲜明导向，加快培引具

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工业产业

链龙头企业，梯度培育优质中小企业，全

力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2023年，全省工业企业数突破8万

户，达到85328户，规上工业企业首次突

破5000户，达到5084户。中小企业户

数突破130万户，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6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74户。宇泽半导体、德方纳米、沃

森生物、贝泰妮等一大批企业在云南实

现长足发展。

随着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加快构建，

传统工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市场主体活力迸发，云南工业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进一步夯实。

内涵发展 质量效益不断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环节。高质量发展是绿色成为

普遍形态的发展。

作为绿色资源大省，云南绿色经济

发展底蕴深厚，前景广阔。聚焦“3815”

战略发展目标，云南围绕持续壮大资源

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通过实施系

列产业发展三年行动，加快产业园区建

设，筑牢“硬基础”，提升“软实力”。追新

逐绿、延链补链强链，以绿色发展为引

领，全面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力挺进工

业转型升级新赛道。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我

省推动绿色能源与绿色制造深度融合

发展，谋划发展28条重点产业链，加快

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钢铁、建材、化工等产业“老树

发新芽”；巩固延伸优势产业，全产业链

重塑云南烟草、有色产业新优势，加快

有色延链补链强链；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全产业链打造绿色硅、绿色铝和新

能源电池产业。

截至2023年末，全省10个重点产

业中，产值规模超千亿元产业达8个。

其中，绿色能源、有色金属、烟草（全产业

链）、生物医药（全产业链）4个产业产值

为3000亿元以上，装备制造、先进制造

两个产业产值为2000亿元—3000亿

元，绿色铝、硅光伏两个产业产值为

1000亿元—2000亿元。

作为云南工业“新三样”，新能源电

池、硅光伏、绿色铝快速增长，2023年对

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4.1%，

成为拉动全省工业增长的新动能。

制造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阵

地。近年来，我省制造业持续高速增

长。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和

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23.9%、24.4%，增

速分别高于规上工业增速19.3、19.8个

百分点。从全省范围看，制造业向“新”

向“绿”的转型升级态势明显，绿色工厂、

绿色工业园区竞相涌现。

“灯塔工厂”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

的工厂”，由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咨询

公司共同组织评选，需要集成至少5个

世界级领先水平的技术应用，是数字化

制造和工业4.0示范者，代表着全球智

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为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

型，云南聚焦全省支柱产业和新兴优势

产业，实施以培育打造世界级“灯塔工

厂”为重点的“灯塔工程”，带动全省制造

业加速向智能制造迈进，拥抱产业发展

“新蓝海”。

新产业加速成型，新业态、新模式持

续涌现。放眼全省，新材料、生物医药、

稀贵金属、先进装备制造、光电等产业领

域，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新产品、新

业态快速崛起，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

丰硕，新动能新优势不断培育壮大。向

新而行，以新促兴，云南正以创新点燃高

质量发展引擎。

75年披荆斩棘，75 年砥砺奋进。

回首来路，云南工业无论是经济总量

还是结构升级都实现了质的飞跃，取

得了辉煌成就。展望未来，云南将牢

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走新型工业

化道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

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全面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谱写出更为绚

丽的工业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胡晓蓉

强筋壮骨铸就发展新优势
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

工业化历程，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75年来，云南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工业奇迹，开辟了工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传统转向新兴、由中低端迈向

中高端的快速发展道路，经历了由“立起来”“大起来”向“好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走出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绿电+先进制造业”
发展路径，加速向工业强省、制造强省迈进。

近年来，安宁围绕“新型城市化先导区、昆明现代工业基地”发展定位，实施“工业立市”发展战略，强龙头、补链条、育集群，形成了全省唯一、全国罕见的集石油、钢铁、磷
化工三大产业于一体的工业产业布局。 本报记者 李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