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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04 2025年7月22日 星期二
责编张慧 美编段逸 校对朱丽

贵金属产业是支撑大规模集成电路、

第五代通信、新型能源、生物医药、环境治

理、航空航天等发展必不可少的高技术产

业，是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及国防工业安

全的重要保障。2024年，云南省贵金属集

团实现收入475.04亿元，同比增长5.36%；

利润总额7.15亿元，同比增长17.64%；研

发投入11.01亿元，利税总额10.61亿元，

经济增加值6.35亿元。位列2024中国制

造业企业500强第273、云南制造业企业

100强第3、云南高新技术企业100强第1。

作为国内贵金属领域的龙头企业，贵

金属集团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努力发挥

“领头羊”作用，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

贵金属新材料产业链供应链。

贵金属新材料产业区立足云南，辐射

全国，以建设全球领先的贵金属新材料制

造基地为引领，推进建设贵金属创新产业

集群，在昆明马金铺、安宁、滇中新区、上

海佘山、山东东营等地建设贵金属新材料

产业园，加速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开拓新

领域，解决卡脖子问题，深化贵金属领域

补链、强链、延链，培育单项冠军，贵研品

牌市场竞争力、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不断

提升，贵金属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全面增强。

我国铂族金属资源十分稀缺，贵金属

集团努力破解中国铂族金属矿产资源稀缺

问题，自主开发了失效机动车催化剂、失效

石油化工催化剂、失效精细化工催化剂和

电子合金废料等4大类系列回收体系，在

玉溪易门、湖南郴州、山东东营建设贵金属

二次资源富集再生绿色产业园，年回收铂

族金属超15吨，白银超2000吨，是国内最

大贵金属再生企业，持续壮大“中国铂都”

“中国银都”，为保障国家战略资源需求和

重点领域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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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上午，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云南海埂
会堂举行“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 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云南
省属企业2025年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可持续发展系列新闻发
布会（第一场）。记者从会上获悉，近年来，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促进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普遍共识。从总体经营情况看，
2024年，21户省属企业资产总额3.37万亿元，同比增长
3.33%；净资产9484.26亿元，同比增长9.41%；全年实现收
入6632.70亿元，利润总额34.32亿元。值得一提的是，今
年上半年，省属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6.11 亿元，同比增长
53.06%，明显好于去年同期；此外，三项费用同比压降了
8.86%，企业经营质效持续改善。6户省属企业上榜2024年
中国企业500强。

过去一年，云投集团始终将

ESG理念融入企业战略和运营各

个环节，努力追求社会效益、环境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创造更

可持续的企业价值，全年实现营业

总收入 1898.40 亿元，利润总额

43.56亿元，净利润28.46亿元。

近年来，在服务国家和云南省

的战略和开放促发展方面，云投集

团以大通道带动大贸易、承接大产

业、促进大开放，以更务实的举措担

负使命，打好对外开放主动牌，打造

沿边开放新高地。

当前，云投集团依托中老铁路

加快布局沿线物流场站和枢纽，持

续运营好中老国际班列，强化“通道

枢纽建设+班列运营+数智服务平

台”等软硬件建设，提升通道运营效

率。抢抓南向陆海新通道建设机

遇，发挥金融优势，全面参与中老

泰、中越、中缅等跨境铁路通道建

设，助力建设国际铁路大通道。

依托云上云信息产业园，积极

申报面向南亚东南亚算力中心项

目，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和省政府

推进面向南亚东南亚数字合作战略

部署，推动大通道应用场景落地，助

推两亚信息大通道建设，不断开辟

数字产业发展新空间，服务“数字云

南”建设。

聚焦辐射中心建设持续深化

“一带一路”文化旅游合作，向外联

通南亚东南亚重要客源市场，扩大

中老铁路、柬埔寨暹粒吴哥国际机

场辐射带动效应，促进高质量“引进

来”和高水平“走出去”，形成跨境旅

游可持续发展格局，推动旅游成为

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一年来，省农发（农垦）集团

坚决扛牢保障天然橡胶、粮食、蔗

糖等重要农产品安全稳定供给的

责任，持续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

业，在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2024

年，集团资产总额169.54亿元，实

现营业收入165.95亿元，入选“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

产力，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向现实

生产力转变方面，省农发（农垦）集

团与省科技厅、华中农业大学、省

农科院共同成立了新型研发机构

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将其打

造为云南现代农业技术研发、产品

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新型

产学研协同创新与服务平台。

云南首个农业领域创新联合

体“云南省花卉产业创新联合

体”，促进云花产业链转型升级、

构建现代化花卉产业体系；云南

高原特色农业供应链（咖啡）服务

平台，立足咖啡全产业链运营，辐

射发展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产业集

群，推动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

展……同时，集团加大科技创新

研发投入，新增19个创新平台，立

项省级科技项目12项，在研科技

项目49项，持续发挥企业创新主

体作用。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的重要路径，集团与国

内多家知名科研院所、高校签订

合作协议，通过创新机制，合力推

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落地。

以集团和华中农业大学共同开展

的蔗渣生物降解地膜中试转化项

目为例，目前，蔗渣生物降解地膜

项目即将进入工业化生产。

省农发（农垦）集团 持续壮大高原特色农业

云煤集团 规模、质量、效益协同提升

2024年，云煤集团顶住市场波动压

力，推动煤矿应采尽采、电煤应供尽供。全

年供应电煤1618万吨，长协履约量占全省

56%以上，让利超10亿元“反哺”下游。小

龙潭矿务局、先锋煤业等主力矿井高效运

行，有力发挥了能源“压舱石”作用。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云煤集团布局

长远，全面服务国家能源强国、云南能源强

省战略建设，全力冲刺“风光储”赛道，全年

投产新能源装机95万千瓦，开工187万千

瓦，新增资源储备512万千瓦。绿能集团

光伏、能投股份风电项目成效显著，老挝甘

蒙光伏项目实现境外新能源“零突破”。

今年是能投集团与云煤集团联合进行

社会责任发布的第二年，两家集团“推动一

体化经营”，项目化推进9大专项。煤炭交

易中心完成1161万吨集采集销，煤电联动

降低成本近5000万元。观音山煤矿与威

信电厂联营成为全省示范，协同效应实现

“1﹢1﹥2”。

2024 年，两家集团实现资产总额

2634亿元，实现营业收入995亿元，利润

总额39亿元，缴纳税费34.55亿元，资产负

债率降至65.67%，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

223、中国能源企业500强第48、中国物流

企业 50强第 36、中国煤炭企业 50强第

36，在省级能源投资集团中排名第6，稳居

地方能源国企第一梯队。

富滇银行 服务地方、赋能中小、惠及民生

作为云南本土金融机构，2024年，富

滇银行经营质效不断提升，资产规模站上

4000亿元的新台阶，交出了一份营收利润

“双增”、不良拨备“双稳”、对公贷款零售存

款“双升”的答卷。

长期以来，融资难、融资贵，始终是困扰

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难题，富滇银行连

续3年开展“三千计划”行动，每年对中小微

市场主体优先安排信贷规模保障，3年累计

投放不低于3000亿元；每年为中小微市场

主体减费让利不低于3000万元；每年对中

小微市场主体新增授信不低于3000户，截

至2024年末，累计向中小微市场主体投放

贷款5512亿元，新增授信14110户，减费让

利5.9亿元，提前实现社会承诺目标。

富滇银行还成为首家与云南融信服平

台进行贷款产品直连的银行，通过创设“融

信聚业快贷”“线上金旅贷”产品专区、在全

省上线“云岭创业贷”等措施，持续推动融

信服平台运用。截至2024年末，平台累计

授信金额825亿元，同业排名第2；累计放

款754亿元，同业排名第1。

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富滇银行加大农

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贷款投放力

度，截至2024年末，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

达到104.05亿元，增速超28%；年内发行

了10亿元“三农”专项金融债券。

围绕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创新设立“云

农贷”，聚焦云茶、云花、云菌、云药、云果、

云蔬、云牛等优势种植养殖业，为“三农”经

营主体提供更便利的融资服务。截至

2024年末，“云农贷”累计投放188.5亿元，

服务农户农企14.81万户，在全省16个州

（市）、64个县域实现落地。目前，富滇银

行已在云南57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中

的30个县设立44个网点，建立普惠金融

服务站448个，覆盖全省61个县（区、市)、

226个乡镇、414个村。

云南省贵金属集团 为国防工业安全提供重要保障

实现利润总额56.11亿元

今年上半年省属企业
利润同比增长5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