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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0 日，首列“澜湄快线”开出；

3 月 12 日，“跨境电商”首次通过中老铁路运输；

8 月 30 日，中老铁路多式联运“一单制”首发；

12 月 4 日，中老铁路入境水果列车首次到达王家

营；2023 年 2 月 7 日，中老泰全程铁路运输冷链车

首发；4 月 16 日，中老铁路“澜湄快线”调整为每

日开行⋯⋯

中老铁路不仅连通云南与南亚东南亚，而且

搭 建 起 一 条 云 南 与 其 他 地 区 连 接 的“ 黄 金 通

道”。2023 年 7 月 7 日，“澜湄蓉欧快线”开行，中

老铁路与中欧班列联线贯通；10 月 8 日，首趟“沪

滇·澜湄线”国际货运班列开行，长三角货物出口

南亚东南亚时间大大缩短，同时，中老中越国际

冷链班列相继开行。

昆明海关办公室副主任林丽琼介绍，中老铁

路开通以来，海关监管验放跨境货物品类由开通

首月的 583 种拓展到 2900 多种。31 个省（区、市）

依托中老铁路开展国际货物运输业务，运输范围

覆盖老挝、泰国、缅甸等 12 个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和地区，我国与东盟国家铁路货物运输有一半

经中老铁路。

中老铁路开通后，在区域管理上最大的创新

是昆明托管磨憨的探索。中老铁路全长 1035 公

里，磨憨站是中老铁路的出境站点。从昆明到磨

憨将近 700 公里。2022 年 4 月，云南省委、省政府

决定由昆明托管西双版纳州磨憨镇共同建设国

际口岸城市。这让昆明成为全国唯一拥有“边境

线和边境口岸”的省会城市，也为中老铁路沿线

经济崛起打开新局面。

昆明托管磨憨，推动资源和政策向南倾斜，

为磨憨的口岸建设提供强劲动力。昆明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徐晓梅介绍，昆明托管磨憨有多

项创新：创新工作机制，推动磨憨与云南自贸试

验区昆明片区、昆明经开区、昆明综合保税区“四

区”联动发展；创新央地合作模式，与中国中铁合

作推进磨憨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创新沪滇合作

机制，与上海临港集团共同推进磨憨产业发展和

承接产业转移园区建设⋯⋯

中老铁路像一条串珠红线，沿途连起一个个

产业。云南出台“中老铁路沿线三年行动计划”，

着力在铁路沿线培育经济增长点。铁路发挥着

培育经营主体的支撑作用。沿线地方政府推进

9 条铁路专用线和 42 个产业物流园区建设，促进

物流从集货源、扩规模向促贸易、壮产业转变。

玉溪市副市长陈建军介绍，得益于中老铁

路，2023 年 1 月至 11 月，玉溪外贸进口同比增长

147%，铁路运输进口额增长 112%。普洱市委副

书记任远征告诉记者，中老铁路沿线园区建设积

极推进。2023 年 1 月至 11 月，3 个省级开发区拥

有规上企业 89 户，占全部规上企业总数的 47%；

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77.5 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

总产值 33.7%。

曾 祥 菊 是 云 南 滇 雪 粮 油 有 限 公 司 副 董 事

长。去年厂区扩建，专门留出一条加工棕榈油的

生产线位置。她说：“中老铁路对我们企业发展

意义重大。现在主要生产菜籽油，随着中老铁路

开通，物流成本降低，我们有信心拓展南亚东南

亚棕榈油市场。”

磨憨站 100 米开外，是磨憨—磨丁合作区政

务服务大厅。磨憨—磨丁合作区，即中国老挝磨

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是全国 2 个国家级跨境经

济合作区之一。在中方区域围网区建设现场，轰

鸣声此起彼伏；磨憨南坡国际产能合作园，正在

平整场地。磨憨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资兴

业 ，聚 集 起 国 际 商 贸 、加 工 制 造 、现 代 物 流 等

产业。

“丝路花语”是中老铁路国际客运列车精心

打造的服务品牌。列车乘务员会说中老英 3 种

语言，开展三语广播。周城利是中老铁路上的一

位列车长。2016 年底，沪昆高铁、南昆客专开通

运营，云南迈入高铁时代，她是昆明段第一批列

车长；中老铁路开通，她又是第一批中老铁路上

的列车长。她是普洱人，火车每天经过自己的家

乡，这位拉祜族姑娘告诉记者：“在中老铁路上当

列车长，我感到很自豪。值乘这条线路，最开心

的是可以用家乡话和老乡沟通。”每逢节假日，他

们还准备了文艺节目，快速行进的车厢里总是充

满欢声笑语。

在磨憨站出站口，10 多位来景洪短训学习

的老挝青年列队出站。经过短短 4 个月学习，他

们汉语说得还不够流利，但依然表达出对未来的

信心。从他们充满希望的眼神中，更能理解中老

铁路这条“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的意义。

集聚要素 激活贸易
——口岸建设蓄积发展势能

红河、南溪河在河口交汇，中越南溪河大桥

斜跨南北。站立在大桥中央，向前一步是越南老

街，向后一步是中国河口。

河口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口岸，每天近

2 万人往返其间。上午 8 点一过，边民便排队办

理通关手续。互市贸易额不断上升，拉动了消

费，给边陲小城增添了活力。

云南边境小额贸易强势恢复。2023 年，全省

边境小额贸易完成 260 亿元，增长 48.7%，边民互

市贸易完成 200.3 亿元，增长 55.3%。

云南将口岸建设作为支撑更高水平开放、牵

引经济转型发展的流量入口，强化口岸开放窗

口、枢纽节点、门户联通作用，以此形成人流、物

流、技术流、信息流等各类优势资源要素“引力

场”，增创经济发展新优势。提升贸易便利化水

平是云南口岸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便利，让贸易更加便民利民。

云南的 27 个口岸，大多是陆地口岸。边民

互市就是为了兴边富民、睦邻固边。从最初设立

卡口式贸易点，到实现场所式管理，再到推动试

点改革，云南 22 个边民互市点成为西南边境上

的一道亮眼风景。

河口口岸运营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姚正婷介

绍，河口县率先启动“互联网+边民互市”模式试

点改革，持续探索“边民互市+N”化互市改革，率

先实现互市商品互联网一二级市场交易全覆盖，

搭建线上线下相互衔接的互市贸易体系，推动

“真边民、真交易、真结算”，让边民“真受益”。

磨憨口岸的边民互市场焕然一新。2022 年

11 月 15 日，这个昆明托管磨憨以来首个建成的

重点项目正式运营，能满足每天 500 辆大货车的

通关作业，是老互市场的 3 倍以上。

磨整村报关员依光荣说：“以前我们村每天

也就运 10 车货物，现在市场好，能运 20 车左右，

整个互市场能运 100 多车。”“互联网+边民互市”

模 式 在 云 南 12 个 口 岸 推 广 ，互 市 效 益 进 一 步

放大。

——提速，通关用时跑进全国前列。

站点多、链条长、环节琐碎、监管复杂等都是

云南口岸的难题。通关便利努力的着眼点就是

打通堵点，在多式联运、快速通过上做文章。

当日进口、当日查验、当日通行，这是中

铁联集昆明中心站运输货物的效率。中老铁路

开行仅 10 天，这个云贵地区最大的集装箱专业

化场站就实现了国际运输需求在线申报；2022

年 7 月 1 日，云南省首个内陆铁路车站海关监管

作业场所建成并投用，非口岸地区也拥有了海

关功能；“铁路快通”模式启用、多式联运“一

单制”列车首发⋯⋯

“对我们来说，最方便的是‘铁路快通’，一项

服务就能节约 7 小时左右。”跑了 6 年运输，云南

仁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经理杨杰深感如今通关

便利，她说，“我们很多布料订单运往欧洲，运货

时间紧张。‘铁路快通’使我们在昆明站报关后无

需在磨憨口岸重复报关。再加上每日开行的‘澜

湄快线’，运一趟货能比原来快 1 天到 2 天。”

为了不换柜、无损耗运输新鲜蔬果，中国铁

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远工务段下决心改造

河口站站前隧道，方便通关；玉溪海关优化出口

新鲜蔬菜监管流程，检验周期平均压缩 70%；野

象谷站提出根据公路货物提前编组列车，管理运

力以减少车辆等待时长；允许货物先走、单证后

补，磨憨铁路口岸通过“两步申报”等 13 条措施

将通关时间由 40 多小时压减至 5 小时内⋯⋯

云南口岸整体通关时效连续多年全国领先，

节约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都能折算成企业实实

在在的经济效益。

——提质，外贸服务满足企业需求。

云南的口岸面对的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他

们在磕磕绊绊中熟悉了进出口流程，多花了时间

不说，还平白交“学费”。为了做优外贸服务，云

南打造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把服务送进企业。

2023 年 8 月，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国

际贸易企业聚集园区落成，园区通过“两亚通”平

台，为中小商家提供资质办理、商检报关、国际物

流、海外仓储、外汇收付、出口退税、信保融资等

一站式解决方案。园区总经理方远说：“这种综

合性外贸服务平台，在昆明是头一个。”

372 家企业已经品尝到“头啖汤”，云南燕之

旺进出口有限公司是其中之一。公司总经理李

牧遥说：“我们最初连资质都不知道怎么办，物流

上也吃过亏。对于我们这类企业，‘两亚通’实用

方便。”

为畅通跨境资金流动，中国人民银行河口县

支行建立市场化汇率报价机制、双边本币清算机

制、人民币现钞调运机制等，在全省首推“货物贸

易电子单证审核”业务。行长王逢春欣喜地说，

有了这项业务，货物贸易外汇结算办结时间从过

去的 3 小时缩短至 15 分钟。

2023 年 前 11 个 月 ，云 南 边 境 贸 易 增 长

60.4%。这是力争全国一流水平的服务意识，为

云南边贸写下的生动答卷。

花开山谷 化茧成蝶
——特色园区显现规模效益

42 栋标准厂房在 15 个月内全部封顶，沪滇

临港昆明科技城是昆明经开区与上海临港集团

合力打造的推动沪滇协作新范式、园区合作新

样板。

在园区开园仪式上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花

开山谷，化茧成蝶。

“大通道”给云南带来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这 几 年 ，入 滇 发 展 的 世 界 500 强 企 业 累 计 140

家。当产业转移的机遇扑面而来，如何集聚起规

模效应，云南选择以园区聚产业。

云南多山，园区大都像山花那样沿山而开，

依山而建。每一个园区也都经历过“化茧成蝶”

的艰辛。

西南玉溪国际物流港就是这样一朵开在山

谷的鲜花。通往越南方向的玉（溪）蒙（自）铁路，

与中老铁路呈“人”字形交会在龙潭山脚下，西南

玉溪国际物流港正在这山间三角地带铺展开来。

玉溪物流投资有限公司、玉溪国粮集团董事

长陈建勋站在最高的一座楼顶层，指着一栋栋楼

宇向记者介绍，那边是冷链物流园区，这边是汽

车综合贸易园；远处是粮食物流产业园，近处是

中小企业创业园。陈建勋感慨道，“中老铁路带

来看得见的新机遇”。

越来越多的产业和企业进入园区，推动着园

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云南已初步形成以中国

（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引领，以经济技术开发

区为带动，以沿边产业园区为重点，以综合保税

区、边（跨）境经济合作区等为支撑的多层次开放

平台体系。振兴园区经济是云南发展的现实需

要，也是潜力所在。

——产业协作，项目扩园。

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的竣工，标志着东西部

合作由简单的产业帮扶转向产业协作。沪滇临

港昆明科技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祁龙军

说，“目前有 50 多家企业表达合作意向，其中 38

家已签约”。项目采用“重资产投入”与“轻资产

运营”分离的方式开发建设。昆明经开区负责拿

地和工程建设，完成重资产投入；上海临港集团

与昆明经开区平台公司按 5∶5 的比例出资成立

运营公司，导入上海的资本运营、企业引入等模

式，实现轻资产运营。

云南以重点园区为载体，立足全国谋划自

身，提升自身服务全国，把握劳动力、土地、原材

料等要素优势，推动园区经济不断发展。今天，

“东部企业+云南资源”“东部研发+云南制造”

“ 全 国 市 场 +云 南 产 品 ”等 产 业 协 作 模 式 层 出

不穷。

昆明经开区（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管委会

副主任林志刚说，作为全国唯一拥有自贸、经开、

保税、跨境合作并具备口岸功能的开放型特色园

区，昆明经开区经营主体已超 8 万户，形成装备

制造、现代物流、生物医药共生互促的产业体系。

借自贸试验区的优势，通过沪滇合作共赢的

制度设计和税收、产值等利益的共享，定能实现

“飞出地”与“飞入地”共同繁荣。

——政策叠加，企业满园。

随着河口边境经济合作区、国家级蒙自经济

技术开发区、红河综合保税区、中国（云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红河片区、中国（红河）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先后挂牌落地，政策叠加，红河开放

优势不断放大。2023 年，红河启动河口沿边产业

园区建设。

在红河综合保税区，云南润丰云天农业有限

公司的复合能量产品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得益

于园区保税加工政策，我们开启多元化发展。”总

经理助理廖伟说，公司运营的云天化全球农产品

供应链落地（红河）加工项目是云南省首个进境

粮食保税加工项目。“项目为云南粮食进口开辟

了跨省多式联运新途径。依托中老铁路打通东

南亚粮食运输新通道，不仅助力粮食和饲料保

供，还拉动了养殖业、物流业发展。”

云南省各个园区利用自身优势探索创新发

展模式。经开区具有产业扶持、园区开发的经验

优势，侧重产业、人才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支撑；自

贸区具有制度创新、先行先试的先导优势，侧重

服务贸易、跨境金融、跨区通办等方面创新；跨境

合作区具有口岸联动、跨境合作的独特优势，侧

重跨境产能、境外关内、原产地规则等的互通互

动；综合保税区具有税费减免、特殊准入的功能

优势，侧重货物贸易、跨境电商、保税维修等的平

台竞争。企业来到云南，了解园区模式和各项政

策后，都可以找到中意的归属。

——一园一策，集群强园。

云南充分发挥 15 个国家级开发区引领作

用，打造 7 个千亿级省级重点开发区。同时，制

定“一园一策”支持政策，在西双版纳、普洱、怒江

等州市建设一批“小而特”“小而精”的特色优势

园区。

“同比增长 223%！2023 年 1 月至 11 月园区

完成工业投资 9 亿元，项目建设火力全开。”思茅

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姜志刚说，在当地咖啡产业

链中，精深加工曾是较薄弱的一环。为突破咖啡

企业多以生豆销售为主、产业层次相对低的困

境，园区培育了一批优势外向型咖啡企业。依托

链主企业，提升精深加工水平，这里建成云南最

大的咖啡加工园区和出口基地。2023 年被认定

为云南省特色优势园区（咖啡特色产业园）。

爱伲庄园咖啡有限公司是园区内的骨干企

业，在宽敞整洁的加工车间里，员工们熟练地操

作着生产冷萃咖啡的新设备。“我们投资 1230 万

元建设年产 1000 吨冷萃浓缩冻干生产线，几个

月前已正式投产。生产线采用智能色选机将一

颗颗咖啡豆分级，精深加工成冷萃冻干粉、冷萃

浓缩液等，丰富了产品类型。”公司董事长、普洱

市咖啡协会会长刘明辉颇为得意地说。大唐汉

方制药有限公司是园区内一家国家级高新企

业。这家以传统中药开发为主的企业，在园区获

得更大发展空间。公司董事长朱光荣说，“园区

有适合企业发展的‘贴身’政策，政策针对性是推

动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如今，云南各园区建设更注重打造特色主导

产业，以园聚链、以链集群。重点产业加速向园

区聚集，园区经济规模效应日益显现。云南省发

展改革委副主任王建新介绍，2023 年 1 月至 11

月，开发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3%、高于

全省 2.8 个百分点，开发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1.9%、高于全省 42.2 个百分点，开发区工业投资

增长 37.9%、高于全省 17.3 个百分点，开发区保持

良好发展势头。

孔雀开屏 “链”通云岭
——开放优势拉长产业链条

中老铁路客运线起点昆明南站，建筑立面采

用孔雀开屏的造型。云南的产业链也恰如孔雀

开屏，闪耀在云岭大地上。

立足比较优势，云南谋划了绿色铝、绿色硅、

新能源电池、氢能源、能源电子等 28 条重点产业

链。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薛贵辉表示，

到 2025 年，28 条产业链预计产值可超过 2.5 万

亿元。

云南省积极承接国内外制造业有序转移，大

抓产业、主攻工业，推动绿色能源与制造业深度

融合，工业厚积薄发态势持续展现。截至 2023

年 12 月，云南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 22 个

月超过全国平均增速；工业投资连续 23 个月保

持 20%以上高速增长，在全省重点行业中持续保

持总量第一、增速第一；工业投资超过房地产和

交通，成为全省投资量最大的行业⋯⋯

云南人用“过桥米线”来形容产业发展的窘

境。云南是黄金大通道，但好比“过桥米线”，货

物一过什么也没留下。产业不强，贸易和经济发

展就不可持续。如何真正把产业留下来，是云南

的必答题。

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给云南打开

了一扇窗。因为大开放，云南正成为强大国内市

场与南亚东南亚国际市场之间的纽带，一批产业

在云南重新聚集。

——“大通道”迎来产业转移新机遇。

在蒙自经开区红河综保区，森茂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新建的手机摄像头结构件全自动生产基

地正在紧张调试中，今年 4 月该基地就将形成规

模化生产能力，给位于越南的总装厂供货。

在河口县紧邻越南的中国（云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红河片区唐立特纺织服装产业园，36 岁

的越南女工杨氏降熟练地操作着缝纫机，缝制好

的一件件床上用品将从这里发往东南亚和欧美

地区。

“大通道”是区位优势，也是经济优势。物流

时间短、成本低吸引着外地企业到云南发展。“以

前从东莞发货到越南要一个多星期，现在上午装

车下午就能抵达。”森茂电子董事长林茂是广东

人，把生产基地搬到云南，是他多方权衡后的决

定。“消费电子行业对配件时效性要求高，如果出

现爆款客户加单，我们这里响应会很快。同时，

云南的电价比东莞也便宜。”

唐立特纺织品有限公司总部位于江苏张家

港，车间主任李加胜同样是“东部移民”。他告诉

记者：“背靠祖国，面向东南亚，这样的环境让我

们感到更安全。”据他透露，还有一些浙江企业来

园区参观，也想把工厂转移到云南。

这是东与西的交汇，也是山与海的相遇。当

前，云南从全局进行战略谋划，积极承接国内外

制造业有序转移。在 2023 年 9 月举办的中国产

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上，云南共签约项目 382

个，协议总金额 3966 亿元。

“大通道”吸引大项目纷至沓来。翻看云南

省重点项目表，施工面积超 1 平方公里的项目 18

个，投资 100 亿元以上的项目 9 个，投资 50 亿元

的项目 18 个，以隆基“灯塔工厂”、神火 5G 全连

接工厂等为代表的大批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

——大聚集推动产业强劲升级。

“一烟二电三有色。”产业结构单一，是云南

发展面临的挑战。随着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如今这种格局被重塑优化。

在海拔 1920 米的高原上，闻泰昆明智能制

造产业园是闻泰科技目前规模最大的产业园区，

每年有数千万的智能产品终端从这里发往全球。

2022 年，云南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主营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 52.6％，对全省规上工业增速的贡

献率高达 44.7%，在 40 个工业行业中贡献率排名

第一。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成为云南省烟草、电

力、有色之外的第四大支柱产业。

高炉转炉拔地而起、轧钢车间气势恢宏、连

接管网交错纵横⋯⋯置身宏大的玉昆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转型升级产能置换项目建设现场，真切

感受到云南全产业链打造千亿级绿色钢铁产业

的自信与从容。

“周边项目全面建成后，这一片将成为云南

最大的钢铁基地。”玉昆钢铁集团董事长助理陈

丕锦信心满满，“依托中老铁路，我们引进南亚东

南亚国家的矿产资源和原料，针对东南亚市场调

整产品结构，向连轧带钢、冷锻钢、焊条钢等高端

产 品 升 级 ，产 品 辐 射 半 径 扩 大 到 1000 公 里 以

上。项目吨钢能耗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全面实现

超低排放。”

新兴产业异军突起，传统产业加快升级，通

过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云南现代化工业体系构建

取得新进展。

——大升级支撑产业实现跨越。

引入和打造链主，推进垂直一体化，一个更

大的产业图景在云南展开。

硫醇甲基锡、四丁基锡、锡酸钠⋯⋯在云南

锡业锡化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展厅正门口，有一

根银色金属包裹的大立柱，上面写满了公司的拳

头产品。在公司副总经理张杰心中，这些产品是

公司发展壮大的“顶梁柱”。

云 南 锡 业 集 团 是 一 家 拥 有 百 年 历 史 的 国

企。为打开“第二增长极”，该集团成立云南锡业

锡化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主动延链强链补链，

重点打造新材料和精深加工战略单元。历经多

年建设发展，公司已经成长为全球规模最大、品

种最全的锡化工产品专业制造商。

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优势，云南引进了一批

“链主”企业落地，打造了一批标志性产业链。

隆基、通威、晶澳、晶科⋯⋯光伏领军企业争

相落子云南，打造形成“工业硅—光伏级多晶

硅—单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的融合发展

闭环，光伏之都初具雏形。

中铝集团、山东魏桥、河南神火⋯⋯铝产业

龙头集聚云南，初步形成了“原料—电力—绿色

铝—铝材精深加工—综合利用”一体化全产业链

发展格局，绿色铝谷正在形成。

杉杉股份、德方纳米、亿纬锂能⋯⋯锂电龙

头企业加速落地，新能源电池“资源—正负极材

料—电芯—电池—应用—回收利用”全生命周期

产业链日趋完善，云南已成为新能源电池产业重

要基地。

全产业链快速推进关键在机制创新。在玉

溪市高新区互联网创业园，有一个特殊的领导班

子——制造业全产业链专班。玉溪市重点产业

服务中心副主任马黎霞介绍，2021 年以来，玉溪

建立制造业全产业链专班工作机制，变单一“兵

团作战”为“纵队作战、链式发展”。全产业链专

班一子落地，做强产业满盘皆活。

“立足资源禀赋，发挥地域优势，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红河州委书记赵瑞君说：

“一方面，要依托云南的绿色能源和矿产资源优

势，做产业链延伸的文章；另一方面，用好对外开

放和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吸引一些相关产业的

配套企业落地云南。”

从茶马古道到高速成网、铁路绵延，云南成

为西南开放的“大通道”是一个历史机遇。建设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让云南人民对区位优

势的认识在加深，对开放出路的认识也在加深。

“优势在区位，出路在开放”，已经成为共识。

云南的开放是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在服

务大局中找准定位，在更高层次上运用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在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

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闯出新路，云南推动辐射中

心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云南背靠国内大市场，加快承接新一轮产业

转移，正确认识和把握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地位

和作用，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及 RCEP 协定的巨

大机遇，正在努力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悠悠彩云南，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调研组成员：孙 世 芳 魏 永 刚 乔 金 亮

管培利 王轶辰 李彦臻 原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