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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决定部署具体化。各地区各部门深入推进大气、水土污

染防治工程，大力推动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一批“硬骨

头”的环境问题得以改善和优化，环境质量提升，增强了

人民对优良环境的获得感。

（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云南产业结构优化和转

型升级取得了明显成效。第一产业比重逐年递减，第二产

业比重基本保持不变，但从2014年开始有了一定幅度的下

滑，第三产业比重逐年递增，产业结构基本实现了由农业

为主，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

来，云南产业结构进入优化升级的新阶段，2014年第三产

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得到快速发展。[3]推动产业结构调

整与优化是云南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西部大开发二十年

来，产业结构以传统农业为主向非农业为主转变，三次产

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三次产业结构逐步转型。[4]

（五）开放型经济取得新进展

伴随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拓宽，云南逐步形成了全方位

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尤其是“一带一路”倡

议的施行，充分发挥了云南在自身地理和位置上的优势，

使云南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各国打开的一扇对外开

放的窗口，通过这扇窗口，不断加深与“一带一路”国家

的合作和交流，促进云南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期间，

云南外贸规模持续扩大，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六）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

西部大开发实施二十多年，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吃穿住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各项民生事业得到

飞速发展，同时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8502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8个贫困县全

部摘帽，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整体脱贫，困扰云

南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脱贫攻坚取

得了决胜性的成果。云南的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

了显著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持续走高，社会保障覆盖面逐

渐惠及全体人民。

 “五大一高”推进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应贯彻新的发展理

念，切实解决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问题，实现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融入新发展格局，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全面提升云南在

新发展格局中的嵌入度、贡献度和价值链地位。

（一）“大保护”：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云南独特的自然地貌与丰富的矿产资源，是整个自

然生态系统中的宝贵财富。新时代背景下，要把良好的生

态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保护好云南的碧水蓝天。过去，生

态环境保护没有得到高度重视，使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影

响，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开采矿产资源是经济快速发

展中首要考虑的重点。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新格局，要

坚持“大保护”概念，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摆在重中之

重，把环境保护、资源科学开采摆在优先位置，实现对资

源开采与生态环境保护同步推行，让生态环境得到可持续

的改善。

（二）“大开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让西部地区成为对外开放前沿，

云南应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高对外开放服务水

平，扩大与“一带一路”国家在开放领域的交流合作，完

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挖掘自身发展潜力，提高发展水平。

积极深入推动自贸区、边境开放经济贸易合作区、跨

境经济贸易合作区、辐射中心建设；推进中国（云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优化沿边地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边境经济贸易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区等各

开放合作功能区布局和功能定位；建设中国面向东南亚、

南亚的出口产品加工基地、物流中心。[5]

（三）“大建设”：实现内连外通，推动形成现代化

产业体系

新时代背景下，云南应深化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

洲、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区等地区的交流与

合作，同时加强与周边各个省份的深入合作；对外与整个

东南亚、南亚等周边地区积极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战略

合作，增强对南亚和东南亚的辐射力和带动力，让云南发

挥国内国际深化合作的桥梁纽带作用。新时代云南要成为

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与东中部地区产业进一步

展开合作，加强八大产业领域的创新，成为部分领域先进

制造业节点，带动云南产业发展，实现内外连通加快推动

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转变，为产业体系现代化转型做

好铺垫，不断推动现代化产业的形成。

（四）“大融合”：推进城乡融合和民族融合高质量

发展

城乡融合协同发展是缩小当前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重

要一步。乡村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

因此需要大力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农业和乡

村经济的协调发展，推动乡村全面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大

力发展现代农业，解放农村生产力。继续加快和推进新型

城镇化发展，优化全省各地区的城镇空间布局，以城市群

作为其主体的形式，以大中小城市、小城镇为其依托，加

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步伐，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效

的载体，[6]加强城市的质量建设，提升城镇的承载力和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