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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富民”工程为抓手，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

特色产业、建设沿边城镇、加大脱贫攻坚、推动沿边开

放合作为重点，努力把沿边开放经济带建设成为全省面

向南亚东南亚区域性经济贸易中心的前沿和窗口。以绿

色发展为主线，以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产业为重点，统筹

推动区域联动、资源整合、整体开发，努力把澜沧江开

发开放经济带建设成为全省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合作前

沿带、绿色经济发展的示范带。以融入长江经济带为主

线，以加强与周边省 （区、 市）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合作

为重点，努力把金沙江对内开放合作经济带建设成为长

江上游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有 序 推 进 城 镇 群 协 调 发 展 。 重 点 推 动 滇 中 城 市 群

建设，提升滇中城市群对全省经济社会的辐射带动力，

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打造滇中城市群一小时经济

圈。加快推动滇西和滇东城市群建设，以大理为中心，

以祥云、隆阳、龙陵、腾冲、芒市、瑞丽、盈江为重点

打造滇西次级城镇群，支撑构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门

户型城镇群；以蒙自为中心，以个旧、开远、建水、河

口、文山、砚山、富宁、丘北为重点打造滇东南次级城

镇群，使其成为全省面向北部湾和越南、开展区域经济

合 作 、 扩 大 开 放 的 前 沿 性 城 镇 群 和 全 省 重 要 经 济 增 长

极。培育发展滇东北、滇西南、滇西北城镇群，将以昭

阳、鲁甸一体化为重点的滇东北城镇群建设成为云南连

接成渝、长三角经济区的枢纽型城镇群；将以景洪、思

茅、临翔为重点的滇西南城镇群建设成为支撑构建孟中

印缅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沿边开放型城镇群。

二 是 夯 实 基 础 ， 互 联 互 通 建 设 加 快 推 进 。 云 南 把

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促进当前和长远发展的重中之重，启

动实施基础设施五网建设，进一步加强公路、铁路、航

空、水运、电讯等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信息传输系统建

设，形成内联长江经济带，外接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国际

大通道，形成相互衔接、通畅高效的交通运输体系，辐

射中心建设支撑保障能力显著提升。中老铁路效应持续

显现，中老铁路有效带动了沿线产业发展，让更多外贸

进出口企业享受到了红利和机遇，货运需求持续旺盛。

铁路部门在常态化开行“澜湄快线”国际货物列车的同

时，探索培育“中老铁路+中欧班列”“中老铁路+西部

陆海新通道班列”等铁路国际联运新模式，货物运量和

品类不断增加。截至2023年8月3日，中老铁路开通已满

20个月，全线累计发送旅客超1900万人次、货物2300多

万吨，成为联通内外、辐射周边、双向互济、安全高效

的国际黄金大通道。

三 是 加 快 开 发 开 放 功 能 区 建 设 ， 开 放 平 台 不 断 夯

实。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滇中新区，昆明、

玉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昆明、杨林、曲靖、蒙自、

大 理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 瑞 丽 重 点 开 发 开 放 试 验 区 ， 瑞

丽、畹町、河口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勐

腊（磨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启动。中国和老挝

两国政府签署《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建设共同总体

方案》，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成为继中哈霍尔果斯

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之后，中国与毗邻国家共同建立的第

二个跨国境的经济合作区。红河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

国务院批复同意昆明出口加工区整合优化为昆明综合保

税区。昆明综合保税区成为继红河综合保税区之后，云

南第二个综合保税区。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级临沧边境

经济合作区，云南形成了以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滇中新区为核心，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

开发区和综合保税区为支撑，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跨

境经济合作区和边境经济合作区为前沿的国家级开放平

台发展新格局。国家级开放平台在体制机制创新、产业

聚集、示范带动引领等方面成效初显，整体上呈现出经济

实力明显增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发展迅速、创新

能力显著提升、对外开放持续扩大等特点。

四是加快走出去步伐，对外合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云南以重点产业为核心，以境外经贸合作区为汇聚点，

聚点为线，聚线成面，发挥云南沿边辐射和通道优势，

将中国优势产业与沿线国家需求相结合，促进与沿线各

国特别是南亚东南亚国家多领域全方位合作，加快走出

去步伐。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除以新设、并购、再

投资等为主的境外投资方式以外，涌现了企业境外发债

融资等新兴投资模式；投资行业分布从传统的农业、矿业

向各类服务业、房地产业、文化产业等领域转移，租赁和

商务服务等各类服务业对外实际投资有较高速度的增长。

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不断建立健全。截至2022年底，云

南在南亚、东南亚、西亚、香港及非洲等23个国家和地

区设立了23个商务代表处，更好地发挥了其作为海外工

作基地和平台“协调、窗口、桥梁、服务、维权”等重要

作用，推动云南与代表处驻在国（地区）在贸易、投资、

文化等领域的经贸投资合作。积极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重要关键节点国家建设14个

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境外投资项目对全省产业结构调

整、产能有序转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提高。

进一步完善和建立对外劳务合作服务平台，联合省

级相关部门推动建立能够满足国内外两个市场需求的人

力资源建设、培养和管理体系，进一步促进大中专学生

海外就业工作，着力提升外派劳务质量层次；加强境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