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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召开的 !"#$ 年云南省商务暨招商引资工作会
议上，一组数字十分抢眼：% 年来，尤其是桥头堡建设 $

年来，云南商务工作呈现出“两个连续突破、四个快速翻
番、五个明显提高”的特点———对外贸易连续突破 #&&亿
美元和 !&& 亿美元大关，年均增速达 $'()*，远远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和云南 +,- 的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
续突破 !&&&亿元和 $&&&亿元大关，年均增长 !&*。对外
贸易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连续 $年位居全国前列。

进入 !&.$ 年，云南商务以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内外兼
营助力跨越。

五大体系扩内需

围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这一目标任
务，云南将建设五大体系。

五大体系包括：建设以大型商贸流通企业为主导的现
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以连锁经营和高原特色农产品流通
为主导的城市消费品流通网络体系，建设和升级改造大型
专业批发市场，大力推动南菜北运工程，出台云南老字号
认定规范地方标准；建设以“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为主导
的农村消费品流通网络体系；建设电子商务体系；建设以
监测管理为主导的市场调控体系，加强成品油市场的动态
监测，积极探索肉类、蔬菜、酒类、中药材等商品流通追
溯体系，提高医药流通行业规范化服务质量和水平。

五大行动促外贸

!&#$年，云南将围绕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外贸结
构，突出抓好“五大行动”。

一是抓好新兴市场开拓行动。加大对新兴市场，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拓力度。争取加大进出口银行、信

保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开拓重点市场的支持；二是抓好以
加工贸易为重点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行动。确定红河、昆
明综合保税区基地等 #& 个重点加工贸易产业基地；三是
抓好品牌培育建设行动。做好国际营销网络建设工作，不
断打造云南商品品牌效应；四是为外贸持续稳定发展固本
强基；五是抓好通关便利优质服务行动。建立重点项目、
重点企业通关高效便利化试点，推广提前报关、集中申报
等便利通关方式。扎实推进农产品出口安全示范区建设工
作，吸引农产品龙头企业落户云南。

统筹多边“走出去”

云南将牢牢把握建设西部地区“走出去”战略先行区
这个支点，在统筹多边双边开放合作上有新提升。

主要实施境外重大项目扩展工程。积极争取一批境外
铁路、公路项目的实施，鼓励企业“走出去”实施多元化
投资，建设境外生产加工和销售基地，开展境外资源能源

开发合作；实施重点
市场开拓工程。大力开拓巴基斯坦

市场，积极探索南美、中东和非洲地区市场，
加快推进老挝万象赛色塔境外经济合作区建设；继续规范
和有序实施境外罂粟替代种植工程；继续实施对外劳务派
遣工程；实施品牌建设工程。重点扶持高附加值、高技能
含量和综合性的对外承包工程项目。

做宽会展大平台

围绕中国—南亚博览会这个大平台，云南提出在
推进对东南亚南亚经贸合作上要进一步提档升级。

经过多年持续的努力，与昆交会同时举办的南
亚国家商品展正式升格为中国—南亚博览会。今
年，首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与第 !# 届昆交会将同
期举办。目前，云南正积极争取南亚各国共同参
与主办中国—南亚博览会，配合邀请南亚各国政
要出席相关活动，提高博览会的规格和层次；
争取国家商务部把中国—南亚经贸高官会提升
为中国—南亚部长级磋商会，提升中国—南亚
商务论坛国际影响力，打造中国与南亚地区合
作的国家级对话平台。探索举办南亚商品
采购大会、南亚国家投资促进会和中国—
南亚智库论坛。第 !# 届昆交会将进一步
扩大参展国别范围，争取非洲国家参展参
会。

一种“公司/基地0合作社”的经
营模式，让云南德宏后谷咖啡公司成为
国家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也使
国内的咖啡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经过
近 !& 年的发展，后谷咖啡现已拥有员
工近 !&&& 人，开发种植咖啡树 !# 万
亩，带动当地 %(# 万户农民走向致富。
这样的经营模式，不但让公司得到了实
惠，也让农民的心得到了温暖。

合作社是我家

云南是我国的咖啡主产区，产量占

全国的 11*。德宏州连绵不断的坡地和
小丘陵是咖啡生长的黄金地带。#11)

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提出办农业
合作社的思路，经过不断完善，最终在
各个自然村成立了合作社，由村支书担
任合作社社长兼村民小组组长。合作社
免费为咖农提供种苗，选派技术骨干驻
村指导，咖农买化肥还可赊账，使咖农
在生产管理中的一些难题得到解决。

在德宏州风平镇芒赛村，记者遇到
了几位刚在合作社出售完咖啡果的咖
农。其中一位傣族大妈说：“这是刚从

自家树上摘下的咖啡鲜果，村合作社为
我们提供了方便的收购环境及技术支
持，使我现在过上了好日子，合作社像
我家一样的方便。”

项南咖啡种植基地负责人尹南戈
告诉记者，如今，德宏州已建起上百
个咖农合作社，每天都有干部、技术
员轮流值班服务农民。后谷咖啡公司
帮助基地农民建立自己的咖啡产业合
作社，公司无偿为合作社提供资金建
立办公场所，提供投影机、电脑、小
农超及技术员，无偿为合作社提供种
苗、技术，所需的农资由后谷公司和
农资供应公司联合提供。合作社向全
体社员统一供种、统一生产、统一标
准、统一服务、统一收购，让加入合
作社的农民只管专心生产。合作社购
买农资费用由银行提供贷款，后谷公
司则是贷款的担保人。

一句“合作社是我家，有事就找
她”道出了众多咖农的心声。

争做国际一流品牌

在后谷办公大楼上，有条大大的广
告词：中国咖啡，世界唇知道。还有个
醒目的座右铭：让父老乡亲告别贫困，
让后谷芳香溢满全球。

董事长熊相入说，公司在发展咖
啡产业的历程中，以“公司0基地0合
作社”的经营模式，与农户建立起了
紧密的、长期的、双赢的关系，有效
带动农户致富，夯实了企业发展的资
源基础。当今咖啡已位居世界三大饮
料之首，全球 2% 个国家种植，$(% 亿
人消费，成为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贸
易商品。从 .)1! 年法国传教士在大理
种植成功，云南咖啡种植已历经一个
多世纪。

说起咖啡，熊相入如数家珍，“德
宏除了有高海拔、酸性土壤，还有其独
特的温差优势，是最适宜咖啡生长的黄
金地带。”近 $&年来云南咖啡产业发展

很快，占全国产量的
11(1*，云南省规划“十
二五”期间种植 .%& 万
亩，仅仅两年已达到
.$& 万亩左右，但如
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
产业优势，让咖
农获得稳定的收
入？中央建设新
农村的 .号文
件的关键内
涵，是如
何让农民
真正有稳

定的
收入
基
础 。
作为国家
咖啡龙头
企业，熊
相入积极找寻
公司、农户、
市场的利益交集点
和共同发展的支撑
点，在赴日、韩考
察中他似乎找到了持续
发展咖啡产业的突破
口，开始探索“公司0基
地0合作社”的后谷发展模
式。
“做出国际一流的咖啡品牌是

我一辈子的梦想。”熊相入说。!&!&

年，中国将有 .万亿元的咖啡市场，咖
啡产业大有前途。

好模式 聚人气 暖人心

合作社致富咖啡种植户
本报记者 喻京英 文3图

图为咖农采摘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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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云南境外投资7.1亿美元

本报电 来自云南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去年，云南新
批境外投资企业 4$ 家。对外实际投资 '."$'() 万美元，同
比增长 !2(%*。截至 .! 月底，云南境外投资企业已达 2""

家，对外实际投资累计达 !%('亿美元。
!".! 年，云南对外投资特点表现为：传统市场地位稳

固，新兴市场逐渐扩大。“大湄公河次区域五国”是云南
企业“走出去”的传统市场，!".!年，云南企业在缅甸、
老挝、越南、柬埔寨、泰国 % 国实际投资共计 4")'4(.%

万美元，占同期实际投资的 )%(2*。同时，云南
在欧洲、西亚、非洲的市场不断扩大。投资行业
渐显多元化。!".! 年，云南对外投资共分布在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 .2 个大类。对外承包工程
方面，!".! 年，云南共新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合
同 %! 份，新签合同额 .!'4)) 万美元，同比增
.$())*；完成营业额 .%2'4! 万美元，同比增
$%(!*，项目主要涉及电力、房屋建筑、交通建
设、制造及加工业以及其他产业。

去年云南口岸进出口额69.6亿美元

本报电 记者从云南省口岸办获悉，!".!

年，云南省口岸进出口额达 41(4 亿美元，同比
增长 ."(.*，占云南进出口贸易额的 $$(.*。其
中出口 2'() 亿美元，同比增长 '(.*，进口 !.()

亿美元，同比增长 .'(!*。进出口货运量 )2)(4

万吨，同比下降 .%()*，其中出口 !'"万吨，同
比下降 "()*，进口 %')(4 万吨，同比下降
!.(2*。

今年1月云南铁路建设投资18.6亿元

本报电 记者从昆明铁路局了解到，随着广
大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等铁路建设项目的加快推
进，云南省铁路建设投资完成成效喜人：.月份
昆铁局共完成铁路建设投资 .)(4 亿元，完成月
度计划，为全年云南铁路建设开了好头。

今年是云南铁路建设规划实施的关键年，预
计投资将达到 !.'亿元，比去年增加一倍以上。开年
以来，昆明铁路局与各施工单位克服冬季施工的困
难，完成了 .月份投资建设任务。其中，蒙河铁路完
成投资 .(.亿元，完成总设计数量的 %'(12*，其控制
性工程屏边隧道完成 )"1" 洞米。去年 .. 月 !1 日开

工的泛亚铁路西线广大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完成投资 !(1

亿元，修建了汽车运输便道 .""公里。

桥头堡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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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昆明出口加工区

“云电”外输

云南省两会期间，笔者采访了 2位
担任省政协委员的在滇异地商会会长。

他们欣赏云南，恋上云南，寄望于云南，
也在以开阔的眼光来看待云南，为第二故

乡的发展建言与献策，合力为云南谋一个更好
的未来。

第二故乡情谊深

近年来，云南异地商会蓬勃发展，对于这些来
自五湖四海的商帮来说，商会是一座桥，故乡在那

头，云南在这头。云南对于省外异地商帮来说，除了
“商”，还有了“家”的味道。

温州商会成立之日就确定了“世界温州人、握手彩云
南”的发展理念。商会会长、云南温商国际集团董事长、
云南敏大集团董事长陈教敏说，云南的好山好水好气候滋

养了 .!万温州人，他们都把这里变成了第二故乡。
“云南就是我们的故乡。”湖南商会会长、云南泰兴隆集团

董事长汤秋云说，目前在滇湘籍人数近 $""万人，从事经商、创业
人士近 $"万人。
“云南的 !4个民族蕴含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红土高原有着

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巨大的潜力。”浙江商会会长、云南竞达运
通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吴建国介绍，目前，浙江企业在滇累计投资 .!""

多亿元，解决云南劳动就业上百万人，每年上缴各种税利 ."多亿元人
民币。

广东商会会长、云南兴昂实业 （集团） 公司总裁林剑锋则称，在云
南这片温暖、广袤而亲和的高原红土，粤商快乐创业并根生情愫。

合力献计谋未来

“云南不仅要完善产业配套能力来招商，也要通过招商来优化产业配
套。”吴建国认为，应将具有雄厚资金实力、优势管理水平、发展前景光明
的企业、产业引入云南，让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产业生存下来，民营经济
的整体实力才能够得到质和量的提升。

汤秋云建议云南要在四个“服务好”上做好文章，一是准确定位服好
务，二是明确职能服好务、三是强化监管服好务，四是狠抓落实服好
务，他还建议云南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在水电、建材、矿产等资源开发，
鼓励民营企业深度开发，兼并重组，推进中小企业实现产业集群发展。
“要实现跨越发展，必须要思想解放解放再解放，胆子大些大些再大些。”陈教敏说。
“期望云南省异地商会的中小企业能与本土企业比翼并飞。”林剑锋建议加大发展民营经济的力

度，金融部门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在桥头堡建设中做贡献。

深耕云南天地宽

林剑锋表示，广东商会将搭建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为粤滇两省政府服务，
为会员做好服务，积极参加云南省市县的招商引资工作。

吴建国坦承，浙江商会将弘扬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拓展市场、千方百计
自主创新、千方百计完善管理的“新四千精神”，团结和引导在滇浙商艰苦创业、
诚信经营、规范运作，为云南“两强一堡”战略实施作出应有的贡献。

汤秋云表示，湖南商会将积极引导会员企业按照国家政策导向，加快结构
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绿色、循环、低碳经济，投身现代农业、现

代服务业、金融业、文化产业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不断增强市场
竞争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上取

得新突破。
“七彩云南就如一个含苞待放、亭亭玉立的姑娘，我们应该

想方设法让其成长、成熟，还要包装推介、引起外界万众关注，
帮她走出深闺。”在陈教敏看来，温州商会有情感、有责任
也有义务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扩内需 促外贸 搭平台

西部“走出去”：云南“先行”求提升
罗蓉婵 杨红川

制图：孙 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