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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盟各国既是友好近邻，又互为重要经贸
伙伴。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周年。
这 !"年来，双方共同组建了当前世界上拥有消费者
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下称
自贸区）。如今，自贸区的发展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
证明，它是双方共同需要的体现，惠及区域内各国经
济、东亚经济乃至于世界经济的增长。

这是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常务副秘书长许宁宁
对自贸区走向的回顾与展望。这位云南的老朋友，也不止一
次地强调云南依托独有的区位优势，应当在自贸区的大平台
上有更精彩的表现。

做强产业增进合作

据统计，今年 !#$ 月，云南鲜切花出口到新加坡、日本、马
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家达 %&'(批次 )"*(+('万美元。
目前东盟 !"国是云南鲜切花出口增幅最大的地区，其中泰国最为
显著。云花在泰国市场的占有率从三四年前的不到 !",提高到了目前的
(",至 $",。

上半年，东盟仍为云南第一大贸易市场，云南与东盟贸易总额 )&+%

亿美元，同比增长 %)+-,，占全省贸易总额的 *(+(,。
近年来，东盟在云南几乎成了一个日常词。外贸企业的主要贸易走

向是东盟国家，滇企“走出去”的主要市场在东盟，云南重点推进的国
际大通道建设将连接东盟多个国家……

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突出地缘优势和资源特色，充分利用与周边国
家互补性强、友好交往历史悠久等综合优势，官方与民间相互配合搭建

合作交流平台。昆交会、东盟华商会、./0经济走廊等活动成效显著，区域合作机
制务实推进，进一步提升了中国、云南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与此同时，近水
楼台先得月，借助自贸区全面建成的机遇，云南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等外向型经
济领域得到了长足发展。外贸多级跳站上了 %""亿美元的台阶、对外投资位居西部
地区前列，融入自贸区，云南拔得头筹。

但变化悄然而至，到 %"!(年自贸区全面建成，在东盟老 $国与我国贸易绝大多
数产品零关税之后，东盟新 *国与我国贸易的绝大多数产品亦实现零关税；与此同
时，中国与东盟将更广泛深入地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

在这样一个合作与竞争交织，机遇与挑战并行的市场，云南的方向在哪里？
“当下，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是自贸区发展的重中之重。”许宁宁认为，如何借

助自贸区优惠政策，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成为自贸区内各个国家
越来越关注的问题。打造各国间优势互补的产业链，促进产业在开放中升级，
应成为自贸区内各国加强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云南依托良好的贸易基础和投
资优势，做强产业，积极发展加工贸易，在全面融入自贸区中尤为重要。

整合优势组合出击

专家认为，自贸区建成对云南产业发展影响有利有弊。
有利影响方面：一是云南产业进入了拥有 $亿人口、%万亿美元国

民生产总值的东盟大市场。同时，东盟正在积极推动建立东盟共同体。现
距 %"!(年底建成东盟共同体仅有两年多时间，东盟已经分别与外部 $国
建立自贸区，并牵头组建 1234（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即由东盟 !"

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的自由贸
易区。届时，大范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将进一步提高云南优势产

品的竞争力，有利于扩大出口规模。二是云南和东盟存在一定的产
业互补性。云南优势产品主要是机电产品、化工深加工产品、金属
制品、有色金属、烟草和农副产品、能源产品等；东盟主要是金属矿
砂、木材、橡胶制品、初级化工产品、农产品、热带植物产品，由此可
发挥优势产业的互补效益。

不利影响方面：一是云南省劳动密集型货物贸易格局面
临来自国际国内高科技、高附加值货物贸易的猛烈冲击。新
一轮商品降税会加剧东盟优势国家和中国其他省区与云南同
类产业与商品的竞争，对云南缺乏竞争力的产业造成冲击。
二是更有利于东南亚国家实施“进口替代”，云南传统产品

出口将更加困难。
云南省商务厅东盟处副处长杨静认为，日、韩等

国的商品与云南相比在周边市场占有很大优势；西方
国家实行“重返东南亚战略”，台湾实施“南下战
略”，对云南的传统商品进入周边市场构成强有力的
威胁。对外投资方面，在东盟，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
凭借先发优势和规模效应，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同
时正加紧调整生产布局，以削弱贸易转移的影响；另
一方面，滇企虽然有进入自贸区的项目，但企业竞争
力较弱，没有形成规模，面对区外众多强势竞争对
手，难以在东盟市场站稳走好。
“我们要看到，云南与东盟传统的贸易市场基础

好，产业互补性也很强，外经方面也有良好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只有做强服务贸易和加工贸易，企业练
好内功，积极挺进东盟的大型能源开发和高科技开发
市场，云南对东盟的优势才能真正体现。”杨静说，
要突破云南与东盟的传统贸易格局，进一步关注对东
盟的投资、服务贸易和加工贸易的整合发展，形成滇
企的海外集成效应，就能在挑战中赢得市场。

本报电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云南瑞
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总体规划》 （以下简称 《规
划》），以期努力把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成为
中国沿边开发开放的经济贸易窗口、文化交流窗口和友好
往来窗口。

批复指出，《规划》实施要抓住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
战略和云南省加快建设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历
史机遇，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
主线，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动力，积极发挥瑞丽对缅
贸易陆路口岸优势，进一步解放思想、先行先试，着力创
新体制机制，着力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着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着力深化经贸投资合作，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进程，推动试验区跨越
发展，努力把试验区建设成为我国沿边开发开放的经济贸
易窗口、文化交流窗口和友好往来窗口，为我国沿边地区
开发开放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前7月云南

引进省外资金2109亿元
本报电 可口可乐搬迁扩建、恒隆昆明广场、雅居乐

腾冲旅游开发、嘉华昭通水泥等一批重大投资项目顺利推
进，新的合作项目不断签约，今年 ! 至 ' 月，云南共签
订、实施国内合作项目 ')-& 个，引进省外到位资金
%!"-+&*亿元，完成年度引资目标的 '"+)%,。

!至 ' 月，民营资本投资云南 !%()+** 亿元，占省外
到位资金总数的 (-+*!,。

全省 !$个州（市）引进省外到位资金保持稳定增长。
玉溪、西双版纳、红河、大理、保山、文山、临沧 '个州
市引进省外到位资金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以上。昆明
引进省外资金 *)&+%(亿元，占全省总量的 %"+'',。

8家滇企入围中企500强
本报电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日前在昆

明发布了 %"!)中国企业 ("" 强榜单。云南省 & 家企业进
入中国企业 (""强。

在中国企业 (""强中，云南省有红塔烟草 5集团6 有
限责任公司、红云红河烟草 5集团6 有限责任公司、云天
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昆明钢铁
控股有限公司、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冶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云南锡业集团 5控股6 有限责任公司 &家
企业上榜。

中国制造业企业 ("" 强中，云南省红塔烟草 5集团6

有限责任公司、红云红河烟草 5集团6 有限责任公司、云
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云南煤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锡
业集团 5控股6 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南磷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入围。

中国服务业企业 (""强中，云南省云南物流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云南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出版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入围。

桥头堡资讯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总体规划获批

瑞丽有望建成沿边窗口

欧洲出重拳“阻击”产品
输入，国内消费规模扩张缓
慢，国内产能严重过剩、市场

竞争无序……中国光伏产业正面临
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
在国内具有资源、成本和技术优势的

云南光伏产业，能否凭借自身优势，抢占
政策先机，成功度过行业“寒冬”？且听来自企业
的声音。

短期遇冷但前景光明

这一次寒冬好像特别漫长。国际光伏级多晶硅价
格在 %""&年达到顶点，每吨接近 *"" 万元，其利润率在
(""7以上，而且经常出现有价无货的局面。也许是物极必
反，到达顶点之后，国际多晶硅价格开始一路下跌，到 %"!%

年低谷的时候，每吨售价只在 !!+( 万元左右，其价格跌势
之猛、跌幅之大，大大超出了国内所有多晶硅生产企业的预期。

今年 )月，国内最大的光伏生产企业无锡尚德电力公司宣
告破产，国内光伏产业曾经的大旗就此倒下，国内多晶硅产业
跌入冰冻期。
虽然国内光伏产业的寒冬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代表全球能源

科技和产业重要发展方向的光伏产业并没有自暴自弃。“尽管国际
光伏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国内标志性的企业破产，但从欧洲强力保
护本地区光伏产业就可以看出来，光伏产业的前景依然光明。”云
南师范大学太阳能研究所专家如此认为。

光伏突围的云南优势

和云师大专家看法一致的还有一批云南企业家，云南三奇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夏天就是其中一个。这位眼光独到的企业家在
去年光伏“严冬”中却不惜重金购入光电产品的高端设备，把单晶硅
硅棒的生产能力扩充到 ("""吨8每年，年切硅片将达到 $"""万片，
“这些设备满负荷运作起来，每年可以实现 )"亿元的产值。”

在位于云县澜沧江畔的云南三奇光电科技公司厂房里，笔者看
到大批先进设备正在安全调试，这些设备包括了单晶炉、铸锭炉、切
片机以及产品清洗、平磨等生产线，投资超过了 &亿元。这些设备中，
单晶硅铸锭炉的能耗比传统设备降低了 &倍。

一个民营企业逆势投资本就让人问号连连，而他的大手笔投资
却放在了云南的一个小县城边，其原因何在？夏天的回答直指根本：
云南有充足的水电———发展清洁载能产业的优势资源。

云南光伏企业“过冬”不仅仅有资源优势，而且有技术优势。起步
于上世纪 '"年代的云南光伏科研一直领先全国。云南冶金集团下属
的昆明冶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在全国率先工业化生产出了
电子级多晶硅，该公司董事长亢若谷直言，高纯材料电子级多晶硅的
工业化生产，宣布云南企业经过不断努力，已经突破了美、日、德的技
术封锁，并打通了高纯多晶硅的生产工艺环节，撕开了通向一个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隔膜。更为重要的是，昆明冶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
完成第一炉电子级多晶硅工业化生产的过程中，在全国组成了第一
个多晶硅工业化生产的成形技术工人团队，为云南光伏产业发展奠
定了人才基础。

政策落实是发展关键

云南光伏企业更大的契机已经出现，'月 !(日，《国务院关于促
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意见》提出，%"!)—%"!(

年，年均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万千瓦左右，到 %"!(年总装机
容量将达到 )(""万千瓦以上。业内人士表示，若该目标能最终实现，
每年或将带动 !"""亿元市场需求，届时国内光伏行业产能的 !8)将
可以靠自身消化，上下游产业也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很明显，《意见》带来的政策优势将和云南发展光伏产业的先天
优势形成叠加，加速云南光伏产业的快速突围。据了解，用于光伏发
电的主要原材料多晶硅和单晶硅，其主要成本就是电力，“电费占了
单晶硅成本的约三成。”夏天说，水电是云南的优势能源，云南水电的
成本只是光伏大省江苏的火电成本的一半，如果加上碳排放的成本，
在云南发展光伏产业就有巨大的能源优势。
“只要国家政策得到落实，云南光伏产业潜力就能得到充分释

放。”夏天说，云南不但在原料、能源、生产设备和技术上占有优势，就
是市场空间也占有相当优势，而国家政策是否得到真正落
实，就是云南光伏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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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菜走进联合国餐厅。

日前，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云南省政府、中国常

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

处共同举办的“感知中国 美丽云南”活动在瑞士日内

瓦万国宫拉开帷幕。本次活动日期为8月27日至9月

6日，由开幕式文艺演出、云南风情图片展、云南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演、云南电影展映、图书捐赠、中华美食

欢迎招待会、与联合国DSR餐厅美食交流活动等7个部分组成，全面

展示云南浓郁的地域文化，丰富多彩的自然、人文风貌及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上图为开幕式文艺晚会上演员在表演彝族民歌《海菜腔》。

!演员在表演舞蹈《雀

之灵》。 孟德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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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一处大型标准化菊苗生产和出口供应基地。 雷桐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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