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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百强
张子卓 朱 丹

本报电 应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邀请，云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秦光荣率团于

!

月
"#

日至
$%

日赴台
开展为期

&

天的“七彩云南宝岛行 中
秋访友会乡亲”交流参访活动。

此次组团赴台开展交流活动，秦光
荣将与台湾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交换对
加强云南和台湾各方面交流合作的建议
和意见，凝聚共识，推动两地间人文交
流、融合，经贸合作、发展。秦光荣还
将走进台湾乡镇、农村、医院、企业、
学校，贴近台湾基层民众，加强和青少
年学生的互动，和老百姓面对面接触交
流，亲身感受台湾同胞情谊。届时，秦
光荣还将特意前往在台云南籍同乡较为
集中的桃园县看望、走访云南籍乡亲，
参加独具云南民族特色的“长街宴”，
也融合台湾乡亲的“办桌文化”，举行
两岸乡亲中秋大联欢。

据悉，此次交流活动总规模约
$''

人，除主体团外，还有教育交流分团、
科技交流分团、文化交流分团等

!

个分
团。此外，展示独具特色的云南民族文
化也是此次赴台交流的重要内容。来自
云南

$(

个民族的代表将先后在桃园、
高雄、屏东举行以“桃园夜 故乡情”、
“云南美 两岸情”为主题的多场文艺表
演，为台湾民众献上独具风格、精彩纷
呈的民族文化盛宴，展现丰富多彩、浓
郁厚重的云南民族文化，体现中华民族
大家庭同根同源一家亲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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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企业联合会、云南省企业家协会日前联合
发布了

)'*%

云南企业
*+'

强和云南民企
"''

强排序。
这是云南省第

,

次发布云南企业
*''

强。每一届走进
会场的企业家都有很大不同，入围、被挤出榜单、再
入围的企业不在少数。云南省企业联合会暨企业家协
会常务副会长李若林表示：“只有前

&'

位的企业保持
长期出现在榜单上。”

百强企业凭什么强？一个企业要保持多快的增速，
才能赶得上

*''

强的发展速度？

前20强：云南经济的中流砥柱

*''

强中的前
$'

强，累计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近
*,!

，占
*''

强总收入的
(!-

，较上年增长近
"

个百分
点；贡献增量占总增量的

&.!

。这一组数据表明，作
为大企业中的“大企业”，前

$'

强整体增速高，户均
增量达到了

.'

亿元以上，这些企业对于云南经济社会
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本届
*''

强企业中，增长速度最快的企业也集中
在前

$%

强。云投集团、云南黄金矿业、俊发地产、奥
宸地产和华能澜沧江，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

亿元，
年增长高达

&'!

至
!'!

。第一集团首次出现了来自投
资业、房地产业的新面孔，也是第一集团首次出现
“鲶鱼”，打破了长期以来第一集团被国有企业、资源
性企业和垄断企业完全占据的稳定、沉闷的局面。

另外，本届
*''

强的最大突破是红塔集团的营业
收入达

!'!

亿元，云南省企业界首次有了接近
*'''

亿

元的“巨无霸”。
从

$''.

年至今，历届
*''

强都显现出强者恒强的
局面：红塔、红云红河两大集团排名分居第一、第二
位；国有企业仍唱主角，收入过百亿的

$*

家企业中，
只有两家民营企业；昆明地区总部经营特征明显，

*''

强中有
.&

家企业位于昆明市。第一集团中的企业，多
集中在烟草、能源、矿产行业，占有传统发展优势和
资源优势，经济体量庞大，实力雄厚。

李若林认为，龙头企业对市场资源的整合能力较
强，特别是一些超速发展的大企业，绝大部分都有资
本平台和资金运作能力。这也是前

$'

强增速高于后
,'

强的一个因素。

后80强：云南经济的稳定支撑

本届
*''

强中，国有企业占
/!

户，民营企业
.'

户，
外资企业

*

户。不仅有两户民企收入突破
*''

亿元，力
帆骏马、南磷集团、高深集团、仙福钢铁集团等企业也达
到了很大的规模。

李若林表示，本届
*''

强中，营业收入超过
.'

亿元
的民企达到

*'

户，
%*

亿至
.'

亿元的
**

户。这意味着云
南民企的领先者有效提升了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找到了
稳步做大的方法和途径。

数据显示，第三集团的营业收入处于
*$

亿至
$'

亿
元之间，绝大部分也是往届排序上榜的常客。它们在各
自的行业中都有明显的竞争力支撑点，在行业及所在地
域具有明显的影响力，总体发展水平非常稳定。主要竞
争力在于对行业的了解，对客户的维护和管理的扎实，
是云南经济的稳定支撑。

不过，排序靠前的民企已经超越了
*''

强民营企业
的常态。俊发、奥宸已跨出云南省，成为区域性的品牌地
产开发商；力帆骏马车辆早已打开了周边国家市场，开
辟了西南地区市场；南磷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黄磷出口
商，与国际市场实现接轨；高深集团以橡胶为主业，也已
深度融入了国内市场。

无论在本行业坚持还是多元投资，民营企业面临
着共同的问题：融资能力普遍偏低，融资成本普遍偏
高，存在着极大的发展瓶颈和风险。这是亟需解决和
化解的难题。

可持续发展能力：云南经济的转型关键

在
*''

强榜单上，可以看到前
$'

强企业的一些不
足，比如位居第

/

的云天化集团，在利润
%'

强、利润
增长率

%'

强和人均利润
%'

强榜单上均没有踪迹，但
在研发投入

%'

强榜单中位居第
.

名。这是前
$'

强企
业普遍存在的现象。
“规模可喜、效益堪忧”，是云南省经济研究院院

长段钢分析
*''

强企业后的深刻感受。他说：
*''

强企
业的前

%'

强，有
*'

家企业的利润增长率为负数，表
明公司虽然实现了盈利，但盈利能力在下降。一个企
业的盈利能力，直接关系到其生存状况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

李若林表示，像云南白药、俊发房地产这样既能
战略创新，又能持续和系统创新的企业在云南较为少
见，大量企业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

强的大部分企业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
重工业比重偏大，集聚资本的能力较弱。要实现快速
发展，只有依靠行政性资源整合，或是大规模资本投
入。但经过近

*'

年的行政性资源整合，目前整合的空
间已经不大，大规模资本投入也不现实。

反观发达地区的经验，在抢占资源的战役告一段
落后，一个地区经济领域的增长点将转向技术创新、
市场开发和精深管理。也唯有在后续深度开发领域具
备了较强能力，才能获得资本的支持，实现增长方式
从资源型转向深加工型。

本报电 近日从人行昆明中心支行获悉，云南跨境人民币
业务自

$'*'

年
&

月启动以来，截至
$'*%

年
&

月末，跨境人民
币结算已突破千亿，达

*''(0+%

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经
常项下业务量在边境

,

省和全国分别稳居第
%

位和第
1(

位，
资本项目业务也实现零的突破。

截至今年
&

月底，云南省参与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交易主体
已达

!,!

家，较
$+""

年末增长
&,-

；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
务的银行业分支机构达

$%"

家，较
$+""

年末增长
&"-

；与云
南省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国家和地区从

$+"$

年末的
/&

个增
至

./

个。在东盟国家市场的基础上，云南省跨境人民币结算
还在进一步开拓与南亚国家的业务，今年以来，加大了与南亚
国家的业务来往，

""&

月其业务量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

。

云南跨境人民币结算超千亿

正大云南的二次
杨红川 罗蓉婵 文/图

“爱是
正 大 无 私 地 奉

献。”
$+

多年前，伴着这支
广为传唱的歌曲，泰国正大集团

和昆明面粉厂合作兴办了正大昆明
有限公司。经历了

$+

多年的风风雨
雨，一直执着于高原农业的正大集团已经

深深扎根在云岭大地。

本土化 根植云南20年

外资企业在国内发展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
“水土不服”，而正大

$+

多年扎根红土高原可以说正是
得益于“本土化发展”的理念和模式。
“和很多外资企业不同，正大的管理层完全实现本

土化，外籍人士只做专家不做管理者。”正大集团农牧
食品企业 （中国）云南区资深总裁刘海介绍说。“通

过
$+

多年的发展积淀，从管理到技术上正大逐步实现了人才本土
化。当年正大刚刚进入云南，我们在现代化饲料生产管理方面还
是学生，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出师毕业了。”目前，企业还有

%

名
外籍专家负责动物保健业务，而其他管理、生产等业务都已经由
本土人才支撑起来。

正大从成立初始，就深深扎根在广大养殖户、种植户之中，在全
省饲料行业中率先进行科技扶贫，无偿投入大量资金，专业技术服务

人员上山下乡，服务上门，
把科学养殖技术送到养殖
户家中，通过建立示范户做

对比试验、免费举办培
训班，推广先进的养殖
技术，提高了养殖户科
学养殖的水平。

高标准 理念决定高品质

“当年正大落户云南，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今天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正大一直保持了高标准的安全理念
和生产标准，这也是我们能够发展至今的基石。”刘海说。

作为云南饲料生产领军企业，正大一直秉承“营养平衡、品控严
格、科学技术、服务周到”的经营宗旨，严格品质管理，制定完善
的标准和严格的检验程序。始终把饲料、畜禽生产提升到“关心人
类健康”的高度，拒绝使用不合格的原料；不使用任何政府禁止使
用的药物、添加剂；使产品成为营养全面、安全性高、品质稳定的
“绿色食品”。

自
"!!"

年成立以来，公司一直以先进的设备、科学的管理、完
善的品质监督体系、雄厚的实力和技术力量为支撑，成为市场公认
的云南省饲料生产龙头企业。

多年来，正大生产的产品一直以稳定的质量深受广大养殖户的
欢迎。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和竞争厂家的发展，单一的品种已
不能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需求。针对云南地方畜禽品种差异和饲料
原料特点，为提高饲料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养殖户经济利益，

公司积极研究、开发新的产品，受到广大养殖户的欢迎。

新规划 破茧蜕变新跨越

$+

多年前进入云南后，正大集团开始了云南创业。一路走来虽
然并非一帆风顺，但经过

$+

多年的沉淀，“正大”这个外资品牌厚积
薄发，酝酿着一次破茧蜕变。

现在云南全省每年养殖消耗
$++

多万吨饲料，而正大的市场占
有率还不到

"+-

。“我们不仅要面对全省
/++

多家饲料企业的竞争，
还要跟上全国饲料行业发展的节奏。”经过几年的酝酿，正大集团云
南区

.

年规划已经开始实施，在这个项目总体规划中，正大集团将完
成昆明、曲靖、大理弥渡、玉溪元江包括饲料加工生产、畜禽养殖、屠
宰加工的产业布局，形成

"++

万头生猪、
%+++

万只肉鸡、
.+

万只蛋
鸡、

""/

万吨饲料的产业链。目前，位于大理弥渡的
",

万吨猪饲料专
业生产基地已经启动，计划一年后投产。刘海说，“这个规划将带来正
大集团在云南产业投资的一次全面升级，形成在云南并面向东南
亚国家市场的完整布局，是正大集团在云南发展的二次跨越。”

本报电 （记者胡洪江）
!

月
"$

日，泛亚
铁路东线蒙（自）河（口）铁路太阳寨隧道顺利贯
通。该隧道内最高气温达

/%

摄氏度，最高湿度达
!,-

，是目前我国在建铁路第一高温高湿隧道。
太阳寨隧道位于云南省河口瑶族自治县瑶

山乡境内，全长
&/"/

米，是蒙河铁路重点控制
性工程。由于高温高湿、地质状况复杂，太阳寨
隧道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根据国家高温施
工环境作业标准，昆明铁路局滇南指挥部与建
设单位采取购买制冰设备，把制好的冰块送到
隧道里，增加多台鼓风机接力从洞外送新鲜空
气和排解洞内闷热空气等降温通风措施，确保
施工人员身体健康。针对进入洞内施工的机械
设备经常出现熄火或机械故障等情况，建设单
位在每个作业点各增加一套备用挖掘机、装载
机等，以保证隧道开挖施工的连续性。

蒙河铁路是规划建设的泛亚铁路东线的重
要组成部分，全长

"/"

公里，设计标准为国铁
#

级电气化铁路，设计时速
"$+

公里，
$++!

年
&

月动工建设，计划
$+"/

年底竣工。届时，泛
亚铁路东线国内段将实现昆明至河口全线开通
营运。

我国第一高温高湿隧道贯通

图为施工人员用搬进隧道里的冰块降温。

汪建云摄（新华社发）

蒙蒙薄雾中昆明在建的楼宇 杨 峥摄

饲料生产车间

③

①

秋日丽江引游人

图①：游客在丽江

古城的木府内休憩。

图②：几名外国游

客在丽江古城四方街查

看地图。

图③：游客（左）跟

着纳西族老人在丽江古

城四方街上跳舞。

进入秋季以来，风光旖

旎、气候宜人的云南丽江旅游

业依然十分火爆，众多海

内外游客来到这里

休闲度假，体验少

数 民 族 风

情。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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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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