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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论坛现场。 黄喆春摄

以“统筹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为主题的2014中国经济社
会论坛近日在昆明举行。来自全
国的专家学者、企业领袖详陈国
家战略、奉献真知灼见，为以云
南为代表的沿边省区发挥作用、
拓展发展空间建言献策。

本届论坛备受关注，一方面
是其立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着眼推动“一带一路”战略
实施；另一方面，论坛高度重视
南方丝绸之路，彰显了其历史贡
献和未来潜力，为以云南为代表
的西南省区在国家新的外交格局
中的地位和作用再次发出强有力
的声音，也为云南如何发挥好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门户
作用、区域合作高地作用、联通
内外通道作用和先行先试区作
用，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
量。

创新扩展合作

与会专家纷纷指出，要以新思路面对
“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出现的新情况。

“‘一带一路’对于继续实行
全面开放、宣示和谐包容的

外交理念、表达愿与
各国分享中国

发 展 机

遇的愿望，培育中国经济新增长极、拓展
我国外交空间、挤压恐怖主义生存空间都
具有重大意义。”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
原副部长陈健说。

陈健建议，未来首先应该扩大经贸合作
总量。2013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的贸易总额仅占该地区贸易总量的16.8%，
投资仅占2.5%，合作空间巨大。应积极扩大
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加快双向投资，进
一步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同时，把建设境外
经济合作区和边境合作区结合起来，建设跨
国产业链，拓展我国产业和贸易发展空间，也
可缓解产能过剩的压力。

全国政协委员、交通运输部原副部
长、中国快递协会会长高宏峰介绍，近年

来我国已经编制了相关规划，实施了
一批交通重点合作项目，

在 加 快 硬 件

建设的同时，我国还积极推进国际道路运
输便利化工作，积极开展“丝绸之路经济
带”沿线运输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中一大机制创新
点是多元筹资与运用 PPP （即政府与社会
资本、企业合作机制），这对于缓解政府
资金压力，提升建设、运营绩效和培育市
场主体，具有重大意义。”全国政协委
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
说，“一带一路”实施中客观需要基础设
施先行，这方面天文数字的资金投入必须
多方筹集，并借助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
砖银行、我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多
元、多渠道资金，共同形成支撑合力。

提升发展空间

“历史上云南与东南亚、南亚是一个
货币流通区、一个经济区。云南和东南

亚 、 南 亚 的 贝 币 ， 不 仅 来 源 、 种 类 相
同，而且计数单位也完全一致。这并非
巧合，原因在于它们属于同一货币文化
圈。”云南大学校长林文勋提出，要借助
人 民 币 的 强 劲 地 位 ， 大 力 发 挥 云 南 在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与东南
亚、南亚共同构建国际大市场和人民币
金融圈，努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全国政协委员、永隆银行董事长、招
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表示，云南在打造向
西开放跨境人民币金融中心方面大有可
为。由于云南周边国家对人民币认同度较
高，又获批开展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
完全有潜力打造成为支持我国向西开放的
重要跨境人民币金融中心。他建议：要积
极探索更为顺畅的人民币双向回流机制，
不断完善跨境人民币的组织服务体系，大
力支持金融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产品创
新，鼓励中资银行探索和拓展投资项下的
跨境人民币业务领域。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工商总局原副局
长钟攸平认为，云南要进一步发挥优势，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对促进云南经
济社会发展、扩大就业、维护社会稳定都
具有重要作用。论坛上，多位专家为云南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切实可行的
建议：“云南省要充分利用中国—南亚博
览会和昆交会平台，积极发展与云南相邻
国家的双向贸易和投资，使之成为南亚商
品 的 进 口 平 台 和 中 国 对 南 亚 投 资 的 基
点。”“要加快建设通往印
度洋的国际通道，在路线
选 择 中 哪 条 可 行 就 走 哪
条。”“云南可配合国家战
略和重大项目安排，选择
云 南 的 重 点 项 目 予 以 突
破，积极布点、连线，抓
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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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云南—老挝北部合作工作
组成立 10 周年。在这一合作机制的推动
下，双方高层交往密切，在贸易、投资、
金融、农林及替代种植、能源矿产开发、
文化教育、交通通信、公共卫生、警务等
领域的合作成果累累，滇老合作迈入发展
新阶段。

项目推进 沟通畅达

“10年的务实探索，滇老合作已成为中
国与周边国家双边合作的成功典范。”云南
省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协调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施朝秉说。

云南—老北合作机制自成立以来，双
方以轮值的形式召开了6次工作组会议，有
效推动了双方在农林及替代种植、贸易金
融、交通通信等7个专业领域的务实合作。

2004 年至 2013 年，滇老贸易总额从
3000 多万美元增长至 10.5 亿美元，年均增
速为46.5%，老挝已经成为云南省对东盟的
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云南企业在老投
资占该省累计对外实际投资总额的 26.4%。
一系列建设项目的推进，逐步改善了老挝
基础设施条件和投资环境，为老北地区的
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拉动了旅游、文
化交流的持续发展。

从民间、社会团体到各级别政府机构
都建立起了完善的沟通对接渠道，与老挝
接壤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普洱市都与
老方形成定期对话机制，不少地方职能部
门甚至可以直接与老挝部级机构对接。

转变观念 共享机遇

老挝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而
与云南接壤的北部地区又是老挝最落后的地区。这些地
区的发展更需要知识和技能培训，改变传统落后的生产
方式和传统观念的制约。

目前，云南的许多
高等院校中，已经开展
了老挝语人才培养，还
为老挝各级部门以及相
关院校组织各类培训并
提供了相应的设备物资
支 持 。 截 至 2013 年 ，
老挝来滇学习人数超过
了4000人。

2009年 1月，由中
国政府援助，云南省发
改委牵头编制《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北部产业

经济发展及合作规划》，在该规划的蓝图
下，滇老产业合作开发掀起了新的高潮。

2008 年就进入老挝投资的云南昌胜达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尹新华感触颇深：老
挝近年来最大的转变是观念的变化和效率
的提高。“以前各级政府部门还是管理者的
姿态，现在已经明显有了服务意识，沟通
便捷，办事效率也提高了。”

一带一路 作用凸显

磨憨，是我国通向老挝唯一的国家级
口岸和通往东南亚最便捷的陆路通道。著
名的昆曼公路从这里进入老挝境内，延伸
至中南半岛并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公路网连接起来。

10 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不起眼的边陲
口岸。2011 年滇老双方提出把双边贸易额
提升到2亿美元时，谁也没有想到不到2年
就突破了 10亿美元。如今，磨憨—磨丁跨
境经济合作区正式纳入中老两国国家层面
项目开启推动，跨境经济合作区将成为云
南—老北这一区域内新的发展增长极。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昆明—新加
坡经济走廊由北向南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
接，老挝也是这一经济走廊的核心节点之
一。”施朝秉认为，应积极探索拓展合作新
领域，进一步加强在地区多边合作中的配
合协调，共同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大
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区域合作。

由云南建工承建的万象东昌酒店获老挝政府由云南建工承建的万象东昌酒店获老挝政府““发展发展
勋章勋章”。”。 （（云南省澜湄办供图云南省澜湄办供图））

关累港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西南部的澜沧江畔，是中南半岛
腹地和东南亚各国经湄公河进入我国的“第一港”。近年来，随着港口基础设施的逐步
改善与澜沧江-湄公河航运安全保障机制的建立，关累港进出口贸易额稳步增长，
2013年货物进出口量达12.10万吨，比上年增长10.21%；进出口额达2.04亿美元，比上
年增长18.92%。图为货船停靠在关累港装载货物。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湄公河湄公河““第一港第一港””

赣湘黔滇签署协议

打造高铁经济走廊

云南省宣威市热水镇大坪子村是一个居住着 38
户苗族群众的山寨。深秋时节，村子里家家户户的
房前屋后、树枝上都挂满了金灿灿的玉米，苗族群
众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图为10月24日，苗族妇
女张玉英登高晾晒玉米。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摄

本报昆明电（记者杨文明） 我国首家森林资源
评估协会云南省森林资源评估协会近日在昆明成立。

协会的成立旨在整合、发挥云南林业行业各类
技术资源和现有涉林类企业的优势，提高云南森林
资源评估专业水平，规范森林资源评估行业行为，
促进云南由林业资源大省向林业经
济强省的转变。

据新华社电（记者孙敏） 记者
从在昆明举行的辣木普洱茶品鉴发
布会上获悉，中国首款辣木普洱茶
将于 10 月下旬面世。据介绍，这
款辣木普洱茶属于一款养生茶，采用袋泡茶的方
式。避免了普洱茶携带、使用过程复杂、不易直饮
等问题，为普洱茶消费市场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据新华社电（记者钱春弦、赵超） 国家发展改革
委近日公布信息，吉林省松原民用机场、青海省果洛民
用机场、内蒙古扎兰屯机场、云南省澜沧民用机场、贵州
省仁怀民用机场等5家机场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批复。
云南澜沧民用机场工程按满足2020年旅客吞吐量25万

人次、货邮吞吐量750吨的目标设计，
机场飞行区等级指标为4C。

云南森林资源评估协会成立

中国首款辣木普洱茶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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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澜沧民用机场获批

苗寨玉米 喜 丰收

据新华社昆明电 （记 者侯文
坤） 记者从昆明机场获悉，为满足
旅客出行需求，从10月26日起，该
机场正式启动昆明－西双版纳、昆

明－丽江“空中快线”，每日早上 7时至次日凌晨 1时
之间，基本保障每小时至少一个航班穿梭于昆明至西
双版纳、丽江之间，提供“公交式”便捷服务。

云南打造城际“公交化”航班

本报电（尹朝平、雷桐苏） 近日，在第十届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上，
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四省签署 《共同打造沪
昆高铁经济走廊框架协议》，携手迈进高铁时代，
加速区域协调发展。

沪昆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四纵
四横”的快速客运通道之一，途经上海、杭州、南昌、
长沙、贵阳、昆明6座省会城市及直辖市，线路全长
2264公里，是中国东西向线路里程最长、经过省份
最多的高速铁路，其中贯穿泛珠区域赣湘黔滇四省
共1763公里，全线预计于2016年基本建成通车。沪
昆高铁的建成运营，将在促进沿线地区产业集聚、
旅游发展、商贸往来等方面发挥重要带动作用。

根据协议，四省间将着重加强区域协作，协
调区域规划，推进沪昆高铁沿线地铁、城际铁
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对接，推动互联互
通，充分发挥高铁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重点推
进沪昆高铁沿线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有色、汽
车及零部件、食品、生物医疗、文化等产业的合
作，共建有效整合沿线优势资源的产业集群；发
挥高铁快捷、方便的优势，加大旅游业合作力
度，共同进行市场开拓，联合构建无障碍旅游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