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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全球制造业的竞争是全产
业链的竞争，要在全球价值链重构
机遇中赢得一席之地，需要不断延
伸产业链、升级产业链，推动制造
业全产业链发展。

云南拥有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
资源优势。云南不仅拥有丰富的
铜、铅锌、铝、锡等有色金属资
源，锗、铟等稀贵金属储量也非常
丰富。因此，云南省提出进一步强
化有色矿冶技术创新，加快基础原
材料制造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培育
新材料制造业。

云南拥有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
市场空间。由于轻重工业比例不对
称，云南消费品制造一直没有得到
更大的发展。“这种状态一方面说
明云南制造业相对滞后；另一方面
则显示出云南发展消费品制造业有
巨大的空间。”刘锡标说，云南制
造业更广阔的市场在东南亚、南亚
和印度洋沿岸市场，这个地区拥有
超过30亿人口的大市场。

制造业不但是三次产业融合的
纽带，更是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

融合的载体。做强做大制造业，不
但能增强云南的产业竞争力，为云
南及周边地区提供质优价廉的“云
南造”商品，还能大量增加就业岗
位、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大制造产业自身创造就业的同
时，还能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从而
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如果
制造业上不去，没有更先进的物质
产品支持和更高水平消费的拉动，
第三产业也不可能吸纳更多劳动
力。”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郭树华
表示。

跑成云南发展火车头
李继洪

对于云南这样一个欠发达的边疆省份来说，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迫在眉睫。

针对云南省制造业存在的产业层次低、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竞争力不强的现状，
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培育发展大制造产业，促进基础原材料制造、新材料制造、装备制
造、消费品制造和制造业服务化全面发展的战略，并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省制造业销售收入
1.8万亿元左右、增加值达到4500亿元左右、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5%的发展目标。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轨迹，
制造业在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
中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加快
培育发展“大制造”，便是要让
工业经济的“发动机”强劲起
来，引领带动工业乃至更多产
业跨越发展。

经过多年发展，云南已经初
步形成从为制造业提供原材料
到装备制造、再到消费品生产的
制造业产业链，制造业发展所需
的供气、供热、供电、污水处理等

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发展大制造
的基础已经形成。统计显示，云
南省制造业近 3 年年均增长达
到 13.97%，均高于 GDP增速，去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实现增加值
1374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
达到11.7%。

同时，云南发展大制造产
业已具有很多机遇条件和市场
空间。国内工业化进程提速、
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沿边开发开放、东部产业转

移、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信息
化变革……一系列的内外部环
境条件都有望激发云南的后发
优势，带动云南制造业向全方
位发展。仅云南大规模水电开
发和“西电东送”工程就将对
有色金属材料制造和装备制造
业带来可观的市场需求。云南
商务厅相关人士介绍，周边国家
在日用品、农机具、小家电、中低
档消费品、机械设备等产品也有
长期旺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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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转型升级做强做大，
必须按照制造业全产业链思维，
遵循国家新型制造业发展规划和
政策导向，推动制造业产品向
价值链高端发展。

与沿海发达省市相比，长期
依赖资源优势的云南制造业，产
品大多处在价值链底端。云南虽
被誉为有色金属王国，但矿产业
生产方式较为粗放，产品以冶炼
品为主，产业链短，资源开发与
环境保护的压力较大，不可持续
问题日益突出。

云南省提出，要采用现代新
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加
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大力培育新
材料制造业、装备制造业，鼓励
发展消费品制造业，促进高新技
术为制造业注入新的内容和活
力，从而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
核心竞争力。

云南省产业链升级路径在于
延伸原材料上游产业、做强新材
料中游产业，做大终端产业。依
托优势资源铜、铅锌、铝、锡等
上游材料，拓展各类基础金属新

型合金材料、复合材料、特种型
材，结合新兴石化、炼油副产品
深加工产业发展提供的有机材
料，逐步向下游装备制造、汽车
零配件、纺织、服装、家电等终
端产品制造延伸，促进产业链上
各个环节的产业之间形成有机的
融合互动。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
院教授刘锡标说，整合云南在装
备制造业的技术优势和基础原材
料的生产优势，推动装备制造业
和材料产业的良性互动，能够加
快云南制造业产业链升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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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中心箭在弦上

比起上海自贸区筹建咖啡交易所的动作，
云南昆明、普洱两地宣布挂牌成立咖啡交易中
心要早得多。7月9日，普洱“云南咖啡交易中
心”宣布挂牌成立；7月12日，“昆明咖啡交易
中心”也宣告成立，并雄心勃勃要成为继纽
约、伦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咖啡交易所。原本
两地之间的兄弟竞争，因上海自贸区新对手的
加入散发出了真正的“火药味”。而据了解，广
西防城港、贵阳开发新区等多个地区也正在

“摩拳擦掌”。
“尽管云南很早就有动作，昆明现货交易中

心也举行了 （筹） 挂牌仪式，可目前都未能取
得政府的行政许可。这就意味着，不能合理合
法地进行现货交易业务。”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胡路说。

正值采收季节，对云南这个咖啡主产区而
言，成立现货交易中心迫在眉睫。目前云南还
没有百吨以上的咖啡交易场所，百万咖农和咖啡
产业都处于原料买卖的初级阶段。因为没有现货
交易平台，云南咖啡产业在国际上并没有话语
权，咖啡收购价格普遍低于国际同级别咖啡豆。

多地争抢各显其能

尽管云南咖啡种植面积占到了
全国的 99%以上，但上海、广西、
贵州、重庆等地对于筹建咖啡现货
交易中心的热情不比云南低。

上海大宗农产品市场负责
人表示，自贸区对边境外
农产品有特殊的政策，而
在与自贸区相关企业沟通
后，大家一致认为在自贸
区设置仓库进行咖啡
贸易有巨大的优势。
Pacorini 做 仓 储
体系，背后拥有
庞大的客户群，
未来潜在的买卖
方可能来自世界
各地。

上海自贸区拥有强大的企
业及金融政策资源，广西防城
港也凭借强大的国际港优势欲
抢夺咖啡现货交易中心。有业
内人士透露，广西防城港
已与云南咖啡企业进行过
多次协商。而没有物流等
优势的贵阳开发新区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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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意大利国
际 知 名 仓 储 运 营 商
Pacorini 拟与上海大宗
农产品市场携手，在
上海自贸区设立首个咖
啡交易所。消息一出，
让众多云南咖啡企业负
责 人 为 备 感 压 力 。 此
前，云南省在普洱、昆明
相继宣布挂牌成立“咖啡
交易中心”。面对“来势汹
汹”的新对手，云南咖啡
该如何应对？

策优势作为最大王牌，也想分一杯羹。
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秘书长李功勤表示，相比这些区域，

云南最大的优势就是咖啡豆本身品质优异以及气候适宜，做仓
储的相关费用也可随之降低。

产业发展在此一举

云南小粒咖啡与哥伦比亚咖啡品质基本一致，可是在国际
市场上，小粒咖啡收购价格仅为哥伦比亚咖啡的1/3，造成这一
差距的原因在于金融意识。

如今，咖啡已不再是单纯的商品，更多体现出类金融产品
的属性。只有将咖啡作为金融产品运作，云南的咖啡产业才会
壮大。胡路表示，现货交易中心是第一步，今后还应该往期货
交易中心发展，拉动更大贸易额。现货交易中心合法运营后，
不仅能提振仓储物流的信心，更可以作为投资工具，增加云南
咖啡产业的价值。

云南尽管拥有令人“羡慕嫉妒恨”的资源优势，但对咖啡
可能带来的金融价值认识不足。目前，除上海、广西等地，北
京等地也已经有企业或组织欲加入咖啡交易所的筹建抢夺中。
对于云南咖啡产业而言，一旦现货交易中心易地，话语权也将
逐渐消失，云南低价卖咖啡豆初级原料的现状就难以发生改变。

链接▶▶▶
雀巢在滇建首个咖啡中心

本报电 云南普洱工业园区近日
与雀巢公司签署合作协议，雀巢公司
将在普洱建设集培训、实验、仓储等
于一体的咖啡中心，预计 2015 年建
成。

据介绍，该项目是雀巢公司全球
首个咖啡中心，占地面积 3 万平方
米，一部分为雀巢咖啡种植培训中
心，另一部分为现代化咖啡品质保证
实验室以及综合处理和仓储设施。该
配置将为普洱提供咖啡产业发展急需
的基础设施，并带来基于国际标准的
本地优质采购和检测基准。

数 字 新 闻数 字 新 闻

12 月 12 日，随着挂有牵引绳的无人飞行器成功起飞并平稳着
陆，我国大跨径悬索桥首次利用无人驾驶飞行器牵引先导索过江技术
在龙江特大桥项目取得成功。龙江特大桥为单跨双塔钢箱梁悬索桥，
主跨长度达 1196米。由于该桥型常用于跨越山区峡谷，受地势和峡
谷气流等影响，先导索牵引一直是技术瓶颈。同传统技艺相比，无人
飞行器具有不受地形影响，操作简便，无需封闭交通等优点。

张国君 李卫民摄影报道

12 月 10 日，K9832 次列车从云
南昆明火车站开出，驶向中越边境
的河口县，标志着第二条中越国际
铁路国内段——昆明至河口准轨铁
路客运全线投入运营。从云南昆明
经河口接越南的铁路是第二条中越
国际铁路。图为乘客准备乘车。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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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制造 1860万吨

滇提前完成粮食增产目标

本报电 近日，国家统计局云南
调查总队对云南的粮食生产情况组
织开展抽样调查，经计算并报经国
家统计局核准，2014 年云南省实现
粮食生产总量 1860.7 万吨，比 2013
年增加 36.7 万吨，提前一年完成云
南粮食“十二五”增产目标。

300个

丽江古城免费开放WiFi热点

本报电 近日，云南丽江古城免
费 WiFi 正式上线运行。至此，丽江古
城成为全国第一个免费开放 WiFi 的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目前丽江古城
WiFi 一期工程覆盖范围约占丽江古
城总面积的 1/3，WiFi 热点数量达到
300个。

第2条

中越铁路国内段开客运

300例

缅白内障患者获免费手术

本报电 2014 云南省缅甸“光明
行”活动日前在缅甸曼德勒和密支那
两地顺利实施，云南省民间及社会组
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和云南民间国际
友好交流基金会与云南省第一人民
医院联合组成医疗队，共为缅甸患者
免费实施白内障手术300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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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特大桥建设现场龙江特大桥建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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