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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增速换挡、增长动力转换的经济新常态下，云南经济大盘的板块权重正待重新计算。
在去年召开的云南省政府党组会上，省委副书记、代省长陈豪强调，服务业培育得好，不但能创造大量的就业岗

位，还能为其他产业提供服务，但前提是要做好产业规划，有选择性地培育服务业。
云南的目标是：到2016年，全省大服务业销售收入将达到7700亿元左右，增加值将达

到3000亿元左右；力争到2020年全省大服务业销售收入达到1.2万亿元左右，
增加值达到4900亿元左右。

厘清思路 加快发展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服务的专业化日
益凸显，服务业门类也越来越多。服务业从
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企业的生产运转和产
业的发展进步密不可分，更从来没有像现在
这样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休戚与共。

正是基于这样的研判，2014 年 7 月，国务
院出台的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的相关指导意见，提出加快生产性
服务业创新发展，实现服务业与农业、工业等
在更高水平上有机融合，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
化调整，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为此，云南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了
“大服务”的大产业发展概念，其要义就是充分
释放服务业的潜力和活力；着力点在大力发展
新兴服务业，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联动大制
造、大旅游、大能源、大生物产业发展，重点发
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信息、物
流、金融保险、公共服务、公共交通、商贸等领
域；目的是培育打造云南经济大盘中的“潜力
股”，拉升云南产业融合发展和转型升级指数，
为经济跨越式发展贡献红利。

大服务业在内涵上既包括新兴服务业，
也包括对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是
传统服务业范围的扩大、内容的拓展和程度的
加深，除了包含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
外，更强调工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服务。生活性
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组成了“大服务”的两
翼，而扩展、挖掘生产性服务业的广度和深度
应成为打造大服务业“潜力股”的破题之策。

目前，云南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总体滞
后，还处于规模化的初级形态，亟待打造一
个标准化、高质量、低成本、高效率地服务
海量客户的生产性服务业。

正视问题 突破障碍

有专家分析认为，服务业的高壁垒和高
管制一直是其难以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金
融、文化娱乐、医疗、教育等重要服务行业
过高的准入门槛，阻碍了资金和劳动力的自
由流入。

那么，云南服务业发展的制胜之道又是
什么呢？

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不仅要对体制性障
碍“拆藩篱”，打破高壁垒、高管制，还要对
结构性矛盾“动手术”，弥补发展中的“短
板”，增强服务业经济的“筋骨”。

大力引导和鼓励非国有经济进入大多数
服务业部门，在扩大开放服务业的基础上，
加快服务业内部的体制变革，促进社会资源
在各产业之间和各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合理流
动和有效配置。

加大金融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完善产
融对接机制，强化信贷支持，缩短服务业企
业的融资链条，清理整顿不合理收费，为服
务业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金融环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深化改
革创新、加大政策金融支持，才能让大服务
产业在服务好其他产业的同时，自身实现从

“潜力股”到“蓝筹股”的华丽蜕变，进而点
亮云南经济大盘。

拉升“短板” 释放潜力

当下，服务业已成为云南扩大社会就业的
重要渠道，在带动大量就业的同时，占GDP的
比重正在加大，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日渐
凸显。

2013年，全省服务产业完成增加值同比增
长 12.4%，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0.3 个百分
点。旅游、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商贸流通
等传统服务业持续快速发展，以金融保险、现
代物流业、会展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得到不
断发展壮大。

虽然近年来云南服务业总量稳步增加，结
构逐步优化、新兴业态迅速发展，但与全国相
比，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省 GDP 比重仅为 40%，
从业人员占全省总就业人数比重尚不到 30%。
服务业仍然是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块“短
板”，凸显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程度低等
问题。

差距是挑战，也是潜力。云南服务业发展
基础良好——物流龙头企业迅速发展、流通规
模不断扩大、批发交易市场超过4000个、农村
商贸体系及城市商业网点逐步壮大、信息基础
设施有所改善。特别是去年，云南正式启动了
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人民币跨境结
算业务位居全国沿边省区前列。

从产业发展前景看，随着西部开发开放和
云南桥头堡战略的深入实施，云南与南亚国家
的经济和服务交流前景将更为广阔。同时，云
南大生物、大旅游、大能源、大制造等支柱产
业的协同发展与集群配套设施建设需求，将进
一步拉动对商贸、物流、金融的需求，为服务
业的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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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服务

地 处 祖 国 西 南
边陲的云南省德宏
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日前已是一派春意
盎然，农民们又开
始 了 新 一 年 的 耕
耘。他们在抓好冬
季农作物田间管理
的同时，积极做好
春耕备耕工作，争
取 新 一 年 农 业 丰
收。图为德宏芒市
风平镇遮晏村的几
名傣族农妇在田间
劳作。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傣乡人勤早春忙傣乡人勤早春忙
“我们很想去

云南旅游，我们全家都知
道石林。”说起云南旅游，在

孟加拉国《独立报》工作的小姑娘
齐娅一脸向往。

近年来，随着孟加拉国经济的较快发
展，该国已经诞生了一大批中产和富裕阶

层，尤其在人口超过千万的首都达卡，人们的
业余活动日益丰富。在著名的达卡俱乐部，每晚

举行的聚会和球类比赛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然而由
于其国内基础设施较为落后，旅游设施比较缺乏，当

假期到来，越来越多的孟加拉国人选择扶老携幼走出国
门。由于孟加拉国临海，山地和森林风景一直是孟加拉
国游客的首选。目前，多数孟加拉国人选择新加坡、泰
国，还有文化近似的印度以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作为假期出
行的目的地。

近年来，孟加拉国还兴起了医疗旅游的热潮。由于该国医
疗条件较为落后，富起来的孟加拉国人纷纷选择泰国、印度等
国家进行体检、治疗和疗养，有许多人每年都要定期前往这些国
家的医院小住，以保证身体健康。

中国作为孟加拉国周边最大的国家，一直是孟加拉国人渴望
到访的目的地。而云南是中国距离孟加拉国最近的省份，从昆明
直飞达卡仅需两个小时。据孟加拉国主要的旅游公司Bextrade首
席执行官哈克介绍，云南在孟加拉国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名气，
石林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景点，还有许多人都希望能到云南打高
尔夫球。而云南的温泉、雪山以及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等特色
旅游资源更让许多孟加拉国人心向往之。据了解，目前孟加
拉国前往云南旅游的游客数量依旧较少。尽管如此，往返
昆明、达卡的航班依旧每天爆满、一票难求，两地相互往
来的需求可见一斑。

哈克特意为笔者总结了孟加拉国游客最大的特点：
更习惯于举家出游。由于深厚的家庭传统观念，该国
一个家庭至少都有十余位成员，因此在出游时更加
倾向于选择以家庭为单位组团旅游，希望旅行社
能帮助他们料理酒店、交通和各种票务。哈克
说，目前孟加拉国还没有旅行社能够提供英
文服务、价格适中、定制化的中国和云南
旅游线路。此外，哈克还希望中国与

孟加拉国能够继续沟通，进一步简
化对孟加拉国人的签证手续，

以便让更多渴望到中国旅
游的人如愿成行。

““我们很想我们很想
去云南旅去云南旅游游””
张若谷张若谷//文文 刘建华刘建华//图图

玉龙雪山雪景玉龙雪山雪景

2013年，外国来滇留学生人数突破3万人，其中
东南亚、南亚留学生超过 80%，2014年，这个数字预
计又有了较大增长。如今，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
学、昆明理工大学等高校与东南亚、南亚国家高校
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云南文化也不
断走向周边国家。在柬埔寨，大型文化旅游驻场演
出《吴哥的微笑》广受好评；在老挝，7万用户可以收
看到 45 套中国数字电视节目……文化之桥正从云
南延伸。如今，云南与周边国家教育、文化交流不断
深化，构建了文化和谐共荣的景象。

教育合作步步深入

已经是云师大留学生一年级的柬埔寨女孩张
美贞，是第五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网络
人气奖的获得者。两年前由于参赛，她第一次来到
云南师范大学，被这里师生的热情打动，也爱上了
这个美丽的校园。在拿到了云南省政府奖学金后，
2014年，她成为了云南师范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的大
一新生。欢喜都写在了脸上，张美贞说：“我希望能
继续在这里一直读到研究生。我爱云南，我与云南
有缘分。”

云南已经成了东南亚、南亚学生留学中国的首
选，这不仅仅是因为地缘接近的优势，更因为云南
教育机构在留学生教育领域的丰富经验和在周边

国家奠定的良好口碑。如今，教育合作的长远效果
已经逐步显现，从云南高校走出去的留学生正扎根
本国的各个领域，用在云南学到的知识造福当地。
同样受欢迎的还有云南农业大学为东南亚、南亚国
家提供的农科人才培养。不久前，由云南农业大学
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和云南农村干部学院承
办的斯里兰卡现代农业发展高级研修班结业，学员
在学习交流期间，分享了蔬菜、水果、花卉产业发展
的相关知识和经验。类似的培训在云南农业大学举
办过很多次。通过“请进来”培训的方式，云南农业
大学为东盟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农业实用技术人才，
他们在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中起到了领军作用。

文化魅力传扬千里

不久前，《吴哥的微笑》在柬埔寨被授予文化旅
游突出贡献奖。这是外国个人或机构在柬埔寨少有
的殊荣。“‘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之带、工业之路，
更是一条文化之带、文明之路。”云南文化产业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陶国相认为，文化可
以在“一带一路”建树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人心相通
是国与国交往的重要基石，只有铺就了相知相亲的
文化之路，才能打开互利共赢的经济之路。

与此同时，由法国和云南编导共同创作的法国
节目《皇帝的女儿》在法国成功上演 4个半月，平均

每场有 5000 人次的上座率……多姿多彩的云南文
化充满活力，正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文化相近、相通，与郑
和下西洋沿线和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拥有共同
的文化记忆都有着很强的联系，这给云南文化打
下了与周边国家“文化相近、人心相亲”的基
础。以此为起点，云南各文化单位主动作为，开
创了云南文化走出去的新格局。

从高雅文化到流行元素，云南文化正在逐步
形成全面出击的局面。昆明街头日渐浓郁的“东
南亚味道”东南亚舞台上唱响的云南声音，文化
正在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让云南与东南亚、
南亚融为一体。

缅甸曼德勒华文书局受到当地人欢迎缅甸曼德勒华文书局受到当地人欢迎缅甸曼德勒华文书局受到当地人欢迎

架 文 化 之桥 铺 民 心 通途
张若谷 罗蓉婵

云南积极探索与东南亚、南亚国家教育、文
化等领域的合作，在互联互通中——

云南积极探索与东南亚、南亚国家教育、文
化等领域的合作，在互联互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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