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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過去的2011年，給外界留下「橋頭堡元年」的深刻記憶，莫
過於一系列恢弘的大項目、大投資、大動作。
2011年5月30日，橋頭堡建設重點項目「瑞麗重點開發開放試驗

區」建設正式啟動。同日，大理至瑞麗鐵路保瑞段和龍陵至瑞麗高
速公路兩項橋頭堡建設重點工程奠基，意味 國際大通道建設開始
提速。
而在更早的2010年9月10日，橋頭堡標誌性項目中緬油氣管道中

國境內段已經在昆明安寧市開工，同時總投資近300億的雲南1000
萬噸/年煉油項目同時奠基，這意味 未來橋頭堡將插上騰飛的翅
膀。
更能體現橋頭堡長遠發展意圖的，是規劃佔地2.3平方公里的昆

明「泛亞金融產業中心園區」建設。近年來，如同雨後春筍，各類
金融要素平台紛紛在滇破土而出。2010年4月28日，昆明泛亞產權
交易中心成立；2011年4月21日，昆明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開市交
易，該交易所有望形成有色金屬在中國的期貨定價中心；2011年5
月18日，昆明泛亞黑色金屬交易所成立，將為黑色金屬提供現貨、
遠期現貨及遠期電子合約交易的服務。此外，珠寶玉石交易所、橡
膠交易所以及金融資產商品交易所正在積極籌備之中。
在瑞麗市長刀曉瑞眼中，橋頭堡建設更是喚來了一浪高過一浪的

投資大潮。去年，隨 通關便利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瑞麗口岸進
出口貿易總額首次突破百億元。在試驗區建設效應的帶動下，前來
瑞麗投資興業的企業日益增多。全市全年招商引資簽署協議資金
357.65億元，其中億元以上項目14個；在建項目到位資金21.4億
元，增長87.6%。
橋頭堡建設更是引起了港澳企業家的關注。雲南僑商會會長伍濱

表示，2011年他先後兩次帶領雲南僑鄉會20多個企業家前往雲南德
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考察，看到這裡宣傳熱、佔地熱、發財熱。港
澳企業家先後在德宏，包括瑞麗簽約項目多個，如正大集團準備建
飼料基地、嘉里集團準備建物流中心、力寶集團準備開發出口加工
區。今年２月８日剛剛發佈的《滇港合作2011年度報告》也指出：
去年，香港對雲南省的投資額居外來投資的首位，全年到位資金
10.4億美元，佔雲南吸引外資總量的59.8%。

西部地區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先行區，是國務院對雲南省獨
有優勢的科學定位。「先行區」三個字，表達了國家對雲南
省在新一輪沿邊開放進程中寄予厚望。
相對於「引進來」為主的沿海開放，今日雲南沿邊開放更

注重「走出去」。如雲南建工集團，從10多年前承建老撾琅勃
拉邦醫院起步，目前已經成功完成老撾萬象東盟運動會場館
和柬埔寨政府辦公大樓等大型當地地標性項目，業務拓展到
了非洲、中東。此外，雲南企業不僅獨立完成了多個投資合
作項目，也積極承擔國家援外項目，自覺維護國家形象，通
過實施對外援助項目增進了友誼，建立了互信，樹立了形
象，創立了品牌，開拓了市場。如援建的老撾農業示範中
心、泰國國王山地開發計劃、非洲抗瘧藥品等項目，惠及受
援國的廣大民眾。特別是援建的昆曼公路老撾境內部分路
段、騰密公路密支那段等，極大地方便和擴大了兩國及兩國
邊民的貿易往來。　
雲南企業的走出去已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和參與。在看好

雲南企業「走出去」的良好發展形勢後，國開行、中信保、
進出口銀行等政策性金融機構先後在昆明設立分支機構，從
項目的前期諮詢、融資貸款、信用保險方面，積極為企業走
出去保駕護航。中電投、大唐、華能等央企也看好橋頭堡帶
來的機遇，紛紛落戶，使雲南形成了央企、國企、民企「抱
團」走出去的新格局。
雲南省社科院院長、研究員任佳說：「雲南的沿邊開放是

在中國對外開放30多年基礎上的開放，不是從頭做起的開
放，我們不是孤立的先行者，身後有東部先進地區強大的產
業支撐。要以開放的胸懷去接納和聯合國內、國外最優秀的
企業，實現優質資源的整合，共同開拓東南亞、南亞市場，
開拓世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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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5月6日，《國務院關
於支持雲南省加快建設

面向西南開放重要橋頭堡的意見》正
式出台，雲南被列入中國沿邊開放的
「試驗區」和西部地區實施「走出去」
戰略的「先行區」。　
橋頭堡建設是中國在推進和諧世界

建設方面的全新部署，將進一步體現
和強化中國構建和諧世界，進一步深
化與東南亞、南亞、西亞和非洲的傳
統友誼有重要作用。如今，雲南毗鄰
的東南亞、南亞地區已經成為當今世界
發展勢頭最強勁的區域。因此這一重大
戰略，極大提升了雲南在中國開放格局中
的重要地位，凸顯了雲南的區位優勢，為
雲南與西南乃至中國各省區市開闢了新的合

作方向，開闢了新的西向貿易通道，開闢了
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雲南進入了一個跨時代

的發展階段，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
陸橋經濟理論研究者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環境

空間與佈局已跨越了「江河經濟」與「海洋經濟」階
段，正在進入「陸橋經濟」階段。目前，亞歐大陸有兩條

洲際大陸橋，一是東起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西至荷蘭鹿
特丹的西伯利亞大陸橋，即第一亞歐大陸橋；二是東起中
國連雲港西至鹿特丹的第二亞歐大陸橋；第三亞歐大陸橋
的構想是東起深圳，由昆明經緬甸、孟加拉、印度、巴基
斯坦、伊朗，從土耳其進入歐洲抵達鹿特丹，全長15000
公里，橫貫亞歐22個國家，較之通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
洋要短3000公里。如果說，從中國東部沿海進入印度洋至
歐洲走的是一條弓形線路，那麼，第三亞歐大陸橋就是一
條直線，雲南的機遇顯然已經來臨。
目前世界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表明，

今後的自由貿易區的形成與發展將像歐盟一樣，以板塊的
形式出現，地緣優勢將顯示出特有的魅力。雲南省委書記
秦光榮形象地說：「橋」是通道，「頭」是前沿，「堡」
是基地，「橋頭堡」就是大通道、大基地、大平台和大窗
口；「面向西南開放」，是以東南亞、南亞、西亞為重
點，面向印度洋的開放，這一區域涵蓋50多個國家，有近
30億人口，區域內雙邊、多邊合作勢頭強勁，市場廣闊，
潛力巨大。
橋頭堡上升為國家戰略，備受中央部委關注。去年以

來，交通運輸部、國家旅遊局、國家民委、鐵道部、商務
部、教育部、文化部、國務院僑辦等眾多重量級機構，相
繼與雲南省政府達成各項涉及橋頭堡建設戰略合作協議。

迎來重大歷史機遇

投資潮湧彩雲南

「走出去」步伐提速

構築中國第一條國際鐵路，開闢南方絲綢之路和駝峰航

線，鄭和七下西洋等壯舉表明：自古以來，雲南從不缺乏

為國家開拓新路的勇氣和智慧。2011年，「橋頭堡」建設

元年，雲南在國家政治經濟版圖中再獲新定位：牽手太平

洋，面向印度洋，當中國沿邊開放的開路先鋒！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修平昆明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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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東南亞的昆明螺螄灣商貿城

■瑞麗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建設啟動

■雲南財大啟動越南漢語教學中心剪綵儀式

■海外客商考察昆明

雲南地處中國與中南半島和南亞次大陸結合部，不乏對外
開放的胸襟與歷史經驗。在距今兩千多年的西漢時期，雲南
的先民就借中國最古老的國際通道之一—南方絲綢之路，從
德宏、保山等地出境到達印度和中東，與當地有了通商往
來。絲綢、香料、茶葉、馬匹、珠寶、金銀、錫銅、棉紗、
食鹽等等豐富的商品伴隨 馬脖上搖出的鈴聲，穿越中國西
南邊陲的雲南，在內地與東南亞、南亞、西亞甚至歐洲之間
流動。
1889年，蒙自正式開關通商。1910年，滇越鐵路通車，成

為中國首條國際鐵路，它加速了雲南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
轉化。法、意、德、英、美、日、希臘等國商人紛至沓來，
先後在蒙自開設領事館、洋行、銀行、公司、鐵路局、酒店
等30餘家。
二戰期間，史迪威公路和駝峰航線為中國抗日戰場運送了

大量急需物資，被稱為「抗日生命線」。由這條公路運輸的
進出口商品來自四大洲30多個國家，在一段時間內使雲南形
成了以昆明為中心、以緬甸仰光和印度加爾各答為出海口的
對外開放格局。
改革開放之初，由於國家實施沿海開放戰略，雲南一下子

成為了改革開放的末梢。為此，不甘落後的雲南就提出「打
開南門、走向亞太」的構想，希望通過向東南亞和南亞的開
放使雲南從末端變為前沿。1992年，小平同志發表了南巡重
要講話，中國由此掀起了第二輪改革開放的熱潮。也是在這
一年的6月，國務院決定擴大雲南昆明、河口、瑞麗、畹町
口岸的對外經濟管理權限，實行沿海地區開放政策。短短幾
年時間，河口、瑞麗等城市就成為全國邊境貿易最活躍的地
區之一，顯示出雲南沿邊地帶對外開放所蘊藏的巨大潛力。
歷史證明，凡是擔起國家使命、敞開開放大門的時候，都

是雲南輝煌的時刻。回眸雲南的沿邊開放史，我們可得出一
個結論：雲南的發展主要取決於沿邊開放的力度。
2009年7月，胡錦濤總書記來雲南考察時指出，「要充分

發揮雲南作為我國通往東南亞、南亞重要陸上通道的優勢，
深化同東南亞、南亞和大湄公河次區域的交流合作，不斷提
升沿邊開放質量和水平，使雲南成為我國向西南開放的重要
橋頭堡」。總書記的講話，為有2000多年開放史的雲南省對
外開放工作指明了新的發展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0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加快建設橋頭堡的眾多建議

提案，分別被列為全國人大重點建議、全國政協重點提案。
隨後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習近平副主席、李克強副
總理等領導人分別在中財辦上報的《關於積極構築戰略大通
道加快建設面向西南開放重要橋頭堡的調研報告》上作出重
要批示，提出把橋頭堡建設的相關內容納入國家「十二五」
規劃。橋頭堡建設由雲南的期望上升為國家戰略。
2011年5月6日，《國務院關於支持雲南省加快建設面向西

南開放重要橋頭堡的意見》正式出台，標誌 雲南沿邊開放
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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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頭堡元年 定位雲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