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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全國兩會專輯

用開放思維闖西部發展之路徑

早在多年前，地緣經濟學研究學者、英國人H.R
戴維斯曾經指出：「當鐵路可到達世界上最

偏僻的地區的這個時代來臨後，印度和中國這兩個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鄰國不可能滿足於他們之間沒有
一條鐵路⋯⋯而通過雲南是唯一能夠成為連接印度
和揚子江及中國東部的鎖鏈。」
對於雲南在地緣經濟上的定位，雲南省委書記秦

光榮在省九次黨代會上的報告中有 清晰的論述。
尤其引起各界關注的是，報告將雲南發展舉措的思
考放置於橋頭堡戰略的大背景下進行。一位學者就
此舉例指出，秦光榮在論及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時要
求雲南要延伸有色產業鏈，加快發展石油煉化產
業，而「石油煉化產業」正是橋頭堡建設帶給雲南
的一個全新產業機遇。
無論是列入國家新一輪西部大開發總體部署的瑞

麗沿邊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還是旨在提升口岸和
通關便利化水平跨境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抑或是外
向型產業基地的建設，秦光榮在省九次黨代會上的
報告中一一詮釋 橋頭堡戰略下一系列恢弘的大項
目、大投資。專家分析指出，雲南的發展路徑，或
在中國西部突破以往單純依靠能源、資源等要素投
入拉動發展的路子，闖出一條更大程度上利用兩種
資源、兩個市場，加快融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全球
化發展新路子。
雲南擁有豐富的資源稟賦，但豐富的資源並非一

定等同於經濟績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
夫．斯蒂格利茨曾告誡說，資源也許可以創造財

富，但其本身卻不能創造就業機會。一些時候，這
些資源的存在還會對其他經濟部門產生擠出作用。
例如，出售石油獲得的收益通常會引起本幣升值—
即學界稱作「荷蘭病」的一種經濟現象。但當雲南
圍繞橋頭堡建設 力於實現大開放、促進大發展、
構築大通道、打造大基地、培育大平台、建設大窗
口、維護大團結、保護大生態的時候，豐富的資源
與開放型經濟不僅將形成疊加效應，更將催生「裂
變能量」。

用創新思維謀持續發展之路徑
雲南94%是山地，平壩僅佔6%，壩區既是大多數

城鎮所在地，也是全省優質耕地的集中區域。隨
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快速發展，一方面
是城鎮化「無地可用」，另一方面壩區優質耕地減少
勢頭迅猛，耕地保護形勢嚴峻。兩方面都「要」的
情況下，發展空間在哪裡？
對此，雲南高層用顛覆性破局思維，用「城鎮上

山」四個字為雲南的跨越發展騰挪出了空間。2011
年9月5日，省委、省政府在大理召開保護壩區農
田、建設山地城鎮工作會議。秦光榮在會上指出，
我們必須從主要佔用耕地、平地搞城鎮建設，轉變
為向山地坡地要建設用地，實現城鎮上山、工業上
山；必須從「攤大餅」式建設城鎮，轉變為建設山
地城鎮、實現城市組團型發展；必須把「城在山
中、山在城中、房在林中、人在綠中」的理念體現
在現代城市規劃的指導思想中，立足長遠、面向未
來， 眼於土地資源節約、經濟文化繁榮、生態環
境優美、人與自然和諧等要求，推動城鎮建設由粗

放擴張向集約高效發展轉變。
只有思維上打破舊有的框框，才能立新求發展。

「城鎮上山」是雲南創新發展舉措的例證之一，正是
在這樣「破而後立」的思維下，雲南先後提出「打
造高原特色農產品品牌，以農業產業化推動現代
化」、「 促進產業向園區聚集、政策向園區傾斜、
服務向園區優化」、「 以滇中經濟一體化為方向，
優化資源配置，促進要素重組」等一個個創新發展
的舉措。
眼界繪宏圖，魄力鑄偉業。秦光榮在省九次黨代

會上的報告中指出：「雲南必須以更加寬廣的胸
懷、更加高遠的視野、更加卓越的膽識，敢於擺脫
束縛、推倒圍牆、打破框框，自覺把雲南發展放到
全國和全球總體格局中定位，放在國家對西部大開
發的總體部署中謀劃，以國際視野、科學精神、戰
略思維認識雲南、建設雲南、發展雲南。」
今天，一條具有雲南特點的發展路徑正在紅土高

原上形成，其間閃爍 橋頭堡戰略背景下全球化視
野的印記，閃爍 「城鎮上山」等顛覆性思維的印
記，譜寫 雲南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跨越發展的
雄渾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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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邊疆民族山區貧困四位一體的基本

省情，緊扣發展不夠快、不充分、不協

調、不平衡的現實省情， 眼潛力巨大、

特色突出、優勢明顯、前景廣闊的發展省

情，我們必須全力推動科學發展、和諧發

展、跨越發展⋯⋯採取創新性舉措，率先

在最具潛力、最有優勢、最能見效的領域

實現突破，努力走出一條具有雲南特點的

跨越發展新路子。

——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

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跨越發展是今後5

年雲南省發展的主旋律。三者是發展方

向、發展目的、發展路徑的完整統一，是

中央精神與雲南實際的有機結合，進一步

明確了向哪發展、為誰發展、如何實現又

好又快發展的重大問題。要努力在產業發

展和結構調整、基礎設施建設、統籌區域

協調發展等方面實現新突破，加快建設開

放富裕文明幸福新雲南。

——雲南省省長李紀恆

雲南的跨越不僅是經濟總量的跨越，也

體現在一二三次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尤其是

工業化的跨越上，體現在產業層次的跨越

等多個方面。世界金融危機對後發地區恰

恰是千載難逢的機遇，經濟低潮常常是投

資高潮⋯⋯要抓住資本運作和市場化這兩

個關鍵。

——雲南省委副書記仇和

中國西部地區的發展是否仍然要依靠能源、資源等要素的投入？如何才能走上綠色經濟、循環經

濟的道路？在2012年的這個春天，政情分析人士發現，雲南在過往常態的發展路途上開始邁出屬於

自己的步調：雲南，用「橋頭堡」建設這一獨具優勢破解了發展的定位支撐問題；用「城鎮上山」

等創新舉措破解了發展的空間延展問題。今天，樹立起「跨越發展」目標的新雲南，正在破解難題

中實現新發展，探究出一條具有雲南特點的發展路徑。 ■香港文匯報記者和向紅羅斯昆明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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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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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正 力

打造的「高原

特色農產品品

牌」已成為香

港消費者心中

的綠色、健康

雲品。

香港文匯報

記者王晉 攝

■雲南邊境一線的園區升級工程將緊緊圍繞「跨境經濟合

作區」的規劃強力推進。圖為中越兩國正圍繞河口口岸構

建的跨境經濟合作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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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頭堡建設將使雲南的傳統優勢產業形成疊加效

應，更將催生「裂變能量」。
實現跨越目標 讓人民更開心

2012，雲南站在了蓄勢待發的重要歷史關口。
2012，雲南繪就了一個個目標，不僅體現出雲南人對於自身經

濟社會發展速度力度的期許，更透露出主政者們對雲南未來發展
方面、模式的思索與考量。
現代產業體系：把調整經濟結構、推動產業大發展作為跨越發

展的重要支撐，推進產業特色化、規模化、集群化、高端化，構
建多元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大力發展高原特色農業調快調優一
產；加速新型工業化調快調強二產；促進服務業發展調快調特三
產。
「三個十千億」行動計劃：實施大企業培育工程，培育近10戶

銷售收入超千億元的企業集團；實施園區升級工程，打造10個銷
售收入超千億元的產業園區；實施產業集群打造工程，形成10個

銷售收入超千億元的產業。
興水強滇戰略：創造條件盡快開工建設滇中引水工程，讓金沙

之水早日潤澤滇中大地、造福各族群眾。積極推進牛欄江和清水
海補水工程建設，繼續實施潤滇工程，開工建設一批骨幹水源工
程。
服務業提升計劃：確保服務業增速不低於兩位數。繼續推進旅

遊二次創業，壯大旅遊商品製造業和旅遊購物業，力爭旅遊總收
入達到1450億元。
綠水青山計劃：抓好「森林雲南」建設，增加森林碳匯。實施

以滇西北、滇西南為重點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推進各類
保護地建設。繼續推進「七彩雲南保護行動」，讓雲嶺大地天更
藍、山更綠、水更清、空氣更清新、環境更宜人、人民更開心！

跨越發展的雲南路徑
■雲南創新提出的「城鎮上山」

將 眼於土地資源節約、經濟

文化繁榮、生態環境優美、人

與自然和諧等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