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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南 新 跨 越 之滇中產業新區篇

10月18日，雲南省政府與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在京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按照
「立足當前、 眼未來，優勢互補、互惠互利，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原則，共同推動滇
中產業新區現代裝備製造業發展。
這是滇中產業新區構想提出以來，首個簽署的戰略合作協議。根據《協議》，雙方將按照

國務院關於支持雲南加快建設面向西南開放重要橋頭堡的意見，充分利用雲南省在資源、區
位、政策等方面的綜合優勢，發揮中央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合作推動滇中產
業新區現代裝備製造業發展。
出席簽約儀式的雲南省長李紀 和國機集團總裁任洪斌分別表示，雲南將強化服務，

配合國機集團做好規劃研究工作；在土地利用、金融信貸、財稅扶持、廠房配套、項目
審批等方面給予支持；充分利用省內高校資源，為入園企業培訓技術員工並提供支持保
障。而國機集團將及時開展滇中產業新區現代裝備製造產業園區的規劃設計工作，盡快
啟動建設；組織集團下屬各類企業入駐園區投資發展；集合各類研發資源，創辦現代裝
備製造國家級工程試驗室或科技研發中心，增強雲南裝備製造業、商貿物流業、戰略性
新興產業等行業的實力。

支持新區建設
央企率先入園

未來幾年，滇中產業新區或將聚焦人

們的視線，一個城市特色鮮明、配套完善、綠色發展、

國際一流的產業新區將在此崛起。雲南在滇中經濟圈布下了

這顆重重的棋子，企盼其發揮「四 撥千斤」的作用，引領

和帶動滇中乃至全省跨越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昆明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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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區構想：鑄造經濟引擎

不久前，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提出建設滇中產業新區的構想。對於
這一構想的提出，秦光榮指：實施橋頭堡戰略需要一個新的示範

樣板區；提升滇中經濟圈競爭力需要一個新的帶動區；推進雲南跨越
發展需要一個新的增長極；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需要一個新的載體。
「新區構想的提出，經過了充分的調研和論證。」接近新區規劃研究
的消息人士說。今年5月，秦光榮提出建設滇中產業新區構想，8月組
織高層集體調研，8月底，雲南省發改委編制的《建設滇中產業新區調
研報告（徵求意見稿）》出爐，「期間省市進行了大量的調研工作。」
雲南省發改委相關人士表示。就滇中而言，「滇池周邊已經沒有承載
能力了，如果南下，是五大高原湖泊，往東則是珠江源。從環境和存
量來看，都不可能在這些區域再進行大規模的、高強度的開發建設。」
接近新區規劃研究的消息人士指，「選擇滇中西部，還因為這裡產業
基礎、發展基礎也不錯，而且離昆明的距離也不遠。」

新區目標：再造一個昆明
雲南規劃於安寧、易門、祿豐、楚雄4縣市1.08萬平方公里的區域

內，重點開發1149平方公里土地，建設滇中產業新區，形成「一核一
軸四片三個輻射帶動面」的總體空間佈局。而其目標，是通過重點發
展石油化工、鋼鐵、釩鈦、汽車、光電子、生物醫藥等多個優勢潛力
產業，再造一個「經濟昆明」，通過數年努力，力爭滇中產業新區實現
工業銷售收入5000億元，工業增加值1400億元，現代服務業增加值500
億元，實現三次產業生產總值2200億元以上，增加一個相當於現在昆
明市的經濟總量；再經過「十二五」及今後幾年的發展，爭取其經濟
總量佔到雲南GDP的10%左右，成為聚集100萬以上城鎮人口的產業新
城。
「通過規劃建設滇中產業新區，形成雲南新的經濟增長極，與滇中經
濟區一道成為驅動雲南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跨越發展的『雙核』，輻
射、影響和帶動雲南全省的經濟發展，服務國家橋頭堡戰略。」前述
接近新區規劃研究的消息人士說。

新區使命：探索發展路徑
「滇中產業新區要成為橋頭堡建設的
核心區、產業發展的聚集區、改革開
放的試驗區、產城融合的示範區、科
技創新的引領區、綠色發展的樣板
區。」作為雲南經濟轉型的探索者和
實施橋頭堡戰略的發動機，滇中產業
新區被賦予了多重使命，寄予了厚
望，希望新區能如天津濱海新區、重
慶兩江新區一樣上升到國家戰略層
面，獲得中央的更多支持。為此，秦
光榮要求規劃建設滇中產業新區，要
「樹立大局意識、堅定必勝信心、開闊
寬廣視野、拿出百倍勇氣。」
「不僅如此，投資建設模式創新、建
設管理模式創新、產業融資方式創
新、土地使用管理機制創新、投資審
批管理機制創新、產業發展扶持方式
創新、人才培養引進和科技創新，電
力供應機制創新、外向型產業發展機
制創新、招商引資機制創新等，都將
是新區探索的重點。」上述消息人士
指，希望滇中產業新區的發展模式和
經驗，為雲南各地經濟發展提供樣本
和思路借鑒，為雲南經濟發展探索出
一條新路。
最新的消息是，清華大學、中國城

市規劃院等國內一流的規劃編制機
構，已參與到滇中產業新區的規劃編
制中來；並或將在全球範圍尋求頂級
規劃設計機構參與規劃設計，以確保
規劃的科學性、前瞻性、系統性和可

操作性。

滇中產業新區的開發與建設，將實行以商建園、以園招商、以商興業的市場化開發建設模
式，招商引資成為成敗的關鍵所在。雲南省招商合作局局長杜勇此間表示，滇中產業新區將
成為招商引資「樣板田」。
按照規劃，滇中產業新區的招商引資機制也將創新，探索產業招商、代理招商等機制，招

商項目包裝開發、綜合推介、專題推介、客商資源引導、人才培訓等方面，重點加大對滇中
產業新區的扶持力度。招商資源重點向產業新區傾斜，人才重點向產業新區推介，客商資源
重點向產業新區引導，力爭以招商引資的率先突破，支持滇中產業新區建設。
招商引資的重點，則鎖定了世界500強、中國民企500強以及行業領軍企業、高科技企業。

「按照產業佈局，將以產業招商為主線，以重大項目跟蹤推動為重點，整合招商資源，在汽
車製造等重點行業和重大領域招商上先行突破。」杜勇表示，「引進境內外戰略投資者，對
新區若干主題產業園區實施從規劃、建設到運營的一條龍開發」。
而在人才引進上，新區堅持引資與引智相結合，在招商引資的同時，重視新區招賢引智，

注重引進海內外先進技術、人才和管理，配齊配強新區人才隊伍，夯實新區人才保障。

新區料成招商引資樣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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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產業新區將佈局若干主題產業園區。圖為玉溪數控產業園中的

生產企業一角。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 攝

■裝備製造業料成滇中產業新區骨幹產業

■滇中產業新區，將是一個城市特色鮮明、配

套完善、綠色發展、國際一流的產業新區。圖

為昆明新南亞風情第一城全景。 陳昱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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