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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聚焦“三大经济”研究

声明：本文系 2024 年度玉溪市社会科学立项课题

（Yxsk414），玉溪社科网发布旨在促进学术交流，任何单

位及个人未经授权，不得擅自复制、传播本成果全部或部分

内容。

云南经济要发展，优势在区位，出路在开放。在 2023 年中召开的中共云南

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明确提出要推进资源、园区和口岸“三大经济”的一体

化发展，以资源换产业、以园区聚产业、以口岸推动产业融入大循环与双循环，

加快构建符合云南实际和具有云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经济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经过短短半年多，“三大经济”发展思

想深入云岭大地，全省经济总量首次突破了 3万亿元的大关，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4.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6.7%，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0.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 5.5%，云南已站在新的

发展起点之上。

一、序言

（一）云南“三大经济”背景介绍

云南省虽地处我国的西南边边疆，但却毗邻老挝、越南和缅甸三国，世代相

居，群众相互往来，形成了具有边境开放、民族往来的先天优势，借助天然口岸

及边民互市点流通商品，共同催生了口岸经济的发展。

1、云南资源经济优势突出

资源是云南经济发展最重要保障，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基础与根本。云南地

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气候具有垂直变化和区域差异，年温差小，日温差大、

降水充沛，干湿分明但分布不均，造就了生态资源的丰富性以及稀缺性。土地高

低差参，纵横起伏，一定范围内又有和缓的高原面，有利于高原特色农业的发展。

自然景观资源丰富，高山峡谷、树木花草、高原湖泊、高山冰雪以及天然景观资

源成为旅游资源蕴藏量最多的集聚地，每年吸引众多旅客，是观光旅游以及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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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目的地。云南动植物资源丰富，素有“动物王国”“植物王国”的美誉，云

集了从热带、亚热带至温带甚至寒带的植物品种。在全国约 3万种高等植物中，

已经发现了 274 科、2076 属和 1.7 万种等。现有脊椎动物 1737 种占全国 58.9%。

其中鸟类 793 种占 63.7%、兽类有 300 种占 51.1%、淡水鱼类 366 种占 45.7%、

爬行类 143 种占 37.6%、两栖类 102 种占 46.4%。昆虫 1万多种。鱼类中有 5科

40 属 250 种为云南特有。鸟兽类中有 46 种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54 种为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云南有色金属资源富饶，素有“有色金属王国”之美誉。现拥有

148 种有色金属矿产，其中铜矿、锡矿等产量居全国前列。截至 2010 年，已发

现各类矿产 150 多种，探明储量的矿产有 92 种，其中 25 种矿产储量位居全国前

三名，54 种矿产储量居前十位。云南矿产资源共有黑色金属矿产、能源矿产、

有色金属及贵金属矿产、化工非金属矿产、稀有及稀土矿产、特种非金属矿产、

冶金辅助原料矿产、建材非金属矿产及彩石矿产等 9大类。云南省水能资源蕴藏

量大，水资源超过 10000 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4倍之多。由于地形缘故，

河流落差都很大，水能发电丰富，电力环保，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水电基地。

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充分利用其丰富资源优势，坚持资源管理的统筹协

调，以资源高效利用推动特色产业健康发展，特别是要发挥三七、咖啡、核桃等

优势农业，稀贵金属、磷锂矿产资源和水风光清洁能源以及文化旅游资源等的优

势，进行合理开发与利用，促进资源产业化，盘点用活优势资源，促使资源、产

业、市场和技术能够有机结合，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发展资源经济。

2、云南园区经济基础厚实

经济产业园区虽然没有标准定义，一般理解下的经济园区是指具有一定经济

内容和形式的范围区域，简言之，就是具有经济内涵上的园区即为经济园区，主

要包括以发展工业为主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园区、综

合保税区、边（跨）境经济合作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各级

各类园区（含产业集聚区）等。①园区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为园

区是聚集产业、富集资源和优化产业的重要平台，能成为经济发展极点，成为产

业最集中、经济最活跃的载体。从目前看，云南全省共有 89 个省级以上开发区，

2024 年以来开发区占全省面积虽然不到 1%，却贡献了 20%地区生产总值、30%就

① 云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云南省“十四五”产业园区发展规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22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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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40%工业投资、50%营业收入和利润以及 60%税收和 70%工业增加值。①相比较

2023 年而言，云南省开发区规上工业总产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固定资产

投资、工业投资增长等指标都分别有所增长，园区经济活力突现。

园区经济是云南省“三大经济”之一，全省上下都高度重视园区经济发展，

在 2023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全面振兴园区经济战略之后，大力发展园区经

济和全面振兴园区经济已成为“3815”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2022 年，随着《云

南省“十四五”产业园区发展规划》实施，《云南省推动重点产业园区高质量发

展若干政策措施》《党建引领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具体措施》《云南省开发区振兴

三年行动(2023—2025 年)》等政策相继推出，在《云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评

价办法》的指导下，全省园区正成为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集

聚地，成为新兴经济体的集中区，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

为推动园区经济发展，云南省科学定位园区发展方向，明确园区发展目标，

创新园区管理体制，深化园区经营管理自主权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得到有效落实，

园区主导产业提升，管理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增强，自主权更大，营商环境

得到较大改善，园区市场活力被充分激发，各类经济园区已成为产业最集中、经

济最活跃的平台，加速了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3、云南口岸经济条件优越

云南毗邻越南、老挝和缅甸三国，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主体省

份，古今以往，贸易频繁，形成了得天独厚的口岸优势，为口岸经济发展和高质

量开放提供保障。利用区位优势，借助公铁水航运条件，扩大高质量对外开放，

共建经济命运共同体，是云南实现跨越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发展

的必然。

云南口岸资源极其丰富，目前开放数量达 28 个，形成了集“水陆空管网”

集于一体的特色开放格局。目前共有国家级口岸 10 个，包括昆明、景洪 2个航

空口岸，思茅、景洪 2个水路港口以及河口、天保、金平、磨憨、畹町、瑞丽等

陆路口岸。同时，拥有片马、猴桥、陇川（章凤）、弄岛、南伞、清水河、勐阿、

打洛、大董、都龙、董干、田蓬等省级口岸级口岸 12 个。面向老挝、缅甸和越

南三国的地方口岸共有 49 个以及大量的边民贸易互市点，成为云南边境贸易与

① 梁芊、吴雨虹、杨智等：《园区成为云南产业最集中经济最活跃的平台》，《云南网》，2024 年 08 月

30 日

http://yn.yunnan.cn/system/2024/08/30/0332077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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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合作的重要载体。在陆路口岸中，对越南的有河口铁路、河口公路、天保、

金水河、都龙 6个为一类口岸，其中田蓬口岸为二类口岸；对老挝的有磨憨、勐

康 2个一类口岸；对缅甸的有瑞丽、畹町、孟定清水河、猴桥、打洛 5个一类口

岸，其中孟连、沧源、南伞、章凤、盈江、片马等 6个二类口岸。2023 年，云

南全省口岸进出口货值为 2242 亿元，同比增长了 8.7%；进出口货运量 3903.6

万吨，同比增长 32.2%；出入境人员 1428.4 万人次，同比增长 890%；出入境交

通工具 248.1 万辆（架、列、艘）次，同比增长 168.1%。①

口岸经济是云南省高质量发展的渠道，省委政府积极谋划并进行高战位建设，

先后制定了《云南省口岸建设发展三年行动（2023—2025 年）》，编制了《陆

路口岸实施方案》，构建起以昆明国际枢纽口岸为核心，以磨憨、河口、瑞丽重

点枢纽口岸为龙头，以清水河、猴桥、天保、关累港物流节点口岸为支撑，其他

普通口岸和边民通道协同发展的“1＋3＋4＋N”发展布局，加快了口岸基础设施

建设，建设口岸电子化与信息化。伴随着中老铁路以及通道经济发展，口岸将能

加快云南经济转型发展，加速商品贸易流通便捷化，实现沿边地区经济腾飞。

（二）云南“三大经济”发展态势

云南省委提出发展资源、园区、口岸“三大经济”以来，在省委政府的战略

部署下，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充分遵循经济实际情况，积极利用各种有效资源

配置方式及手段，设计“三大经济”的发展机制，促进“三大”经济的良性发展，

成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带动地方经济共同发展。

1、“三大经济”发展战略设计科学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资源，云南省作为经济资源最富裕的省区，应充分利用现

有优势资源，现代生产技术与资源价值有效进行结合，让资源得到高效合理应用

与科学配置，使资源转化成高新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更好地创造经济价值。当

下，云南全省各类园区已经达到 700 多个，加快园区快速发展，区分园区发展目

标，合理定位园区发展方向，进行资源与产业有效集聚，是园区经济增长的基本

路径。在国家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战略下，高质量高起点建设省内各类

型口岸，形成通道经济，达成高质量对外开放目标，前置产业和企业，必将能边

推动边疆经济腾飞与发展。云南发展的优势在区位，出路在开放，基础在资源。

① 杨苑、期俊军：《历史性突破！2023年云南口岸进出口货值 2242 亿元、货运量 3903.6 万吨》，云南

网， 2024-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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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资源、园区、口岸三大经济发展战略符合云南省实际，是经济发展的合理

出路，进行高层战略的设计与规划，有效进行资源要素科学配置能使云南省经济

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发展重点更加明晰、发展规划跟更具科学，确保云南经济发

展的战略路径与科学方式得到有效执行，以发挥出资源经济优势，促进沿边地区

岸-镇-城的相互融合，推动园区产业企业的高效集聚，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三大经济”发展保障得到加强

资源是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优势，口岸是云南高质量对外开放的经济基

石，园区是产业资源的集聚要地。自“三大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以来，云南省委

政府高度重视，纷纷出台“三大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行动方案，以全省之力共同

推动“三大经济”的协同发展。一是进行“三大经济”的战略规划，出台了开发

区振兴三年行动(2023—2025 年)、口岸建设发展三年行动（2023—2025 年）以

及云南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等一系列高端政策

与措施，同时加紧落实相关政策，以具有较强操作性的《行动方案》为根本，盘

活资源，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合理配置，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加快

形成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并在口岸和园区的共同发展之下，提高了“三大经济”发

展保障水平。二是实施“三大经济”行动计划。全省以资源、园区和口岸为载体，

加大资源的整合，形成一大批高原特色农业和资源型新兴产业，构建独具特色的

多样化产业园区，集聚相关产业共同发展。同时，大力发展岸城一体化的外经外

贸产业体系，吸引外资和加大对外投资，三大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加雄厚。三推动

“三大经济”基础建设。以口岸电子化改造和通关便利化为方向，利用中老铁路

等经济发展基础与条件，进行设施建设和改造，有效实施联通和协同发展。加大

优化园区经济经营环境，扩大招商引资条件，科学引导产业集群，促进全省“三

大经济”发展，使得“三大经济”发展成效明显，动力持续，为全省经济跨越式

发展奠定基础，提升了经济发展质量。

3、“三大经济”发展质量显著提高

随着“三大经济”发展基础条件和设施逐步改善，云南资源优势作用更加明

显，园区产业集聚突出，口岸开放高效显著，“三大经济”奠定了其在云南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有力地推动相关经济产业的协同发展。一是资源经济优

势及要素支持明显提升。云南省独特的生物资源、水电资源、人文资源以及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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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正成为发展高原特色农业、旅游文化休闲产业、水电资源产业以及边境加

工贸易产业的重要基础，成为加速云南传统产业转型发展的支撑力量。一大批新

能源、新材料以及数字金融服务业纷纷兴起，带动了现有产业的转型与升级，新

型产业体系正在集聚，优势产业正在形成。二是园区经济发展动力更强，产业聚

集明显，集群效应与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正成为推动全省产业集聚高地，经济竞

争力提高。2024 年上半年，云南省 89 个开发区共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7278.76

亿元，占全省比重达 77.3%；开发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2%；开发区固定

资产投资占全省的比重达 20%，工业投资占全省的比重超过 40%；全省开发区规

上工业企业数达 2991 户，同比增长 15.3%。①三是口岸经济发展正兴起，以一体

化推进口岸功能提升为基础的建设，使得口岸城市发展加快，产业布局和重点产

业园区发展，通道经济正向产业经济转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利用嘎洒国际机

场、景洪港、打洛三个国家级口岸，依托中老铁路大通道，加快促进“口岸+通

道+城镇+产业+物流”的联动发展，带动了多式联运、冷链物流、智慧物流、跨

境肉牛、落地加工、边民互市等优势产业发展。同时，跨国特色农产品冷链物流

加工园建设，形成了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昆明市利用托管磨憨镇口岸机遇，促

使产业进一步向前移，形成城市产业新增长点。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利用瑞丽

和畹町 2个国家一类口岸，建成自贸试验区和边境经济合作区，成为连接东南亚、

南亚最便捷、最安全、最稳定、最成熟的陆路通道。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河

口口岸为依托，形成“通道+网络+枢纽”的国际交通物流网络，建成红河综合保

税区，利用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红河片区进一步做大做强口岸产业，让

河口成为沿边经济重要中心城镇。

二、玉溪市“三大经济”发展现状

玉溪市居于滇中，虽不临边与老挝、越南、缅甸三国接壤，但中老铁路和玉

蒙铁路交汇于此。玉溪市内各种资源富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十分丰富。在湖

泊水资源、生物资源、农业资源和人文自然资源方面优势突现，烟草加工产业发

展历史悠久并具有领先地位，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条件。园区经济

发展进一步加快，“1+7”的园区正成为玉溪经济发展主阵地。

（一）三大经济发展成效表现

① 刘馨蔚：《聚焦高质量发展，承接产业转移，云南接得住接得稳》，《新华社》，2024年 09 月 07日

https://author.baidu.com/home?from=bjh_article&app_id=158237885017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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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经济优势集聚，产业迭代升级加快

玉溪市内资源蕴藏丰富，金属、矿产、生物、民族、文旅以及生态资源充裕，

特别近年探明的锂、镍、磷等新能源电池及新材料资源储量丰富，成为发展新能

源、新材料产业重要支撑，带动了新能源电池企业和新材料企业的入驻。

资源经济招商引资和产业布局全面展开并发力。2024 年以来，山东丰元年

产 20 万吨锂电池高能正极材料及配套相关项目一期项目已建成投产，恩捷股份、

亿纬锂能、华友钴业、云天化、河北坤天、云南烨阳、新乡天力等一批企业正结

合土地和资源禀赋等要素保障优势，在高新区龙泉片区进行集聚与布局，有效推

动新产业集群发展。

资源赋能明显加强。玉溪市充分利用生物资源和钢铁资源，以资源禀赋为依

托，在高新区和大化产业园区集聚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和绿色钢铁产业，加大产业

升级发展步伐，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发展，抢占前沿产业，加速全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以玉溪沃森为代表的生物资源企业在高新区布局，同时大力发展生物医药及

医疗器械制造业，集聚形成了玉溪沃森、九洲生物、维和制药、克雷斯制药等一

批龙头企业，2022 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超过 100 亿元，同比增长了 33.2%，成为工

业稳增长和升级迭代代表型企业。以优势铁矿资源为赋能，在峨山大化工业园区

集聚形成绿色钢城，带动玉昆钢铁、正成工等数控机床企业的协同发展，加速龙

头企业形成和布局，七个总投资达 43.46 亿元的数控机床项目正在转型升级，资

源型产业的集群发展成为玉溪市资源经济的主体，有效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2、园区经济全面振兴，园区功能充分发挥

园区是集聚产业、集聚资源的主阵地，更是推动玉溪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载体

和动力源。玉溪市坚持园区发展的大统筹与大推进策略，坚持市内各级园区的“一

盘棋”发展，统筹利用园区资源，协调园区产业布局，以振兴三年行动为主方式

共同推动园区产业链式发展，提升园区经济规模与发展质量。2023 年玉溪全市

开发区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2107.8 亿元，占全市的 93.4%；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23.1 亿元，同比增长 63.5%，开发区作经济发展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的作

用突显，在全省园区经济发展考评中排名第三。

强化园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管理模式。玉溪市创新实行了“管委会+事业

单位+企业”的经济产业园区新管理模式，明确了园区四大主体的事权和支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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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责任，规范了园区收益分享方式，以推动园区回归主责主业。目前，全市“1+7”

个开发区都根据主责制定完成了相应的议事规则，成立了园区运营管理公司，制

定了园区的权责清单，提高了各开发区的工作绩效，园区经济发展加快。

聚焦园区主导产业发展，完善产业基础。玉溪市坚持园区主导产业分类发展

原则，科学定位园区基本功能，高新区则发挥一区三片优势，重点发展卷烟及配

套、生物医药、食品加工和电子信息产业等。红塔园区以一园八片的格局为主，

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光电子、装备制造、五金机电和循环经济

等产业。易门园区按一园五片的空间布局，重点发展矿冶、陶瓷建材和食品加工

主导产业。通海园区按一园三片的空间布局，重点发展五金机电、彩印包装和食

品加工支柱产业。整体看，园区做到了差异化发展和科学化布局，正成为产业发

展和项目建设的集中之地。同时，玉溪统筹园区资源与要素，完善园区基础设施

建设，建设标准化厂房，提高行政许可审批效率，为企业解决要素保障问题，加

速项目落地见效，促使园区产业集聚能力提升，园区经济发展迅速。今年以来，

高新区开工 2个 10 亿元以上项目，其他每个园区开工 2个 5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3、口岸经济日趋活跃，通道引力作用增强

玉溪虽然并不临边，也没有与周边越南、老挝、缅甸三国紧邻，没有天然口

岸与边境城镇，但玉溪是中老国际铁路与玉蒙铁路的交汇中心，更是昆曼高速公

路大通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伴随着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玉溪海关设立以及玉蒙

铁路升级，通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特别是中老铁路线上的玉溪、研和、峨山、

化念、元江 4个站点的设立，加之玉蒙线上通海站的建立，联系河口、磨憨两个

主要口岸以及其他口岸的条件已经形成，玉溪发展口岸通道经济条件已具备，为

经济高质发展奠定基础。

重视通道作用发挥，激活铁路沿线节点。自玉蒙铁路和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后，

玉溪市与河口、磨憨口岸的联系更加紧密，从滇中走向口岸边境的趋势更加明显。

研和站（玉溪南货运站）已成为全市货物集散地，物流枢纽中心已形成，中国西

南玉溪国际物流港建成指日可待，正逐步成为玉溪物资中转地，与磨憨口岸和河

口口岸空间距离缩短。与此同时，滇中粮食物流中心、中石油储存中心落户研和

工业园区并快速发展。通过中老铁路和玉蒙铁路的拉动，中老铁路沿线的峨山、

元江、新平、通海已经成为通道经济发展的节点，辐射全市作用明显。按照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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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计划，未来楚雄广通至玉溪南站铁路建成，铁路枢纽中心与通道经济发展成

为可能，铁路沿线和高速公路连接的城镇的经济发展突出。

优化外经产业结构，盘活联结相关产业。伴随铁路发展和高速公路网逐步完

善，玉溪发展外经外贸产业条件已经成熟，对外开放更加高质量，外向经济发展

质量明显上升。玉溪市外贸企业培育持续推进，新增进出口业绩企业 8户，跨境

电商实现零突破。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18 条措施政策落地后，企业发展环境

不断优化，企业风险管理增强，对外贸易结构趋于合理，已成功申报 1个国家级、

4个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开放平台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保税物流中心（B型）、

研和铁路海关监管场所项目加快推进。2023 年全市完成外贸自营进出口总额

45.4 亿元，比 2021 年减少 110.2 亿元，增速下降 36.7%。其中出口 24.3 亿元，

下降 61.3%；进口 21.2 亿元，增长 134.2%。跨境电商 9710 个，出口 3932.0 万

元。
①

（二）三大经济发展经验做法

1、三大经济发展深化且推动能力增强

自云南省确定“三大经济”发展战略后，玉溪市充分认识市情，分析全市在

“三大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劣势以及当前经济产业现状，根据资源、园区、口

岸经济的内涵进行理解，科学地提出了玉溪市发展“三大经济”的基本方向以及

战略思考，确保“三大经济”发展符合全市经济与产业发展和布局现实需要。

三大经济内涵与外延得到深化。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和口岸经济是云南省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加速玉溪市经济跨越发展和高水平发展的关键，

但“三大经济”本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变、动力再造和经济模式改变，是当下全市

经济发展融合与深化。因此，玉溪市资源经济并非是传统以资源要素为主要产业，

而应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与生产技术更新下资源要素的重新组合与发展，从而突

破牺牲资源和滥用资源的单一发展模式。同样，园区经济更应该是利用现有 1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 7 个省级工业园平台下集聚与吸纳相关产业集群发

展的经济。因此，园区的科学定位与产业的优化布局，并非依靠无节制招商引资

优惠条件和税收减免来集聚，是要利用园区要素流动便利化和产业功能分区来形

成经济新增长点，辐射与带动周边经济共同发展。口岸是平台与载体，玉溪要充

① 玉溪市统计局：《“十四五”中期玉溪经济发展统计报告》，《统计信息第 92 期》，2024-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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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中老铁路、玉蒙铁路以及便利的高速公路网络来联通口岸并辐射周边，建

设具有区域特色物流口岸与通道经济，发展多式联运和现代服务业等，使口岸经

济内涵更丰富，成为推动玉溪市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三大经济方向与路径基本形成。玉溪市充分结合“三大经济”的内容，对全

市资源经济发展提出路径，要依赖优势资源科学布局产业，重点在生物资源、新

材料资源以及生态资源等方面进行产业规划与调整，大力发展新材料、新产业、

绿色钢铁等工业产业，确保工业产业的新型化方向，让生物医药、绿色生态产品

和文旅产业成为支柱。在园区经济发展上，玉溪市充分根据各个园区定位与功能，

规划建设并进行产业布局调整，重点在高新区发展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食品

加工和电子信息产业等，在红塔园区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光电

子、装备制造、五金机电和循环经济等产业，在易门园区重点发展矿冶、陶瓷建

材和食品加工主导产业，在通海园区重点发展五金机电、彩印包装和食品加工支

柱产业，在澄江园区重点发展绿色食品加工、环保包装印刷、建筑建材业等，在

新平园区重点发展钢铁、矿业循环经济等，促使园区分工协同发展，成为产业发

展和项目建设集中地。口岸经济发展中，玉溪市确定了现代物流、国际商贸加工

为主要方向的发展模式，以通道经济的发展推动现代物流业和加工贸易发展，形

成新兴产业集群，实现产业升级与迭代。

三大经济要素与动力明显增强。玉溪市为推动“三大经济”的发展，聚焦“三

大经济”内涵，重点以提高经济发展要素和动力为核心，加速资源、园区和口岸

经济发展动力形成。一是高度重视“三大经济”基础建设，力图通过强基础和交

通枢纽为“三大经济”发展作保障。作为中老铁路重要物流中心，加大投资力度

以改善研和站货场基础条件，新增货物线和冷链物流园，建成具备口岸、中转配

送、冷链仓储、交易等多功能为一体物流园，成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面向

南亚东南亚的农产品铁路冷链物流集散中心。玉溪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

网，以峨石红高速公路玉溪段、昆玉铁路扩能改造、大化园区铁路专用线建设为

主全速构建网格化、一体化、智能化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二是重视“三

大经济”发展环境优化，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促进各经济服务主体转变方式，立足产业基础主动服务和靠前服务，带动外贸进

出口企业、生物医药产业、跨境电商业的共同发展，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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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三大经济”持续发展。三是以“三大经济”发展为主，集聚谋划大项目和

大产业，大力发展全链式产业。玉溪新能源电池全产业链实现规上总产值 51.7

亿元，增加值 13.1 亿元，目前规上企业已达 12 户。以玉溪九洲生物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取得新突破，云南滇雪粮油有限公司全省首台（套）

智能化食用油精炼生产线在建成投产，改变了“三大经济”发展格局，全市产业

门类更齐全、产业体系更完备，产业创新力明显增强，以新型化的“三大经济”

发展方向坚定，持续推进“三大经济”发展。

2、资源产业基础牢固且转型升级加速

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基础，更是玉溪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保障。玉溪经济发

展是在资源有效支持下逐步建立起来并形成优势，从而构建起特色化的产业体系。

早些年，以农业资源为主的产业曾占据经济主体，后伴随烟草、矿电、生物以及

生态资源优势化发展，逐步形成现有工业产业和经济布局。新材料、新能源以及

食品资源优势等新兴产业发展，确保资源经济与产业基础牢固与坚实。

借助现代技术转变资源经济发展方式。玉溪市正积极抢抓新时代经济发展大

好机遇，加速对现有资源型产业和资源经济的革新，增强现有资源经济发展动能，

有效创新资源经济发展方式，激发了资源型经济发展活力。一是应用现代技术充

分激发资源传统型产业进行技术革新，提高资源经济产业效益。玉溪市加大技术

创新力度，增加 R&D 投入，建立技术研发基金，鼓励中小企业申请科技培养等，

增强广大中小企业发展活力。积极引进新工艺、新技术和新方式加快企业创新产

品生产，带动一大批如粮食、食品、蔬菜、铸造等企业转变资源发展方式，成为

玉溪经济发展重要力量。要求烟草加工、钢铁、精密机床和矿冶企业积极转型升

级发展，通过现代科技投入与应用加快转变成为绿色、精深和可持续生产，可持

续开发利用生态资源，使玉溪资源产业企业紧跟时代经济发展要求，构建形成玉

溪新经济发展基础。二是资源利用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效益明显提高，产业结构

进一步优化。紧紧依靠新质生产力，玉溪大力发展锂矿生物资源新产业，构建起

锂电池组、数控机床和生物医药等产业体系，改变传统资源依赖路径，转变现代

技术与资源结合方式发生，转变资源经济发展方式，提升资源效应与经济价值。

加速现有资源产业迭代升级转型发展。玉溪市抓住了产业升级转型有利时机，

以新兴产业发展为方向，提高资源与产业结合度，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迭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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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新兴产业、现代化产业和数字产业正在兴起，资源产业发展方式得到转变，

提高了资源型经济价值，带动资源经济升级迭代。一是资源型产业正成为现代复

合经济主体，食品烟草农产品加工业新技术含量明显增加，产品价值构成比变化，

产业竞争力明显上升，带动资源经济发展。玉溪市生物资源、高原特色农业资源

以及传统矿产资源优势突出，形成的产业体系正升级转型与迭代发展，生产方式

转变，改变了资源利用方式和资源发展路径，加速了传统型产业的调整优化，现

代新兴产业聚合。生物医药、现代高原特色农业、食品以及烟草加工等新兴产业

快速发展，已成为当下资源经济发展主体。二是复合型新兴产业为主发展模式主

体改变了资源路径依赖核心，数字经济、新兴服务业以及出口导向型产业体系等

推动资源经济发展。玉溪市经济发展的路径更清晰，资源经济要素得于重组，资

源发展方式转变，一批升级产业正成为全市经济发展重要基础，产业功能与作用

更突出，助推玉溪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结合资源要素禀赋优势产业得到构建。玉溪市地处西南边疆、滇中腹地，其

经济发展某种程度依然离不开资源，也需要优势资源与要素支持。因此，从过去

完全依赖传统烟草、农业、矿电等资源构建起来的产业很大程度上支撑经济发展，

奠定原有产业经济基础。一是优势资源产业体系改造升级与转型正推进，资源产

业结构优化调整，以烟草、生物、医药、精炼等产业焕发活力，实现资源经济的

腾飞与发展。二是实施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充分结合科学技术改变全市经济发

展理念与思路，让“三湖”生态资源、河谷热区资源、社会人力资源以及生产技

术资源得到整体提升，优化新兴资源经济并改变现有经济方式，以新资源、新技

术以及新产业推动区域发展，成为玉溪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支撑力量。

3、园区经济日趋优化且布局调整科学

园区是产业聚集发展的主要载体，更是玉溪市产业经济集群发展平台。玉溪

市坚持园区经济主体地位，通过对现有园区功能的科学定位、空间布局调整和产

业规划设计，营造园区良好的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园区经济功能和作用，提高对

玉溪全市的经济贡献。

园区经济发展贡献作用增强且地位巩固。从玉溪市域的整体出发，构建一体

化园区发展思路，立足园区规模条件以及产业现状，突出因地制宜和科学规划布

局，结合园区所在地的经济基础、发展现状及产业特点，做到园区主导核心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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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般产业相互兼顾，让园区产业错位发展，促进各县（区、市）园区的高质量

发展。一是坚持统一规划和全局设置原则，充分遵重现有园区发展需求，灵活有

效增强园区质效，提高产业经济价值。从目前看，玉溪全市共有国家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1个和红塔、新平、易门、通海、澄江、元江、华宁等 7个省级产业

园区。园区分别从自身经济条件发展出发，科学进行园区内产业的规划与统筹，

做到产业集聚和集群发展，增强园区间产业聚合，有效整合产业和资源，产业发

展加速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重要引擎。2022 年末玉溪全市开发区共有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 340 户，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69.2%。工业总产值跃上 2000

亿元台阶，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80.6 亿元，同比增长 80.1%。①二是园区经济价

值贡献明显提高，成为当地产业集聚、生产效能充分以及资源要素流动最集中区

域，带动相关产业集聚和集中，成为现代产业集中之地，推动了园区经济发展，

显示出勃勃生机与活力。玉溪高新区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条件，紧靠红

塔集团、沃森生物科技以及恩捷股份等大型集团公司，重点发展卷烟与配套、生

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等，形成园区产业集聚，提高园区经济价值贡献。数

据显示，2023 年上半年，玉溪全市园区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1114.55 亿元，同

比增长 2.1%，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00.8 亿元，同比增长 30.5%，高于全省开发区

4.03 个百分点和 37.8 个百分点。②

表 1 玉溪市园区经济一览表

园区 规划面积 片区 产业发展

玉溪国家

高新技术

开发区

43.79

平方公里

一园三片区。南片区 6.08 平方

公里、九龙片区 7.04 平方公

里、龙泉园区面积 30.67 平方

公里。

卷烟与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

新材料产业

红塔工业

园区

57.59

平方公里

一园八片区。北城、九龙、观

音山、大营街、高新、红塔、

高仓、洛河片区组成。

新能源电池、先进装备制造业、

现代物流产业、钢铁制品深加工

业、生物医药及食品产业、新型

烟草产业

澄江工业

园区

15.75

平方公里

一园三片。东溪哨、蛟龙潭、

提古片区组成。

磷化工业和建材业食品加工、商

贸物流

① 《玉溪：做强园区经济插上腾飞之翼》，《云南日报》，2023-05-26
②
李苏榕：《蹚出园区经济腾飞之路》，《云南日报》，2024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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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工业

园区

1614.337

2

公顷

一园三片区。绿色钢城片区、

桂山片区、戛洒片区。

冶金新材料为主导产业，以装备

制造、生物资源加工和轻工制造

为辅助产业

峨山工业

园区

1654.02

公顷

一园两片。双小片 592.56 公

顷，化念片区 1061.46 公顷。

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含铸造用生

铁冶炼）、生物资源及食品加工

产业，冶金新材料产业、现代物

流产业。

通海工业

园区

19.2222

平方公里

一园三片区。里山片区 17.11

平方公里、杨广片区 1.3032 平

方公里、曲陀关片区 0.081 平

方公里。

五金机电、彩印包装、食品加工

及仓储物流业

元江工业

园区

3.71

平方公里

一园三片区。干坝片区、江东

片区、安定片区。

现代矿冶、装备制造和生物资源

加工、装备制造业

华宁工业

园区

11.07

平方公里

一园三片区。新庄片区、冲麦

片区、盘溪片区。

先进装备制造和陶瓷建材产业、

先进装备制造和生物加工业，生

产黄磷及其下游深加工产业

易门产业

园区

29.20

平方公里

一园四片区。大椿树、麦子田、

梅曾、六街。

有色金属产业、绿色建材产业、

生物资源及绿色食品加工产业、

装备制造产业

资料来源：云南省工业园区协会（https://www.ynyq.org.cn/）

园区经济空间布局明显优化且分区精准。园区经济发展动力在于产业集聚和

企业集群化。产业集群能够集中园区资源要素，高效使用园区基础设施，分享园

区公共资源。园区产业的科学布局使得资源与产业得到合理安排，加快提升园区

经济价值。一是玉溪全市园区经济更加均衡，其主导产业选择更符合其定位、目

标和发展方向，形成了完善的产业布局体系。玉溪市内各园区充分结合发展环境、

交通运输以及现有资源禀赋，科学合理地确定园区主导产业、优势产业、方向产

业和目标产业，并进行科学分布和合理安排，使得园区片区间的产业辐射动力增

强，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经济空间上得到充分优化，推动了园区经济健康发展。

二是园区经济产业联动性明显增强，辐射带动相关产业共同发展能力提升，区域

经济发展均衡化程度加速，使得基础产业逐步向优势产业转变，产业竞争能力明

显增强，成为县（区、市）核心与支柱产业，带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新区

的新兴烟草加工业、峨山园区的绿色钢材业、通海园区的五金产业以及易门陶瓷

业等，通过产业集聚和集群发展都成为市县区经济发展主力，辐射和带动了相关

产业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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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经济发展环境有效改善且引领突出。玉溪市重视园区经济，认识到园区

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重要增长力量。政府及行业主管单位、园区管委会以及社会

相关单位齐心协力，建设园区基础设施配套，解决企业发展基础条件以及人才物

生产生活条件现实问题，改善企业入园条件，创造良好的园区发展环境，提升园

区经济发展吸引力，提高园区经济发展质量。一是创新园区管理模式，成立由党

政主要负责同志任“双组长”的开发区工作领导小组，建立领导包挂开发区机制

和工作联席会议等制度，积极推行“管委会+事业单位+企业”扁平化管理模式，

成立运营公司，理顺开发区与当地行政区权责关系，推动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剥离，

强化开发区发展实体经济的功能定位。澄江利用区位链主优势以商招商吸引市外

企业入园，元江出台实施意见和方案明确超收分成，华宁县实行“1+3”管理模

式各负其责等，促使园区项目洽谈签约、落地建设、投产达产、升规入统等做到

全过程跟踪和服务，激活了项目动力，夯实了产业根基，促进园区经济健康发展。

二是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园区企业发展条件，持续提升服务企业的能力与水平。

高新区完善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项目工作机制，开展“一对一”帮扶，及时解

决企业在建设和生产经营中遇到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早开工、早投产。同时，

进一步优化企业审批服务，及时全部办结相关环节，按照要求受理投诉，搭建和

打造专业、系统、规范的创新创业示范平台，为企业服务，帮助企业获得各种补

助和资格认证，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园区经济增长。

4、外经产业质量提高且发展水平提升

玉溪市虽没毗邻口岸，但外经与外贸产业发展较早，早在 1992 年成立玉溪对

外经济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玉溪对外经济贸易集团）就分别在版纳、瑞丽、

河口等成立相应分公司，使得全市外经外贸产业得到开创性发展。近年随着中老

铁路开通运营和玉溪海关设立，中国西南•玉溪国际物流陆港建成，东盟国家驻

外商务代表处开设，常态化国际大宗货物跨境运输以及大批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企

业建立，大大促进了全市口岸经济发展，外经外贸产业发展质量得到较大提高。

外向型经济发展服务引导更加精准。玉溪位居滇中，天然无口岸依赖，其口

岸经济发展不是绝对优势，但可以利用优势条件和丰富资源，凭借已有条件来发

展外向型经济。一是精准树立方向，加速促进外贸产业发展。玉溪市委政府先后

颁布并实施《“十四五”外向型经济发展规划》和《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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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等行之有效的政策，引导具有优势的农业、工业、建筑业、数字经济

等走出去，并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利用中老铁路运营契机发展沿线经济，将沿

线国家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等优势发挥以扩大双边经贸往来，带动相关产业发

展。目前，玉溪市 41 户企业对外投资备案 44 个项目，投资总额 2.43 亿美元，

项目涵盖了 11 个国家和地区。二是激发外贸产业发展新动能。充分利用中老铁

路助推玉溪市外贸产业结构调整，加速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让物流带动贸易发展。

随着中老铁路通车运营，玉溪吸引了大量物流企业入驻，集仓储、冷链、跨境、

保税、商贸和多式联运等一体化的新兴产业正在蓬勃兴起，加速了外向型经济新

业态发展，转变了玉溪口岸经济发展短板。三是发挥商务、海关、税务等部门的

联合协同作用，深入县（区、市）及企业宣传投资惠企政策，帮助企业用好与用

足政策，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问题，促进外经贸产业的稳增长。2024 年上

半年，铁路运输贸易总额占比增至 44.4%，对东盟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 28.3%，

生物医药、装备制造、贵金属加工利用、新型烟草等产业的出口迅速增加，跨境

电商企业已达 12 家，产品竞争力和品牌效应日益凸显。①

外向型经济借势发展方式多元可行。玉溪是昆曼公路大通道上的重要节点城

市，是中老铁路枢纽之地，并将是玉蒙铁路改造、中老泰铁路联络线（楚雄至玉

溪）建成后的交汇点，国际陆港口作用更加突出，与河口、磨憨以及瑞丽口岸的

联系更加紧密，发展口岸经济的外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一是充分发挥中老铁路

沿线 5个站点的引力与辐射作用，完善配套设施，提升客货运力，使沿线节点县

（区）经济发展更加突出。通道经济以及由通道经济衍生的相关产业迅速发展，

推动了文旅资源、高原特色农业以及传统优势产业发展，跨境物流、跨境商贸以

及相关高端服务正崛起，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中老国际铁路以及

新通道经济已成为必然。二是实现外向经济发展升级转型。县区要产业利用通道

和物流向外扩展作用，建立具有县域特色的高原农产品加工出口基地，让一批新

兴电子加工产品以及铸造产品进入东盟国家市场，同时让东南热带水果等产品进

入玉溪市场，扩大商品流通规模，提升经济发展效应。利用中老铁路物流优势和

便捷条件，加大推进蔬菜班列和川渝班列，带动商务旅游产业发展，推到玉溪市

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① 李向文、李文雯：《新质生产力激发外贸新动能，中老铁路助推玉溪外贸结构加速转变》，《玉溪日报

》，2024-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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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大经济发展存在问题

1、资源经济发展方式与路径转化不力

资源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物质基础，也是玉溪市经济发展重要基础保障。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资源经济价值需要依赖更高的技术保障、技术手段和技

术效应，才能把富集的资源转变为推动经济发展条件。

资源经济发展方式依然还传统单一。玉溪市位于西南边疆，虽然自然资源、

社会资源以及经济资源丰富，但资源有效转化成经济发展方式单一。一是县（区、

市）域各种资源禀赋优势没有真正挖掘出来，资源价值较低。蔬菜不加工出口原

料，初加工产品以及原材料出口居高等，使得现有经济资源没有得到较大利用，

资源优势没有成为特色经济发展根本，一些县（区、市）还满足资源导向性产业

布局发展，如野生菌产品初加工出口等。二是技术滞后产业和产品附加经济值不

高，资源内在的医疗价值、观赏价值、人文价值以及负载在产品上额外收益没有

得到充分体现。产业发展方式传统，生产模式单一，制约了资源经济发展效能，

资源禀赋没有完全转变成应用经济价值。三是资源生产技术加工品和市场结合度

依然不高，导致资源经济技术应用率还相对较低，资源向市场的有效转化和价值

提升困难，资源型产业升级与发展缓慢，县（区、市）产品的经济价值难转化。

目前，玉溪市文旅资源、生态资源以及医药生物资源的生产加工技术落后，技术

市场转化不充分，资源经济效益明显降低。

资源经济发展路径还达不到最优化。从传统理论上看，一般资源要素丰富的

地区都会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优势，很大程度上能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也存在

基于贸易条件恶化、制度恶化和挤出效应作用下“荷兰病”效应，致使资源经并

非完全能够做到促进其经济发展作用，形成“资源诅咒”效应产生。①也就是资

源经济发展路径需要一系列重要的外在条件，更需要在资源经济发展路径上达到

最优化，才能达成资源经济目的。一是经济社会资源支持有限，经济方式传统，

一些资源低效利用、无序开采以及牺牲生态环保问题无法得到禁止，致使资源经

济发展路径方式达不到最优，严重影响资源经济效益发挥。玉溪市资源丰裕度向

经济发展转化路径上，人力资本、教育资源以及制度资源支持力度明显不够，新

兴科技发展支持和依赖作用效果不佳，资本投入产出比下降，社会资源贡献度明

① 张静：《自然禀赋与经济增长—一个基于“资源诅咒”命题的文献综述》，《科技经济市场》，2011 年第

2 期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ad5XPF-Jk6AG_9l5h2IprR6FwYgmrCRqxFqPP2XM8GVkysCzWwdMiEp0KFeyWM1QmcfH3euQkvTAic3xM6bVVe6bOa0rpOY6ai_u9AMCnCkfAvxIy55mY4iwxC6ecyTC3jGxbhnN3GR8Nr2Knt_4RBV3G8c-VWn3n0D53RUVMKLALUltsUQKa9jYBHt9riJ9&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navi/journals/KJJC/detail?uniplatform=NZKPT


— 18 —

显不高，产品与市场结合不充分等，致使资源经济效果与作用缓慢，严重影响经

济发展。二是资源利用以及合理开发之间存在矛盾，生态资源保护与利用做不到

科学统筹，生物资源萃取和加工能力达不大最大，文旅资源集聚发展效益低下，

以及工农服融合、农文旅融合，资源市场联结等都存在路径不优和结构不佳等，

资源经济效益提升方式无法转变，致使资源经济发展方式单一，资源转化经济动

能的作用明显不足。

2、园区经济集聚效应与聚合力度不够

经过多年的整合、规划以及调整，玉溪市 8大园区在发展定位、产业集聚以

及园区服务管理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一批优势主导产业正逐步形成，园区经济

的作用地位增强，集群发展和增长极效应初步显现，对地方经济发展作用明显提

升。

园区产业集群发展能力不足。园区发展的根本在于产业与企业，其可充分利

用园区资源集聚、产业融合以及园区要素集中以实现集群发展，从而更加有效地

促进核心支柱产业建立。玉溪 8大园区经过整合和重新规划定位后，已经基本形

成了分工相对合理、产业错位和接近资源的空间布局的特点，取得较好发展效果，

但园区依然存在产业集群发展滞后问题。一是园区产业空间布局体系不够完善，

产业之间相互联系不够，资源转化能力不足，核心主导产业没有真正成为推动经

济发展主体。园区虽然有清晰的产业布局和发展方向规划，但基于招商引资需要

以及财政压力影响，致使产业企业只要愿意都能入园，错误产业园区空间布局和

企业发展，做不到科学集聚和有效集群。二是产业经济空间布局不能到有效整合，

难于完成链式发展，优势资源不集中，优势企业不关联，上下游企业之间缺乏有

机联系，隔断了园区作用，形成独立发展空间和极点，致使资源争夺、市场狭下

和技术流动阻碍等，大大降低园区经济应用作用。三是园区经济聚集效应相对较

低，无法充分融合园区产业与企业，一些具有相对优势的企业难于进一步扩大。

在企业规模受限以及资本实力不足前提下，集聚一批相关产业有困难，聚集效应

发挥作用明显不够，加重了园区经济发展困难。

园区管理服务能力不相适宜。园区管理实则是经济体制与管理机制等集合。

园区不同应采用不同的管理模式，才能充分调动园区体制创新，发挥园区经济产

效应。一是以政府主导型的园区管委会模式难于充分适宜。行政管理方式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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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需要之间存在矛盾，资源配置方式与市场化之间存在区别。从目前看，玉溪

市 8个园区基本采用的是行政管理委员会模式，管理方式依然是行政管理服务为

主，以解决企业用地、税收减免、技术协调以及职工保障等问题为主，没有真正

深入企业，也不可能深入了解企业市场需求、经营战略和产品生产等，致使产业

经营管理和链式发展需要相互脱节，与园区管理不相适宜。二是园区经济管理存

在机制阻碍，行政性资源配置与市场存在矛盾，造成产业资源相互依附力下降，

资源产业之间矛盾加剧，严重影响了企业发展。玉溪市园区主要采用市县两级管

理模式，入园企业和产业主要通过土地资源置换后迁入，或采用招商引资和落地

入户方式进入，部分企业存在为完成招商任务而来情况，无法完全按照经济市场

化原则进行配置，无形之中加大园区产业集聚难度，园区资源市场化配置效率低

下，导致资源流动效益降低。

3、口岸经济辐射影响与作用发挥不强

正因玉溪市与边境口岸不毗邻，利用口岸经济辐射与影响作用会相对有限，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口岸经济发展效果与机制不能把产业与企业前置。因此，充分

挖掘自身优势条件，利用中老铁路、跨境电商贸易、进出口贸易以及代理等方式

共同推动口岸经济发展。

通道经济的联通节点效应有待强化。伴随着中老铁路运营以及玉蒙铁路联运，

在昆曼公路大通道节点上，玉溪联通周围县区市的公路网络基本形成，也配套建

设了相关节点、站点以及国际陆港等，通道经济网络骨架整体上形成，作用效应

发挥明显提高，通道经济发展优势显现。一是通道经济整体效应相对低下，中老

铁路设计运力还没有充分展现，除玉溪南站货运陆港基本建成外，沿线峨山、元

江、化念、玉溪站客货运力不充足，国际班列的货运源头较少，以及沿线县（区、

市）自身经济发展不高外，货源现实做不到充分满足铁路运输需要。周边县区对

铁路运力需求也严重不足，制约了通道经济的联通节点效应。二是以玉溪为中心

的通道经济还没有充分展示出应用功能与作用。整体看，玉溪市面积小、人口规

模小，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企业发展实力不强，中心城区经济带动效应相对有限，

难于为国际贸易和跨境贸易提供充足的商品，影响了通道枢纽经济价值。三是公

路铁路联动效应不高，真正的经济节点还没有形成，使得口岸经济效益没有充分

发挥。国际商品出口加工区、国际保税区、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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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机制还没有得到建设，口岸与保税加工区之间联系被隔断，影响了外经外贸产

业的持续发展。

外向型经济一体发展质量急需提高。玉溪市对外开放的质量还不高，外向型

经济占比相对偏低，对外投资总规模还不大，外资外商投资企业较少，全市外向

经济发展不均衡，对口岸需要还明显不够。口岸作为对外高质量开放窗口，更是

商品服务贸易进出口重要通道。一是玉溪外贸产业规模整体偏小，出口型企业竞

争实力有限，大中冷链物流企业较少，商品进出口结构不合理问题等依然存在，

致使外向型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单一的农产品出口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外向型经济

发展瓶颈，使得口岸经济发展任重道远，急需从根本上得到优化提升。二是外向

型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受到制约，国际商务运行状态明显不高，商品贸易总量规

模不大和进出口国别结构限制等，从很大程度上制约玉溪外向型经济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错失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遇与条件，无形之间加大了口岸经济发展的

难度。

三、“三大经济”运行机制及作用

（一）资源经济运行机制与作用

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资源经济的概念是在 2008 年公布的，属

于资源科学技术名词，指的是从事各类自然资源的勘查、开发、加工、利用、流

通以及再利用为主导产业的经济体系。从目前看，资源经济对云南省高质量发展

有着重要影响，因为云南具有较高的资源丰裕度，科学合理的进行资源开发、利

用、保护和管理，壮大和提升资源的经济价值，促进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经济

资源价值的整体提高，才能更好地推动县（市、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资源经济运行机制

资源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区域经济发展独特支撑优势，可以

形成资源禀赋和天然产业优势。云南资源经济的提出是完全基于自身条件和基础

而决定的，因为云南省具有先天生物多样性、动植物资源富集、经济资源相对充

分，水电能、矿产品以及生医化等资源优势突出，造就了云南省发展资源经济的

坚实基础。资源是产业基础，产业是经济单元，企业是市场主体，只有通过资源

产业企业等形态转换，才可能实现经济价值的倍增。当然，资源型产业的兴起需

要资源的支持，云南区域发展需要一批具有相对优势高原特色农业、金属冶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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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和生物医药产业壮大。因此，要重视资源禀赋的先天优势，深挖资源经济的价

值，壮大全省资源优势产业，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资源相对稀缺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毕竟依赖资源的产业会因为

整个价值链上的变化而变化，随着资源过度开采、资源低效利用以及资源不开再

生或者资源枯竭而失去发展时机，致使资源价值被损失，失去了经济发展动能。

2、资源经济作用

资源经济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资源

稀缺性和有用性使得资源管理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方面资源是经济增长的物

质基础，因为丰裕的自然资源是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原始积累的基础，特别

是最初的初级产品以及出口资源更多依赖自然资源而形成，从而产生相对比较优

势。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产品加工和商品出口虽然对资源的依赖性有所降低，但

某些资源短缺性和需求性依然决定了资源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资源分布结构

也会影响产业企业布局，致使产业难于完全摆脱资源空间，这点对云南资源经济

发展影响更加突出，虽然可能因技术集聚、资本诱导、人才集中等因素在空间上

进行改变，但资源分布体与利用情况以及资源禀赋优势对空间布局依然存在。

同时，资源对经济增长需要重视以下问题。一是资源诅咒。资源诅咒

(Resource Curse)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蒂（Auty）在 1993 年提出，即丰裕的

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最典型表

现就是“荷兰病”。我国众多经济学者进行了持续时间久远实证研究，无论从内

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研究来看，一部分认为“资源诅咒”效应长期存在于区域经

济增长之中，是不同地区发展存在差距的关键要素。①特别是在云南省内，颜泽

慧（2010）、白琳（2011）、郑猛 （2013）、朱映然（2015）、裴瑞 （2020）

等人的实证研究都认为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以效应，因此资源经济发展一定通

过合理机制避免诅咒效应扩大而影响高质量发展。二是资源-经济协调。无论是

“资源祝福”还是“资源诅咒”，资源经济的核心在于资源与经济之间充分协调

性，即资源能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重在于科学利用、合理开发以及可持

续发展等。资源经济发展需要内外因素共同作用，如政府政策规制与支持、现代

技术运用与创新，人力资本结合与使用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对于落后地区则更需

① 朱映然、朱克西、李玫：《试论“资源诅咒”警示下的云南经济增长》，《当代经济》，2015 年第 1期

https://www.baidu.com/s?wd=%E5%8F%AF%E6%8C%81%E7%BB%AD%E5%8F%91%E5%B1%95&usm=2&fenlei=256&rsv_idx=1&ie=utf-8&rsv_pq=e5d9776e01a80a66&oq=%E8%B5%84%E6%BA%90%E7%BB%8F%E6%B5%8E&rsv_t=332cgjdmmtQzum7AaPst7hhBYldcCCbAafnoAJ7vmZXB+h0U1vndbXF6qnA&sa=re_dqa_generate
https://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A=%e9%83%91%e7%8c%9b&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https://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A=%e8%a3%b4%e7%91%9e&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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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科学合理利用其优势资源，转变资源应用方式，提高资源经济的价值。

（三）园区经济运行机制与作用

园区经济作为特殊的区域经济系统,其运行机制是否健全,直接关系到园区

经济运行效益和可持续发展。①工业产业园区作为特殊的地理区域，是集研究、

开发、生产、交换于一体的新型组织，具有聚合、创新、孵化、示范、扩散等功

能，其运行效益与效率取决于园区内部运行机制。②这些机制相互区别又相互联

系,共同作用与系统中的各要素，以推动系统协调有序与稳定运转，最终实现园

区经济发展目标。

1、园区经济运行机制

园区是产业有效聚集地，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产业规划与产业布局，才能实

现产业经济发展。园区要以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为基础，实施科学的产业空间布局

优化，在人才物管等相互机制影响下促进其产业聚集、创新与培育，加速企业集

群化发展，推动园区经济整体提质。园区是特殊的地理区域，集聚具有区域资源

优势或者竞争力优势的产业是发展的根本所在。一是要通过科学园区规划布局，

通过选择交通便捷、资源富集、发展空间无限的区域进行园区建设，为企业发展

提供集群发展的便利和优势。同时，建设水电路气等园区相关基础设施，以方便

企业入驻和企业发展。二是创新园区要素资源配置，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金、

土地、信息、市场、管理等要素的作用，利用要素配置机制来加快是园区经济健

康运行，实现园区经济系统与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过程，让园区资源得

到更优化配置，特别在括资金筹集、风险投资和人才激励机制等方面要进行有效

的创新，以更适应玉溪市园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三是充分利用园区企业创新机制，

筑巢引凤和招商引资，充分激发园内企业、公司和产业发展活力，改变单一生产

经营模式，实行滚动与链式发展，带动相关上下游企业和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增

强园区产业的竞争力。

2、园区经济作用

园区经济发挥应是园区内部企业产业的聚集后形成辐射带动作用，是通过扩

散极化效应来体现的。③一方面，经济产业园区根本上具有集聚企业的功能，在

① 杨蕊：《园区经济运行机制》，《经济视野》，2014 年第 7期
② 向世聪：《园区经济运行机制》，《系统工程》， 2006 年第 2期
③ 胡珑瑛、王建华：《高技术园区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和带动评价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1

年第 1期

https://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A=%e6%9d%a8%e8%95%8a&from=Qikan_Search_Index
https://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663961837&from=Qikan_Search_Index
https://qikan.cqvip.com/Qikan/Journal/Summary?kind=1&gch=71588X&from=Qikan_Search_Index
https://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A=%e5%90%91%e4%b8%96%e8%81%aa&from=Qikan_Search_Index
https://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21553103&from=Qikan_Search_Index
https://qikan.cqvip.com/Qikan/Journal/Summary?kind=1&gch=93285X&from=Qikan_Search_Index
https://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A=%e8%83%a1%e7%8f%91%e7%91%9b
https://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A=%e7%8e%8b%e5%bb%ba%e5%8d%8e
https://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4948493
https://qikan.cqvip.com/Qikan/Journal/Summary?kind=1&gch=9062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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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企业带动与影响作用之下，一系列产业形成了具有较高互补产业链条，

推动着相关产业扩散和辐射，成为地方经济发展中核心和支柱。因此，科学规划

园区产业体系，合理设计园区空间结构布局，结合自身优势设立，其作用就十分

重要。另一方面，园区经济发展应是集群发展的结果，更是产业创新发展的体现，

也即园区应改变单纯为集聚而集聚、为发展而发展固有传统模式，保证在园区走

在发展前面，紧密联系社会与市场需要，促进现代技术创新，以实现新兴产业发

展。再次，园区经济具有较高产业协同度，要提高产业关联度，让园区内部资源

流动更顺畅、要素供给更稳定、市场发展更活跃并加大传统资源密集型产业调整，

整合园区经济要素资源，实现产业园区整体可持续发展。

园区经济重点在于通过产业集聚实现集群发展，而园区产业实现集聚则需要

构建有效的运行机制和有效的管理体制，才能充分发挥园区经济作用。一是园区

与产业集群的集约化作用机理不同，表现在形成机制和产业关联上。园区基本由

政府主导设立，而产业集群则强调相关联的不同企业在集群中的专业分工和合作

关系，园区内集群企业必定存在较强关联性。二是需要处理好产业集聚与创新园

区管理的关系，以市场化手段来推动让园区开发建设。三是发挥区域产业比较优

势，因地制宜形成园区特色和优势，让资源、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相对

集中,培育各具特色产业集群，增强地方经济整体竞争力。四是注重科技创新，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高园区经济的科技含量。政府要加大科技教育投入，引导

企业加大研究与开发投入，建立科技与经济创新机制，发挥经济园区资源集聚优

势，提高园区经济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层次和产业素质。

（四）口岸经济运行机制与作用

口岸经济是一个国家和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大力发展口岸经济，

促进口岸由“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是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导力

量，是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必然要求。云南省居于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

射中心的核心区域，要充分利用现有各级各类口岸，形成岸镇城联动发展模式，

构建以口岸为前置的外向型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口岸经济运行机制

口岸经济的发展需要依赖通道、口岸园区以及外贸产业的共同配合，以形成

岸-镇-城有机联系，联动相关外经外贸产业共同发展，构建起来口岸产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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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一是要具有健全完善的口岸基础设施。近年来云南不断加

大对外开放口岸的智慧化建设，建设配套基础设施，推进口岸数字化转型，以健

全完善口岸功能来提升口岸通关能力，为壮大口岸经济提供硬件支撑。二是要实

施口岸与园区融合发展，以产业园区成为主引擎和区域增长极，聚集科创资源，

吸纳企业落地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形成链式产业以促进口岸经

济发展。三是创新口岸经济发展新方式，推动口岸+通道+城镇+产业+物流协同联

动①，重点发展通关、国际金融、数字经济等领域产业，培育跨境经济产业链，

与境外产业形成链合作范式推动产业链合作和物流网络布局合作，以口岸跨境经

济合作串接口岸通道，利用境内外物流枢纽形成经济走廊合作新范式。

2、口岸经济作用

沿边口岸是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对外交往和国际贸易的窗口，更

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重要阵地。口岸经济作用可以从区位优势、新地理学和开放

理论等方面进行探索，以构建口岸为基本载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口

岸是基于边境地理区位而存在的，既有利用双边贸易便捷优势带动通道出口功能，

口岸经济的基本作用就是利用双向贸易集聚地机制连接两端双边与多边商品、服

务以及技术等相关贸易发展，实现贸易平衡和产业外向竞争力增强。利用口岸可

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增加外汇收入、壮大外经企业以及扩大国外市场等都具有正

向效应作用。另一方面，借助口岸便捷和报关通关优势，口岸商品加工区、保税

区以及边境合作区纷纷兴起，集聚吸纳进出口商品优势，使得口岸经济发展更具

有优势特色，一大批具有跨境特征的新兴产业与业态得到较快发展，催动了口岸

经济发展。再次，口岸具有缩短要素流动距离、打造跨境生产链、集群双向产业

的重要作用。口岸经济发展能够有效缩短要素流动运输距离，避免要素在长距离

流动过程出现不必要的损失，降低要素流动成本。口岸能吸引境内境外多类型企

业入驻，为构建跨境产业链、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便利。

发挥口岸经济作用，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需要尽可能避开口岸经济

发展中的许多不利因素，实现双向经济发展和高质量对外开放。一是口岸所在国

政治和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正常开放和边境经济发展。云南陆地口岸主要毗邻

越南、老挝、缅甸三国，除老挝政治稳定并与我国签订共建命运共同体行动方案

① 云南省委、省政府：《云南省口岸建设发展三年行动（2023—2025 年）》，《云南省政府公报》，2023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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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越南政策多变、缅甸国内政局不稳等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口岸经济发展。二是

现有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不力，报关手续复杂，通过便利化条件不高，商品贸易规

则不畅，金融结算方式单一等依然固存，影响双方部门间管理和协调配合，制约

了口岸经济健康发展。三是口岸城镇与沿边城市的建设还相对滞后。基于边境区

位现状存，口岸地点偏远，场站容纳规模偏较小等，边境城镇与口岸、内地城市

与边境城镇之间的资源流动不畅，辐射影响功能不强，双边商品服务贸易等流动

机制不强，某种程度上影响口岸经济发展。

四、玉溪“三大经济”运行与分析

（一）玉溪市资源经济运行分析

玉溪市资源丰富，近年来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提速发展绿色钢铁产业，依托

自然资源发展高原特色农业，依托独特民族风情和山水景观资源发展文旅产业，

同时积极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构建起了以优势资源为载体的产业体系并逐步延伸

与延展，促进全市资源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资源经济发展基础及条件

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向树立。玉溪市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的决策部署，锚定

“3815”战略发展目标，认真落实系列三年行动方案，把资源经济作为地方经济

发展主要方向，认真梳理了全市的矿产、新能源、农业、文旅、生物、生态等优

质资源存量，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把资源型产业进行升级发展，构建以资源技

术型产业路径，推动资源与技术结合，增强产品与市场的结合，确保资源产业不

断提质和做大做强。紧抓矿产资源发展新兴绿色工业，鼓励仙福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完成产能置换技术升级改造项目，实现了向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生

产，成为钢铁重要支柱企业。同时，推动大红山矿业有限公司、玉昆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进行链式发展和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矿产资源性的支持作用。

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定。玉溪资源经济的目标在于可持续性发展，只

有合理开发，科学使用和持续发展，才能让全市资源经济高效发展。而对于特有

的“三湖”生态资源、绿色生物农业资源以及优美人文资源，玉溪市就要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坚定执行生态保护与生态红线政策，进

行生态修复与保护，实现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在新能源和新材料资源经济方面，

坚决做到锂、镍、磷资源开发利用与产业链项目的双驱动，同步实施资源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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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思路。在风能资源方面，坚持绿色电力新步伐，积极发展绿色电力能源，新能

源装机规模逐年渐增加，工业投资比重逐年上升。

资源经济的社会效益已经显现。以矿产资源为代表的新能源电池产业企业引

进并落户玉溪共 10 户，其中 8户企业为行业龙头企业，签约项目 16 个，计划总

投资 746 亿元。以黄磷为资源开发产品的品质已走在同行业前列，磷系高分子

新材料产品填补了云南省内空白。以风电水能为代表的新能源并网 223 万千瓦，

可新增产值近 10 亿元，可新增税收 1.2 亿元，可新增发电量 28.99 亿度。①以

得天独厚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红色资源为主的新产品、新业态实现了资源增值，

推动了假日旅游经济发展，一大批融合创新产品为游客带来更多元的旅游选择体

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农文旅、工业旅游以及社会研学等资源经

济融合利用方式出现，提高了新兴资源经济效益，形成了资源经济发展新模式。

资源经济禀赋优势正充分发挥。玉溪市资源丰裕，各种自然资源、社会资源

和经济资源都具有独特优势，一些自然资源和风光资源甚至独有，民族文化资源

浓郁，环境资源友好，热区资源丰富，成为推动资源禀赋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的

基础，带动产业升级转型和融合发展。充分利用好现有的优势及禀赋资源，科学

合理应用现代生产技术，紧密联系已有产业与企业，通过资源+技术+市场的有机

复合，构建起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性产业和企业，并给予必要的人力、财力

支持，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全市的支柱与核心企业，集聚带动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

成为全市特色型新兴产业。

2、资源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新兴技术在资源经济运用不充分。目前，玉溪市资源经济发展整体还不十分

令人满意，资源型企业和产业虽然重视资源与技术结合，以期实现产品更新、产

业升级以及产品转型，但由于企业规模小、技术人才短缺、科技研发不够以及生

产转型能力不足等问题存在，现代科技转化与新兴技术使用明显不充分，与区位

优势资源的结合还不紧密，造成资源过多消耗而产品竞争乏力，资源优势没有形

成产品优势。玉溪市高校科研研究实力相对有限，R&D 明显不高，特别是与有关

资源充分利用的新兴技术和科研成果没有被有效转化与吸收，论文没有真正与产

业、企业及市场需求结合，导致企业产品升级研发与技术供给不足，严重影响了

① 李晓兰：《玉溪资源经济“向绿图强”》 ，《玉溪日报》，2024 年 5 月 31 日 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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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经济中现代技术，特别是高原特色农业现代技术、新兴钢铁产业技术以及生

物生态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的整体滞后，制约了全市优势资源的产业化和商品化，

企业经济贡献率明显偏低。

传统产业对资源依赖性依然较强。从玉溪市产业结构体系来看，虽然以服务

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比明显上升，以种养殖也为主的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但工业

建筑业等第二产业依然占主体。基于经济发展现实和经济地理区位因素影响，工

业农业等资源性产业占比相对较大，有色金属、烟草加工、钢铁冶炼等深受资源

丰富度、资源储存量以及资源产地等影响较大，企业布局还没有真正突破资源空

间影响，资源型传统产业占比大，资源依赖性依然较强。玉溪资源型产业主体地

位固存，企业进行原材料加工与原材料开发利用深度不够，以农业资源为主的加

工业市场地位不稳固，以金属材料为主的铸造业难于精深发展，以文旅资源为主

的服务业停留在观光形态，资源性产品依然是基本形态，没有完全摆脱资源的依

赖，造成产业发展附加值相对较低，产业业态受限，产品增加价值较低。

资源经济与市场需要配置有错位。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区域经济发

展的根本，但资源过度开发滥用以及无序使用低效等会制约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近年来，随着资源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玉溪市重视资源保护利用和可持

续发展，生物资源利用率提高，生态资源保护加大，文旅资源科学利用开发，金

属矿产资源利用水平提高，但资源产品与资源产业的生产方式还停留在固有模式

上，资源经济发展方式与市场需要紧密结合不高，产品市场需求升级与转向变化

不完全一致，许多企业经营效益下滑，市场空间萎缩和竞争力下降，都会导致资

源经济发展无法壮大。另外，玉溪企业经营资本实力规模有限，整体把握市场变

化的能力相对较弱，抵御市场变化与市场风险的能力不高，没有参与全局竞争的

实力，大批中小型企业只能按规模进入市场，无形中造成资源经济与市场需求的

错位，严重影响了资源经济发展壮大。

3、资源经济发展的供给机制

积极创新保障供给，稳定资源经济制度。玉溪市资源经济的壮大与发展，其

根本在于要通过建设资源供给稳定制度，以创新的方式来提高资源的发展力和保

障力。提高矿产资源供给保障，需要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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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①资源经济的核心与根本在于资源供给有效，即资源经济一定要充分

依赖自然资源、技术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生产经营各种资源，因此资源经济发展

应通过政府和市场两个主体进行。一是政府要通过必要的创新方式来高效配置技

术、财力、人力、规划和调控等资源，改变以往靠计划、靠行政的刚性配置，尽

可能利用灵活方式和有效手段来稳定资源经济基础，及时向资源经济提供新保障。

二是市场要通过灵活的创新机制来科学引导产品、劳动、资金以及相关要素进行

供给，增强市场在资源经济发展中的活力，稳定资源经济发展基础。玉溪市资源

经济发展实则是壮大资源供给，而壮大资源经济发展一定要结合现有的资源供给

模式与方式，探索多样化的、市场化的资源供给新方式，建立新的稳定资源经济

制度，特别在资源保障制度上更应加大创新力度，以稳定全市资源经济发展步伐。

加速确立优势资源，构建资源经济基础。构建起以优势、特色和持续资源为

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资源经济核心，也是资源供给机制的关键。玉溪市壮大发展

应以优势资源、特色资源为主，也即资源经济发展应走特色化之路，确保成为资

源经济核心基础。一是要科学合理确定全市优势资源体系，构建起优势资源为主

的特色经济发展模式，并成为主导和支柱产业。目前来看，玉溪要通过对资源产

业竞争性和优势性分析，构建资源产业评估系统，以科学方法来确定现有的资源

优势，确保生物生态资源、医药健康资源、物流区位资源、高原特色农业资源等

成为优势资源，以此构建起具有竞争力的资源型产业体系，在各种社会资源、人

力资本、技术资源等支持下发展壮大。二是要实施资源型产业发展规划，以科学

方法进行资源的开采、利用、加工、发展以及勘探等。紧紧跟随现代科技发展和

市场需求的变化，延展资源型产业的生命周期，投资新能源、新材料、新服务以

及新科技资源型产业，实现资源供给的坚实与优势资源的富集，加速资源经济发

展。三是重视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培育，逐步向优势和特色转换升级。玉溪市技

术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人文资源目前还不具有绝对优势，应加大社会资源和经

济资源的培育力度，从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资源经济结构，为未来资源经济升级

与发展奠定基础。

融合相关经济资源，共促资源经济发展。资源经济并非单纯依靠自然资源禀

赋来发展经济，应是充分利用区域中的自然、社会、经济和人文等资源来共促发

① 张亚明、李刚、尹延东等：《矿产资源供给保障路径研究—基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视角》，《中国国

土资源经济》，2024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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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是重视相关经济资源的作用，通过多样化方式来充分调动技术、资本、劳

动力以及企业家才能等经济资源，促进自然资源与经济资源耦合，实现社会资源

与自然资源联合，达成人文资源与社会资源协调，才能把资源经济充分发展起来。

二是提高相关经济资源融合度，把相关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进行高度融合，建立

起有效发展机制，整合各种资源经济，形成资源经济发展合力。玉溪市资源经济

发展是所有资源协同发展的结果，如烟草加工业发展实则就是技术资源、原材料

资源、生产资源以及农业资源等的有机整合，带动相关配套产业共同发展。新能

源、新材料产业的兴起是在矿产资源、金属资源、新技术资源以及新资本资源共

同协作下发展壮大。因此，提高各种相关经济资源的深度融合，增强资源整理协

调，实现资源经济供给保障，才能有力促进资源经济发展。

（二）玉溪市园区经济运行分析

玉溪市现有 8个园区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其产业分布更加合理，企业集

聚度提高，规模效应明显增强，集群发展水平以及营商环节都得到明显改善，园

区正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正成为区域新兴产业的集聚地。园区经济发

展需要全市重视产业体系的优化，有效增强产业聚集能力，加速园区资源要素流

动，才能推动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1、园区经济发展基础及条件

园区产业布局相对完善。产业是园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更是园区经济的

基础，也是园区经济发展的主体。经过多年建设，玉溪市内的各个园区正加快产

业结构调整，促进园区各产业的合理化与高级化，园区的展方向更加明确与精准。

一是从全市整体角度来布局园区产业，尽可能形成有差别、有特色和有方向的产

业体系，增强现有园区内的产业特色，以提升园区的产业竞争力。玉溪市高新区

与红塔园区产业布局重点就有所不同，表现在高新区重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

艺及相关产业，而红塔园区重点布局基础产业等方面，差异化产业发展特点鲜明。

二是现有园区都能结合所在地的区位、资源优势来构建产业，并加大产业调整与

优化，以期实现特色产业布局。传统产业已经开始逐步向现代新兴产业转型与升

级发展，一批特色新兴产业逐渐成为支柱产业，有力地支持了园区经济发展。三

是园区产业正结合自身优势，利用玉溪市资源进行有效复合与迭代，原材料型产

业和加工制造业被逐步取代。园区产业布局正相对完善，主导产业辐射与带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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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增强，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正在形成，进一步促进全市园区经济提升。

园区功能定位基本准确。整体来看，玉溪市内各个园区在建立之初就能立足

县（区、市）经济发展现状，从五金加工、循环经济、陶瓷产业以及铸造加工定

位上进行了科学区分，逐步从单一形态向复合产业发展。园区发展定位的科学准

确有利于以提升园区经济发展质量。一是按需确定各个园区功能，科学定位园区

发展方向，规划园区产业分布，构建园区经济产业体系和总体布局。确保相关产

业设计更科学，园区内要素流动更快，园区经济发展加速。目前来看，无论是高

新区，还是其它县（区、市）园区都对现有《规划》进行修编，扩大园区规划面

积，科学划分产业空间，配套增加相关设施，更重要的是明确各个园区产业升级

转型定位，将能更好促进园区经济发展。二是园区都能够充分结合相应资源、产

业基础、生产技术等固有优势来定位，突现各园区经济发展特点，实现了园区发

展主方向。高新区利用位居市中心、依赖红塔集团等优势发展高新产业，红塔园

区利用交通枢纽和粮食储备优势发展现代物流产业，新平园区利用矿产和钢铁生

产发展绿色钢材产业，元江园区利用生物资源优势发展绿色加工业等，表明了园

区发展定位与功能符合实际，园区发展基础厚实，加快了园区经济发展。

园区资源要素有效流动。园区最大的优势在于企业汇聚和产业聚集，其有利

于充分使用经济资源与要素，更有利于推动内部资源在产业链上有效流动。从园

区发展的本质上看，园区内产业集聚的实质上是资源按照链上需要来进行布局，

以达成产业链上各环节的有效流动与价值最大化。一是园区资源要素富集程度提

高，资源分布更加合理均衡，实现产业价值倍增。充分利用现有物流渠道和物流

资源，构建起研和、元江、峨山、化念等的中老铁路资源流动方式，优化配置了

高新、红塔、新平、元江、峨山大化等 5园区内资源要素。以玉蒙铁路物流渠道

建成实现了通海、华宁园区资源流动。同时，玉溪市实施公铁联运模式，加速了

园区资源有效流动，大大促进园区内产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提升园区经济发展质

量。二是产品要素资源流动明显加快，生产与资源结合更充分，产品与市场结合

更加紧密，大大缩短了资源-产品-市场的流通渠道距离，带动园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玉溪市各园区利用资源富集、企业集聚、市场集中和信息便利的优势，应鼓

励企业向前向后延展产业链以降低生产成本，让园区资源与要素流动性更顺畅、

产品转化更及时，从而促进园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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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地理空间结构优化。一个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充满发展活力的园区并非是

企业的单纯堆积，更不是无科学和无规划的布点，而应是在园区发展定位基础之

上的科学规划，更是园区内地理空间上的充分利用与结构优化，才能搭建起资源

流动顺畅、企业相互支持、市场信息共享以及相关资源配合的经济模式，有利于

促进园区经济发展。一是园区基于土地、资源、企业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制约，往

往采用“一园多片区”的模式进行构建，总体能够做到地理空间结构优化。考察

玉溪市现有的 8个园区，都不是布局在一个独立的地理空间上，采用的是多片区

模式进行，确保在地理空间中能够做到资源集聚、产业集中和资源共享，但多片

区结果也会造成资源流动不畅和管理难度加大，更有甚者会出现企业重叠，产品

竞争力受到削弱。二是县（区、市）园区地理区位已从行政布局向经济空间布局

转化，接近资源市场方式趋多，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剩余资源得到更好

使用。按照经济地理空间布局园区的方式相对普及，多数园区新建与扩建更加重

视资源的流动性便利，交通物流信息交换健全，“三通一平”工程以及配套资源

完善成为园区发展基本条件，有利于促进园区经济发展。

2、园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园区主导和支柱产业竞争力不强。目前，玉溪 8个园区经多年建设与发展，

在云南省经济园区发展政策的支持下，基本形成相对完善、有差别的产业结构体

系，但园区经济作用还不十分明显和突出。一是园区主导产业竞争实力不强，核

心产业体系不完善，支柱产业不多以及未来产业还没有充分体现等。现有园区的

优质企业资本实力不雄厚，规模整体偏少，辐射带动相关企业共同发展与形成链

式整体发展效果不充分，园区竞争力不强。高新区内以高新技术为龙头的产业并

不多，澄江园区磷化工龙头企业不多，食品加工产业整体偏少，上市规模企业不

大，都整体影响了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园区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选择标准

不完整，致使各个园区主导支柱产业确定不统一，以资本规模、市场竞争力、产

品占有率或销售利税等核心指标不一致，都造成园区主导产业偏离，一旦偏离必

然会在对产业支持上不同，优势资源没有转化主导产业，导致园区经济发展方向

性偏差。三是客观因素下的主导产业布局不均衡，资源型企业和资本生产、技术

性企业和市场需要不紧密等问题突出，致使园区经济发展核心和主导方向随时在

变化，高新技术不高新，资源型企业较多，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企业在企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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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低效和技术落后成为常态，违背园区经济发展方向目标。

园区产业和企业集群发展还较低。经济学上的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产业中，

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

优势的现象。①当下，玉溪园区内企业产业层次相对较低，仍以传统产业和低附

加值生产活动业为主，无法从根本上辐射企业。一是现有园区内企业技术水平参

差不齐，专业化与高端化发展不足，不能影响和带动相关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

企业集中而并非产业集群。如研和片区的数控机床产业园中大多数企业单打独斗，

生产的都是中间产品，无法从根本上进行有效融合，更不可能做到产业集聚和企

集群发展。二是拼凑性产业堆积和低技术产业集合，完全无法通过资本、技术、

市场等企业行为来集群发展。玉溪市部分园区是通过把中心城区企业搬迁入驻，

或者通过中小企业归并来形成的，企业缺乏集聚发展动力和集群发展意愿，无法

实现资源要素间的有效流动，园区经济发展自然受到制约和影响。三是园区内中

小企业集群发展的现实约束较多，表现在融资供给规模不足和资金缺口较大、数

字技术驱动能力有限、数字化人才供给不多和集群发展路径不优等，造成园区产

业无法相融，企业也做不到互通有无，企业集聚并非产业集群。

园区管理和服务保障机制不完善。不同企业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不同规

模下，对服务需求呈现出持续变化和提升趋势。②园区是企业主要集聚地，更是

企业发展的保障。只有提供更好服务和管理，才有利于园区入驻企业更好发展，

带动和影响相关企业入园，真正做到留得住、住得稳和共发展。一是企业行政化

管理和经济化需要之间存在矛盾，管理服务保障能力与保障质量不高，企业需求

无法得到满足。玉溪市园区大多脱胎于行政管委会模式，主要提供的是行政管理

服务，虽能够更好满足入园企业初期需求，能解决行政审批、水电路配套以及税

收优惠服务等，但随着企业发展壮大，金融信贷融资、市场扩展、内部管理以及

人才资源等服务也就就不能提供，制约了企业发展需要。二是高质量服务保障相

对缺失，园区协商和产业相融服务保障明显不足，很大程度上影响园区经济发展。

管理服务是园区管理体制的核心所在。园区管委会不愿意向企业提供更多创新服

务，保障服务质量下滑，影响了园区经济发展。三是园区管理服务质量明显不高，

涉及事项和服务内容相对较少，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现代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

① 张尹馨：《国内产业集群合作研究综述》，《产业创新研究》， 2023 年第 14 期
② 张玮玮：《共享经济下产业园区配套服务发展模式与规划路径探究》，《居业》 2024 年第 5 期

https://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A=%e5%bc%a0%e5%b0%b9%e9%a6%a8&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https://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J=%e4%ba%a7%e4%b8%9a%e5%88%9b%e6%96%b0%e7%a0%94%e7%a9%b6&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https://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A=%e5%bc%a0%e7%8e%ae%e7%8e%ae
https://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7112292818
https://qikan.cqvip.com/Qikan/Journal/Summary?kind=1&gch=985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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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基本没有，物流运输方面也存在难于协调等问题，服务整体上与入园企业需要

不匹配，从而造成园区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

3、园区经济发展的保障机制

充分激发园区活力，释放园区动力作用。技术、人才、制度和市场等核心要

素是激发园区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园区活力要素的充分激发，才能更好地增加

园区动力，加速园区与产业之间的有机联系互动，增加入园企业的发展动能，实

现园区产业集群发展。一是重视园区外部要素组合与发展，充分利用科技创新与

制度创新，激发技术革新和制度改革，打通产业企业之间的科研人才资金协同发

展渠道，创新产业链运行模式，让园区产生新的活力以释放出巨大动力，实现园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实施技术人才的充分结合。人才是创新创业的主体，是

新旧动能转换的第一资源。①玉溪市园区要通过构建人才产业链，集聚一批与现

园区经济发展相适应、与产业企业相一致的高层次人才，并通过高层次人才发展

机制，推动人才、技术、资本等各要素向园区集聚，为园区经济发展服务。三是

加大园区经营管理制度、服务方式等体制机制改革，并做到优先推进和优先落实。

要充分释放园区内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潜能，提升园区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促

进产业向高级化发展，增加产品的高端化、绿色化和智能化，鼓励龙头企业加快

技术攻关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逐步成为园区核心优势企业，激发园区活力。

加速转化园区经济，提升园区经济质量。玉溪 8大园区是地方经济发展主要

力量，也是新兴产业发展根本。基于玉溪市经济发展现实情况，园区产业并非最

具有竞争力，一些企业小而不特、精而不强的现状，传统产业依然是园区主体。

因此要加速转换园区经济，改变经济结构和提升园区质量。一是坚持园区经济发

展战略，按照园区产业规划，逐步引入符合市县区情的产业和企业，改变为招商

引资而随意入驻的模式，真正做到产业相关联并提高竞争力，改变当下园区经济

活力低下问题。二是进行园区的产业调整与优化，加快企业培养与撤并，通过引

导和发展实现经济质量提升。园区现有传统产业要向新兴产业转型，鼓励企业通

过技术创新向市场需要转变，实施产业产品市场提升策略，加大现有园区传统产

业的淘汰兼并，实现园区经济质量提升。

科学规划园区产业，转变园区经营方略。玉溪市 8大园区还需从产业定位、

① 顾伟国：《加快动能转换 释放开发园区活力》，《群众》 2021 年第 9 期

https://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A=%e9%a1%be%e4%bc%9f%e5%9b%bd&from=Qikan_Search_Index
https://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7104786694&from=Qikan_Search_Index
https://qikan.cqvip.com/Qikan/Journal/Summary?kind=1&gch=81104X&from=Qikan_Search_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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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略、企业布局以及地理空间上进行调整，以更加科学的规划园区和合理安

排的产业做到精准布局，提高园区经济活力。一是进行园区“十四五”发展规划

评定，通过认定审核评估等方式对现有园区进行评价，找出产业规划发展中存在

问题，深入分析问题原因、制约因素、发展短板以及产业活力等，在“十五五”

规划中进行完善，真正做到规划科学、产业布局合理、发展措施得当以及由足够

预留空间，使得 8大园区成为全市经济发展引擎。二是改革现有园区经营管理模

式，创新园区产业企业服务方式，加快调整与优化现有园区经营管理政策，以适

应玉溪市园区经营发展，让园区真正成为地方经济发展主体核心力量，激发园区

经济活力与动力。

（三）玉溪市口岸经济运行分析

玉溪市位居滇中，不临边，地理上没有与口岸接壤，直接利用口岸发展地方

经济条件相对不足，但玉溪因中老铁路和玉蒙铁路正式营运，以及昆曼大通道的

建成，已经与口岸建立了便利联系，物流港和航空港的利用条件优越，奠定了口

岸经济的基础与条件。

1、口岸经济发展基础及条件

通道经济形成已具一定优势。玉溪市已经成为中老、玉蒙铁路的交汇枢纽，

并将在未来玉楚铁路建成后，成为联系口岸最紧密的节点城市之一，有利于实现

资源快速转化。一是以铁路为主的通道将连接口岸，加速口岸经济的辐射带动，

使得玉溪从内地走向前沿。随着中老两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实施，中老

铁路已经成为联通两国和东盟国家主要通道，玉溪正成为通道经济上重要节点，

并随着玉溪、研和、峨山、化念、元江等五个沿线站点布局及配套功能的进一步

完善，有机联通了磨憨口岸。在玉蒙铁路建设改造运营后，研和站与通海站作用

显现，以铁路联通河口口岸效应已经开始发挥，成为口岸经济发展的受益方。二

是以公路为辅的通道将联系全市各县区，有效推动县区资源公铁联运，在物流港

和货运码头支持下走向海外，加速资源要素流动，彰显口岸经济远距离影响，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玉溪处于昆曼大通道上，沿线与新平、峨山、元江等三县紧

密相联，辐射易门、澄江、通海、华宁、江川等五县区市，与铁路形成有效补充，

构建起联系口岸的通道经济。

口岸经济高度重视完善规划。玉溪市外向型经济发展基础条件良好，一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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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贸易型企业有国际经验，一批投资性公司在老挝、泰国、越南有对外投资经

历，更具有从事国际商贸、国际金融以及对外合作典范公司，对发展口岸经济奠

定基础。一是紧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率先构建通道经济，进行战略研讨，

共商沿线发展大计，建设海关口岸，升级外贸进口口商品基地，积极筹建保税仓

库，进行优势产业对外投资等发展国际商务，为全市口岸经济发展进行谋划与安

排。二是高度重视外向型经济发展，在原有贸易优势商品上进行升级，优化进出

口商品结构，扩大外贸国家和地区，增加对外投资规模，逐步实现以口岸带动贸

易发展方式。玉溪传统出口优势产品是蔬菜、水果等高原农产品以及工业制成品，

随着生产技术提升和加工能力提高后，数码电子、生物医药等出口导向增加，有

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三是积极谋划布局口岸经济，鼓励企业到口岸区建设出口

加工区、贸易物流区和跨境交易区等，促进出口商品产品口岸前置设厂，增加口

岸经济发展能力。

2、口岸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口岸经济辐射引力不强。虽然通过公路铁路等通道建设能够促进了外向型经

济发展，但玉溪口岸经济发展任重道远。一是传统型经济主体没变，通道经济引

力不强，致使口岸辐射引力不足。玉溪是内地，其经济发展依然还处于相对滞后

地区，受产业结构、经济基础和技术发展等方面制约，产业构建依然是传统资源

要素型，产品竞争实力不强，企业规模有限以及市场拓展能力不足等，造成经济

发展不强，外向型经济发展不突出。即便近年来随着通道经济发展以及物流运输

条件的改善，但既有产业很难立马转型和转向，口岸辐射引力相对较小，口岸经

济发展质量不高。二是口岸经济外向辐射力受限，外需和市场受制因素较多，口

岸经济发展动力不够。目前，云南边境口岸经济主体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与云

南最近的口岸是老挝、越南和缅甸三国，但老挝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缅

甸长期政局动荡，越南经济受政治影响较大，造成三国经济常态化持续性需求受

到影响，口岸经济发展变化起伏，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玉溪口岸经济发展。

国际商务发展相对不高。进出口贸易、跨境投资与合作、对外国际商务活动

是外向型经济主体，也是口岸经济发展主要方式。玉溪市居于内地，处于沿边劣

势，在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处于低层次，口岸经济发展不是主要。一是外向型经济

规模相对较小，出口贸易总额大于进口贸易总额，对外投资总量有限且方式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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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全市国际化业务相对较少，一定程度决定了外经外贸产业发展总量和结构，

口岸经济发展的条件受到一定限制。玉溪国际经济业务明显不足，占经济总量的

贡献率还较低。蔬菜水果产品出口贸易壁垒较多，口岸经济发展还需要从质上进

行突破。二是商品进出口、服务贸易、对外投资以及商务交流外在机制不完善，

国际商务和口岸经济人才较少、专业化国际商务与贸易人才比重偏低，大量企业

缺乏发展国际业务能力，国际金融业务不多，服务水平相对不高以及机制活动等

相对较弱等因素存在，使得全市外向经济发展滞后，融入口岸经济、参与外经外

贸力度受限，制约了全市口岸经济发展。

3、口岸经济发展的扶持机制

科学规划外向经济体系。在云南实施国家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战略

支持下，中老、中泰和中缅战略关系会更加重要，经济一体化和构建经济命运共

同体的方向已经明显，为坚定发展外向经济奠定了保障。在省委 3815 战略指引

下，玉溪发展口岸经济的外在条件已经具备。一是要积极抓住从开放末梢走向开

放前沿的时机，认真研究口岸经济玉溪实践，科学与现实地对待现有产业企业，

积极主动谋划作为，制定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方向、路径、策略以及政策支持，鼓

励企业主动走出去，扩展南亚东南亚市场，参与全球和地区经济竞争，践行玉溪

市口岸经济发展路径。二是构建多层次、全方位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全面发展

玉溪市外经外贸产业。在进出口商品服务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跨境金融服务

等给予有效的支持与保障，以形成新的口岸经济新业态，带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

量开放。

充分利用通道经济作用。借助现有中老铁路通道，充分融入通道经济建设之

中，以实现口岸-城镇-城市的有机联系，才能促进产城岸资源经济的共同发展。

一是要充分利用好中老铁路五大站点优势，尽可能做好五大站点的辅助与配套设

施建设，科学规划各个站点中的客货物等资源的运输配给，激活站点的运输活力，

真正使铁路通道作用得到应有的发挥。二是重视玉蒙铁路的通道作用，协调建设

配套的公路联运机制，让蔬菜水果以及各种物资能够有效集聚，达成通道与口岸

的联通发展，提高运能，释放其应用价值与作用。三是参与玉楚铁路连接线的建

设，创造服务与保障条件，积极响应国家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战略，主动与

国家省级有关部门协商，争取早日落地建设，使玉溪真正成为联通云南全省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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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物流港口，有效沟通起所有的口岸。

积极拓展口岸服务体系。口岸经济是依赖于口岸发展的经济模式，其需要一

系列的服务体系为支撑，如进出口商品货物通关报关、金融支付与结算、贸易仲

裁与纠纷处理、运输与保险、加工与保税等多环节的共同支持。目前来看，玉溪

市在国际贸易、国际商务、国际金融以及跨境电商等方面的服务是滞后的，其服

务体系还没有与口岸经济发展需要相一致。积极构建相关口岸经济发展相协调的

服务体系，做大做强口岸经济服务业务，才能更好支持口岸经济的发展。

五、玉溪“三大经济”发展与实现

（一）玉溪资源经济的发展与实现

在云南省委“三大经济”战略的指导下，玉溪市“三大经济”发展取得巨大

成效，已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玉溪市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禀赋构建

起资源经济体系，加快园区产业集聚并形成集群发展，借助通道发展口岸经济，

这已经成为今后经济发展主要方向和路径。当然，玉溪市有着自身的经济特点，

也有着完整的产业结构，就应立足现实，借力“三大经济”发展战略，壮大资源

经济，提质园区经济，增强口岸经济，全面带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1、新建资源经济发展路径

资源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对资源的利用、开发、保护以及使用，使之成为基

本方式，这是资源可持续发展关键。因此，既要充分利用好资源的价值来促进经

济增长，又要提高资源保护力度，做到相互兼顾和统筹发展。

坚持资源循环和持续利用，实现资源优化管理。玉溪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优美的生态资源、悠久的文旅资源以及丰裕的农林资源，一些新的资源正在被不

断被发现，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一是要加强资源的统筹和高效利用，

出台壮大资源经济发展相关文件，推动全市的资源形成新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新

能源、新材料等资源型产业，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下过度牺牲资源的模式，在

高新技术和现代科技加持下逐步壮大企业，发展技术先进和绿色安全的优质高效

资源经济。二是大力发展资源循环产业，确保“三湖”生态资源、医药生物资源、

哀牢森林资源以及元江热区资源被高效利用与开发。发展综合型与可持续的文旅、

康养、老年以及医疗产业，在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优化资源管理，拓展相关产业

链条，确保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提高优势资源的经济附加值，促进市内资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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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可持续发展。三是避免资源型产业过度增长，缩减、归并、调整当下磷化工等

产业，提高风能产业经济价值，实现水电资源合理利用，增加观光农业与文旅产

业有机融合，发展文体等资源消耗低产业，做到资源经济循环与可持续发展。

优化资源调控和监督管理，避免资源浪费破坏。资源是发展经济的基础，更

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之根本。资源经济发展既有坚持生态环保的理念，又要加大

对资源的调控与监督，转变资源过度消耗方式，避免资源浪费与破坏。一是逐步

实施资源价值补偿与赔偿制度，通过生态资源税、资源保护机制等提高全市资源

利用效益，加大对污染环境、牺牲生态资源的处罚机制，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从

而促进资源经济发展。二是编制全市资源分布图谱，弄清资源分布情况，科学设

置资源产业，既鼓励企业在科技创新下科学利用资源，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确保资源合理开采和监督使用，为资源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三是完善资源经

济发展保护制度，让全市各种资源在法律制度下合理开采、循环使用、高效利用

以及绿色生产，让资源加工、制造和服务等环节都在监督管理下运行，提高资源

产业链价值，提升全市资源利用，增值资源产品。

实施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增加资源潜力价值。科技创新与现代技术充分运

用是避免资源诅咒和提高资源经济的重要手段。一是积极把最新的现代科技充分

运用于资源产业和企业中，通过为企业提供技术税收减免，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和

采用新技术，加强与国内外先进的企业合作与交流融等，从根本上改变玉溪市资

源型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做到提升资源经济价值，又高效率利用其资源，实现

资源的价值增加。特别是对于具有一定优势的资源型企业，更应该从生产、经营

以及管理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玉溪市资源经济的效益。二是配套支持，与

升级资源技术，改善各种服务与条件，加大引进资源经济技术人才，提高资源经

济投资，创新优惠政策和条件，鼓励企业建立资源研究基地和产品研发实验室等，

构建起全市新资源经济发展新路径，实现资源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完善资源产业转化方式

资源经济的核心就是资源向产业转化，通过产业单元和企业主体等实现其价

值，促进经济增长，从而驱动资源经济发展。但值得高度重视的是，资源价值实

现应是在科学利用、高效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并不能走传统资源型

发展之路，因为高无序开发与滥用资源以推动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资源危机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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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态低碳促进资源产业转型升级。玉溪市的资源优势在生态、生物、特色

农业、热区生物和宜居等方面，整体生态环境友好，生物资源富集，城市宜居和

文旅资源丰富独特，构成了玉溪资源经济发展良好基础与基本条件。一是要坚持

低碳、减排、绿色、环保的资源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导现有工业农业逐步向绿色

生态产业转化，构建起一整套生态化与低碳化的产业体系，摆脱传统资源消耗性

产业发展模式，优先获取产业新的竞争优势，促进资源经济发展。二是大力发展

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以及新工艺产业，改变单纯资源消耗型文旅产业，发

展康养运动、休闲度假等高端服务业，构建起农文旅融合、工服业结合、生态休

闲并行的新产业发展方式，实现产业与自然、经济与社会资源的和谐发展，让资

源型产业得于转型与升级，实现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三是加速现有产业的生态

化、低碳化以及可持续化升级转型，从生产方式、经营理念、管理模式以及市场

拓展等多方面融入，推动现有产业遵循生态经济发展规律和生态系统原理来高效

和谐优化发展，逐步消除高能耗与高污染，实现集约化生产，推动全市资源与产

业发展关系转变，实现资源经济价值。

以绿色循环加速资源产业创新发展。绿色经济与循环经济是资源产业发展的

未来，更是提升资源产业经济价值的有效手段。发展资源经济，加快资源产业转

化，就是要改变资源过度消耗状态，实现资源价值的增值，根本上提高全市资源

经济的价值。一是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源优势，培养生态资源、增值生物资源、提

质矿产资源，挖潜金属资源，转变文旅资源等，构建起开采、加工、利用与发展

的循环经济体系，创新资源生产技术以及资源发展，提高资源型产业的经济社会

价值。二是实现资源产业创新发展。要遵循生态发展规律，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与

自主创新，提高资源开采率、利用率和回采率，形成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让现有

资源更高效利用，实现资源再循环价值，促进资源经济发展。三是构建具有玉溪

特色的资源经济产业体系，建立全市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产业联盟，实现企业的

绿色生产与循环发展，推动资源向绿色经济与循环经济发展，提高资源经济价值。

玉溪生态资源、生物资源以及高原特色农业资源具有先天的优势，也是资源经济

发展主体，当下最重要的是合理开发生态资源，科学利用资源价值，把生物资源

通过技术支持向高端医药康养产业转变，把特色农业资源向绿色加工和绿色经济

发展转变，促进产业加速转化，提高资源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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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进步提高资源产业集群发展。总体看，玉溪市资源型产业依然还落后，

一些独特优势的资源产业转型升级相对缓慢，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资源型产业集聚，

集群发展能力不足，使得资源经济效益明显不高。一是实施资源产业的技术更新

与技术研发，促进资源产业向资源经济转变。以产业核心技术为突破，增加 R&D

投入，提高科技发展的能力，促进生物、生态、特色农业和现代物流及新材料产

业集聚，形成资源型产业的空间集群发展，提高优势资源的价值，成为资源经济

发展主体。二是构建以最新现代科技为载体的新兴产业链，推动现有资源型产业

按链发展，实现资源产业集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要在内驱动力上下功夫，依

托现代新兴技术支持下进行专业化生产、精细化管理和链式发展，使全市资源型

产业充分发挥现有禀赋比较优势，提高集群发展能力。三是利用创新城市形成资

源经济发展氛围，彻底改变区域创新能力不足局面。通过技术传递、技术辅助与

技术援助等多样化的方式，提高资源产业科技化水平，加快资源产业集群发展，

成为推动全市资源经济的核心。

以需求导向确立资源产业持续发展。玉溪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与发展一定要

按照市场化机制进行，要以市场需求导向来促进资源产业向优势型、竞争型进行

转化，以推进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是按照当下资源经济发展的方向，逐步以

市场需求为主，加快资源产业的产品升级、服务转型升级和生产转变，争取在玉

溪市形成一批符合市场需求并具有绝对优势的资源产业，辐射相关产业，实现玉

溪市优势资源经济发展。二是以市场需要进行资源价值实现。玉溪市要改变传统

资源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资源价值实现机制，推进排污权交易试点，完善资源费

征收使用管理制度等，让环境税、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等环境经济政策逐步成

为资源经济发展重要机制，推动资源经济发展。三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运

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来调节和影响资源经济主体

行为，有效引导资源型产业发展，达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3、推行资源市场结合模式

壮大资源经济发展，提高资源经济价值及转变资源经济方式是玉溪经济发展

的基础与根本。因此，要在资源经济发展基础上，确保各类型资源产业、资源产

品以及资源价值能够与充分与市场结合，改变当下资源经济发展方式单一、资源

开发保护不合理以及资源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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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资源价值实现市场化方式。玉溪市资源经济发展核心与关键在于提高资

源价值，加大资源产业和资源型企业发展，促使资源价值转变以成为社会经济价

值。总体看来，玉溪资源丰富，特色资源富集，资源要素禀赋突出，具备发展资

源经济的基础条件。一是构建资源价值的市场化实现方式，减少行政性或公益性

资源配置，推动优势资源创造价值和增加收益，彻底改变以牺牲资源换取低端或

无附加值产业思路，真正发挥资源经济的作用。当下，全市应重点对生态资源、

有色金属资源以及生文旅资源进行市场化价值实现探索，鼓励进行科学开发与合

理的利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无公害经济，促使资源经济价值提升。

二是加大对高污染、高能耗以及过剩产能行业及企业的整治、进行“五小”企业

的关停并转，加速排污费和生态保护费征收，以市场化方式降低生态破坏与资源

消耗，实现自然资源高效利用和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提升资源经济发展质效。三

是通过资源置换和产业调整等加快玉溪市资源产业和资源型企业的行政配给模

式，割断政府无偿资源供给和资源拨付，促进现有的资源性企业真正走向市场，

独立进行市场拓展，让企业创新产品在市场中赢得竞争，加速资源经济发展。

加大资源合理利用与科学开发。资源经济应是在市场需要导向下，让各种资

源得于科学开发与合理利用，提高资源价值，实现资源价值增加，促进区域资源

经济发展。一是辩证认识资源合理利用与科学开发的相互关系，坚持资源可持续

发展原则，使资源经济价值得到更好实现。玉溪市要加快资源经济发展转变，转

换资源价值实现方式，对优势自然资源尽可能按照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

保护，避免资源的过度度浪费与无序开发，真正提高生态资源、生物资源的市场

价值。二是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坚持自然资源有序

有效利用机制，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工艺等新业态，推动“三湖”生态

资源、哀牢山-红河谷等生物资源以及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等提质升级，转变成为

具有较大优势的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模式，增强资源经济价值。三是坚持资源科

学开发和区域保护政策相协调，共同提高资源经济效能。玉溪市高度重视生态资

源保护，颁布了星云湖、抚仙湖和杞麓湖等“三湖”保护条例，加大“三区两线”

的相关治理，改善了水质，实施治理保护。但也存在重保护而随意扩大“三区两

线”的实际情况，污染面积扩大，导致生态资源环境开放限制太多等问题，资源

合理利用的价值变低，致使资源经济效益没有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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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资源企业和市场协同发展。资源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提高玉溪市资源型

企业发展质量，要在市场决定作用下促进资源产业价值实现。一是要以市场为导

向，推动资源型产业和企业市场化转型发展，改变现有资源加工型、初级产品发

展模式，在现代科学生产技术推动下建设一大批资源型企业，向深加工、高附加

值和低能耗生产转型，进行产品更新换代，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以取得较好经济价

值。二是真正发挥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推动玉溪市现有钢铁资源、金属资源以及

特色农业资源企业通过技术革新、产品研发和市场拓展等，确保在全省经济发展

中有一定影响力，达到企业与市场充分结合。玉溪市现有部分农业企业要与高原

特色农业资源、文旅资源等融合发展，积极对接市场，按照市场协调发展产品，

以推动资源经济发展。三是资源型企业要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按照

市场选择来进行产品创新，充分体现资源独有性特征，在生产经营决策机制下推

动企业与市场协同发展，真正实现资源经济健康发展。

4、加快资源经济持续发展

资源经济发展应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应以资源为经济发展基础，进行创新

发展和突破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要建设新型的资源经营模式，走出传统的初加

工和产品初级品方式，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进行，加大玉溪资源经济可持续与

高质量发展。

实施资源经济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一种以效率、和谐与持续为目的的经济

发展方式，其基本理念是将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公正三者有机结合，形成

相互促进、协调共生的良好局面。①资源经济更需要绿色发展，才能提高资源价

值，促进区域经济高质发展。一是加大改善全市所有资源型产业绿色发展条件，

采取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保护环境，建立绿色产业、绿色企业以及绿色环境制度。

通过环保技术研发、税收优惠和鼓 励投入等推动科技创新，降低资源型产业对

玉溪经济发展和生产环境影响。对资源型企业，要从产品、技术和生产商实现绿

色发展，可通过减免税收、提供补贴等方式激励企业向绿色 领域转型升级，为

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支撑。二是通过加大资源经济绿色发展支持，设立环保奖

励机制，对环境友好企业进行奖励和认证，对达标企业进行奖励，提升玉溪市资

源经济发展效率，实现资源经济效益与环保效益的统一。三是鼓励资源型产业和

① 李光龙、张洁仪：《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地区绿色发展—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重庆理工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 2024 年第 08期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0-LBHIej7QkLn77YwQy4ENrmyjskgd4ILzJWnUuhuLGvHNrL09SasQM5AEI-h1EZbf_HeEoEDM0ZahPT-S1wQOdYd0Ru-d-Fwo9wlHgg09Vr_GDI_9Og1rMK7pZRH7y8&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0-LBHIej7QkLn77YwQy4ENrmyjskgd4Ie8P3BUmLC03sO-h257Ljly_Z5Qt3hQ_fA4e8makciDmBTCZcvUSAPPl3519B2ettL45SzfYxUqIfU4TeeKGuVvgIDT7nhUu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CQGS/detail?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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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进行紧跟发展需要进行绿色产品与服务创新。玉溪市资源经济要加大绿色产

品与服务创新，积极使用绿色和无公害的绿色产品和服务，减少能源生产消耗，

设计可回收或生物降解的产品，减少对原始资源的依赖，减轻环境负担，提高资

源经济竞争力。

推动资源经济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在满足当前需求同时，不损害

后代子孙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即要求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取得平衡，实现

持续发展。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资源消耗是长期过程，强

调长期发展的可持续做到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相互平衡。一是要坚持经济可持

续发展，改变单纯依赖资源输出模式，做到高质量发展资源经济。因此，玉溪资

源经济发展应在珍惜现有资源、合理利用资源和科学使用资源的前提下进行，不

能发展高能耗、高消耗资源的产业，坚持山水林草沙的统筹规划与一体化发展，

不能牺牲资源的可持续性。二是提高资源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尽可能在减少资

源消耗基础上提升价值，加快资源转化，推动全市资源、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

让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产业成为核心主导，辐射与聚集相关产业共同形成产业链，

实现玉溪资源经济的集群化发展。三是鼓励资源型产业和企业进行可持续发展，

要通过自身技术改造、产业升级和产品研发等，促使资源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在绿色发展夏创新方式，提升现有产业发展潜能，加快玉溪市资源经济的健

康发展。

（二）玉溪园区经济的发展与实现

经济园区是产业聚聚之地，是资源要素集中交换场所，更是促进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经济极点。玉溪市现有 8大产业园区分布格局基本形成，其经济地理空间

布局基本合理，一些规模性产业正在形成和壮大，一些行业正形成主导产业和核

心产业，园区经济壮大将能更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产业升级转型。

1、加快整合园区资源

整体看，玉溪市现有 8大园区格局基本形成，高新技术在园区的带动作用突

出，优势产于趋向集中，园区资源要素流动加快，新兴产业布局基本形成，正成

为县（区、市）域内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整合园区产业资源。目前玉溪市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属于国家级园区外，

其余 7个园区属于省级产业园区。由于各个园区建立时间不同，产业定位不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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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产业聚集效能不同，致使各个园区产业特色化还不鲜明、专业化程度不高、

差异化发展效果不明显。一是确立园区产业发展定位，突出园区功能与作用。要

按照产业类型及经济重要程度进行有效整合，实现以高新产业为龙头、优势产业

为主体的经济空间布局，避免园区产业重复和资源浪费。高新区要坚持发展新材

料、新能源、新医药和新生物等新兴工业，利用市区优势提高特色产业集聚。各

县（市、区）产业园要充分结合自身特色与资源禀赋，逐步构建起以优势龙头企

业为核心的产业群，逐步建立上下游配套的产业链，在产业差异化发展上取得突

破。二是坚决改变集而不聚的产业发展格局，对能与现有资源充分结合、产业创

新能力强、产品价值高和发展潜力大的产业做到科学规划、培优扶强和有效支持，

发展形成主导产业和核心产业，整合形成优势产业链，带动园区相关产业集聚，

实现集群化发展。目前玉溪市 8大园区中的优势主导产业群从还没有形成，集聚

发展十分必要。三是构建起全市园区产业总体发展规划，并通过协调统筹规划打

破现有各园区行政管理壁垒，从全市高度与整体来规划园区和布局产业，实现园

区产业的差异化发展，避免因招商引资和空间结构不优矛盾。县（市、区）各个

园区要认真分析自身条件，寻找优势，合理规划产业业态，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及

功能定位，盘活园区产业资源，科学进行园区的片区发展，逐步实现全市各园区

内产业的专业化和效益化发展。

整合园区企业资源。企业是园区的主体，更是玉溪园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

玉溪全市 8大产业园区中的各类企业健康、快速和持续的发展，有利于园区里资

源整合发展和延展产业链、激发企业活力和带动园区经济的增长。一是合理进行

园区内的企业布局规划，构建起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群，促使企业做到合理的生

产分工和有效资源利用，形成顺畅的园区内部流动机制，达到高效利用园区平台

作用，也可以节约企业生产营运成本，让经济和产业园区最大优势得于发挥，让

就企业集聚和生产资源并存，加快形成科学分工下的企业融合发展。玉溪市各个

园区要按照自身发展定位，争取在烟草、医药、生态、文旅等企业实现优势产业

的集聚，形成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提高企业发展能力。二是坚持优势与竞

争型企业均衡统筹发展。按照比较优势在玉溪全市园区内部进行的科学的布局与

结构调整，打破企业地理经济空间布局，促进企业联合和实现融合和一体化发展，

带动园区经济发展。目前，企业受制于招商引资优惠条件，许多公司企业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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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布局往往缺乏整体战略设计，普遍存在短期行为，导致与园区经济发展定位

有矛盾，进行企业全市园区战略布局调整与优化十分必要。三是构建产业园区主

导产业体系，坚持从全市经济整体布局出发，筛选出具有玉溪特点优势与主导产

业，并充分结合各个园区产业发展规划与定位来进行调整，改变以往县区行政独

立招商模式，做到资源、园区、产业三者的有机结合和有效整合，促进园区企业

资源合理利用，提高园区经济主体实力。

整合园区要素资源。充分整合园区中管理、人才、技术以及保障等要素资源，

发挥要素资源的聚合效应作用，将更加有力壮大园区经济，以加速园区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一是充分整合园区的科技创新平台资源，让玉溪市内 3大园区内的科

研院所发挥技术优势，激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加园区内各种研究、科技、科

研以及转化平台主动性，积极进行创新技术，让创新产品就地生产以及扩大销售，

缩短企业生产时空距离，减少成本耗费。玉溪园区内已聚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

也拥有一定科研研发机构，现重要的就是打破企业技术研发壁垒，通过合理市场

机制进行科研资源转化，为企业提供发展动力，激发园区经济活力。二是整合园

区的投融资平台资源，探索多种资本运营模式，实现投融资的多元化经营，积极

发展园区资本市场，为产业助力，为企业解困。当下，基于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增

大，园区要充分利用国有资金、社会资金和创业基金等整合形成共同融资资金，

及时解决企业资本困难。加大与金融部门、财政部门与各种风险基金的合作，以

加大对区域内优势产业支持力度。三是整合园区管理服务资源，理顺管理机制并

提升效能，形成统一的经营管理模式。园区经济发展与壮大离不开政府的相关部

管理与支持，因此要加大经济产业园区管理机构整合，形成具有高度灵活性的统

一管理部门，对企业人事管理、企业发展战略、产业空间规划、园区招商引资等

方面进行整合与协调，避免重复建设和同质竞争。优化和拓展园区发展空间，提

供信息共享和资源统筹管理，建立小机构、多功能、大服务运营机制，减少项目

审批事项和环节，直接受理办结相关业务，推动园区管理放权和审批决策分权，

实现信息共享和园区通畅运行，达到园区经济管理的高效运转。

2、科学规划园区布局

目前玉溪市 8个园区整体上还是按照行政区划来进行空间布局，虽然园区也

遵循了各地经济发展现状，在空间上实现了资源产业的合理调整与布局，也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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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好的成效，但与玉溪整体规划和产业园内区各片区的合理布局需要还有一定

差距。

加大市域园区空间地理整体布局。从地理空间结构上看，玉溪市具有东南两

大区域空间，即以澄江、华宁、通海、江川为主的东部区域和以元江、新平、峨

山为主的南部区域，县（市、区）域经济发展各具特色和优势，但产业却具有一

定相同性，造成玉溪市域内部产业发展布局的困难，也使得现有园区产业发展定

位差异的区分度不高。一是要对玉溪市经济产业园区进行整体宏观调整，形成市

域内经济园区空间地理上的整体重新优化，并把全市经济与主导核心产业发展进

行优化调整，让各个园区中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重点和主体企业形成，园区经济

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带动园区内相关产业共同发展。虽然高新区以生物医药、现

代烟草产业为主体，但依然存在一些非聚集产业和非优势产业。要以全市一体化

整体发展高度进行规划调整，坚持县（市、区）园区定位不同、产业不同以及企

业集聚不同的原则调整，以能避免同质与低效发展。二是打破现有园区经济发展

壁垒，从产业链角度和产业体系要求下进行整体规划，形成互补、联动、协调的

园区发展方式。激发园区企业发展主动性，实现资源要素的科学合理配置，壮大

园区经济。工业园区要构建全市产业链，让各个园区企业在链上都具有一定发展

空间，达成资源要素在区域内的有效流动，实现让企业提质发展。三是坚持特色

差异化发展布局方式，形成各园区的发展格局，使园区的空间连接更优化。玉溪

市域地理空间不大，各县（区、市）经济发展差异不同，基础条件相对较好，经

济产业发展齐头并进，使得园区产业与经济发展差异化程度不高，容易造成园区

发展雷同。要从全市整体经济发展高度，选择和筛选最具有优势和特色的发展模

式，形成产业特色化园区布局，避免一拥而上和无意义竞争。

优化县（区、市）园区内部片区布局。目前，8个园区基本都形成主体区+

分片区的空间结构，片区之间布局基本按照产业和地理自然而成，无形之中造成

各县（区、市）的经济产业园区大而不精、产业杂而不强，影响了各园区经济健

康发展。一是提质发展各县（区、市）园区主体，避免中心极点功能弱化，把相

关的产业企业适当集中，以壮大县区市园区经济。玉溪除高新技术开发区属于国

家级外，其余都属于省级园区，实力规模并不强大。县（区、市）园区要强化中

心区的作用，尽可能把分散的片区进行战略调整与归并，提高县内园区产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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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二是发展县（区、市）内的特色产业园。根据片区的优势特色进行集群发

展，并给予必要支持与鼓励，实现特色产业和优势企业的有效集聚，让特色园区

来加快各片区的经济发展，避免为集聚而集中。玉溪市内各园区虽有特色，但更

应改变行政力量布局模式，避免因招商优惠条件扩大引企业入园。三是清理和整

顿县（区、市）园区片区，进行园区重新规划修编，对于没有发展潜力或发展实

力不强和产业竞争不高的片区要坚决进行布局调整和撤销，实现园区精而强，把

空置的土地资源和相关要素进行高效利用，提高园区经济发展能力。

3、实施园区联动发展

壮大玉溪园区经济，就是要通过园区整体优化布局和内部结构调整以发挥产

业集聚作用，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中心极，辐射和带动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园区要

利用好资源集中、企业集群和产业相融的优势，实现多样化的联动发展。

加快市内各园区向省内外联动发展。园区虽然从经济空间上具有独立性，但

并不意味着市内 8大园区应独立发展，而是用积极向省内外拓展，增加与省内各

地的园区相联，共同实现园区经济壮大。一是积极利用通道、资源、人才和技术

等优势资源，实现与省内各地园区的共同发展。从目前来看，玉溪市经济基础条

件较好，区位优势突出，城市建设优美，基础设施完备，对全省产业发展具有吸

引力，只要积极应对和主动担当，按照经济规律和市场发展要求加快建设园区，

将能够与省内各地园区做到共同发展。二是积极争取省内优质产业落户园区，要

充分与自身的产业、资源、要素进行结合，实现产业提质发展，达到共同发展目

标。玉溪作为滇中经济区，有着自身的优势基础，伴随铁路枢纽中心建成，必将

能更好吸引省内企业到来，只有进行科学选择和合理区分，将有利于与省内各地

进行友好联动共同发展。三是紧抓国家产业向西转移良好机遇，主动作为，积极

引进东部沿海先进的产业进入，加快入滇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鼓励园区接纳和

承接，以提升全市现有产业发展融合，促进企业发展壮大，增加企业实力，实现

产业升级和企业转型发展，壮大全市园区经济。

促进县域园区向相临地区共同发展。由于经济基础、产业现状、管理体制、

市场规模以及营商环境等共同因素作用，县（区、市）内园区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短时间内必然会存在。壮大玉溪园区经济，就应重视园区发展差异性，促进县域

园区向相临地区共同发展。一是促进县（区、市）园区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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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行政+企业+市场经营方式，把园区管理转变成经济行为而并非行政配置。

在市场资源配置引导下，县域内园区改变经营模式才能够适应经济发展要求，主

动向周围地区拓展空间和引入资源，达到共同发展目的。二是鼓励县域内产业园

区按照产业特征、资源需求和经营模式来引导企业产业向周边地区融合，达成共

同发展目的。玉溪市园区要转变独立发展模式，让产业完全按照市场导向方式发

展，以需求来配置有限资源，打破人为限制和强制行为，使企业留得住、发展得

好，真正成为园区主体。三是充分利用红河、楚雄和普洱等地的丰富资源来配置

县域园区产业，改变传统资源依赖型经济发展方式。红河州工业基础雄厚、普洱

生物资源富集、楚雄紧邻易门，各县园区要转变发展思路，主动建设如咖啡、茶

叶、水果，农产品等园区工业，增强园区发展，丰富园区产业体系，延展园区产

业链，壮大各园区经济。

形成全市园区产业的链式集群发展。产业是园区经济核心，企业是园区经济

的主体，集群发展和链式发展能有力进行产业集聚，提高产业发展效能。玉溪园

区经济发展一定采用链式发展模式，延展产业价值，有效集聚相关产业作用，形

成规模经济。一是要构建园区内优势产业链，尽可能在园区就从上下游产品的研

发、采购到市场销售和资源共享等方面形成链条式链接融合。①玉溪 8 大园区可

采用产业合作联盟方式，对具有优势的烟草、医药、生物等产业进行细分，确定

龙头企业负责核心技术研发和产品打造，周边或者配套中小企业则负责其他辅助

环节搭建，让每家企业都能发挥所长以集中资源人才等优势。实施协作型发展，

打通上下游，联合和加强内部分工协作，提高园区经济发展。二是组建具有玉溪

特色园区的产业链，集聚延链、补链相关产业，推动食品、新兴材料和锂电池等

集群发展，实现园区经济价值增长。园区中一些具有玉溪优势与特色的产业链短，

竞争实力不强，没有形成龙头企业。园区要打破单独发展模式，集全市园区力量

尽可能为食品加工、新材料产业以及新兴工业企业配置上下游企业，以实现产业

链的延展，提高园区经济发展。三是集聚相关资源，鼓励发展优势企业，丰富产

品线，加速推动玉溪高原特色农业、钢材金属产业等集聚形成产业链，推动特色

农业生产、加工、冷链、物流以及贸易等集聚，发展冶炼、线材、钢管以及铸造

等产业，催生一批实力龙头企业，带动全市产业经济发展，壮大园区经济。

① 朱康翎：《产业集群视角下园区招商模式的发展路径》，《管理学家》， 2023 年第 2 期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A=%e6%9c%b1%e5%ba%b7%e7%bf%8e&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J=%e7%ae%a1%e7%90%86%e5%ad%a6%e5%ae%b6&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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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玉溪口岸经济的发展与实现

口岸通，物流畅；开放活，经济兴。①在云南 4000 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共有

口岸 28 个，其中国家一类口岸 22 个、国家二类口岸 6个。玉溪主动融入国家发

展战略，借助口岸优势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因为口岸经济已成为

云南经济发展新的重要增长点。

1、破解口岸经济的认识障碍

玉溪市虽然不紧邻边境，没有与缅甸、越南和老挝三国直接相接壤的口岸，

但玉溪市是中老铁路线上重要节点城市，更是昆玉河铁路连接点，伴随将来滇缅

铁路建成后以及玉楚铁路连接线完成，全市与口岸的连接更畅通，与临国交往更

方便快捷。

正视玉溪口岸经济优势。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国务院关

于支持云南加快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口

岸优势，高站位、宽视野的谋划口岸建设发展，②为口岸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一

是主动迎接对外开放，紧跟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步伐，按照云南省推进面

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要求，主动对接口岸，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开展与周

边国家的合作交流，推动玉溪市形成全局性、多元化、宽领域的开放合新模式，

利用口岸发展经济。二是从全局上把握口岸经济发展态度，科学全面正确地认识

玉溪口岸经济，主动制定发展方略，科学设计发展路径，突破传统认知，做好谋

划与安排，创造机会与条件，加快全市外向型经济发展，向前布局产业和企业。

玉溪市要坚定开放经济战略，以商品贸易为口岸经济发展主体，同时紧盯服务贸

易与技术贸易发展趋势，尽可能结合自身固有的优势与条件，鼓励企业走出去，

增加贸易品种和贸易方式，推动全市外向型经济发展。三是主动对接口岸，积极

与版纳州、德宏州、红河州等进行双向多边区域经济合作，达成双向合作交流机

制，借用口岸区、边贸区、边合区以及保税加工区的发展便利，实施产业对接和

产品联合，促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向老缅越以及东南亚国家出口，壮大发展外向

型经济，显现玉溪口岸经济发展实力。

适应中老铁路发展机遇。中老铁路自 2021 年 12 月建成通车，客货运输呈现

① 王学勇：《口岸经济，从大通道迈向大开放》，《云岭先锋》，2024年第 8 期
② 胡纯、张吟松：《基于口岸优势的滇缅农业合作潜力及实践路径研究》，《智慧农业导刊》，2024 年

1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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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态势，两地居民出行条件改善，已经成为促进周边地区以及国内外经济循环

的重要方式。在全长 500 多公里的中老昆万铁路国内段中，玉溪市共有玉溪、研

和、峨山、化念和元江共 5个站点，其中玉溪站、峨山站为客运站，研和站为货

运站，化念站、元江站为客货共用，已经成为玉溪面向口岸发展重要大通道。一

是要积极主动适应中老铁路黄金线带来的变化与契机，充分抓住连接磨憨口岸以

及辐射打洛口岸机遇，改变传统公路运输方式，转向铁路经济，加速玉溪与口岸

的连接，促进外向经济发展。玉溪市外向型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商品贸易，运输重

点是公路方式，造成成本高、效应低下和运输单一等。要通过铁路沿线站点改造、

产业升级转型和产品导向等形成一批现代物流产业，延展相关产业和企业，增强

企业出口导向，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二是加快优质产业的有效集聚，实现经济发

展方式向铁路经济转变。玉溪市要充分借力中老昆万跨境铁路站点丰富条件，进

行高层谋划，以铁路枢纽和重要节点城市的站位来布局产业，形成发展外向型经

济战略认识认同。要以未来建成铁路枢纽的战略高度来安排产业，紧紧围绕跨境

铁路、沿边口岸以及联通中心来坚决走向世界，拥抱南亚东南亚广阔市场，实现

经济发展。三是构建起中老铁路通道新经济业态，加速优势产业发展方式转变，

提高玉溪经济质量。自 200 多年前铁路诞生以来，铁路经济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也

形成新发展，伴随中老铁路通道经济的新兴业态和新兴经济更具广阔的市场，发

展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国际服务和国际合作等新兴业态能促使玉溪数字经济、

新能源、新材料等一系列新兴产业发展，从而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加快外向经济体系形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部署，

其高质量对外开放机制以及贸易机制改革成为重点之一。口岸经济正是高质量对

外开放和高水平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载体。一是要以口岸经济为方式科学构建

外向型经济产业体系，增加经济发展形态，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口岸经济的

主体。玉溪外向型经济除一般贸易外，还应包括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和对外投资

以及外商投资等。当下，除抓好一般商品出口贸易外，还应重视进口贸易，要发

展服务与技术贸易，利用口岸向东盟国家积极出口具有竞争力的服务和技术，鼓

励市内企业到老挝、越南和其他国家投资，输出劳务和参与国际工程承包，加速

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利用口岸集聚形成一批具有优势出口导向企业集团，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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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体化的外向经济产业群，在国际贸易、国际结算与国际商务发展中逐步成为

核心。玉溪市要加大对出口导向型产业扶持，发展蔬菜水果与及机电生物医药等

集团企业，鼓励在口岸建立前沿阵地，并向商贸服务、金融结算、国际合作等方

面发展，形成外向型经济发展产业群，带动全市相关产业共同发展。三是实施外

向型经济保障机制，在产业政策、金融信贷、财政补贴以及技术研发等方面进行

区别对待，鼓励企业利用口岸、通道、海关等便利化积极投资，扩大出口竞争性

产品和拓展海外市场等，转变玉溪市经济方式，实现经济双循环发展。

2、重视节点城镇及沿线站点

岸镇城是经济空间发展核心点，更是口岸经济布局的重点。一方面要把口岸

作为外向经济发展的前沿，辐射带动节点城镇、县城等向中心城市发展；另一方

面要把全市中心城区、各个县城乡镇与口岸联成一体，实现资源要素的有机传递，

共促地方经济发展。

转向口岸前沿发展，站稳口岸区域。虽然玉溪并不临边，但在铁路公路发展

之下，其临口岸前沿距离缩短，产业前置也成为可能，发展并壮大口岸经济条件

已经具备。一是组织并动员具有出口竞争优势的企业在临边口岸区投资设厂，或

积极进入口岸商品保税区或产品加工区，前置部分生产线和产品加工，主动融入

口岸地区的经济发展之中，在降低出口贸易成本前提下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实

现相互补充和相互配合，加快县（区、市）口岸经济发展。二是发展口岸经济的

上下游产业，做好口岸区出口产品的货源组织、运输保障和加工转运等配套产业，

缩短口岸区与玉溪市内商品流转时间，降低贸易流通运输成本。玉溪要利用发展

现代物流产业契机，建设好中国西南国际物流港，按照进口商要求组织运输，确

保在磨憨口岸、河口口岸以及相应临边地区口岸货物集中，逐步提高玉溪市产品

的进出口贸易总量，带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重视全市节点城镇，实现口岸联动。重视与口岸的联动发展，积极利用口岸

导向作用来加快玉溪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相关产业共同发展。一是联动发展

市内重要节点城镇与口岸，比较县城和重点乡镇中产品与产业，主动联系口岸区

重点贸易公司、加工企业以及外商企业，协商推销具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实现

节点城镇与口岸联动发展，在享受信息资源优势的同时带动市内一些乡镇，如通

海四街、河西和杨广镇、易门大椿树和二街镇大批的出口企业，发展园区产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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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联结，共享贸易信息，实现物流成本共担等，提升乡村镇经济发展，促进特

色产品出口。二是重视口岸与县城及中心城市联动发展。伴随不久将来玉溪到楚

雄铁路的加快建成以及未来中缅铁路建成运营，在昆玉蒙河铁路升级改造后，玉

溪与河口、磨憨和瑞丽口岸联系将更加紧密，要利用此优势和便利条件促进各个

县城、中心城区的外向型产业转型发展升级，从口岸分享出口商品信息，主动对

接老挝、泰国、越南及东南亚南亚国家进口需求，尽可能实现按需生产，加速全

市经济发展。三是提质铁路沿线的各个站点建设，充分发挥货运站点与客运站点

资源优势，整理收集产品需求，加速全市城镇与口岸的充分联系，布局口岸产业

与经济，加快输出商品与服务贸易，实现玉溪口岸经济业态的多样化，改变以一

般贸易为主方式，形成其多种贸易方式相协调的发展模式，共同促进全市口岸经

济发展。

3、发展现代物流和口岸产业

现代物流产业贯穿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过程，是保障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的重要环节，①是推动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支撑。②玉溪

市充分利用中老铁路和玉蒙铁路交汇、昆曼大通道以及市内高速公路联结点优势，

发展现代物流业，联系口岸，进一步壮大口岸经济。

以现代物流产业促口岸经济发展。玉溪市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较好，拥有现代

物流基础设施，将能充分利用公铁联运优势以转化成区域现代物流枢纽中心，带

动全市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一是进一步完善市内铁路站点、网点以及相关的物流

设施基础，重点对玉溪南站货运设施、峨山、化念、元江站的货运配套及核心设

施进行改造，加快综合物流基地建设，整合物流园区以及物流服务基础等。完善

通海站物流资源与园区中心设施网络体系，为发展现代物流产业奠定基础，加大

与口岸联系。大力发展多式联运等，提高玉溪现代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加

强玉溪市域的合作，充分利用高速公路网密、线长和面广的特点，以现有市内六

个铁路站点来联结辐射更多县城和乡村，让城市和腹地产业连接更畅通。完成市

县乡村四级的物流配送体系，统筹城乡物流资源，推广快递物流配送模式，形成

衔接有效的现代物流服务网络并共建共享设施，切实降低配送成本。三是发展行

① 索明利、张子辰：《我国货运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物流技术》，2022年第 11 期
② 谢天福、李华云、朱丹丹：《岳阳市现代物流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
年第 1期 5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A=%e8%b0%a2%e5%a4%a9%e7%a6%8f&from=Qikan_Search_Index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A=%e6%9d%8e%e5%8d%8e%e4%ba%91&from=Qikan_Search_Index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A=%e6%9c%b1%e4%b8%b9%e4%b8%b9&from=Qikan_Search_Index
http://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7111670997&from=Qikan_Search_Index
http://qikan.cqvip.com/Qikan/Journal/Summary?kind=1&gch=85432A&from=Qikan_Search_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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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头部企业，促进玉溪现代物流业发展，让口岸经济得到更好发展。玉溪通力物

流、小马国际等一批物流企业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和实力，当下要充分利用好国

家资金政策支持，鼓励公司及企业尽可能融合链上相关上下游企业进行集聚以形

成优势，带活由运输、仓储、金融、租赁等一系列产业集群发展，实现园区、企

业以及政府职能部门相互协调，进一步壮大玉溪现代物流产业发展。

以新兴产业壮大促口岸经济发展。随着产业升级步伐加快，磨憨、河口以及

其他口岸经济发展方式已发生变化，传统贸易方式已经改变，一批新业态如跨境

贸易、电商直播以及文化商务等兴起发展，并逐步成为口岸经济新方式。一是充

分利用口岸经济新方式，主动对接并积极参与，以适应口岸经济发展。即便玉溪

临近的老挝、缅甸和越南三国口岸发展基础条件薄弱，产品进口需求偏向初级产

品，但伴随三国经济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把玉溪市商品贸易、对外投资、

对外工程承包以及国际劳务输出等外向型经济做好，才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科学布局新产业，提高新兴产业竞争力，改变初级产品出口业态，实现贸易

多样化。玉溪要紧盯新兴产业发展，构建新产业体系，发展一批数字产业、文化

产业、文旅产业以及新材料新工业，并尽可能在东南亚南亚国家地区形成优势，

利用铁路以及口岸向外出口，增加全市经济发展实力。三是以现代化、信息化以

及科技化力量建设口岸，促进口岸便利化发展，更好服务玉溪市经济发展。玉溪

市要加大海关、综保区以及出口产品贸易加工区建设力度，争取国家和省级层面

的支持，更好的为企业与产业服务，促进玉溪市口岸经济壮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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