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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

如何接得稳？

抢机遇，优环境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是云南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的重大机遇。云南是中国通往南亚东南亚的窗口和门户。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云南沿边开放引领和辐射

带动作用更加凸显。

今年4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云南调研时指出：“要主动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发挥比较优势，加强政策协同，着力提升园区建设水平，加快引进

优质项目，努力打造沿边开放新高地。”在省委、省政府“大抓产业、主攻

工业”战略指引下，云南承接产业转移重点发展的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

电池等产业实现快速发展。

走进位于砚山县的绿色铝创新产业园，在“链主”企业魏桥集团云南宏

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宏泰”）的带动下，整个园区呈现出

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亮晶晶的铝水注入保温炉，经过一系列加工环节，变

成生产汽车的轮毂、航空配件的铝合金棒材、制作电缆的圆铝杆，或是被制

作成薄薄的电池箔……

园区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也是承接产业转移的主体。在全国电解

铝“北铝南移、东铝西移”政策的指引下，2020年9月，云南宏泰203万吨电

解铝项目在云南绿色铝创新产业园投产，并带动17家企业、25个项目入驻园

区，助推绿色铝产业集群的打造。“为高质量承接铝产业转移，我们大力优

化营商环境，积极做好服务。”据砚山县工信局局长、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

张杰介绍，为促成项目落地，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当好“驻企服务

员”，5天完成项目用地预征、2小时内办理税务登记和刻制公章、签约到投

产不到一年时间，全力推动当地绿色铝产业建设。

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助力企业和项目快速落地，在云南已成

为常态。“2022年3月，公司在祥云县成立，5月初正式开工，能评、环评等

一系列审批流程速度快、效率高，企业很满意。”贝特瑞云南公司总经理蒋

洪福说，总公司的负极材料出货量已连续10年位列全球第一，在建的20万吨

锂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集团在全球产量最高的基地。

“在产业转移中，云南的绿色能源优势明显，并拥有较好的营商环境，我们

对未来进一步扩大产能、拓展新业务充满信心。”蒋洪福说。

通过打造“云南效率”“云南服务”“云南诚信”营商环境新品牌，一

大批赛道优质、投资体量大、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项目落地云南，促

进了全省经济结构和产业格局变革，有力支撑云南“3815”战略发展目标实施。

金秋九月，2023中国
产 业 转 移 发 展 对 接 活 动
（云南）在昆明举行。作
为全国唯一以产业转移对
接为主题的“国字号”盛
会 ， 3 天 的 活 动 促 成 3 8 2
个 项 目 签 约 ， 计 划 投 资
3 9 6 6 亿 元 。 重 大 项 目 纷
至沓来，企业加大投资力
度 …… 此 次 对 接 活 动 上 ，
一项项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成果背后，是云南多
年来举全省之力为承接产
业 转 移 所 做 的 努 力 。 当
前，在面对新一轮产业转
移重大机遇时，云南如何
“接得稳、留得住、长得好”？

承接产业转移
看云南如何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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