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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

如何留得住？

扬优势，夯基础

云南拥有绿色能源、资源、

区位、劳动力等多方面的优势，如

何在产业转移中发挥优势，助力产

业发展？在本次产业转移对接活动

中，高等院校、部分省（区、市）、

国家有关行业协会和智库机构结合

“1+7+2”系列活动（综合活动1场、

专题活动7个主题18场、延伸活动

2场），为云南承接产业转移献计

献策。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创新

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产业是发展的核

心支撑。在此次对接活动上，省政府

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

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7所工业和信

息化部直属高校以及重庆大学签署了

合作协议，双方将打造一批体系化、

任务型的创新联合体，为云南承接产

业转移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

力支撑。

近年来，云南成为打造产学研

合作的热土，现已引进建设了北航云

南创新研究院、上海交大云南（大

理）研究院、北理工昆明产业技术研

究院等一批新型研发机构。以2018年

成立的北航云南创新研究院为例，通

过建设区块链应用技术实验室、5G联

合创新实验室等科研阵地，研究院将

北航的5G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高新技术与云南实际相结合，已在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了不少

阶段性成果。

“院士云南行”也是此次对接

活动的一项重点。来自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的近20名院士及相关领域

专家，走进昆明、曲靖、玉溪、楚

雄、文山、临沧6个州（市），搭建

院士专家对接服务长效机制，推动重

大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楚雄资源禀

赋优越，发展钛产业潜力巨大，当地

要努力把已有的优势转化为真正的经

济价值。”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首席科学家储双杰在楚雄调研期

间，对相关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进行了指导，还就如何加强产学

研、院地企合作与企业进行了深入

交流。

如何长发展？

强合作，促共赢

目前，我国与东盟贸易额占全

国贸易额的16%左右，云南与东盟的

出口额占全省出口额的50%左右，在

承接产业转移方面，云南还有巨大的

潜能可以深度挖掘。但要实现高质

量的产业转移，东部发达地区的资

金、管理、人才一定要跟云南绿色能

源、基础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有机结

合，为此，云南不断探索合作新路

径，通过沪滇合作、粤滇合作、闽

滇合作等合作机制和平台的搭建，

实现与各兄弟省份双向流动，合作

共赢。

走进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核心

区域，一座综合型高科技园区——

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正如火如荼建

设。作为上海与云南共同融入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方式、新途

径，项目于2022年6月开工建设，预

计2023年底正式交付运营。

“无论是上海还是云南，都给

予了我们十分有利的扶持政策。作

为未来沪滇两地产业合作的窗口，

这里将成为国内企业走向南亚、东南

亚的大通道。”据沪滇临港昆明科技

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祁龙军介

绍，园区占地282.5亩，总投资14亿

元，目前已对接数字经济、生物医

药、检验检测、工业互联网等高科技

企业200余家。除在昆明建设高新园

区外，上海临港集团正在积极推动中

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建设，为推

动东部产业有序转移、梯次布局做好

准备。

随着云南承接产业转移的步伐

逐步加快，一大批产业项目接续落

地，云南工业投资连续6个季度实现

30%以上的高速增长，增速全国排名

位次始终保持前五；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累计增速连续16个月高于全

国平均增速，工业总产值占GDP比重

连续2年提升，工业经济对全省经济

的“压舱石”“主引擎”作用进一步

增强。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

乖者，不以咫尺为近。”以此次产业

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为契机，云南将进

一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

产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打造

产业链供应链生态体系，在服务和融

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实现更好发

展、展现更大作为。

本刊记者 王学勇 

企业家代表在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参观  郝亚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