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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云南自贸试验区对外贸易和相关政策为

分析对象，对其进行定量及定性分析，并与同处于西南地

区的四川以及重庆自由贸易区进行比较，认为云南自贸试

验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优势。然而，云

南自贸试验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需要进一步加强人

才引进、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以及相关政策，以实现云南自贸试验区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构建高质量的自由贸

易区目标，云南自贸区应积极响应，助力我国经济的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对外贸易；税收；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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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南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现状

2019 年 8 月 30 日，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

6个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精神，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昆明、红河、德宏

3 个片区正式挂牌成立。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 简称云南自

贸区），是中国政府在云南设立的区域性自由贸易

园区。云南自贸区总面积有 119.86 平方公里，区

域内划分为三个片区，分别为昆明片区，占地 76

平方公里，其中涵盖昆明综合保税区 0.58 平方公

里；红河片区，占地 14.12 平方公里；德宏片区，

占地 29.74 平方公里。

（一）云南自贸区对外贸易现状

据云南统计局显示，2022 年全省经济运行总

体发展平稳，农业经济、高原特色农业、工业平

稳增长，第三产业持续性增长。其中 2022 年全省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8 954.20 亿元，同比 2021 年

增长了 4.3 个百分点，增长速度高于全国 1.3 个

百分点。其中，对外贸易进出口额 3 342.3 亿元，

同比 2021 年增长 6.3 个百分点，外贸进出口保持

平稳发展的同时也在向好的态势发展。此外，云南

省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2022年云南省与东盟、

RCEP 其他成员国贸易额 1 273.7 亿元，增长 2.3

个百分点，约占云南外贸进出口总额的 40%。

根据云南省历年统计年鉴，云南自贸区的进

出口总额如图 1 所示。通过对云南自贸区进出口

总额进行分析，其进出口总额呈现不断增长趋势，

2013 年进出口总额 210.99 亿美元，2022 年达到

了 227.21 亿美元。在这 10 年内，云南自贸区进

出口贸易总额得到较大提升。除此之外，云南省外

贸进出口额从 2013 年的 258.29 亿美元，到 2022

年的 517.24 亿美元，全省对外贸易大幅度提升。

但是 2015 年到 2016 年进出口贸易额有一定下降，

云南自贸区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省贸易比例

云南自贸试验区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探析
——基于与四川及重庆自贸区比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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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呈下降趋势。这是由于全球经济形势下行，全球

经济增长率从2014年的 3.2%降至 2015年的 2.4%，

全球贸易也持续低迷，导致了云南对外贸易进出口

额有所下降。可见，自贸区的确立提升了云南自贸

区的对外贸易总额，同时也拉动了全省的贸易总

额，但是云南自贸区在云南对外贸易中的主体地位

尚未得到强化，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以

加快云南自贸区的发展步伐，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

（二）云南自贸区税收收入现状

根据2017—2022年云南省经济运行情况报告，

云南省在 2019 年由于自贸试验区政策的落实，经

济继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态势，税收收入有了较大

的增长（见图 2）。而税收的增加也就意味着政府

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政府可以扩大财政支出，

促进商品流通、物流建设、社会保障及就业的发展，

拉动自贸区经济发展。从 2020 年开始，由于新冠

疫情的暴发和全球经济放缓，云南省的经济环境受

到了很大影响，经济不稳定，税收收入增长放缓。

此外，云南省企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税收

贡献降低。加之在疫情期间，居民收入降低，居民

的消费意愿降低，税收收入也随之减少。2022 年

开始，云南省税收政策调整，新增减税降费和相关

项目退税政策，导致税收收入大幅减少。

（三）云南自贸区物流现状

为了更好推进云南自贸试验区经济发展，根

据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注重增长中心的作用，以昆

明、红河州、德宏州等地区的发展为主体来带动整

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同时着重发展区内各个口岸建

设，推动整个云南区域物流行业的建设，从而拉动

区域的经济发展。加强与各省以及邻国的贸易往

来，推动国际经济融合，拓展云南自贸试验区的经

济发展空间，最终实现地区的经济繁荣。

由于物流行业具有全局性的特点，因此要根

据全省物流体系现状来研究云南自贸区交通物流

建设发展的现状。

表 1  2015—2021 年云南省物流状况

年份
全省货运量

(亿吨 )

铁路

（亿吨）

公路

(亿吨 )

水运

（万吨）

民用航空

（万吨）

2015 11.43 1.17 10.20 602 9.17

2016 12.19 1.18 10.95 646 9.03

2017 13.74 1.26 12.41 667 8.43

2018 14.91 1.31 13.53 687 7.60

2019 16.01 1.42 14.51 696 8.75

2020 13.04 1.42 11.56 519 6.23

2021 14.39 1.42 12.91 576 7.78

数据来源：2015—2021 年云南省统计年鉴

根据对表 1 云南省物流指标状况进行分析，

目前云南省交通运输货运量得到快速增长，2021

年云南省货运量为 14.39 亿吨，相比 2015 年增长

了 11.43 亿吨，其中公路货运量增长较快。一方面

是由于云南省本身地理位置优越，处在自贸区建设

过程中，其经济发展正在受到补贴。另一方面，云

图 1  云南自贸区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资料来源：2012—2022 年云南省统计年鉴，及 2022 年昆明、

红河州及德宏州人民政府报告

图 2  税收收入（亿元）

数据来源：2017—2022 年云南省经济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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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公路布局相对比较完善，公路交通发展迅速，

广泛建设公路网络，使公路货物运输成为当地最主

要的货运形式，是云南省交通运输货运量增长的主

要贡献。相对于公路货运，云南省的水运和民航运

输网络结构不够完善，运输能力受到限制，所以其

水运和民航运输相对滞后。

云南全省有多个与南亚东南亚国家连接的口

岸。这也为云南自贸区经济带来很多积极的影响，

包括促进贸易便利，为云南省发展跨境电商提供较

好的基础条件，推动边境经济的发展，拓宽了贸易

投资渠道，提高了区域的竞争力，促进了地区以

及跨国互联互通。同时云南自贸区依托当地地理

位置优势，已经建立起和邻近国家的交通贸易网

络，建立了一系列的对外开放平台，带动整个云南

地区发展。

二、云南自贸试验区和四川重庆自贸区建设

比较

四川、重庆、云南同属于西南内陆地区，地

理位置优越，都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而随着四川、

重庆、云南自贸试验区的依次建立，各自贸区都先

后实行扩大开放、贸易便利化、支持企业创新的开

放政策；都提供了多元化的投资环境，提供优惠的

税收政策；吸引更多国内外企业投资。但是在近几

年的发展中，三地经济发展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

因此通过和四川、重庆自贸区建设的比较，尽快发

掘和弥补云南自贸区建设中的不足之处，努力实现

自贸区发展的稳定、快速、高效发展。

（一）自贸区间对外贸易的比较

表 2  云南、重庆、四川自贸区进出口额

自贸区
进出口总

额（亿元）

出口额（亿

元）

进口额（亿

元）

进出口差

额

云南自贸区 3 342.35 1 612.56 1 729.79 -117.23

四川自贸区 1 0076.7 6 215.1 3 861.6 2 353.5

重庆自贸区 8 158.4 5 245.3 2 913.1 2 332.2

数据来源：2022 年云南省、四川省、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

根据 2022 年云南省、四川省、重庆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四川和重庆自贸区

的进出口总额远远高于云南自贸区的进出口总额。

在 2022 年四川和重庆自贸区出口的商品和服务的

价值超过其进口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处于贸易顺

差，说明了四川和重庆地区的对外进出口贸易在

2022 年处于优势地位，保持较好对外贸易状况。

而云南自贸区的进出口差额处于贸易逆差状态，

说明云南的进出口贸易在 2022 年处于不利地位，

云南自贸区的进出口贸易依存度较低。这种贸易

逆差可能会导致地区进口商品的成本增加，从而

抑制地区进口商品，同时也就抑制外商投资。因

为很多外商投资实际上就是为了获取本地区便宜

的原材料，但是如果地区的进口货物的成本很高，

外商投资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云南省地区的贸易

逆差很可能会导致外资的流出，从而影响地区的

进出口贸易。

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贸易有促进作

用，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会促进出口额的增

加，所以对云南、四川、重庆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进

行整理。

图 3  各自贸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2021 年云南省、四川省、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

四川和重庆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分别

是 33.61 亿美元、22.4 亿美元，而云南实际使用

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 8.88 亿美元，远远低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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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庆自贸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带动自贸区的经

济增长，可以帮助其增强地区的技术水平、现代化

水平和带来新的技术，进而提升自贸区的竞争力、

推动自贸区的工业进步；还可以激励、引导企业家

创新以及增加就业机会，形成具有自贸区特色的产

业，同时还可以带动区域内的就业情况，改善居民

的生活水平，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自贸区的影响

是非常显著的。四川和重庆自贸区可以利用更多的

资金发展其区域内的重点产业，例如，投入到高新

技术产业、新型材料生产中，外商直接投资更加促

进自贸区的发展信心，提升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同

时，带动自贸区的经济发展。但是相对于四川和

重庆自贸区，云南自贸区还未形成完善的外资联

动机制以及外商投资企业服务平台，因而现存的外

商直接投资还未对云南的出口贸易起到很好的促

进作用。

（二）自贸区间税收的比较

四川以及重庆自贸区在成立之后，进一步支

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出台了对于小微企业纳税所得

额的税收优惠政策。而云南的一些税收政策还比较

零散，缺乏统一和系统性，例如涉及农产品的税收

政策，云南自贸区关于农产品的税收优惠政策还主

要在初级农产品的生产阶段，对于加工阶段农产品

的税收还未完善。

（三）自贸区间物流发展比较

表 3  3 个自贸区物流现状

自贸区
货物运输量

（亿吨）

铁路

（亿吨）

公路

（亿吨）

水运

（万吨）

云南自贸区 14.39 1.42 12.91 576

四川自贸区 18.3 0.6 17.1 5 400.5

重庆自贸区 521.6 47.74 391.39 824 000

数据来源：2021年云南、四川及重庆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表 3 选取 2021 年各自贸区的货物运输量、铁

路、公路、水路运输量对自贸区间的物流现状对比。

云南自贸区在铁路和公路物流建设方面相对完善，

形成了与南亚、东南亚铁路和公路交通物流网络。

但是云南自贸区水运、民航货运量与重庆、四川自

贸区货运量相差较大。原因有很多，首先四川、重

庆紧邻江河水系，经济活动非常发达，货物运输量

大；其次，四川、重庆拥有较多港口，其基础设施

建设相对比较完善；最后重庆港是长江上游最大的

内陆港口，应国家港口发展政策的要求，改善水运

航道，加强了内部水运基础设施建设，与内部公路

建立起联合运输的交通枢纽，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物

流集散中心。而云南虽然有澜沧江—湄公河、红河

水运通道作为水运物流基础，水运基础设施发展相

对不完善，投资建设滞后，内河水运网络发达程度

不高，航道宽度和深度较少，还未和内部的铁路、

公路形成一体化物流体系，所以云南的水运物流发

展处于落后状态。

（四）自贸区间人才建设比较

四川和重庆自贸区建设完成后，都制定了一

系列吸引人才的政策，了解人才的需求，并制定人

力资源开发方案。四川自贸区为了吸引人才到区内

参与自贸区的建设，规范了人才市场，并对外籍高

端人才到区内就业创业提供了相关基本保障。重庆

自贸区政府针对国外的优秀人才，给出多项优惠政

策，例如，学历认证、就业创业支持等。除此之外，

还实施了联合培养战略，与国内诸多知名大学签订

人才培养协议，同时将大量的经费投入到专家学者

在区建立实验室、工作室，并投入科研经费，用来

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

云南自贸区内部高端人才不足，一是缺少跨

境电商人才；二是旅游业中也缺少专业型人才。虽

然在云南一些高校中均设有电子商务专业，近几年

开设电子商务的高校也在不断增加，但是大多数

高校对跨境电商的培养还远远不足。因此，想要

在云南自贸区内发展跨境电商，相关的人才储备

还远不能适应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所以，跨境

电商的人才短缺成为了制约云南自贸区跨境电商

发展的一个因素。除此之外，旅游行业中缺少具有

少数民族特色的旅游人才，使得具有民族特色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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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形式没有得到充分展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旅

游业的发展。

三、云南自贸试验区发展建议

云南自贸区的建设，首先就是要明确自贸区

的发展定位，一个明确的发展定位至关重要。其次

要根据具体情况和经济发展，结合国家政策及发展

战略，准确把握好自贸区发展定位，将云南建设成

高度对外开放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实现其高质、

高水平、可持续发展。

（一）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促进对外贸易的

增长

首先，可以适当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放

宽外商投资准入限制，简化外商投资项目的手续，

实施先建设后检验的管理模式，以此增加外商的直

接投资额。其次，还可以通过建立外商企业服务平

台、信息公开平台，以此建立服务机制，提升对于

外商投资信息的透明度，更好地对外商投资进行服

务及监督，来提升外商投资的安全性及外资的利用

效率。同时，农产品作为云南自贸区进出口中具有

比较优势的产品，云南自贸区可以继续加深农产品

的进出口，同时发展云南高原特色农产品以及加工

贸易。此外，还可以在保持和东盟国家贸易基础上，

加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来促进

对外贸易的增长。另外，云南自贸区可以与其他企

业、外国企业合作，拓展贸易渠道，提高贸易的便

利性，帮助企业更好打开市场和开展跨境贸易。同

时可以推进地区之间以及自贸区之间的经济与贸

易合作，吸引外国企业进入自贸区，开展更多的跨

区、跨国合作，以促进自贸区的发展。最后，还可

以加强企业的贸易能力建设，进一步促进云南自贸

区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云南自贸试验区要积极

响应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自由贸易区要增强

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实现国际

和国内双循环，以此提升贸易的质量和水平，推进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高质量、高标准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自贸区内部的税收政策

首先，可以建立外商投资激励机制，支持新

兴产业，鼓励外商投资，例如，政府可以提供税

收优惠、技术支持等政策，以此鼓励外商投资和

外资的利用，促进经济发展。其次，可以加大对

农产品税收的减免力度，对于农业产品出口方面，

可以加大对农产品出口的减免力度，扩大农产品

的免税范围。针对物流出口各个环节可以实行先

征税后返还的政策，加大云南自贸区农产品的出

口。此外，对于中小型跨境电商企业，也可以加

大减税力度，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降低企业运营

成本，以此促进跨境电商企业的发展。最后，可

以实施税收联动政策，把自贸区内的税收优惠政

策与外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起来，更好促

进自贸区的发展。

（三）优化云南自贸区内的物流发展建设，建

设物流集散中心

云南自贸区在“一带一路”发挥着重要交通

枢纽的作用。因此，云南自贸区要利用自身地理位

置的优势，重点建设物流体系，提升云南自贸区内

商品的竞争力，这需要为物流市场营造良好的环

境，可以通过在国内国外建设物流仓库，来实现商

品货物直接送达市场，降低跨境电商的成本，形成

规模经济。同时，需要推进物流技术创新，例如，

推广应用物流精准管理、智能技术，加快推进自贸

区内物流科技创新。此外，可以利用互联网，建立

物流行业信息公开平台，在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之

间实现信息共享，在此基础上建设物流集散中心，

形成更完整的物流体系。最后，需要推动物流业绿

色发展，加强环境保护，构建网络物流营销体系，

完善电子商务线上线下交易平台的建设，实现物流

行业高标准发展。

（四）注重云南自贸区内人才培养及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人

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因此，要想

建立高标准的云南自贸试验区，首要任务就要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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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中提出的目标，

加快人才引进，建立人才引进计划，以此来吸引

大量的人才投入到云南自贸区的建设当中。例如，

自贸区应该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培养多元化的

人才，鼓励他们发挥各自才华，搭建良好的发展

平台，为其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以此激发人才

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此外，目前云南自贸区内

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处在初期阶段，虽然在云南

许多高校中都设有电子商务专业，但实际情况是，

许多高校开设的电子商务专业还停留在国内的电

商层面。因此，要着重培养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的

人才，以此推动云南自贸区跨境电商的发展。最

后，还要为人才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不光要解

决人才的居住问题，同时还可以给予人才相应的

补助，来吸引高端人才以及云南省外的人才返乡，

参与云南自贸区的建设中。总而言之，云南自贸

区加强人才培养和发展的关键是要实施多方面的

政策措施，加大投入，改善环境，实施激励政策，

使云南自贸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聚集地，为自

贸区的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

四、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建设高标准自贸试验

区的目标，这也是云南自贸试验区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方向。通过与四川和重庆自贸区的比较，

可以发现云南自贸区的建设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

处于探索时期，所以还需要解决初期建设发展中的

问题，以此才能推动云南自贸区的建设。

云南自贸区要深化农产品的出口，积极地发

展云南省具有高原特色的农产品出口以及加工贸

易的发展，推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此外，还要积极

完善云南自贸区内税收政策，加快自贸区内部的物

流集散中心的建设。同时，学习国内外自贸区建

设发展的经验，制定人才吸引政策，吸引高端人

才参与到云南自贸区的建设中，并加强政策和制度

创新，引领和带动区域发展。只有通过不断完善和

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实现云南自贸区的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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