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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最新數據顯示，自2019年8月30日起，
截至12月6日，中國（雲南）自由貿易試驗區昆明片區
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受理並辦結企業註冊共2041戶，其
中內資企業註冊2034戶，註冊資本合計185.40億元人
民幣，外資企業7戶，註冊資本合計8105.11萬美元。其
中，11月13日至12月6日半個月的工作日內，註冊企業
再次突破1000戶，這意味着昆明片區發展步入快車道。

目前，昆明片區成立了由黨政主要領導任組長的

「證照分離」改革全覆蓋先行先試工作領導小組，按
照 「誰審批、誰監管，誰主管、誰監管」原則，制定
了《中國（雲南）自由貿易試驗區昆明片區 「證照分
離」改革全覆蓋先行先試實施方案》，加強中央和雲
南省設定事項審批與監管的銜接，健全監管規則和標
準，全面推行市場監管領域 「雙隨機、一公開」監
管，大力推進 「互聯網+監管」，堅決糾正 「不批不
管」 「只批不管」 「嚴批寬管」等問題。

據介紹，昆明片區正致力於打造綜合統一的政務服
務中心，集中實施權限內的涉企經營許可事項。以職
權法定為原則明權責、以效能提升為導向促整合，依
法依規制定職能部門權責 「正面清單」，依法保障其
在 「正面清單」框架內盡責履職，杜絕推諉扯皮和監
管空白。將全省涉企經營許可事項全部納入清單管
理，清單之外不得違規限制企業進入有關行業或領
域，企業取得營業執照即可自主經營。 張雁群

邊貿合作蓬勃發展
12月10日至16日，第十八屆中緬邊交會在德宏傣

族景頗族自治州瑞麗市舉行，來自中國、緬甸、泰國
等11個國家的參展商和超2000 種商品參展。這次邊
交會共簽約項目24個，總金額達196.5億元，項目涵
蓋了文化旅遊、農業開發、商貿物流、木材加工等
多個產業領域。除了中國的茶葉、機電、家電、農
產品等產品外，亦有緬甸參展商的玉石、紅木家
具、化妝品、醫藥保健品等各色產品。

「從2001年舉辦首屆展會以來，中緬邊交會已成為
兩國交往合作的典範，為國內外客商提供了廣闊的商
品展覽、交易和經貿洽談平台。」德宏州委書記趙剛
說，這有力促進了中緬邊境貿易發展，惠及兩國邊境
地區的各族人民。

緬甸商務部副部長吳昂突說，中國是緬甸主要的貿
易夥伴國，近年來兩國持續加強貿易合作，為推動邊
境地區發展、改善交通條件、促進邊貿增長提供了有
力支撐。

據介紹，緬甸是雲南第一大貿易夥伴，2018年滇緬
貿易超過了65億美元，佔中緬貿易額的50%左右。雙
邊在開展貿易的同時，還參與對方地方展會，推動跨
境經濟一體化，並鼓勵滇企到緬投資。截至今年 10
月，已有48家合資企業，實際投資2.64億美元，涉及
農業、牧業、漁業等相關領域，在緬甸仰光建設達克
鞳燃氣蒸汽聯合循環電廠、曼德勒長途客車等市政基
礎設施改造項目，緬甸滾弄大橋也有望明年初開工。
此外，雲南為緬甸人力資源培訓也做了大量工作，14
年來，雲南為緬舉辦了17期培訓班，有超過200名官
員參加了相關培訓。

雲南省商務廳副廳長周學文表示，堅信中緬各方面
合作會邁上新台階。緬甸商務部貿易司司長吳敏敏
說，中緬交流促進了雙方貿易發展，支持了兩國之間
的經濟發展，也增進了兩國之間的友情。

跨境合作務實深入
在中緬邊交會上，記者看到由上海鵬欣（集團）有限

公司旗下公司湖南大康國際農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與
雲南城投集團成立的瑞麗市鵬和農業食品發展有限公
司，這家公司於2017年8月成立，2018年1月率先開
工建設的屠宰場，是中國第一個「跨境肉牛隔離屠宰

項目」。鵬和華南區域總經理戈春陽介紹，該項目位於
邊境經濟合作區範圍內，是中國與周邊陸路邊境相連
國家深化經貿合作、互惠共贏的一種全新發展模式。

戈春陽介紹，雲南跨境動物疫病區域化管理及產業
化試點項目，是充分利用瑞麗獨特的區位優勢，三年
內達到跨境進口屠宰加工肉牛100萬頭，冷鮮冷凍牛
肉供應總量達20萬噸以上，實現年產值150億元，全
力推動雲南省 「邊合區」經濟創新模式的落地實施。
今年截至目前，瑞麗鵬和已屠宰肉牛2萬多頭，產品供
應國內西南、華南、華東、華北、華中五大片區，並有望
在明年屠宰量達到25萬頭，力爭達到30萬頭。

跨境電商助力中緬新合作
邊境口岸城市瑞麗西北、西南、東南三面與緬甸接

壤，國境線長169.8公里，是中國最大的對緬貿易陸
路口岸，每天進出口岸的各類車輛達1.7萬餘輛，是
中緬貿易主要中轉站、集散地和物流中心。2019 年
1－9月，瑞麗進出口貿易總額完成628.96億元，同比
增長19.8％；完成邊民互市進出口額35.54億元，同比
增長19.89％，完成進出口貨運量1121.46萬噸，同比
增長16.34％。瑞麗建立了中國第一個 「境內關外」海
關特殊監管區，是國家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中國雲
南德宏自由貿易區重要的組成部分。

為了加快發展，創新發展，結合中緬交流合作的願
景，瑞麗已規劃和推動畹町國際產能合作區、芒令國
際陸港區、姐告貿易金融區、大健康服務區、跨境產
能合作區、弄島國際產能合作區等建設。

基於在珠寶玉石現時空前火爆的跨境電商交易，

「首屆中緬跨境電商論壇」亦在邊交會期間舉行，
京東、阿里巴巴、慧聰集團、敦煌網、宜起購、
富滇銀行等企業高層參會。研討會上，中緬跨境
電商產業聯盟正式成立。目前，在瑞麗通過手機
直播銷售玉石的從業人員超過了 3 萬人，通過電商
平台每天產生的快遞超過 6000 多件。德宏州州長
衛崗表示，德宏將進一步夯實電商平台基礎，在
產業生態、政策方面給予支持，進一步豐富電商交
易種類，把更多的緬甸產品賣到中國，並在中緬交易
結算、監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服務。

中緬跨境合作持續向好
從2001年舉辦第一屆邊交會時的26.84億元人民幣，到

2018年增長至315億元人民幣，記者了解到，在中緬兩國
共同努力下，中緬貿易持續向上，僅今年1－9月，中緬貿
易額135.4億美元，同比增長17.9%。其中，中國對緬出口
88.7億美元，自緬進口46.7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1.6%
和32.0%。同時，兩國在產能合作、金融服務、產業發
展、人文交流等諸多方面，均取得不俗成就。

香港商報記者 張興明

【香港商報訊】記者劉曉寒報道：瀘沽湖景區位於
雲南省北部的滇川交界處，是國家 4A 級風景名勝
區、省級自然保護區和省級旅遊區。近年來，寧蒗縣
委、縣政府，瀘沽湖管理局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
展，高標準推進瀘沽湖保護治理，堅決不讓一滴污水
流進瀘沽湖，通過狠抓河湖長制落實、狠抓滇川共治
共管等一系列舉措，瀘沽湖自然生態環境得到有效改
善，旅遊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得益彰，瀘沽湖水質穩定
保持地表水I類，是雲南省九大高原湖泊中水質最好
最穩定的湖泊。

寧蒗縣副縣長、瀘沽湖管理局局長和振介紹，為守
護好瀘沽湖高原明珠，雲南、四川兩省人民政府下發
執行《川滇兩省共同保護治理瀘沽湖 「1+3」方
案》，達成了 「瀘沽湖水質穩定保持I類」的共治目
標；落實河湖長制抓保護，雲南四川兩省、市、縣、
鄉、村五級湖長2次聯合巡湖，雲南省級湖長巡湖10
次，市級湖長巡湖18次，實現湖長從 「有名」向 「有
實」轉變。

「保護刻不容緩」，和振說，2018年截至目前共爭
取到中央和省級7億元環保資金，完成生態環境保護
項目投資2.8億元；瀘沽湖沿湖修建45.2公里污水收
集管網，實現雲南境內截污全覆蓋，景區污水日處理
能力4000噸，沿湖污水收集率為90%以上，垃圾收集
率在 95%以上；沿岸治理 13.5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
積，完成栽種陸生、濕生喬灌木草被帶2000畝，建設
恢復湖濱帶植被55.5公頃，修建湖濱棧道8.5公里。
目前，控湖轉壩的瀘沽湖摩梭小鎮項目已投資1.9億
元啟動項目一期工程；竹地埡口至永寧扎美寺的二級
公路已啟動，加快形成 「湖區遊覽、湖外吃住」旅遊
格局。

針對中央環保督察 「回頭看」提出的問題，在實現
親水平台、碼頭全拆除基礎上，2018年10月全面開
展護湖整治行動（臨湖80米範圍內民居客棧等建築拆

除），沿湖223戶整治對象已有216戶簽訂協議，147
戶民居客棧完成拆除，拆除建築面積4.5萬平方米。

53歲的王中德是洛水村呂家灣村民，他的房子幾乎
已全部推倒，提出拆遷時，他第一個帶頭支持。據他
介紹，他在呂家灣住了近 40年，2013年他把老房子
拆了建起了客棧，共有30間房，經營一年下來毛利有
200 多萬。1053 平米的房子拆除後，王中德拿了 300
多萬的賠償款。如今政府把他安置到官地村，他預備
重新開客棧，已經建到了第二層。

王中德說，把80米生態紅線範圍內的建築拆除對瀘
沽湖人民是好事，離湖太近確實容易污染，把瀘沽湖

保護好了才能留給子孫後代。從實際情況來看，發展
旅遊業才能解決當地人的經濟來源。儘管短期內他是
有損失的，但從長遠出發，他十分願意搬遷。據悉，
呂家灣在80米生態紅線範圍內的建築，自今年9月開
始拆遷，已有21戶拆遷完畢，剩餘的6戶預計明年上
半年全部拆完。

據了解，2019年1月1日至11月25日，從麗江方向
進入瀘沽湖景區遊客人數達到198.84萬人，門票收入
1.21億元，提前超額完成麗江市政府下達的景區接待
人數增加 10%、景區門票收入維持 1 億元以上的目
標。

瀘沽湖多措並舉水質穩定保持瀘沽湖多措並舉水質穩定保持II類類

【 香 港 商 報
訊】雲南多寶電
纜 集 團 始 創 於
1998年，年產值
約 人 民 幣 50 億

元 ， 公 司 現 有 職 工 1000 餘
人，生產能力覆蓋 35kV 及以
下各類產品，是目前雲南省最
大的民營電線電纜製造企業。
其產品供應南方電網公司、雲
南省電網公司、昆明市供電
局、省建投集團等國有大中型
企業，連續 10 多年被評為雲
南省著名商標及省工信委推薦
產品。是國內首家獲得泰國工
業標準協會（TISI）認證的企
業。

在拉絲車間，多寶電纜集團
生產中心廠長許翔向記者介
紹，多寶電纜集團擁有 30 多
位中外技術人員組成的創新研
發團隊，30 多台高端檢測設
備，100多台國內外技術領先
的高精尖生產設備。

據悉，多寶電纜集團生產基地現有400多位優
秀技工，60多位技術檢驗員，實行24小時3個
班次交替工作制度。從產品原材料加工到最後交
付客戶，中間需要歷經原材料檢測、拉絲檢測、
絞線檢測、絕緣檢測、成纜檢測等 8 大工序及
150多次超國家標準的檢測。

多寶電纜集團董事長鄭曉城說到： 「小細節大
製造是多寶電纜質量的保證。我們所生產的電線
電纜產品，從原材料開始，不會因為這批料有些
小缺陷就將就使用，而經過的每到檢驗程序，也
不會因為數據差不多了就過關，我們追尋的是最
終的結果。」堅持 「小細節、大製造」理念，
「一面守拙，一面創新，以小處入，成大格

局。」 胡非

雲南自貿試驗區昆明片區註冊企業逾兩千戶

﹁小
細
節
大
製
造
﹂

—
—
記
雲
南
多
寶
電
纜
集
團

特稿

瀘沽湖瀘沽湖

多寶電纜集團董事長鄭曉城（右一）、生產
中心廠長許翔（右二）介紹車間相關情況。

▼瑞麗口岸

▶中國（雲南）自由
貿易試驗區德宏片區聯
動發展功能布局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