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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玉溪市要充分发挥“两烟”产业和生态产业优势，提升城镇化、对外开

放和产业技术水平，推进经济向特色产业型、多方式拉动型、综合协调型和共同发展型转变，构

建特色型经济发展模式。玉溪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需求结构要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

动型转变，产业结构向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型转变，要素投入结构向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

和管理创新型转变，保障机制则向城乡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开放型转变，才能有效提升地

方经济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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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位于滇中，是滇中城市经济圈的重要一环。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

深化，基于多年来的发展形成的经济与产业结构虽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

用，成为云南省经济最发达地区，但玉溪地方经济存在的发展方式落后、县域经

济不强、招商引资困难和融入滇中城市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力量不足等问题，制约

了地方经济健康与持续发展。 

玉溪区域经济研究所是玉溪师范学院商学院下设研究机构，主要利用高校

智力资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地方高校职能的具体体现。从 1994 年以

来，我在玉溪从事区域经济、金融支持和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持和参

与了玉溪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下达的多个项目，通过研究和分析玉溪地方经济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为消除地方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尽心尽力，以尽到一名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社会责任。 

《玉溪地方经济发展研究》一书主要包括 2011—2015 年我所主持的五个有关

地方经济发展的社科课题，主要涉及玉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县域经济发展、投

资环境优化与招商引资、融入滇中城市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和云南少数民族人口与

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课题来源于玉溪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民建玉溪市委员会

和云南省统计局，虽然课题研究重点与方向不同，但都紧密结合玉溪地方经济发

展，整体上符合本书核心理念，也体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上述课题的研究成果

形成得到了课题组人员大力支持，但研究成果都是由我独立完成，文稿审定由我

负责执笔写作，成果都经过项目下达单位组织专家进行了评审验收，已经达到研

究要求。 

《玉溪地方经济发展研究》一书以研究课题和项目成果方式汇集出版，我是

相当的忐忑不安，一方面由于课题成果经过了 4～5 年的时间跨度，当时采用数

据与资料虽在研究中比较新，也符合科研课题研究 3～5 年数据采集要求，但更

改会造成研究成果的失真和不能反映当时经济发展状态。同时，将已经结题的

研究成果汇集出版，整书逻辑体系会出现一定的跳跃，结构上会有些松散，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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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整本书质量。但经过多次查证与参考，上述问题可以忽略，毕竟玉溪地方经

济发展涉及面较多、较广，选择熟悉的方面从事深入研究是可以的，也是有必

要的。 

《玉溪地方经济发展研究》一书的付梓出版，要感谢参与研究及给予我帮助

的项目组成员，感谢项目结题成果中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更要感谢玉溪师范

学院商学院各位同人的支持与帮助，感谢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李义，感

谢我的妻子付丽彬和女儿马景怡，是你们的理解与支持让我完成了研究。 
 

马小宁       

2016 年 2 月于玉溪师范学院红塔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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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策研究①
 

内容摘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玉溪市要充分发挥“两烟”产业和生态产业优

势，提升城镇化、对外开放和产业技术水平，推进经济向特色产业型、多方式拉

动型、综合协调型和共同发展型转变，构建特色型经济发展模式。玉溪市在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中，需求结构要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型转变，产业结构向

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型转变，要素投入结构向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

创新型转变，保障机制则向城乡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开放型转变，才能有

效提升地方经济发展质量。 

在加快玉溪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要积极创造转变条件，转变发展观念，

强化发展质量观；同时要以友好型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实施集约型发展方式，

拓宽发展内涵，注重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以多元化目标促进经济社会综合发

展；切实加快发展阶段转换，建立和完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制度，实现经济发展

与社会进步同步增长。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策；玉溪 

 

随着国家“桥头堡”战略的实施，玉溪市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经济总量

不断增加，经济结构逐步优化。伴随着产业结构逐步调整优化，玉溪市经济发展

模式已初步形成，经济发展水平得到快速提高，成为滇中经济的重要一环。但在

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粗放型增长方式特征依然明显，要素型产业多，

资源耗费大，新技术与科技应用面窄，阻碍了玉溪市经济、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与调整，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选择适宜玉溪市经

济发展的战略模式，促进玉溪市经济发展转型，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区域经

济发展的必然。 

紧密结合玉溪市经济发展现状，按照市委、市政府经济发展规划，科学选择经

济发展战略，确定合适的发展模式，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引进和采用先进技术，

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形成区域性新兴战略产业，建立特色经济，完

善经济发展支持服务系统，是玉溪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是促进

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从追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追求经济发展方式，体现

                                                        
① 2011 年玉溪市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立项项目（编号：YXSK19）最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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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按经济运行规律办事的科学性和主动性，准确认识和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

于新时期区域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①

 

玉溪市位于滇中，属边疆内陆地区，是云南省内的重要经济区，是“两烟”

产业核心区，有相对较强的发展基础和雄厚的发展能力。经过多年发展，以烟草

加工、卷烟生产工业为主，矿、电产业其次，生态旅游产业和民族文化产业共同

发展的格局已基本形成，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但玉溪市经济发展不均衡，产业单

一，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传统农业、工业和低层次服务业，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和

战略性产业对 GDP 贡献率依然很低，城乡差别大，农村基础设施滞后，经济二

元化结构程度较高，制约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玉溪市经济发展必须进一步调

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从单纯追求

GDP 量的扩张向追求总量、结构、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发展目标转变，加大资

源有效利用和综合循环利用，实施开放式发展战略，引进优势资源和先进技术，

嫁接现有产业体系，增加产品品种结构，完善经济发展支持服务体系，提高玉溪

市经济发展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需要。 

一、经济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 

（一）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一国或者一个地区最基本的宏观经济目标之一。经济增长就是把

潜在 GDP 变成现实 GDP，实现国民生产总值量的增加，促进国家或地区物质财

富的增加与积累。 

经济增长方式通常是指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及各种要素

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传统的马克思经济学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方式主

要包括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和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两种。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方式主要

通过增加要素投入来实现生产规模扩大和经济增长；而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方式主

要通过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来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益，实现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有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粗放型增长方式主

要依靠资金增加和资源投入来增加产品数量推动经济增长；集约型增长方式则主

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传统意义看，就是要由外延式生产模式向内涵式生产

模式转变，从单纯依赖要素投入向技术、管理和要素综合投入方式转变，从单纯

资源型发展向科技推动型发展转变，从而实现经济总量的增加和经济结构的优

                                                        
① 王云、潘云：《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十二五”中部地区发展模式研究》。《当代经济管

理》，201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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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非均衡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效果难以保证，

增长效率不高、发展质量较低，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依然难以摆脱传统发展方式，

没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二）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则是指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利用资源、技术和生产要素来实现优化配

置，增加区域 GDP 总量和优化经济结构，是区域经济内技术、观念、体制、物

质福利和社会结构的转变和提升，是国民财富积累的重要途径。从概念界定上

看，经济发展内涵要比经济增长更加广泛，经济发展除表现出国民经济总量增加

外，还包括经济结构优化、社会服务发展和经济体制变革等内容，涉及一个国家

或地区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具有全面性特点。 

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必须针对区域经济现状，改革生产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实行跨越式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方式既包括增长方式中数量增加、

结构变化和质量改善等全部内容，还包括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居民生活水平、

城乡结构、资源利用以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构成因素更多，涉及范围更广。因

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生产模式改变和发展思维转型，要求经济发展在

本质上改变现有模式与途径，才能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 

（三）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的综合。不仅包含经济增

长，还包括结构优化、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

度、工业化水平以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内容。经济发展方式从内容上看，涉及结

构优化、经济效益增加和社会效益提升等一系列问题，不仅突出了“量”的变

化，更强调了“质”的提升，与经济增长方式单纯依赖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

相比，内涵更加丰富。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内涵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最早是 2007年 6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

提出的，指出要实现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①
。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强调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重大战略任务。至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已经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理念。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数量”的增长和“结构”的优化，是国民经济运行

“质量”的提升和经济“效率”的增加，是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经济发展新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

斗》。《人民日报》，2007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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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形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重大，内容较多，除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外，还要改变单纯追求 GDP 量增模式，推行资源和要素的循环与综合利用，

从单纯物质财富增加到物质、精神、文化和自然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共同

发展。 

（1）注重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率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率提高是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核心，也是区域经济运行的本质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改变过

去只重视数量增长而不注重提高质量的运行机制，改变以 GDP 增速为核心而牺

牲资源的粗放模式，把发展质量和效率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重视经济运

行质量，提高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合理配置经济要素，根本上转变现有生产、管

理与经营方式，实现帕累托最优。 

（2）调整与优化经济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经济结构调整就是要对现有产业、消费、投资、外

贸和收入分配等各方面结构进行优化，实现结构合理化，发挥经济结构效

益。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基础性内容，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要根据区域产业发展现状，充分利用资源与要素

优势，发展特色和优势产业，提高产业科技化水平，促进产业升级，从根本上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3）形成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方向。经济发展战略应立足现有基础，以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与和谐发展为思路

进行设计，充分渗透新观念，把单一发展目标转变为多元化目标，把粗放型发展

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发展方式，用灵活的政策和制度改变原有生产经营方式，提高

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发展效率。 

（4）建立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谐发展模式就是指经济发展要改变高投

入、高消耗和高排放方式，减少资源浪费，实现自然、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在

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实现资源、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核心在于改变牺牲自然环境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的单一方式，转变为资

源要素、人文环境、社会体制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 

（5）统筹协调的经济运行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技

术上和方法上的创新，要求经济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它影响到经

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要注意内容上的统筹协调，也

要注意形式上的规划安排，协调好国内与国际、中央与地方、当前与长远等各

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顺利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需

对现有经济运行体制、产业发展模式、生产经营体系、宏观管理方法和配套机

制等进行深层次变革，防止因发展方式转变带来的剧烈变化，减缓经济波动，

促进经济稳健运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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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完善经济发展保障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强有力的保障体系和完

善的服务支持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经济运行机制等若干问题，包括

政府职能转换、财政金融支持、人力资源配给、社会服务体系完善等，只有构建

坚实的保障体系，完善保障制度，才能从根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

决策支持系统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意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命题，它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新发展

观，从发展机制上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实现了宏观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从单纯以 GDP 总量指标向以多元化指标来衡量一国或一个地区经

济实力转变，从数量型向效益、质量和结构优化型发展目标转变，有利于提高经

济循环水平，真正实现国民经济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高级化与合理

化，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科技型和协调型发展方式转变，提升区域经济竞争

力。玉溪市作为滇中重要的经济体，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能促进区域要素合

理配置，突出区域产业发展特点，建立主导产业，以优势产业群形成特色经济，

创新组织管理体制，辐射并带动相关产业共同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改变工商企业现有生产经营模式，促进企业加大技

术引进和技术革新，按照市场需求生产产品，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提高企

业生产经营效率，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建立高效、廉洁的管理体制，促进政府职能转

变，改变区域经济宏观管理的方法与手段，建立科学管理体系，以科学管理方法

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民生的共同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优化经济发展战略，建立新的发展中心极，完善中心

和周围经济区的联系机制，加速经济圈形成，带动外围和中心经济区共同发展。

玉溪市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学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以中心城区、八个县城为

中心，形成东西两线发展区。东面经济区重点发展旅游、文化、生态和低污染工

业，西线则以深加工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主，并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形成

互补型经济发展模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树立新型发展观，形成全面发展思路。新型发展观要

以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和跨越发展为指导，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现状，突出生态战

略，实施循环经济，合理配置内部要素，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

量，最终达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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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体现在工业转型、产业结构优化、要素合理配置

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方面，要从单一资源消耗推动型向科技、素质、管理协调

推进型转变，从经济总量增加型向总量、结构平衡型转变，从投资依赖拉动型向

投资、消费、出口三方面联动型转变，以多元化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化管理制度

促进经济的发展。 

（1）发展新型工业，增加工业经济效益，转变工业生产模式。我国经济发展

一直是以工业为核心的第二产业推动型，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占极大比重，

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但我国工业基础薄弱，技术水平低且没有绝对优

势，发展依赖资源推动，导致资源消耗巨大，产能与产出价值较低，污染严重，

经济增长是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利用现代

科技，促进科技与资源的有机结合，实施内涵式的增长，能改变单一重工业主导

型发展模式，建立合理的工业产业体系，提升经济发展动力。 

（2）建立协调发展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从单一投资拉动型向

投资、消费、净出口协调型转变，真正发挥出“三驾马车”的作用。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要高度重视内需消费，改变投资结构，发展外向型经济与产业，增加外经

贸企业发展能力，实现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达到共同发展。 

（3）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优势和特色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就是要

调整产业结构，建立适应的产业体系。要按照经济发展现状和特点，因地制宜构

建产业结构体系，建立主导产业，发展优势产业，形成特色产业，实现经济与产

业发展模式的转变。区域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发展，要遵循产业演进的基本规

律，在现代科学技术支持下，突破传统思维，避免完全照搬已有的产业结构调整

策略，以新产业发展观来促进产业高级化与合理化，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4）建立与完善各项配套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经济发

展服务支持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加快金融、财政、税务、工商、信息等支持服

务系统建设，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完善市场服务，才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玉溪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 

（一）玉溪市经济发展现状 

1．经济发展速度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其指标主要有 GDP 总量、人均 GDP 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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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经济发展速度等，这些指标都是以量为重点反映的。经济发展用量化指标反

映，可以体现经济发展整体情况，但单纯追求经济总量增加或发展速度增长，并

不能说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改善，因为水平与质量是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质上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1）GDP 总量变动情况。2000—2005 年，玉溪市经济总量明显增加，GDP

总量从 2000 年的 297.60 亿元增加到 2005 年的 368.85 亿元，在云南全省所占比

重由 14.8%下降到 10.7%。2006—2010 年，玉溪市经济发展加快，生产总值

（GDP）从 2006 年的 418.30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736.5 亿元，在云南省整个国

民经济总量中比重由 10.48%下降到 10.20%。2000—2010年 10年间，玉溪市 GDP

总量从 297.60 亿元增加到 736.50 亿元，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国民生产总值

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幅达到了 10% 以上，反映了玉溪市经济总量在增

加，但结构有变化（见表 1-1）。 

表 1-1 玉溪市经济发展情况表 

年 份 国民生产总值/亿元 增加/%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元 增加/% 

2000 297.602 4 3.3 14 850 2.1 

2001 275.250 1 -7.3 13 590 -8.3 

2002 278.918 9 1.4 13 645 0.4 

2003 292.763 6 4.0 14 203 3.1 

2004 336.553 2 8.2 16 204 7.3 

2005 368.849 9 7.6 16 756 7.2 

2006 418.305 2 11.0 18 760 10.9 

2007 502.096 9 13.2 22 266 13.0 

2008 602.216 1 13.1 26 529 13.0 

2009 644.404 2 11.8 28 245 11.1 

2010 736.500 0 12.8 32 091 11.9 

注：①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采用当年价计算； ②比上年增加百分比按照可比价计算。 

（资料来源：玉溪市统计局：《玉溪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见《玉溪 60 年》。）  

 

（2）人均 GDP 变动情况。从 2000 年以来，玉溪市人均 GDP 变动趋势明显，

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一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云南省平均水平。2000 年玉溪

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14 850 元，比云南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4 770 元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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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80 元。2009 年玉溪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28 245 元，比云南省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 13 539 元高出 14 706 元。二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低于云南省平均

水平。2000年玉溪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2.1%，比云南省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增长率 6.2%低 4.1 个百分点。2009 年玉溪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11.1%，比云南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11.4%低 0.3 个百分点，说明玉溪人

均 GDP 总量较大，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却相对较低，经济发展质量

不高。 

（3）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投资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但单纯依赖投

资拉动经济发展并非最佳。2001—2008 年，玉溪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速较

快，2004—2005 年增幅分别为 26.9%和 28.2%，高于同期云南省 25%的水平，

其他年份增加接近 20%，均低于同期云南省 25%的增速。2009—2010 年，玉溪

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30%，比云南省 28%的水平高出 2%。玉溪市生产性投资

占投资总额比重虽然从 2001 年的 76.0%下降到 2009 年的 18.9%，但生产性投资

对经济发展贡献依然很大，也就是说，投资依然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之

一（见表 1-2 所示）。 

表 1-2 玉溪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表     亿元 

年份 投资总额 增加/% 生产性投资 增加/% 生产性占投资总额比例/% 

2001 55.930 8 - 42.490 5 - 76.0 

2002 59.840 6 7.0 33.541 7 -21.1 56.1 

2003 64.491 5 7.8 37.706 7 12.4 58.5 

2004 81.846 8 26.9 59.228 1 57.1 72.4 

2005 104.956 7 28.2 71.533 0 20.8 68.2 

2006 121.584 8 15.8 81.146 8 13.4 66.7 

2007 150.892 4 24.1 83.942 1 3.4 55.6 

2008 182.037 3 20.6 87.119 7 3.8 47.9 

2009 240.213 0 32.0 117.417 9 34.8 48.9 

2010 324.615 3 35.1    

（资料来源：玉溪市统计局：《玉溪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见《玉溪 60 年》，第 311 页。） 

 

2．经济发展质量 

质量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更加重要，影响更加深远。经济发展质量可以通过经

济结构优化来表现，西方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实际是结构的优化和发展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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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此，考察经济发展质量主要采用产业结构调整状况、外贸产业发展情况、

城市化水平等指标进行体现。 

（1）产业结构状况。玉溪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例 2001 年为 9.8:62.7:27.5，2005

年为 11.7:58.3:30.0，2010 年为 9.1:60.9:30.0，总体上看形成了“二三一”的基

本格局，农业产业比重有所下降，以“两烟”为主的第二产业得到发展，但变动

不大，以商业和生活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稳定发展，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玉溪

市要在巩固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基础上，稳定“两烟”工业，加大产业内部结

构调整，发展现代技术工业及高新产业，推进工业产业升级；进一步优化第三产

业内部结构，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做强“休闲玉溪”和“生态玉溪”相关产业，

提升服务业质量，实现第三产业腾飞（见表 1-3）。 

表 1-3 玉溪市国内生产总值结构表（当年价）       %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1 10.9 61.2 27.9 

2002 11.5 58.9 29.6 

2003 11.5 59.8 29.0 

2004 11.9 58.9 29.2 

2005 11.7 58.3 30.0 

2006 10.8 58.5 30.4 

2007 10.6 60.3 29.1 

2008 10.7 61.5 27.8 

2009 10.3 59.7 30.0 

2010 9.1 60.9 30.0 

（资料来源：玉溪市统计局：《玉溪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当年价）》。见《玉溪 60 年》，第 106 页。） 

 

（2）外贸依存度情况。一是外贸产业规模和总量有较大提高。2010 年外贸自

营进出口总额为 28 567 万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 26 503 万美元，进口总额为

2 064 万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比 2000 年增加 15 928 万美元，其中出口额增加

20 874 万美元，进口额减少 4 946 万美元。二是外贸地域分布结构基本合理，商

品出口方向多元化。玉溪市外贸出口商品重点在亚洲和欧洲，2009 年亚洲市场

占总出口额比例为 80.34%，欧洲市场占总出口额比例为 10.83%，成为外贸商品

出口主要地区。从国别看，玉溪外贸出口额最大的是日本、泰国和越南，2009

年出口额分别达到了 2 888 万美元、2 239 万美元和 1 455 万美元；对与云南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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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南亚地区的出口额高达 5 400 万美元
①
，占当年玉溪市外贸出口额的 40%；对

香港地区的出口额 2009 年达到 1 806 万美元。亚洲成为玉溪外贸出口主要市场，

南亚和东南亚正成为出口主要方向，出口国家和地区分布结构日趋合理。三是经

济开放度低。玉溪市 2000 年进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只有 1.77%，且出现了下降

趋势，到 2009 年下降到 0.20%，区域经济开放度不高。虽然外贸出口依存度从

2000 年的 1.42%增加到 2010 年的 2.33%，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增幅低于 3%；进

口依存度从 2000 年 1.77%下降到 2010 年的 0.20%，呈下滑趋势，且总量只有

1%，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说明玉溪市外经与外贸产业发展缓慢，和沿海开放地

区相比差异较大，对地方经济贡献率较低（见表 1-4）。  

表 1-4 玉溪市外贸依存度表            % 

年份 出口依存度 进口依存度 进出口依存度 

2001 2.09 1.02 3.11 

2002 2.38 0.99 3.37 

2003 2.77 0.78 3.55 

2004 2.22 0.28 2.50 

2005 2.79 0.20 2.99 

2006 2.68 0.19 2.87 

2007 2.35 0.17 2.51 

2008 2.51 0.15 2.66 

2009 1.62 0.20 1.82 

2010 2.33 0.18 2.51 

（说明：表中数据根据玉溪市统计资料数据计算得出。） 

 

（3）城市化水平情况。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 年玉溪市人口总

数为 2 303 511 人，年均增长率为 1.06%，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38.3%；

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61.7%，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10.44 个

百分点。
②
玉溪市城镇化率 2001 年为 28.98%，2005 年上升到 32.22%，2010 年为

38.3%，比 2005 年提升了 6.1 个百分点，比云南省城镇化率 35.2%高 3.1 个百分

点，但比全国城镇化率 46.6%低 8.3 个百分点，城市作为经济发展中心，拉动经

济发展的作用不强，对周围农村辐射和资源要素流动促进作用不强。 

                                                        
① 玉溪市统计局：《玉溪市外经外贸发展情况》。《玉溪六十年》第 374 页。 
② 玉溪市统计局：《2010 年玉溪市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1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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