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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滇沪之间有较为久远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
在计划经济时期，上海为云南的工业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技术手段和专业人才支持，云南则向上
海输出了大量的原材料，两地之间形成了由指令性计划导向的分工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对口支援政策的推动下，滇沪合作逐渐由
计划导向转为市场导向和贸易利益导向。
在此期间，由市场导向和贸易利益导向的合作虽然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的优势，但是由于滇沪之间存
在产业发展水平和产业体系结构的巨大差异，加之两地相距太远，上海的发展对云南的扩散效应不明
显，两地的经济技术合作趋于淡化。
尽管在国家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对口支援政策的推动下，滇沪建立了经济协作关系，
双方对于推动合作关系的发展都保持了比较高的热情，但是双方经济技术合作对推动双方经济发展的
作用不明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滇沪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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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两地经济技术合作的突破口　　滇沪两地的成功合作必然走向升级，更高层次的合作需要寻求
新的突破口。
比较而言，两地合作最大的效益和优势，在于逐步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
因此，滇沪双方合作联手开拓东南亚、南亚国际市场，应该成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突破口。
其步骤是，经过双方协商，组织专门力量合作，促使上海有关方面直接介入云南口岸，参与边境开发
区建设，参与边境对外贸易，参与境内外的生产加工基地建设，并不断调整境内产业结构，以支撑不
断扩大的对外贸易。
　　据有关专家测算，上海闲置的生产能力钢铁为30％，化工30％，.纺织50％。
上海经济已进入向外扩张的发展阶段。
面向东南亚和南亚开放是云南的既定方针。
这方面的条件是上海在国内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也是云南真正能够吸引上海的地方。
因此，双方联合开拓东南亚、南亚市场，不仅是云南的需要，也是上海的需要。
以此为突破口，可产生下列效应：　　（一）连带效应大.可以有效地促进双方产业的合作　　近10年
来，云南沿边地区抓住难得的机遇，致力于改革开放，发展边境贸易。
围绕边贸发展，已经形成了.以昆明、红河、大理、保山、德宏等地区为主的边贸出口加工基地，涉及
烟草、纺织、轻工、医药、建材、化工、五金、日用百货、机电、食品、饮料等十多个行业，并已逐
步形成了规模。
1995年以来，云南边贸出现连续下滑的局面。
这除了体制和政策调整的一些原因外，导致边贸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云南省产业结构的低级化对
边贸出口产品的支撑作用下降，欧、美、日等国加紧了对东南亚、南亚市场的渗透，中国商品在这些
市场上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对手，东南亚金融风险也对边贸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
　　云南边贸面对的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市场，上海牌子的产品在周边的越南、老挝、缅甸市场上很受
欢迎。
只要滇沪双方加紧合作，就有可能利用上海的技术和产品的优势，对昆明等地的进出口商品加工企业
、行业进行技术改造，实行产业对接，提升产业水平。
甚至直接生产上海产品，联合在边境口岸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加工基地，面向东南亚、南亚市场。
　　在滇沪联手发展边境贸易中，应进一步依托上海的力量规范边境对外贸易。
一方面，要以上海产品为主，重塑边贸商品质量信誉。
另一方面，吸引上海参与对同边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提高合作的水平与质量。
在扩大我方贸易的同时，也使对方得到相应的发展和利益，反对在对外关系中滥伐资源的竭泽而渔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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