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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2007云南经济发展报告》作为《云南蓝皮书》系列丛书之一，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统一部
署的重点科研项目。
该书是以经济研究所为主体的研究人员经过努力而完成的。
该书对当前云南经济的运行情况、现存问题、发展趋势作出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
对策建议。
书中的观点和看法是研究者之言，旨在以公正和客观的视角，探索并把握全省经济运行的规律性，提
出有利于全省经济发展的新见解和新看法。
《云南蓝皮书：云南经济发展报告（2006-2007）》的资料、数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云南省统计
局年报、月报；二是省级有关厅局资料；三是《云南日报》、《昆明日报》及相关网站等媒体的报告
，由于资料来源不同。
各个报告引用必定存在一定的差异，而我们无法加以权威化。
书中的观点仅代表研究者的一家之言，供需要者参考。
由于研究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出现错漏，恳请各位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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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是加快畜牧业发展。
作为农业为主的省份，云南省发展畜牧业的饲料工业发达，饲料资源丰富，而作为畜牧业大省，云南
省农民人均从畜牧业生产中获得的纯收入所占比重较低，这与粮食生产强省的地位极不相称。
如果能充分发挥粮食多的优势，大力发展畜牧业生产，加快粮食的直接转化，疏通畜牧产品流通渠道
，提高畜牧业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就可以实现云南省农民纯收入的大幅度增长。
首先，云南省有丰富的粮食资源和适宜发展畜牧业的气候特征，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
其次，近几年来云南省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立足粮食优势，造就畜牧业强势，
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再次，云南省农民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传统。
只要我们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品种改良，提高防疫水平，增强农户发展养殖业的积极性和信心，农民
收入中畜牧业收入所占份额就一定会大幅度上升。
从宏观上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谷物的消费量逐年减少，而对畜产品的消费量则
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三是抓好农产品加工，搞活流通。
农民生产出产品后，除部分自己消费外，其余的则通过市场销售，以换回资金，满足扩大再生产和其
他生活消费的需要。
然而，近几年出现的农产品卖难现象，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最终影响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投入。
这固然有农产品总量相对过剩的原因，但与云南省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小，高精深加工企业少，农产
品市场不健全不无关系。
　　农产品加工转化作为连接初级农产品和最终消费的中间环节之一，不仅直接满足最终消费需求，
而且关系到扩充农业的中间需求，对整个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有效缓解“卖难”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特别是通过精深加工可以创农产品名牌，增强市场竞争力，使其顺利进入省外、国外市场，提高农产
品商品率，其价值也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值，既增加了农民就业和增收的机会，同时还可带动农产品
储藏、保鲜、流通业的发展，有效地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和形成完整的农业产业链条。
　　云南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已有一定的基础，粮、猪、烟全国闻名。
粮食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依靠的是劳动力资源充裕、费用低廉的优势。
而猪、烟则是云南农产品加工转化的杰作。
今后云南在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时，应充分利用云南省农产品总量优势，与乡镇企业发展相结合，以
高附加值产品为重点　　农民生产活动的目的是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和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把农
产品有效地销售出去，把产品转化为商品，再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也是农民实
现现金收入增长的主要途径。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5年多时间里，云南农业、农民并没有真正直接面临更多更强的对手，接受
的挑战也不多，但我们最终会在国际市场上面对现实，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
因此，在目前买方市场条件下，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活跃农村市场，搞活流通，通过不断的磨
炼来提高接受挑战的经验，把握机会的能力。
　　四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输出，一直以来都是云南省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也是保持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的根本之计。
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调整乡镇企业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加快
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
要在政策、资金、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发展农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
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及不合理收费，组织实施好农民工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完
善对农民工的信息服务，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增加农民外出务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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