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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促进“带”“廊”衔接的交通物流体系研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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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优先领域。孟中印緬经济走廊与长江经济带战略凸显出云南的区位优

势，构建衔接“廊”“带”的交通物流体系成为云南省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首要任务。基于促进云南省

构建“廊”“带”衔接的战略构想，本文提出了“一轴两翼三区一门户”的空间布局，通过梳理综合交通体系与现

代物流体系的现状与瓶颈，并针对总体走向、重要节点和物流方式，认为云南要融入长江经济带，连通孟中印缅经

济走廊，须加快推进“核心轴线”铁路和公路干线的建设，做好滇中城市圈骨架公路网和铁路网建设；增强“东北

端”水富港通达长江经济带的水陆联运能力，做好航道整治和翻坝建设，提升金沙江航道通航能力，建设沿金沙江

高等级公路；尽快启动“西南端”瑞丽通达缅甸、印度、孟加拉国的能力，并做好与沿线城市互通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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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南“带”“廊”衔接战略的提出

（一）战略背景

从外部看，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是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从国内看，“长江经济带”战略是经济增速的换挡期，国家转变国土开发模式和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即从过去过度依赖沿海发

展，到促进东中西三大地带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
[1]
2014年 9月 25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的指导意见》中，推动滇中区域性城市群发展被正式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云南成为长江巨龙内向拓展的龙头。
[2]
2015 年 5 月

27 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六大经济走廊规划，中国-中南半岛、孟中印缅

两大经济走廊建设落在云南版图上。
[3]
2015 年 1 月 19 日至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我省考察指导工作，提出“主动服务和融

入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定位。
[4]
2015 年 5 月，张高丽副总理在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上

阐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规划建设六大经济走廊，并强调了设施联通的重要性。
[5]

（二）战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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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外结合。云南处于长江经济带与孟中印緬经济走廊的连接点，立足内引外联的核心功能，以联通长江黄金水道吸引

沿江产业要素向云南集聚，以陆路开放打造长江经济带陆路自贸区，实现内外结合，产业互动。（2）产城融合。长江经济带战

略将加速云南城镇化进程。在强调城镇化规模的同时，更应注重城镇化的质量，摒弃园区与人居割裂开发的圈地模式，强化以

就业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以城镇化为载体集聚产业要素，以产业就业带动为着力点实现人的城镇化。（3）人地和谐。金沙江

流域的生态屏障功能关系到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金沙江流域为保护生态安全付出了经济发展的代价。正如上游

开发不能威胁下游的生态环境一样，下游的发展也不可无视上游的利益牺牲，唯有全流域共享、人的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进的模

式才能体现长江经济带的和谐共生。（4）产建配合。长期以来，云南力推通道经济，但效果不显著，市场不买账，究其原因是

经济体量小、要素流动弱、市场认可度低。在云南融入长江经济带过程中，仍需借助通道经济，以产业要素的涓涓细流助推腹

地经济。
[6][7]

因此，需强化产业合作的共赢效应，让市场在通道经济建设中起支配作用，用产业合作集聚沿江外向型企业投资，

吸引邻国交通对接。

（三）战略布局

遵循空间特征、交通通达性和地缘经济的规律，将云南“融入”长江经济带的空间布局归结为“一轴两翼三区一门户”。

所谓的“轴”，即沿水富-昭通-昆明-芒市-瑞丽的交通线发展轴；所谓的“两翼”，即金沙江中下游和乌蒙山片区；所谓的“三

区”，即昭鲁产业承接区、滇中城市经济区和瑞腾芒三角区；所谓的“门户”，即水富“门户”枢纽。沿轴线重点推进，带动

“轴”边区域；以水富为门户，连接黄金水道；以昭鲁为前沿，进行产业承接；以瑞腾芒为大门，向西开放；以滇中城市圈为

枢纽，肩挑两头；以金沙江、乌蒙山为两翼，构筑生态屏障。最终形成促两头、强中间、内联外通、两翼齐飞的战略格局。

二、交通物流体系建设现状

（―）沿核心轴铁路网境内现状

沿中轴线“水富-昆明-瑞丽”的铁路干线的东北段“水富-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已经建成并通车运营，西段“大理

-保山-瑞丽”段尚未建成，需要加快推进。其中“水富-昭通”为内六线云南段，“荷马岭-曲靖-昆明”为沪昆线云南段，“昆

明-广通”为成昆线云南段。该核心轴线在荷马岭方向与沪昆线相连可通往贵州、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在沾益方向与

盘西线相连，可通往富源；在塘子站有通往东川的支线；在广通站沿成昆线可通往四川攀枝花、成都方向。

（二）跨境中缅铁路推进现状

连接缅甸若开邦皎漂深水港至昆明的中缅铁路，将贯通缅甸若开邦、马硅省、掸邦等地，是泛亚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连接皎漂-敏布-安-敏巴-妙吾-皎多-伯那岛-实兑的铁路将与敏布-巴丹-安路段相连，并将新建通往皎漂深水港的敏布-巴丹-安

长约 65英里路段。皎漂-安-敏布铁路建成后，将连通敏布-马硅-曼德勒-腊戍-木姐。同时，连接缅甸木姐到中国姐告的跨国铁

路项目也将同时施工。该项目完成后，缅甸掸邦将与中国云南省连通，成为云南连接长江经济带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大通道。

（三）沿核心轴高速公路网现状

沿“水富-昆明-瑞丽”中轴线的公路干线已经连通，贯穿轴线公路大动脉基本成形。其中经水富的高速公路向东北延伸，

可进入四川和重庆，链接成渝经济圈；在嵩明境内与沪昆高速、杭瑞髙速交会。在昆明境内，向北沿京昆高速可到达成都，向

东南沿广昆高速可到广西，向南沿昆磨高速和昆河高速可通玉溪、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在大理境内，向北可以沿大丽高速

到达丽江，辐射香格里拉和西藏，向南可以到达临沧。

（四）中缅印出境公路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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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经瑞丽至缅甸皎漂公路通道全长 1728 千米，云南境内段（昆明-瑞丽）里程长达 706 千米，已建成高速公路。昆明经

腾冲至印度雷多公路通道全长 1233 千米，云南境内段（昆明-猴桥）里程长达 682 千米，其中昆明至腾冲段 624 千米已建成高

速公路。

（五）中缅油气管道建设现状

中缅油气管道是我国重要的西南能源大通道。原油管道起点位于缅甸西海岸马德岛，天然气管道起点在皎漂港，经缅甸若

开邦、马圭省、曼德勒省和掸邦，从云南瑞丽进入中国，在贵州安顺实现油气管道分离，原油管道的末站为重庆，天然气管道

则将南下到达广西。由中国、缅甸、韩国、印度四国六方投资建设的中緬天然气管道（缅甸段）主干线于 2013 年 10 月建成投

产。2017年，云南省经中缅输油管实现运营，运输距离比东部沿海地区节约三分之二，效益凸显。

（六）现代物流发展现状

截至 2016年，云南省在交通运输、仓储设施、信息通讯、货物包装与装卸等物流设施和装备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为

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等五位一体的综合运输体系已基

本形成。出省、出境通道高等级公路改造已经完成，实现出境伊洛瓦底江、澜沧江、红河及出省长江的航道升级，形成以昆明

为中心的物流承接地。到 2015年将分别完成南昆、贵昆、成昆、内昆、滇藏 5条铁路云南段的改造与建设，由桂、黔、川、藏

四省区五向入滇，经云南路网后，实现沿泛亚铁路东、中、西三向出境，经越、老、缅三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五入

滇、三出境”网络布局的战略构想。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为物流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交通物流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 “核心轴线”的运能限制

截至 2016 年，麻柳湾-会泽、龙陵-瑞丽部分路段建成通车，滇中、昆明-大理、滇东北的铁路已经贯通，云南沿“核心轴

线”的高速公路基本贯通，并能与其他走向主要铁路干线通达长江经济带。但是，昆楚大高速等主干线设计能力较低，运能接

近饱和，昆楚大高速扩容试验段尚在规划建设过程中。沿核心轴线的高速公路除了东北和西部小部分路段外，基本全线贯通，

能够辐射玉溪、曲靖、丽江等中心线附近城市。水富港综合交通体系基本形成，但是港口货物吞吐量较小，港口仍需进行扩建。

经瑞丽的国际通道境内段进展顺利，公路等级高，但是境外部分路段通行能力差，制约了国际大通道功能的发挥。中緬印公路

国内公路等级高，通行能力强，国外公路等级较低，通行能力较差。

（二）金沙江水运通道通航瓶颈

金沙江航道因为大型水电站蓄水，航道宽度和水深都有较大改善，但是部分水坝未建船舶通道设施，翻坝能力不足，影响

了“金沙江黄金水道”功能的发挥。目前，金沙江水运通道提升面临如下制约因素。一是水运通道提升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建

设滞后。由于长期以来国家、省、市对金沙江中下游航运认识不深、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导致金沙江中下游航道通行能力有

限，沿岸港口码头规模小、功能单一、停泊锚地不足，装卸设备和装卸工艺落后、机械化程度低。二是未能准确预测航运需求

增长，导致航电矛盾突出。由于三峡公司当年对金沙江下游航运缺乏科学论证或考虑不足，向家坝水电站升船机还未建成就不

能满足需求。此外，另外三座大型水电站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未规划设置船舶通航设施，金沙江良好的库区水运条件不能

有效利用。三是航道提升协调难度大。由于航道改造环评受阻，加上交通运输部长江航道“延上游”规划实施进度没能达到预

期目标，导致水富港的通行能力较小，无法与下游的宜宾港相配合，直接影响了云南进出省航运发展，增加了物流成本。

（三）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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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物流业虽然取得了较快发展，但是云南物流还面临企业竞争力不足、物流服务项目单一、物流管理落后、库存和配

种衔接不畅等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物流要素分属不同行业和管理部门，管理自成体系，导致物流资源分散，上、下游企业

之间尚未形成良好的供应链关系；二是部门、地区分割现象较严重，广泛采用现代物流模式面临障碍；三是缺乏功能齐全、竞

争力强的物流龙头企业；四是物流人才不足，高级物流人才匮乏，现代物流教育培训急需发展。

四、优化云南交通物流体系

云南融人长江经济带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必须注重“两端”、“核心轴线”和“金沙江水运通道”

建设。东北衔接长江经济带的一头是水富，西部对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一头是瑞丽，链接长江经济带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

是云南重点城市构成的“核心轴线”，金沙江水运通道贯彻落实长江航运“延上游”战略。

（一）优化区域物流功能定位

围绕把云南省建设成链接长江经济带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国际物流枢纽的总体目标，根据全省物流流向、流量和区域物流

市场发展潜力，在整合物流资源的基础上，加快构筑“一核、两带、三区、四枢纽”（简称“1234”布局），最终形成国际国

内双向、区域分工合理、重点突出的现代物流服务网络和产业体系，促成物流业、支柱产业和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新格局。云

南融入长江经济带物流发展的“1234”区域布局如图所示。

云南省“1234”物流区域布局示意图

一个物流核心圈：以昆明主城为中心的昆明核心圈；两条物流核心轴：以“水富-昭通-昆明-大理-瑞丽”为核心轴线的物

流中心带，以沿江高等级公路、金沙江航道、向家坝翻坝系统、溪洛渡和白鹤滩陆上翻坝系统为依托建设沿“金沙江黄金水道”

的物流带。三大物流区：滇东北金沙江下游、长江上游水陆联运物流区；滇西口岸带转口、过境与加工贸易物流区；滇西北物

流区。四大物流枢纽，以水富、昆明、大理和瑞丽四大物流枢纽为支撑建设综合物流体系。

（二）水富立体交通枢纽构建

水富港作为“万里长江第一港”，具有建设综合交通体系的有利条件，水运在水富交通具有重要地位，公路和铁路网发展

也日趋完善。水富的综合交通体系构建应该以水富港为核心开展，解决制约水富港的向家坝翻坝能力问题，做好水富港扩建和

物流体系构建。一是建议将向家项翻坝转运体系作为水富港扩建工程的配套工程进行规划，作为统筹推进金沙江生态走廊的战

略来研究和推进。二是建议加快构建长期翻坝运输体系。支持建设向家坝翻坝公路，并与内六铁路、渝昆高速和沿金沙江高等

级公路互通；支持翻坝港口和翻坝物流园建设，加快形成完善的南北分流、水陆、铁路联运的翻坝转运格局。三是应借鉴重庆

港、四川泸州港、湖南长沙港和安徽芜湖港等长江流域内陆河港的建设扶持政策，加大对水富港建设的财政、税收、交通、信

贷和货源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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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沙江下游水运发展战略

协调推动国家有关部委及时着手重新研究四川宜宾至水富千吨级航道建设，尽快启动宜宾至水富 3 级航道建设和向家坝至

白鹤滩高等级航道整治。加快推进渝昆铁路、攀昭毕铁路、隆黄铁路、都香高速公路等国家规划重大交通项目前期工作，争取

“十三五”内开工建设。积极与四川共同协商，加快规划建设沿金沙江高速公路，实现两省共同规划、共同争取、共建共享。

加大沿江港口码头公路、铁路和物流仓储设施建设，提高机械化程度，提升水运配套服务效率，实现公路、铁路、水路有效衔

接；大力发展江海联运、干支线直达和铁水、陆水等多式联运，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益。

（四）沿核心轴综合交通网优化

核心轴线“水富-昭通-昆明-芒市-瑞丽”贯通云南东西，链接南北，汇聚了云南主要中心城市，是云南融入长江经济带、

链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重点区域。沿核心轴线的综合交通建设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做好“大理-瑞丽”铁路“大理-

保山”段的建成并投入运营，加快“保山-瑞丽”建设，加快“昆明-广通-大理”准高速铁路建设。二是加快沿核心轴线的昆楚

大高速扩容试验段等高速公路建设，环节交通运能压力，实现核心轴线运能提升水平。三是构建滇中骨架公路网和铁路网，加

强昆明现代物流枢纽建设，实现滇中四州市内引外联的物流分工格局。四是吸取中缅天然气管道经验，构建利益共享与风险分

担机制，保障中缅原油管道顺利运营。

（五）滇中城市圈公路网建设

建设滇中城市圈，要加快昆明、曲靖、玉溪、楚雄四个中心城市的高速公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建设，构建重点城镇到滇中城

市圈中心城区的高等级交通网络，缩短通达时间。近、中期重点建设联络安宁、嵩明、宜良、澄江、晋宁等城市的滇中城市群

的内环公路，构建半小时交通圈，促进昆明产业和人口向周边区域转移。中、远期逐步加快楚雄-玉溪、玉溪-曲靖、楚雄-曲靖

城际间外环高速公路建设，形成区域交通网络体系，实现武定
-
寻甸

-
曲靖-陆良

-
石林（或庐西）-弥勒-通海-峨山-易门-双柏-楚

雄-兀谋高速化。

（六）瑞腾芒三角区出境交通体系

一是协调整治伊洛瓦底江，加快中缅陆水联运通道建设。中緬陆水联运通道建设需要争取国家协调，会同缅甸有关部门，

做好伊洛瓦底江的综合整治，破除瓶颈环节，提升伊洛瓦底江的通航能力，为中缅陆水联运奠定基础。以瑞丽市为核心，以芒

市、保山、大理为重点，大力发展伊洛瓦底江-瑞八公路陆水联运国际物流，发挥陆水联运优势，实现中緬货运无缝对接，有效

降低物流成本。

二是提高昆明经瑞丽至緬甸皎漂公路境外段通行能力。争取国家有关部委支持，与缅甸方面协调，争取木姐至登尼段、马

圭至皎漂段改造提升至二级以上；管理养护好腊戍至曼德勒段，确保达我国二级标准以上，使境外段全线均达到二级标准以上，

提升整体通行能力。

三是争取国家协调，早日建设中缅印国际通道。中缅“昆明-皎漂”铁路从瑞丽出境，将穿过缅甸的若开邦、马圭省、曼德

勒省和掸邦，从西南向东北贯穿缅甸中北部。目前该铁路境外段已经搁浅，但是该出境通道建设对连通长江经济带和孟中印缅

经济走廊至关重要，该铁路事关云南交通末梢问题能否解决，事关云南交通地位能否跃升。省政府出面，争取国务院牵头，做

好“腾冲-密支那-雷多”公路通道、“瑞丽-皎漂”公路通道、伊洛瓦底江陆水联运通道的研究和部署工作。鼓励民间力量加强

与孟中印緬经济走廊相关国家民间组织的沟通，增进相互友好关系。制定支持民间企业投资建设大通道境外段的相关政策，吸

引民间资本投资出境通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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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做好瑞腾芒三角区高速公路建设。建设“腾冲-梁河-盈江-陇川-瑞丽”高速公路，实现瑞丽到腾冲高速化，将整个三

角区链接起来，并加强三角区内高等级公路建设，增加区域中心城市到城镇的通达能力，增加路网密度，提升改造现有公路，

为瑞丽三角区经济开发创造良好交通基础条件。

（七）化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难题

一是做好金融支持工作。公路、港口、铁路、管道等交通建设需要巨额资金，由于当前地方债务十分沉重，加上道路建设

所在地多为山区和国家级贫困县，财政资金面临约束。为帮助缓解云南省筹资压力，保障综合交通建设顺利推进，要积极争取

国家财政支持，提请国家协调各大商业银行放贷。
[8]
二是建议尽快明确相关政策。部分交通建设部省包干协议未签订，涉及的企

事业单位迁改、道路改移、“三电”设施迁改等至今尚未明确相关政策，影响征地拆迁进程。云南省政府要协调交通运输部、

中铁总公司和相关建设单位尽快明确包干范围和政策，建议明确三电管线、道路改移、企事业单位迁建、临时用地等费用由建

设业主承担，地方政府负责协调配合。三是建议审批征地拆迁标准。由云南省政府指导所在市县制定标准，以化解征地拆迁补

偿工作中面临的疑难点，做好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四是云南省政府协调成立融入长江经济带综合交通建设指挥部，督促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派出现场代表，现场协调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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