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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背景下昆明口岸
经济发展的转型与升级研究

徐进兴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摘要： 2022 年 4 月，昆明全面托管磨憨，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拥有陆路边境口岸的省会城市，在

口岸资源禀赋的带动和自身多年发展基础的支撑下，昆明口岸经济发展迎来转型与升级。在此背

景下，本文从现实基础、实施路径、短板不足讨论昆明口岸经济的转型与升级，并给出了相应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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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口岸是指供人员、货物、物品和交通工具

直接出入国（关、边）的港口、机场、车站、

跨境通道等
[1]
，是政府批准设立的特殊区域

[2]
，

国内对口岸采用开放程度、交通方式和空间区

位进行分类
[3]
。与口岸相关的口岸经济，目前

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具备通商通货能力、物流

畅通、辐射周边并形成高水平经济的特征
[4]
，

有通道能力完善、口岸枢纽能级提升和口岸产

业聚集发展三个发展阶段
[5]
。在“一带一路”

建设背景下，口岸发挥着连接国内国外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交流节点的重要作用
[6]
，

口岸经济的发展也成为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

的关键纽带
[7]
。2022 年 4 月，昆明托管磨憨，

推动口岸城市建设，布局口岸经济产业，大力

发展口岸经济，不断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2 昆明口岸经济转型与升级的现实基

础

2.1 推进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取得

成效

作为云南核心增长极，昆明依托"一带一

路"陆海交汇节点的多维区位优势，构建起"

三廊三带"立体开放格局：纵向衔接中老、中

缅经济走廊，横向贯通长江经济带与泛珠三角

经济圈，形成连接两大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

2016 年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以来，形成"

规划引领-立法保障-专项推进"三位一体的制

度框架体系，推动基础设施网络实现结构性突

破。铁路通道建设方面，"八出省五出境"骨干

网络全面建成；航空枢纽方面，开通南亚东南

亚国家直飞航线 47 条，长水国际机场跻身全

球百强机场；跨境贸易领域形成"2 个综保区

+3 个保税中心"的监管平台矩阵。2016-2023

年昆明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 12.3%，国

际班列开行量增长 4.7 倍，口岸进出口额占全

省比重由 23.4%提升至 38.6%。特别在综合交

通枢纽建设方面，昆明已纳入国家"十纵十横"

综合运输大通道体系，成为全国性物流枢纽承

载城市，验证了沿边中心城市通过"通道经济

→枢纽经济→口岸经济"的演进逻辑，实现开

放型经济转型的可行性。
[8]

2.2 托管磨憨口岸能级提升

在 2022 年托管实施前，昆明口岸体系呈

现"一核多节点"空间布局。核心枢纽为昆明长

水国际机场口岸，该航空口岸具备三类指定监

管资质，支撑体系包含两类保税物流中心（B

型）、综合保税区及跨境合作区等开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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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空港+陆港"双核驱动格局。但受制于非

沿边区位，口岸类型单一性明显，制约了跨境

产业链延伸。托管后，实施的行政区划创新—

昆明整体托管磨憨（含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

作区），使省会城市首次获得边境口岸管辖权。

此次托管新增两个国家一类陆路口岸：磨憨公

路口岸和磨憨铁路口岸。前者作为中老最大陆

路口岸，具备三类指定监管功能，2021 年进

出口货运量达 401 万吨；后者作为中老铁路关

键节点，设计年吞吐量 480 万吨，形成"铁路+

公路"双通道格局。通过托管，昆明口岸类别

由单一航空扩展至"空港+铁路+公路"复合体

系，新增七类指定监管场地，与原有保税平台

形成协同效应，同时依托中老铁路构建起"昆

明—磨憨—万象"跨境经济走廊。

2.3 布局口岸经济产业逐步聚集

基于国家沿边产业园区建设政策导向，构

建"双核驱动"发展模式。依托区位与开放双重

优势，形成"6+13"产业载体布局，通过"梯度

承接-错位发展"机制，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创

新"口岸+园区"协同机制，推动中老铁路跨境

物流量增长，四大开放平台实现政策叠加。空

间重构层面，划定磨憨国际口岸城市 7.8 平方

公里产业承接区，重点布局跨境物流、进口加

工等临岸产业；通道赋能方面，建设中老铁路

智慧物流园，开通"澜湄快线+跨境电商"专列；

要素配置方面，建立"飞地经济"合作机制，与

长三角地区共建 3 个产业协作示范区。口岸经

济对沿边园区产值贡献率达 38%，初步形成"

通道带物流、物流促贸易、贸易引产业"的良

性发展格局。

3 昆明口岸经济转型与升级的实施路

径

3.1 聚焦基础建设夯实发展根基

为全面提升口岸综合服务能力，昆明实施

多维度的口岸功能优化。陆路口岸方面，推进

磨憨国际口岸城市建设，通过基础设施提质实

现口岸能级跃升。具体包括：实施公路口岸智

能化改造，完成联检查验设施升级和铁路口岸

扩能，构建"智慧口岸"监管体系；推进中药材

指定口岸申报，拓展进口商品目录，释放跨境

铁路运输效能。航空枢纽方面，推进长水机场

T2 航站楼及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构建"空港+

保税"联动体系，新开通 7 条国际航线，建成

南亚东南亚航空物流分拨中心。物流体系整合

层面，构建"陆港+空港+通道"协同网络，发展

"澜湄快线+中欧班列"多式联运模式，优化跨

境电商监管流程，建成西南首个"跨境直购+

保税备货"一体化清关中心；强化海关特殊监

管区联动，推动综合保税区与磨憨口岸形成"

前店后仓"运营模式。昆明口岸经济形成"口岸

牵引—平台支撑—产业集聚"的发展新格局。

3.2 优化产业布局强化发展韧性

基于高质量发展目标，昆明实施"三维驱

动"产业战略。产业布局层面，依托中老铁路

通道优势构建跨境产业链，发展国际物流、生

物医药与健康、进出口加工及数字经济四大核

心产业群，同步推进产业空间规划，布局"一

核三区"功能板块，形成物流集散核、加工制

造区、商贸服务区、文旅融合区协同发展格局。

产业体系升级方面，聚焦临空经济与保税功能

叠加优势，构建"3+4"产业架构：航空运输、

保税物流、航材制造基础产业，配套跨境金融、

国际医疗、数字贸易、冷链物流衍生业态，通

过"互联网+制造"融合，培育电子信息、智能

装备等高端制造集群。产业融合创新领域，推

进"枢纽+"发展模式，建设昆明-磨憨陆港型国

家物流枢纽，创新"跨境电商+市场采购+保税

展示"贸易组合，实施物流降本增效计划，同

步构建"口岸+园区+通道"产业生态圈，推动国

际物流与高原农业深度融合，形成花卉、咖啡

等 6大品类跨境供应链，口岸经济对全市 GDP

贡献率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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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断扩大开放提升发展广度

基于 RCEP 框架实施制度型开放，构建"

三位一体"发展体系。规则应用层面，制定RCEP

专项实施方案，建立重点商品"双清单"机制，

打造中老跨境农业合作示范区，建成东南亚水

果集散中心等进口基地；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国

际化，形成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产业集群，AEO

认证企业增至 47 家。产业外向转型方面，实

施"双轮驱动"策略，依托自贸试验区政策优

势，建成有色金属国际交易中心，培育跨境服

务产业集群；优化"一区多园"空间布局，在滇

中新区等平台设立区域性总部，发展化工原

料、稀贵金属等进口交易平台。区域协同发展

层面，构建"三梯队"加工贸易体系，以综合保

税区为核心发展保税加工，积极承接东部产业

转移，深化"东昆合作"机制，与长三角建立产

业协作平台。通过"政策+平台+通道"协同创

新，形成"RCEP 规则应用—产业外向转型—区

域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4 昆明口岸经济转型与升级中面临的

短板不足

4.1 口岸能级作用发挥有差距

基于 2022 年数据，昆明现有口岸呈现差

异化发展特征。公路口岸方面，磨憨口岸完成

货运量 350.3 万吨，与广西凭祥口岸货运量

311.12 万吨相近，但货值仅为其 14.0%，主要

是磨憨进口商品中农产品、矿产占比超 75%，

附加值与凭祥的机电等产品差异显著。铁路口

岸领域，磨憨铁路年通行列车 3000 列，较霍

尔果斯口岸 7000 列存在量级差距。航空口岸

维度，长水机场国际货邮吞吐量 31 万吨，仅

为郑州机场同期数据的 57.9%。产业基础对比

悬殊，郑州集聚富士康等 46 家规上临空制造

企业，跨境电商交易额达昆明 4.3 倍，而昆明

全货机航线仅 9 条，临空制造业产值占比不足

12%。其深层制约因素，一是经济腹地能级差

异，珠三角、中原城市群分别形成 200 公里半

径产业辐射圈，而滇中城市群产业集聚度仅为

其 63%；二是通道网络成熟度不足，霍尔果斯

衔接欧亚铁路网覆盖 18 国，中老铁路跨境延

伸段建设进度滞后；三是要素集聚能力薄弱，

郑州机场吸引 31 家全货机航司入驻，昆明仅

4家，且缺乏头部物流企业区域总部，叠加国

际多式联运体系缺失、跨境产业协作机制待完

善等结构性矛盾，制约口岸枢纽能级提升。

4.2 口岸支撑产业平台不足

当前昆明口岸经济呈现三重结构性失衡

特征。产业体系方面，传统业态占比达 78.3%，

主要集中在通关服务、资源型初级加工业及大

宗商品贸易。对比重庆、郑州等内陆开放型城

市，昆明在高附加值领域发展滞后，保税加工

产值仅占综保区业务量的 17%，远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不足

5%。开放平台效能方面，综合保税区 2022 年

单位面积产出强度仅为全国前 20 强综保区均

值的 21%；保税物流中心业务同质化严重，腾

俊、高新两个 B 型中心仓储利用率分别仅为

62%和 54%。新业态发展层面，存在"虚高实低

"现象，跨境电商虽保持年均 93%增速，但年

交易额仅相当于郑州同期的 2.4%，市场主体

数量不足杭州的5%;市场采购贸易试点推进迟

缓，贸易配套服务体系缺失,缺少专业化外贸

综合服务平台,单位商户贡献值仅为义乌的

17%。这种"传统业态主导—平台能级不足—新

业态低效"的三重困境，折射出昆明口岸经济

转型升级面临的系统性挑战。

5 对策建议

5.1 统筹要素资源保障口岸经济发展

针对口岸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机制瓶颈，要

构建"三位一体"治理框架。在协同机制层面，

建立跨部门联席会商机制，定期召开口岸经济

联席会议，重点解决平台联动不足问题。法治

建设方面，出台相关制度，创新"双随机+信用

监管"模式，建立企业诉求响应平台。资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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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配置领域，推进磨憨国际口岸城市国土空间

规划修编，创新"专项债+社会资本"融资模式，

撬动社会投资。同时，实施"口岸英才计划"，

建立跨境人才流动工作站，引进国际物流、自

贸规则等领域专业人才，组建 RCEP 专家咨询

委员会。通过制度创新、法治保障、要素集成

三维发力，显著增强治理效能。

5.2 强化政策引导激发口岸经济活力

构建"政策+资金"双轮驱动机制，强化口

岸经济发展支撑体系。政策实施层面，建立三

级政策集成应用机制，系统梳理国家兴边富

民、沿边开发开放等政策，形成动态政策清单；

创新"政策适配度评估"模型，针对矿产加工、

跨境电商等重点领域制定专项实施细则；建立

跨区域政策对标机制。资金保障方面，构建"

财政+市场"复合投入体系，设立口岸发展专项

资金池，创新"专项债+PPP"融资模式，建立沿

边产业投资基金，吸引民营企业投资建设。通

过政策集成创新与资金配置优化，形成制度供

给与要素保障协同发力的新型支持体系。

5.3 创新发展模式提升口岸经济内核

构建"四区联动"协同发展机制，深化制度

创新与产业协同。依托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

经开区、综保区及磨憨—磨丁合作区政策叠加

优势，建立"首尾联动"发展模式，实现政务服

务"跨区通办"，开通中老铁路跨境多式联运专

线，扩展保税仓储业务品类。在产业升级层面，

推进边民互市改革，实施"互市+合作社+加工"

模式，加快特色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通过增

值税核定扣除政策降低企业税负。新动能培育

领域，构建"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双轮驱动体

系，认定市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布局老挝万

象等海外仓，扩展市场采购贸易出口商品，创

新"预包装食品+市场采购"出口通道，建立质

量标准追溯体系。通过机制创新、产业协同与

业态升级三维联动，延伸口岸经济价值链，形

成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

自托管磨憨以来，昆明通过聚焦口岸通道

建设、优化口岸产业布局、不断扩大开放，口

岸经济发展的基础、韧性和广度在不断增强，

迎来转型与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口岸功能作

用发挥、产业支持不足等问题也不容忽视。在

口岸经济转型与升级过程中，昆明要抓住“一

带一路”重大战略实施和国家支持云南建设面

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历史机遇期，深入实

施“口岸强市”战略，在丰富对外开放载体、

提升对外开放层次等方面大胆尝试、先行先

试，围绕枢纽口岸优化口岸布局，进一步提升

口岸参与国际竞争和服务昆明经济社会发展

能力，着力打造内陆+沿边开放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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