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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2012、2015、2017年的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表，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从中间品关联、增

加值关联、投入产出关联和增加值收益率四个方面，研究了云南省参与长江经济带价值链分工的特点和

变化趋势。研究发现，云南省与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的价值链关联程度较高，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

的价值链关联程度较低；云南省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的价值链关联程度在不断增强；云南省从产品

供给方加入长江经济带价值链的深度和从生产要素的需求方加入长江经济带价值链的程度都有所弱化。

本文基于产业价值链的视角比较得出了云南省在长江经济带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而从产业价值链的视角

为云南省更好地融入长江经济带提供对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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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put-output tables of Chinese provinces for the years 2012, 2015, and 2017,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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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utilizes input-output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Yunnan Prov-
ince's participation in the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four aspects: intermediate input linkages, value-added linkages, input-output linkages, 
and value-added profit rates. The study finds that Yunnan Province has a higher degree of value 
chain linkage with downstream area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hile the degree of lin-
kage with upstream areas is lower. However, the linkage between Yunnan Province and upstream 
area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gradually strengthening. The depth of Yunnan Prov-
ince’s integration into the value chain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 supply has weakened, as well as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and 
for production facto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this study deter-
mines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Yunnan Province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provides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Yunnan Province to better integrate into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Keywords 
Yunnan Provinc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Domestic Regional Value Chain, Input-Outpu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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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和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带，长江经济带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它

不仅是一个内河经济带，也是一个促进东中西部地区互动合作和协调发展的区域。在长江经济带中，云

南省以显著的交通区位优势、丰富的资源、突出的生态地位和巨大的开放开发潜力而闻名。《云南省十

四五规划》强调了云南省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并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因此，对于探索云

南省融入长江经济带的价值链关联特征和相应对策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产业是区域发展的最重要载体，针对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发挥产业协同

联动整体优势、构建绿色产业体系的重要指导方针。国内学者对于长江经济带建设，特别是沿线地区如

何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1]，给予了极高的关注，也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从产业

规模扩张、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转移等角度提出各自融入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路径[2]。在

探讨云南省如何融入长江经济带的问题上，霍强(2017) [3]从战略定位、合作机制和路径选择等方面进行

了研究，并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建设给云南省带来的发展机遇。同样，康云海(2017) [4]认为积极融入服务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于云南来说具有积极意义，可以充分发挥该省的比较优势，将特色资源转化为经

济优势，进而将云南打造成为烟草、能源、冶金、化工和特色轻工等领域的基地，同时承接产业转移。

这些研究为云南省与长江经济带的融合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向。但是，目前还没有学者从产业价值链

的视角深入分析当地产业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进而研究其产业融入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路径。本文从

产业价值链的视角，研究云南省与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的价值链关联现状和变化，不仅开拓了新的研究

视角，而且丰富了云南省融入长江经济带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本文将根据国家价值链的内涵，通过 2012、2015、2017 年的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表，测算价值链指

标，得出云南省参与长江经济带产业价值链的程度，比较得出云南省在长江经济带中的地位与作用，分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205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胡鑫敏 
 

 

DOI: 10.12677/sd.2024.142054 447 可持续发展 
 

析出优劣势，从产业价值链的视角为云南省更好地融入长江经济带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2. 价值链关联的测算方法 

产业价值链的核心理念是将价值创造和分配视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并通过各个环节的协同合作实现

附加值的提升。它强调各个环节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以及通过不断优化和创新来提高整体

产业的竞争力[5]。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 2012、2015、2017 年中国 31 省市间投入产出表来自于 CEADs 中国碳核算数据库，在测

算时将投入产出表中的 42 个行业进行合并。长江经济带 11 省份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

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2.2. 测算方法 

2.2.1. 投入产出模型 
假设长江经济带有 M 个地区，每个地区有 N 个产业，接下来介绍如何运用地区间投入产出表计算长

江经济带各地区的产业价值链[6]。 

首先，M 个地区间的投入产出框架见表 1。 
 

Table 1. Representation of inter-regional input-output framework 
表 1. 地区间投入产出框架的表示 

产出 
 

投入 

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 出口 总产出 

1 2 … M 1 2 … M   

中间投入 

1 11Z  12Z  … 1MZ  11Y  12Y  … 1MY  1E  1X  

2 21Z  22Z  … 2MZ  21Y  22Y  … 2MY  2E  2X  

 
                    

M 1GZ  2GZ  … MMZ  1GY  2GY  … MMY  ME  MX  

增加值 1VA  2VA  … MVA  — — — — — — 

总投入 ( )1X ′  ( )2X ′  … ( )MX ′  — — — — — — 

 
其次，地区间投入产出表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表示如式(1)： 

1 11 12 1 1 11 12 1 1

2 21 22 2 2 21 22 2 2

1 2 1 2

M M

M M

M M M MM M M M MM M

X A A A X Y Y Y E
X A A A X Y Y Y E

X A A A X Y Y Y E

        + + +
        

+ + +        = + +        
                + + +        

 

 

       

 

              (1) 

其中，XR表示地区 R 的 N*1 总产出向量；YR表示地区 R 的 N*1 最终产出向量，由 R 地区对各地区生产

的最终产品向量组成： 1 2R R R RMY Y Y Y+ + +=  ；Er表示地区 R 的 N*1 出口向量；ARS表示地区 R 对地

区 S 的 N*N 直接投入系数矩阵，则该国的直接投入系数矩阵为 ( )RS

MN MN
A A

×
= ，里昂惕夫逆矩阵

( ) 1B I A −= − 。令 BRS为矩阵 B 中对应于 ARS的分块子矩阵。 

2.2.2. 中间品关联 
中间产品的投入比例可以反映一个地区在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为了研究云南省如何与长江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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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地区发生联系，本文建立了云南省中间产品流入比率指标。 
1 1

1
11 1 1 1 1
1

r
r

r r
r

A XRDI
A A X M

=
+∑ ∑

                             (2) 

公式(2)表示云南省使用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的中间产品占云南省总中间产品的比重。 1rRDI 数值越

大，表明云南省对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越大。 
为了进一步考察云南省中间品投入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的程度，继续构建云南省中间品分配比率指

标。 
1

1
11 1
1

r r
r

r r

A XRDA
A X

=
∑

                                 (3) 

公式(3)表示云南省分配给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的中间品占云南省总体中间品的比重， 1rRDA 值越大，

表明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对云南省中间投入品的依赖程度越大。 
1 1

2

r r
r RDI RDAR +
=                                  (4) 

由上可得，中间品关联包括了云南省向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投入中间品的关联，以及云南省从长江

经济带其他地区获取中间品的关联。因此，可以通过计算两者的平均值来评估云南省与长江经济带之间

的中间品关联程度。公式(4)即为中间品关联程度指标。 

2.2.3. 增加值关联 
借鉴 Koopman 等(2014) [7]，在“M 区域-N 行业框架下”，源于最终需求的增加值有如下分解结果： 

1 11 1 1 12 2 1 1

2 21 1 2 22 2 2 2

1 1 2 2

ˆ ˆ

M M

M M

M M M M M MM M

V B Y V B Y V B Y
V B Y V B Y V B Y

VBY

V B Y V B Y V B Y

 
 
 =  
  
 





   



                      5) 

公式(5)描述的是每个区域的最终品所含的增加值来源。其中 V 表示增加值向量(VM表示 M 区域的增

加值向量)，Y 表示最终需求向量(YM表示 M 区域的最终需求向量)，B 表示 M 区域-N 行业总的完全消耗

系数矩阵(BMM表示完全消耗系数矩阵 B 的 M 对 M 位置的子矩阵。 
根据 Miller 和 Blair (2009)、Wang 等(2014) [8]的界定，矩阵的行元素反映了某地区创造的增加值被

该地区自身和其他下游地区所使用，这是基于前向关联的分解，刻画的是增加值的流出。相应地，基于

后向关联的分解是矩阵的列元素，它表示了某地区最终产品的生产所引起的自身和其他上游地区的增加

值，或者说隐含于某地区的来自自身和其他上游地区的增加值，反映了增加值的流入。 
云南省与其他地区的前向关联度 FLV，如公式(6)，值越大，表示云南以增加值供给的身份对其他地

区的前向关联越密切。其中，1 表示云南省，R 表示其他地区。 
1 1

1
8 1 1
1

R R
R

R R

V B YFLV
V B Y

=
∑

                                (6) 

云南省与其他地区的后向关联度 BLV，如公式(7)，值越大，表示云南省以增加值需求者的身份对其

他地区的后向关联越密切。其中，1 表示云南省，R 表示其他地区。 
1 1

1
8 1 1
1

R R
R

R R

V B YBLV
V B Y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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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投入产出关联 
投入产出表的结构从横向来看，考察的是最终需求拉动总产出增加，总产出可以表示为： 

( ) 12X Y Z Y AY A Y I A Y BY−= + = + + + = − = 。Antras 和 Chros (2013) [9]提出了上游度指数，用以反映

一个行业与经济系统最终使用者之间的距离。如果一个产业的价值链越长，它与其他产业的联系就会越

密切，产业产出的变动对整个经济系统产生的影响也将更为显著。(吴添和潘文卿，2014) [10]。根据上游

度指数的原理，可以构造衡量云南省与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的价值链深度的指标。 
从投入产出表的列向来看，考察的是要素投入推动中产出的增加，总产出可以表示为： 

( ) 12X V Z V VA VA V I A VB−= + = + + + = − = 。基于此，Miller 和 Temurshoev (2015) [11]提出了下游度

指数，用以描述某一行业与经济系统初始投入之间的距离。根据下游度指数的概念，可以构建衡量云南

省与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之间价值链深度的指标。 
云南省与其他地区 R 基于产出的价值链深度指数 DNVCO，如公式(8)。  

( )21 1 1 1R RDNVCO B Y X=                                (8) 

DNVCO1R表示云南省基于产出的对 R 地区的价值链的深度指数。数值越大，说明云南省提供给 R 地

区的中间产品比例越高，这意味着云南省与 R 地区在中间产品供给方面的关联更加复杂。 
云南省与其他地区 R 基于投入的价值链深度指数 DNVCI，如公式(9)。   

( )21 1 1 1R RDNVCI V G X=                               (9) 

其中，G 为 Ghosh 逆矩阵。DNVCI1R是根据投入而得出的云南省对 R 地区价值链的深度指数。数值增大

则说明云南省的总投入中来自 R 地区的中间产品投入比重更大，表示云南省与 R 地区在中间产品需求方

面关系更为紧密。 

2.2.5. 参与长江经济带价值链的增加值收益率 
地区参与价值链程度与方式不同，会带来不同的增加值收益。从式(10)表示的增加值分解结果考察云

南省参与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生产活动时，带来的增加值收益为 1 1
1

R RM
R V B Y
=∑ ，相应的收益率为： 

1 1 1 1
1_ R R

R
MR VA V B Y VA
=

= ∑                             (10) 

3. 云南省参与长江经济带价值链分析 

3.1. 云南省与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的中间品关联 

表 2 显示了云南省与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的中间品关联特征。从中间品流入比率指标来看，

2012~2017 年间，云南省与其自身的中间品流入比率呈现 U 型的变化特征，即说明云南省使用的中间品

来源于自身的比例在这期间先降后升。但对比起始年份和最终最后一年的数值，总体来说有所下降，说

明云南省对长江经济带其他省份的中间品依赖有所加强，对自身的依赖在减弱。云南省中间品流入比率

最高的省份是江苏省，其中 2015 年比率最高为 6.54%，与其他省份的流入比率关联呈现按照长江经济带

上、中、下游的次序递减的特点。 
从中间品分配比率指标来看，2012~2017 年间，云南省与其自身的中间品流入比率呈现上升趋势，

即说明云南省使用的中间品提供给自身的比例在这期间上升了。说明云南省提供给自身的中间品分配有

所增加。云南省中间品分配比率较高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最高的是江苏省，说明云南省的中间品

主要是分配给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并且该分配比率在 2012~2017 年之间不断上升，说明其他省份对云南

省中间品的依赖不断增强。而云南省与长江经济带中游的省份的中间品分配关联在这几年呈现先增加后

减少的特点，长江经济带下游的省份的中间品分配关联呈现逐年递减的特点。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2054


胡鑫敏 
 

 

DOI: 10.12677/sd.2024.142054 450 可持续发展 
 

Table 2. Intermediate goods relationship between Yunnan Province and other provin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unit: % 
表 2. 云南省与长江经济带其他省的中间品关联 单位：%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云南省中间品 
流入比率 

2012 1.49 3.82 2.25 1.86 0.66 0.27 1.12 0.98 0.71 0.25 86.60 

2015 2.02 6.54 1.60 2.82 0.73 0.86 1.62 1.02 1.00 0.84 80.96 

2017 2.76 3.98 1.75 1.55 1.54 0.47 1.00 1.39 0.49 0.83 84.24 

云南省中间品 
分配比率 

2012 1.87 3.35 2.70 2.14 0.53 0.42 0.55 1.13 0.42 0.26 86.62 

2015 1.07 2.69 2.36 2.49 0.72 1.04 0.66 1.47 0.58 0.37 86.54 

2017 0.35 1.19 1.50 0.47 0.62 0.34 0.56 1.20 0.60 0.43 92.76 

中间品关联 
程度指标 

2012 1.68 3.58 2.47 2.00 0.60 0.35 0.83 1.06 0.56 0.26 86.61 

2015 1.54 4.62 1.98 2.65 0.73 0.95 1.14 1.25 0.79 0.60 83.75 

2017 1.55 2.58 1.63 1.01 1.08 0.40 0.78 1.29 0.55 0.63 88.50 

 
综合云南省中间品流入比率和云南省中间品分配比率来看，云南省中间品关联程度指标呈现时空差

异。云南省与上游地区的中间品关联程度呈现上升趋势，与中下游省份的中间品关联程度呈现下降趋势。 

3.2. 云南省与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的增加值关联 

表 3 显示了云南省与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的中间品关联特征。从云南省与其他地区前向关联度来看，

云南省与自身的前向关联度最高的是 2017 年的 94.43%。从 2012~2015 年，云南省与自身的前向关联度

在增加，说明云南省产生的增加值被自身使用的比例在上升，即意味着云南省产生的增加值被其他区域

使用的比例在下降。长江经济带省份中，云南省与其前向关联度最高的是上海市，不过这一比例呈现逐

年下降的趋势。从空间特征上来看，云南省产生的增加值主要流向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西南区域次之，

流向中游省份的比例是最少的。 
 

Table 3.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dded value of Yunnan Province and other provin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unit: % 
表 3. 云南省与长江经济带其他省的增加值关联 单位：%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云南省与 
其他地区 
前向关联度 

2012 2.71 1.71 1.82 0.47 0.16 0.18 0.27 0.35 0.19 0.20 91.94 

2015 1.49 1.24 1.78 0.83 0.20 0.35 0.29 1.66 0.27 0.27 91.62 

2017 0.63 1.24 1.56 0.22 0.29 0.22 0.27 0.55 0.26 0.33 94.43 

云南省与其他

地区后向 
关联度 

2012 1.83 7.14 3.76 1.15 0.49 0.51 0.67 1.28 0.55 0.21 82.41 

2015 2.32 8.99 3.74 0.94 0.47 0.69 0.80 0.99 0.63 0.37 80.05 

2017 2.42 4.06 2.61 0.71 0.53 0.19 0.55 1.25 0.37 0.93 86.36 

 
从云南省与其他地区后向关联度来看，2012~2015 年，云南省与自身的后向关联度先减少后增加，

说明云南省最终产品中隐含的增加值来源于自身的比例先下降后上升。云南省与江苏省的后向关联度比

较高，说明云南省最终产品中隐含的增加值来源于江苏省的比例大，在年份上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另

一与云南省后向关联度高的地区上海市，其关联度则在年份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说明这几年云南省

最终产品中隐含的增加值来源于上海的比例在不断增加。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云南省最终产品中隐含的增

加值的主要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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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与其自身的前向关联度比云南省与其自身的后向关联度更高，说明云南省产生的增加值被自

身使用的比例大于云南省增加值来源于自身的比例。这说明与其自身相关联而言，云南省增加值的流出

大于其增加值的流入。 

3.3. 长江经济带各省的投入产出关联 

表 4 显示了长江经济带各省的投入产出关联特征。基于产出的价值链深度指数和基于投入的价值链

深度指数，又称为上、下游度指数。上游度指数和下游度指数分别从供给方与需求方测度了一个地区与

其他地区的价值链关联程度。较大的上游度和下游度指数分别说明某地区为其他地区提供的中间品更多

和某地区使用其他地区的中间品更多[12]。从表 3 可以看出，2012~2017 年间，除上海外，长江经济带各

省份的上游度指数和下游度指数都十分接近 2 或超过 2，这说明长江经济带各省的投入产出关联程度较

高。 
 

Table 4. Input-output correlation of provin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表 4. 长江经济带各省的投入产出关联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基于投入的价值

链深度指数 

2012 1.73 2.24 2.42 2.54 2.67 2.20 2.36 2.41 2.45 2.22 2.20 

2015 1.62 2.38 2.62 2.83 2.59 2.44 2.41 2.53 2.58 2.35 2.30 

2017 1.48 2.18 2.18 2.62 2.41 2.36 2.17 2.14 2.33 2.04 2.11 

基于产出的价值

链深度指数 

2012 2.00 2.57 2.49 2.66 3.07 2.29 2.71 2.58 2.62 2.45 2.34 

2015 2.34 2.81 2.33 2.84 2.88 2.43 2.65 2.33 2.62 2.50 2.16 

2017 2.29 2.54 2.16 2.80 2.66 2.38 2.31 2.09 2.34 2.23 1.88 

 
从基于产出的价值链深度指数看，云南省基于产出的价值链深度指数呈现下降趋势，2017 年该指数

降到 2 以下。这说明云南省的产品作为中间品提供给各地区中间使用的比例在逐渐减小，意味着云南省

的产品距最终使用领域的距离变短了，云南省从产品供给方加入长江经济带价值链的深度有所减弱。从

基于投入的价值链深度指数看，云南省的下游度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但总体来说是有所下降。

这说明云南省总投入中来自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的中间产品的投入部分所占比例在减少，意味着云南省

距初始要素的投入距离变短了，从生产要素的需求方加入长江经济带价值链的程度弱化了。 
总的来说，云南省的上、下游度指数处在一个较高水平。但是 2012~2015 年以来这组指数的下降也

意味着云南省与长江经济带其他省份的投入产出关联程度有所弱化。 

3.4. 云南省参与长江经济带价值链的增加值收益 

表 5 显示了云南省参与长江经济带价值链所得到的增加值收益。长江经济带各地区既存在着本地区

的省内价值链，也积极参与了其他地区的国内价值链，同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

工协作。云南省参与长江经济带价值链获得了增加值收益。由表可知，云南省获得的增加值收益主要来

自于自身，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为其带来最多增加值收益的是上海，但是该比例已由 2012 年的 1.47%降

至 2017 年的 0.36%。这说明云南省从上海获得的增加值收益在逐渐减少。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为云南省

带来增加值收益第二多的省份是浙江。在长江经济带中下游省份中，云南省从重庆获得的增加值收益较

多。2015 年云南省从重庆获得的增加值最多，为 1.49%。江西和贵州为云南省带来的增加值收益在不断

增多，其他省份为云南省带来的增加值收益大致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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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Shows the added value benefits of Yunnan Province’s participation in the value chain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
nomic Belt. unit: % 
表 5. 云南省参与长江经济带价值链的增加值收益 单位：%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云南省参与长江

经济带的增加值

收益 

2012 1.47 0.32 0.56 0.31 0.14 0.09 0.13 0.34 0.09 0.33 96.22 

2015 0.82 0.24 0.63 0.57 0.16 0.16 0.15 1.49 0.14 0.36 95.30 

2017 0.36 0.27 0.57 0.14 0.28 0.11 0.15 0.52 0.13 0.45 97.01 

4. 结论与启示 

为探究云南省参与长江经济带价值链的程度与地位，本文通过 2012、2015、2017 年中国省区间投入

产出表，从中间品关联、增加值关联、投入产出关联、增加值收益率四个方面综合测度了云南省与长江

经济带价值链关联特征。研究发现： 
云南省与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的价值链关联程度较高，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的价值链关联程度

较低。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的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重要的核心发展区域之一，被称为“两横三纵”的核

心发展区。因此云南省在多个价值链关联指标中与长江下游省份关联程度更深，尤其是上海、浙江、江

苏这三省。而长江中上游地区由于产业发展水平相对弱于下游地区，因此与云南省的产业价值链关联也

相对较弱。 
云南省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的价值链关联程度在不断增强。近年来，受到国家对于该区域的重

视和政策鼓励，产业发展和经济水平都在变得越来越好，这使得云南省与长江上游的四川、贵州等地区

的价值链关联程度也在不断增强。 
云南省从产品供给方加入长江经济带价值链的深度和从生产要素的需求方加入长江经济带价值链的

程度都有所弱化。基于投入产出关联测算而得的云南省上、下游度指数程下降趋势，云南省的产品距最

终使用领域的距离变短了，距初始投入要素的距离也变短了。这表明云南省在长江经济带价值链中的地

位有所下降，也意味着云南省与其他区域的投入产出关联程度有所弱化。 
基于以上结论，为提高云南省在长江经济带价值链中的地位，为发挥产业价值链对云南省产业发展

和经济进步的积极作用，云南省应注重以长江经济带价值链为核心协调区域产业发展。通过构建长江经

济带价值链，下游发达地区可以将劳动力密集的低端加工和制造环节转移到云南等中上游地区，集中资

源和精力，专注于提升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云南省可以通过与下游地区建立广泛的产业联系，在多方面

展开合作。这种协调区域产业发展机制将促进云南省产业的升级和发展，提高其在长江经济带价值链中

的地位。其次，要培育云南省的产业集群。努力吸引来自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的投资并迅速引进配套企

业，以加快形成面向外部市场的加工制造产业集群。利用云南省现有的大型企业和其配套生产体系作为

基础，加快它们的开放化和先进化建设，促进它们与长江经济带价值链的对接和融合。再次，通过提供

融资支持、技术援助、市场引导、培训支持和信息支持等多种方式，推动云南省现有传统产业集群的转

型，并促进它们与长江经济带价值链的衔接。这将有助于加快云南省产业发展，提升竞争力，并与长江

经济带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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