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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8 月 13 日电 （记者谢卫

群）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

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

部署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等地区稳步扩大

制度型开放。8 月 10 日，上海自贸试验

区管委会就上海自贸试验区提早谋划落

实若干措施试点任务取得的相关进展和

初步形成的一批制度创新成果进行了

通报。

推动货物贸易自由便利，提升贸易

中心功能能级。实施更加开放的通关便

利化举措，持续推进“一线放开、二线管

住、区内自由”，全面实施《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原产地证书签

发、经核准出口商培育等便利化措施，促

进货物通关提速增效，浦东新区上半年

外贸进口总额同比增长 17.9%。

扩大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服

务贸易创新发展。持续推动金融领域首

创性、引领性开放项目落地，首家外商独

资券商、首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管理公

司、首家外商独资保险控股公司等一大

批金融项目落户上海自贸试验区，80 家

国际知名资管机构设立了 120 家各类外

资资管公司。

推动海外人才通行和工作便利化，

促进国际人才集聚。实施更加开放便利

的国际人才引进政策，建立自贸试验区

外籍高层次人才永居推荐“直通车”制度

并覆盖到浦东新区全域，开展境内外高

校外籍应届毕业生直接申办工作许可、

外籍人才办理创业工作许可、外籍人才

薪酬购付汇便利化等政策试点。

实施产业数字化跃升计划，促进数

字贸易健康发展。加快发展以创新引领

支撑的数字经济，着力打造国际数据港，

设立上海数据交易所，数据产品累计挂

牌超过 1300 个，实施数据确权登记、合

规交易、流通运营、数据经纪等领域一系

列创新举措，建设数字贸易平台，加快打造全国数据要素市场核

心枢纽。

着力打造营商环境综合示范区，促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在实施“证照分离”改革、“一业一证”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

市场准营承诺即入制改革试点扩围到 22 个行业，最大限度便利

经营主体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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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9 日 10 时 18 分，满载 110 个标箱出

口货物的 X8020 次中欧班列，从铁路义乌西

站鸣笛启程，奔赴西班牙马德里，标志着今

年全国第 10000 列中欧班列开行。

从驼铃商队到“钢铁驼队”，呼啸穿梭的

中 欧 班 列 续 写 着 古 老 亚 欧 大 陆 的 生 机 勃

勃。今年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 1 万列，

发送货物 108.3 万标箱，同比增长 27%，量质

齐升。

7 月 24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强调，保障中欧班列稳定畅通。今年以来，

各地各部门推进情况如何？下一步还将推

出哪些举措升级软硬件措施，确保“钢铁驼

队”通达江海、联通万里？记者进行了采访。

班列串起黄金通道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大通道作

用，服务品质持续提升，辐射带动效应日益

凸显。

——运输能力持续提升，助力产业升级

发展。

7月 20日，随着汽笛鸣响，两列满载 330台

整车的中欧班列（渝新欧）出口专列缓缓驶

出团结村车站。

渝新欧公司市场部门负责人介绍，上半

年，搭乘中欧班列（渝新欧）实现出口的整车

超 3.8 万辆，同比增长 98.9 倍。

为更好服务整车企业出口需求，渝新欧

公司持续推动上线商品车铁路运输专用车

（JSQ 车）国际联运常态化运输，汽车可直接

开进火车“肚子里”。相比传统的集装箱车

型，一列 JSQ 车可搭载 261 辆汽车整车，每列

运能提升 58%以上、成本降低 2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2023 年上半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374.7 万辆；铁路部

门运输超过 47.5 万辆，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快

速发展增添了“铁动力”。

——服务网络不断延伸，辐射效应日益

凸显。

高空俯瞰江西赣州国际陆港，成批的木

材连成一片，整齐划一等待装车开运。连绵

的铁路四通八达，“钢铁驼队”往来不息。

赣州国际陆港正式开行中欧班列后，当

地突破群山阻隔，加快了融入全球的步伐。

其中，南康家具产业集群迅猛发展，产值从建

港前的百亿元增长到 2022年的 2500亿元。

截至 6 月底，已有 110 余个国内出发城

市通过中欧班列通达欧洲 25 个国家 216 个

城市，为经贸往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定制专列不断开辟，货物品种不断

丰富。

8 月 7 日，一列中欧班列（齐鲁号）冷链

快通专列发运，经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

预计 19 天左右抵达终点站。

国铁济南局集团公司青岛车务段胶州

站副站长高义田介绍，相比公路冷链运输，

中欧班列冷链运输运送量更大、距离更长，

效率更有保障。

国 铁 集 团 数 据 显 示 ，中 欧 班 列 冷 链 运

输，不仅可以快捷装运荔枝、龙眼、香蕉、火

龙果等经济作物，还可以装运面膜、唇膏等

美妆产品，快速前往欧洲。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为充分发挥中欧班列优势，各地区不断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中欧班列“强身健体”。

升级硬件设施，提升作业效率——

作为中欧班列中线通道上的唯一口岸，

今年，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迎来了硬件

大升级：宽准轨接发列车线路增加至 30 条。

“中国铁路采用国际标准轨，蒙古国铁

路采用宽轨，因此班列到达口岸后，需要进

行换装作业。”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调度车间

主任云志俊介绍，所谓换装，就是使用龙门

架，将集装箱吊装到另一条轨道的火车上。

宽准轨接发列车线路增加后，可供 15 辆列车

同时换装，口岸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20%。

今年，西安国际港站再次实现升级：货

物装卸线路由 19 条增至 29 条，改造 12 条货

物线使其具备直接发车功能，装卸能力提升

30%。至此，西安国际港站成功跃升世界一

流内陆港，设计年集装箱吞吐量 540 万标箱、

年铁路货运量 6600 万吨。

加强枢纽建设，加大网络密度——

3 月 4 日，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正

式投用。2022 年 10 月 8 日启动建设以来，新

增投资 5280 万元，建设 8 万平方米海关特殊

监管区等，眼下这里已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

中欧班列集结中心。

“在集结中心发货真是太省心了，‘铁

路+海关’的运营模式不仅全面提升通关效

率，还大大缩短了短途接驳运输距离，综合

运输成本大幅降低。”中国外运有限公司经

理王继宏说。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境内

已铺画时速 120 公里的中欧班列运行线 86
条，有 6个口岸，形成东、中、西三大通道。

精心开发“智慧大脑”

中欧班列，驰而不息。

这 背 后 ，是 一 场 上 万 公 里 行 程 的 接 力

赛。从始发站出发，中欧班列先行驶至铁路

口岸，完成编组、换装、报关、检查等手续，才

能驶出国门。平均下来，一趟中欧班列需要

50 多名司机接力驾驶，包括 3 次换装作业，

耗时 9 至 18 天不等。

面对庞大的网络、复杂的体系，要让中欧

班列顺畅高效运行，离不开“智慧大脑”的调度。

2021 年 ，在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大 力 支 持

下，国铁集团开工建设中欧班列信息集成平

台项目。如今，平台拥有一门户、四中心。

一门户，为中欧班列门户网站，面向境

内外公众，提供境内外全程物流业务受理服

务，是中欧班列的官方统一服务窗口。

四中心，包括中欧班列数据共享中心、运

营服务中心、运行监控中心、质量评价中心。

“其中，运营服务中心为境内外客户提

供‘一站式’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具有在线委

托 、运 单 制 作 、费 用 结 算 等 全 流 程 服 务 功

能。平台上线后，用户足不出户即可完成发

运手续。”中铁集装箱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智慧大脑”成功架构，“神经末梢”也要

升级。

走进阿拉山口铁路国际联运大楼，一名

运转送票员正和出口货运员交接中欧班列

联运票据。

阿拉山口站货装车间出口货运员徐兴英

介绍，“数字口岸”上线前，联运运单票据信息

录入大概需要 40分钟；如今，只需要核对运单

和系统上的信息是否一致，20分钟即可完成。

据介绍，2020 年 6 月起，国家铁路口岸全

面推广实施“数字口岸”系统。“目前，‘数字口

岸’系统运行良好，代理企业可提前查看运输

和到达信息，便捷完成海关申报、铁路流向变

更等联运手续。”国铁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

司有关负责人说，目前，阿拉山口口岸出境中

欧班列通关时间总体压缩至 5小时以内。

多措并举保障稳定畅通

展望全年，中欧班列的升级仍在延续。

硬件投入不停歇——

眼下，阿拉山口站换装场扩能改造项目

施工正酣，数十台施工机械挥臂掘土、填筑路

基，项目计划 11 月底建成。届时，阿拉山口

铁路口岸将新增 1 个室内换装库、延长 5 条换

装线。

与此同时，兰新铁路精河至阿拉山口增

建二线工程现场建设热火朝天。项目建成

后，精河至阿拉山口区段接发车能达到 28对，

接发车能力提升将近 55%。

软件升级不断线——

7 月 9 日，满载着汽车零件、高精电子仪

器、化妆品等货物的 X8008 次中欧班列缓缓

驶入西安国际港站，标志着全国首趟中欧班

列境内外全程时刻表回程班列抵达西安。

目前，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双向线路由每周

1 列加密为 2 列，运行时效稳定在 12 天。

服务质量优上优——

首开光伏专列。8 月 3 日，中欧班列（西

安—塔什干）陕乌经贸合作隆基绿能光伏组

件出口专列成功开行。本次发货的光伏组

件将用于乌兹别克斯坦 1 吉瓦光伏项目。接

下来，还将有 59 趟专列，搭载近 3000 个集装

箱，助力项目顺利落地。

冰淇淋也有专列。日前，一批进口冰淇

淋乘坐中欧班列抵达成都国际铁路港。冰

淇淋能顺利入境，离不开冷链集装箱的助

力，更是通关效率的最佳体现，通关时间较

以往缩短了 24 小时。

网络升级不断档——

“陆丝”牵“海丝”，海铁联运触达更多地

区。眼下，厦门正积极推广中欧班列海铁联

运拼箱业务。“未来，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

散货可通过海运，汇聚至厦门港后再拼箱经

中欧班列转运至欧洲。”国铁南昌局集团公

司漳州车务段有关负责人说，这比传统海运

拼箱模式节约近两周时间。

“大湾区—中吉乌”，多式联运开辟新通

道。7 月 4 日，广州国际港发出“中吉乌”班

列，班列运抵新疆喀什站后，将从伊尔克什坦

口岸出境，最终到达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国铁广州局集团公司货运部多式联运

室主任盘栋源说：“大湾区—中吉乌”多式联

运国际班列的开行，打通了中欧班列国际运

输第四条通道，显著加快了货物流转速度。

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积

极探索中欧班列跨越黑海、里海线路开发，

推进境外通道多样性建设，努力打造“多向

延伸、海陆互联”的运输服务网络。

下图为一列中欧班列从江苏连云港铁

路编组场驶出。 王 春摄（人民视觉）

今年以来累计开行超1万列，发送货物108.3万标箱，同比增长27%

稳定畅通，中欧班列为经贸添活力
本报记者 李心萍

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全产业

链智能化工厂。走进公司车间，一条条作业

中的生产线有条不紊，每一个生产节点都有

智能检测系统自动检测产品质量，每 9.8 秒就

有一台家电产品生产下线。

进入中国市场逾 30 年，三星始终坚持以

高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驱动业务发展。

构筑质量管理智能化体系

家 电 业 务 是 三 星 旗 下 众 多 业 务 之 一 。

凭借质量管理智能化体系，苏州三星电子经

济效益良好，生产的家电产品受到各国消费

者青睐，销往全球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 年 来 ，苏 州 三 星 电 子 推 进 制 造 智 能

化、管理体系化、创新科学化的质量管理模

式，实现了全产业链智能化管理创新。如

今，这一质量管理模式已经融入生产经营的

各个环节。

借助三星产业链质量协同系统，供应商

可以即时对质量管理作出改进和调整，实现

风险规避。如果有用户提交电冰箱报修需

求，售后服务人员上门检修后将信息输入系

统，苏州三星电子就可以立即确认维修内

容，并在系统中显示该台产品的当日生产和

检查过程以及该批次产品相关供应商的生

产和检查记录等信息，帮助全产业链协同分

析改进。这个信息反馈共享的过程只需要 8
秒钟时间。

带动供应链管理水平提升

“在带动供应链质量管理提升方面，我

们不遗余力。”中国三星总裁杨杰说。

为了让供应链质量管理更加系统化，三

星自主研发了供应商评价系统和质量革新

评价系统。利用这些系统，苏州三星电子在

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将一些优秀的供应商

评定为战略合作伙伴。这些供应商因此得

到了更多的订单，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再反

向推进产业升级，形成良性循环。

过 去 5 年 间 ，在 三 星 全 球 供 应 商 评 价

系统中，中国供应商占据各业种前十的比

率 高 达 90% 。 其 中 ，很 多 供 应 商 从 最 初 做

配套起步，如今已逐渐成长为知名上市公

司，江苏新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代表

之一。

新安电器是一家生产高性能防水材料

的民营企业，2003 年开始服务配套苏州三星

电子。苏州三星电子通过组织同类别供应

商进行技术交流，帮助新安电器在高性能防

水材料技术上实现突破。2022 年，新安电器

已成为拥有 5 个生产基地及技术研发中心的

高新技术企业。

新安电器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中国三

星的供应商合作模式，我们在实现业务高速增

长的同时，管理和技术水平也不断提升。”

推动全产业链可持续发展

除了推进高标准质量管理，“绿色经营”

也是中国三星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一环，将助力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据

《2022 中国三星环境报告书》显示，2022 年，

中国三星共施行 2041 个节能减排项目，总计

节省约 9.7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当量

35 万吨，相当于 2000 万棵树一年减少的碳

排放量。

在无锡的三星电子材料工厂，“环境安

全 ，是 企 业 经 营 第 一 原 则 ”的 标 语 相 当 醒

目。在此理念指导下，工厂员工自发开展

“环境安全”改造项目，其中由员工自主研发

的空调系统改进项目，不仅解决了冬季空调

盘管冻裂的问题，还大大降低了冷冻机的蒸

汽能耗，全年节约 1800 吨蒸汽和 157 万千瓦

时电能。

中国三星还把环境安全的管理体系与

技术共享给供应链伙伴，促进绿色供应链发

展。苏州三星半导体工厂入选 2022 年工信

部发布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榜单。同

年，天津三星电机工厂也荣获国家级绿色供

应链项目奖金。

如今，中国三星正利用数字科技打造创

新质量管理模式，实现生产管理智能化和绿

色化转型升级，努力构建“绿色工厂”，以可

持续发展理念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三星——

利用数字科技 创新质量管理
本报记者 温素威

本报北京 8 月 13 日电 （记者林丽鹂）8 月 13 日，记者从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2022 年度企业年报率为 91.33%，这

是自 2014 年《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施行以来，企业年报率连

续第六年在 91%以上。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营主体对年报

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年报公示制度在优化营商环境、激发

经营主体活力、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会共治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也越来越重要。

2014 年 10 月 1 日，《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信用监管司司长刘敏说，由以往政府部门

直接年检，变为督促经营主体及时、准确报告公开信息的监管方

式，有助于增强企业的自律意识，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

如何提高企业年报率？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市场监管局

根据历年经营主体年报情况，借助数字化手段，将该省 911.36 万

户应年报经营主体细分为主动申报类、引导帮扶类、重点关注

类、异常清退类 4 大类 15 小类，并实现自动分类标注、实行分类

管理；对主动申报类自动推送提醒消息，对引导帮扶类加强咨询

培训服务，对重点关注类以行政约谈、上门服务等形式督促年

报，对异常清退类采取“唤醒一批、规范一批、吊销一批”措施。

根据经营主体往年年报行为特征，浙江省市场监管局还

建 立 分 时 段 年 报 机 制 ，推 动 经 营 主 体 逐 渐 形 成 定 期 年 报 习

惯。同时强化对市场经营主体跟踪引导，在分时定制个性化

提醒、点对点服务的基础上，通过晾晒通报、跟踪反馈和综合

绩效评估等方式，持续滚动推进、集中攻坚，引导经营主体早

报、快报、准确报。今年 1—4 月，浙江企业年报率从改革前的

38.4%攀升至 68.7%。

去年开始，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推广浙江经验，各省已积极

开展试点探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广大消费者和市场交易对

象可以通过公示系统，快捷、全面地掌握企业相关信息及其经营

状态，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企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有机

统一，助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2022年度企业年报率为91.33%

连续第六年在91%以上

本报天津 8月 13日电 （记者靳博）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

天津分行和天津市金融局等单位指导下，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提交的风电设备直租项目绿色评价申请，经天津东疆综

保区管委会委托的第三方绿色评价机构评价认定后，获得绿色

融资租赁项目认定表。这是东疆综保区在全国率先出台融资

租赁绿色评价机制后，按照该机制认定评价的首笔标准化业

务落地。

结合东疆综保区出台的《绿色融资租赁项目认定评价操作指

引》，评价机构在绿色融资租赁项目认定表上为该项目“贴上”多

个绿色标识。这为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精准识别项目绿色属性

提供了专业、可信的依据和佐证。结合认定情况，华能天成租赁

获得了专项融资支持。

该项目由华能天成租赁以直租方式操作，租赁物为风机、塔

筒和相关电气设备，将应用于甘肃某风力发电项目，能够产生显

著的环境效益，估算可节约标煤约 153.8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当

量 397.5 万吨。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天津市金融局指

导东疆综保区探索搭建了“服务指南+实施方案+评价指引”三

位一体的融资租赁绿色评价机制，支持通过“政、银、产、学、研”

合作共建绿色租赁生态港。

天津发展绿色融资租赁

首笔标准化业务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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