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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自贸试验区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推

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在

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

意义。

2013 年 9 月，上海自贸试验区

正式挂牌成立。此后，自贸试验

区从上海扬帆起航，不断扩围发展，21 个自贸试验区基

本形成覆盖东西南北中的试点格局，掀起中国改革开放

新浪潮。

今年是自贸试验区建设 10 周年。10 年来，在习近平

总书记的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21 个自贸试

验区充分发挥改革开放“排头兵”的示范引领作用，大胆

试、大胆闯，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进行了有效探

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深层次改革的开路先锋。率先实施外商投资管理

体制改革，上线全国第一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率先

实施“证照分离”改革，创设第一批自由贸易账户……

10 年来，很多个“第一”在自贸试验区实践、探索，复制

到全国。截至目前，自贸试验区已经向全国复制推广

302 项制度创新成果，在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

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先行先试，取得了一批

制度创新成果。

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窗口。推出第一张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经过 7次缩减，负面清单条目由最初的 190项

缩减到 27 项，制造业条目已经归零。在海南推出第一

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服务业开放持续扩大。今年

上半年，21 个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达到 1296.6 亿

元，同比增长 8.2%。整体看，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千分之

四 的 国 土 面 积 ，实 现 了 占 全 国

18.4%的外商投资。

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平台。湖

北武汉片区大力发展光电子信息

产业，聚集相关企业超过 1.6 万家；

浙江舟山片区万亿级油气全产业

链格局加快形成，已成为全国最大

的油气储运基地……10 年来，各自贸试验区积极探索

破除阻碍国内外创新资源和要素集聚的体制机制性障

碍，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建成了一

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为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动能。

已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新起点上，以

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着力点，各自贸试验区将继

续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大压力测试力度，

深入开展差别化探索，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推动改

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罗珊珊

运营方：

潘小东 上海亿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企划部负责人

最近，上海亿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企划部负责人潘小

东更忙了，要么是伏案整理材料，要么是外出调研，走访政

府部门和企业，了解相关需求。“目前，我正忙着配合上海有

关部门开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最新规划，进一步升级平

台服务功能。”潘小东说。

潘小东所在的亿通国际是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

建设运维单位。2014 年起，他全程参与了“单一窗口”的建

设。提起建设过程，潘小东记忆犹新：“建设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各国理念不一，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从哪里

切入，如何构造，都得摸索着进行。”

进出口共涉及海关、检验检疫、海事、边检四部门，想实

现国际贸易便利化，就要把四部门的系统打通。“此前，一艘

船办理靠港手续，企业要录入 1000 多项数据，四部门经系

统整合后，数据减少为 300 多项，大幅度简化了环节。原来

要花两天时间，现在只要两小时。货物通关从 24 小时缩短

到最快半小时。”潘小东说。

目前，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已从最初的 6 个板

块升级到包含“通关 +物流”“外贸 +金融”“监管 +服务”

等功能在内的 16 个板块，共有 66 项特色功能，服务贸易

企业超 60 万家。

受益方：

杨晓峰 元初数智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元

初数智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仓库里，各种货物整齐堆

放。一大早，公司自贸试验区业务相关负责人杨晓峰，就忙

着在仓库里清点货物，“要准确掌握最近几天出货、到货的

动态，及时跟进汇总。”

元初数智主营进出口报关等业务，客户货物到港后，先

转运到公司在保税区内的仓库，再分拨到客户在保税区外

的仓库。

元初数智是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最早的受益者之

一。“‘单一窗口’推出前，要挨个填报录入进出口单据，还要

将纸质单据送到相关部门，这个过程至少要花费两天时间。

现在足不出户在线填报，几分钟就能出税单。”杨晓峰说。

“除了便利，还能降成本。”杨晓峰介绍，现在船快到港就

可以通过系统填报单据，做到货到港即提走，降低了仓储成

本，“我们主要做消费品进口服务，多数商品有保质期，进关时

间减少了，客户销售的周期就更长了。”

元初数智过去以供应链管理为主，因为报关系统升级，

公司服务客户的能力不断提高，客户量也增加了不少。“我

们正从原先提供一般报关服务，逐步转型为一家数据服务

公司，力求更好服务产业链、连接消费者。”杨晓峰说。

上海自贸试验区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升通关效率
本报记者 谢卫群

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
高水平对外开放蹄疾步稳

图①：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 e 站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市民介绍人才

政策。 徐 江摄（人民视觉）

图②：浙江自贸试验区金义片区，“兰溪号”中欧班列从金华市金东区华东国际

联运港鸣笛启程。 胡肖飞摄（影像中国）

图③：江苏自贸试验区，苏州片区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风光旖旎。

张 锋摄（影像中国）

图④：上海自贸试验区，浦东新区陆家嘴建筑风光。 赵兴华摄（影像中国）

图⑤：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一派繁忙景象。

吴绍洋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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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方：

陈 海 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工

作人员

深夜的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灯火通明。作为众多香

港青年来内地发展的第一站，这里已累计孵化香港创业团

队超 560 家。

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工作人员

陈海介绍，为促进港澳青年北上创新创业，2021 年以来，

前海持续实施“港澳青年招聘计划”，按月度常态化为港

澳青年提供 100 个以上工作岗位，目前已累计发布工作岗

位 6300 余个。

为让更多港人港企留得住、发展好，前海加强与港澳规

则衔接，推进粤港澳职业资格互认，通过合伙联营、执业备

案（登记）等特殊机制安排，先后出台工程建设、税务、文化

旅游等领域专业人士在前海执业的具体办法。目前，港澳

税务师、注册建筑师、医师等 21 类专业人士备案（登记）即

可执业。

“我们已经与相关部门建立了人才工作沟通机制，发布

‘2023 年深港联合招才引智计划’，为港澳及国际人才提供

12 类 57 项一站式服务。”陈海说，如今，在前海蛇口片区的港

资企业已有近万家，吸引大量香港居民前来就业。

受益方：

谭国治 香港建筑师注册管理局主席

“深港建筑业融合的梦想正在变为现实。”在前海妈湾

十九单元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工地上，何显毅建筑工程

师楼地产发展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香港建筑师注册管理局

主席谭国治告诉记者。

这是深圳推行香港“建筑师负责制”的试点项目之一。

作为设计负责人，谭国治率领团队联合香港汇创国际建筑

设计公司，和总承包牵头方中建四局的工程师们“合署办

公”，实现了人才融合。

早在 2004 年，谭国治就曾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建筑署建

筑师参与了深圳湾口岸建设，此后他参与设计建设了内地

多个建筑项目。2020 年，前海蛇口片区推出香港工程建设

领域专业人士、专业机构执业备案管理办法后，谭国治随即

在前海完成备案。

“进得来，还要有活干、干得好，是香港建筑业界多年的

愿望，如今正在成为现实。”谭国治说。

截至今年 8 月底，香港建设领域已有 50 家专业机构（其

中包括 19 家香港施工类专业机构）、451 位建筑专业人士在

前海备案，其中 10 家香港专业企业独立承接项目，74 名香

港专业人士参与前海项目建设。

广东自贸试验区

职业资格互认促进人才融合
本报记者 程远州

政策方：

张慧琼 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局长

“企业工程建设项目顺利落地，离不开便捷高效的审批

服务。”在一线审批岗位工作多年，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

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局长张慧琼深有感触。

2015 年，厦门片区成立，张慧琼作为挂职干部来到厦

门片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在这里，她从难题入手，牵头探

索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之后，张慧琼和团队反复调研企业需求，征求部门意见，不

断修改讨论方案。2017年 4月，《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

门片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正式审定通过。

“方案确定只是第一阶段，更难的在于实施，项目实际

审批权仍在各部门手中。”张慧琼说。如何推进？2017年 6月，

厦门片区上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平台，针对片区内的企业

率先试点。“各部门通过数字平台实现联通，审批方式由‘串

联’变‘并联’，审批效率大幅提升。”张慧琼介绍。

改革后，厦门片区建设项目办理施工许可，由原来至少

20个审批环节缩减到 3个主流程审批环节，审批时限从 246个

工作日缩减至 12—40 个工作日，有力助推项目落地投产。

“我们将持续关注企业需求，不断推进审批领域改革，进一

步提升投资便利化程度。”张慧琼说。

受益方：

王 昱 厦门象屿港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开发部副经理

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建成投用不久的象屿集

团总部大厦前人来人往。气派的装修、崭新的办公室，让

负责总部大厦项目申报的象屿港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开

发部副经理王昱颇为自豪：“项目审批时间相比以前大幅

缩短。”

从事项目一线申报工作多年，王昱回忆：“工程建设审

批涉及的部门多、流程复杂，企业以前需要挨个部门申报，

如果一个部门审批不通过，又得从头再来。”王昱记得，自己

2012 年经手的一个项目，从立项到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批

复用了一年半时间。“早一天通过审批，项目就能早一天投

用，为企业节约不少成本。”王昱说。

坐到工位前，王昱打开电脑，登录厦门市工程建设项目

网上办事大厅，将手头最新项目的申报材料一键上传。王

昱告诉记者：“通过网上办事大厅，只需提交一次材料，平台

自动分发给各个部门同时审批，效率大大提高。”

一天时间，王昱同时跟进的申报项目有 5 个。“跑项目，

以前是实实在在风里跑、雨里淋，而现在跑的是数据。人在

路上的时间少了，负责的项目反而更多了，企业的发展活力

也更足了。”王昱说。

福建自贸试验区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推动企业增效
本报记者 王崟欣

运营方：

向 英 渝新欧（重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中心副经理

“铁路提单是一种具有物权凭证功能的物流运输单证。

我们为外贸企业开具铁路提单，企业凭借提单找到银行，银

行再对企业进行融资贷款。”渝新欧（重庆）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渝新欧公司”）财务中心副经理向英介绍。

2017 年，重庆自贸试验区依托中欧班列，开出全球首

份铁路提单国际信用证。截至今年 7 月底，渝新欧公司共

签发铁路提单超 6000 份。

“铁路提单融资服务为企业提供了更多便利，但仍有优

化空间，从近几年实践看，还存在体量小、融资规模有限等

问题。于是，我们又对铁路电子提单进行了探索。”向英说。

今年 4 月，《重庆市铁路运输单证金融服务试点工作方

案》印发，引导银行保险机构、货运代理企业、仓储物流公

司、外贸经营主体等积极参与，持续扩大铁路提单应用的覆

盖面。政策鼓励之下，渝新欧公司很快与一家银行达成合

作，优化方案并落实了具体实施路径。

5 月，渝新欧公司成功落地首单区块链电子提单融资

业务。这票电子提单从签发到流转再到融资批付，全程用

时不到两天，进口客商的资金周转率、供应链管理效率及控

货能力都得到大幅提升，运营风险进一步降低。

受益方：

付士刚 重庆施密德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多亏了铁路提单，原本需支付 600 多万元货款，我们

融资后只需掏现款 96 万元。”重庆施密德贸易有限公司总

经理付士刚告诉记者。

最近，付士刚所在的公司通过中欧班列（重庆）从德国

进口 8 辆车，公司依托铁路提单来出具国际信用证，获得融

资 500 多万元，不但资金压力减小了不少，还能享受铁路运

输比海运节省 20 多天的便利。

据介绍，在以往的国际贸易中，只有海运能出具有物

权凭证功能的提单，国际铁路只能出具运单。重庆自贸

试验区推出铁路提单后，依托铁路提单融资结算模式，跨

境铁路运输实现了与海运一样的信用证结算，助力跨境

贸易。

“以前银行只认海运提单，我们以铁路运输开展进口业

务时，需要提前电汇全款，资金压力很大。”付士刚说，“现

在，铁路提单融资合作模式十分便利，帮我们缓解了资金压

力，我们拓展国际贸易也有了更大动力。”

截至今年上半年，重庆 8 家银行累计开展铁路运输单

证融资 73 笔，涉及金额约 2.04 亿元，货物品类、领域不断拓

展，为企业开展跨境贸易提供了更多便利。

重庆自贸试验区

铁路提单融资服务跨境贸易
本报记者 王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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