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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创新从“苗圃”变“花园”

“之前进口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大约需
要 8 到 10 个工作日。现在进了‘白名单’，
只要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的后续监管就可以
了。”江苏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有两种研发用物品，
按照之前的规定，进口生物医药研发用物
品一般需要两道手续，第一步是通过药监
局官网申请批件，拿到批件后，再向海关
部门申请通关单，这一直是生物医药企业
的研发痛点。

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的重要使命，
创新动力来自企业需求。江苏自贸试验区
南京片区集聚了不少生物医药企业。企业
有所需，自贸试验区有所应，《中国 （江
苏） 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生物医药研
发用物品进口“白名单”制度试点管理办
法》 应运而生。纳入“白名单”的生物医
药研发企业和研发用物品，无须提交 《进
口药品通关单》 即可办理通关手续。去年，
江苏省获批的 9 个创新药中，有 5 个来自江
苏自贸试验区；获批的 9 个创新型医疗器械
中，有 6个来自江苏自贸试验区。

连云港片区是江苏自贸试验区中唯一
靠海的片区，连云港港和中哈 （连云港）
物流合作基地都在自贸试验区内，对海事
服务的需求比较多。当地海事部门探索网
上无纸化办事方式，在“互联网+窗口”的
基础上，推行邮寄受理、网上审批、邮寄
发证三项服务，做到“不见面办理”的海
事政务闭环管理新模式，方便了河南、安
徽、四川、山西、湖北等省外船员群体。

“海事政务闭环管理”这一创新举措入选国
务院自贸试验区第七批改革试点经验，在
全国复制推广。

从“苗圃”到“花园”。5 年来，江苏
自贸试验区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探索，努力
彰显改革创新的示范性引领性。通过加快
政 府 职 能 转 变 ， 实 现 政 府 服 务 “ 精 准 滴
灌”；推动投资领域改革，提升贸易便利化
水平，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截至目
前，江苏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 113 项任务落
地实施率超过 98%，在省级层面形成近 400
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 25 项在全国复制推
广、10 项在国家部委备案、137 项在省内复
制推广。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作为全国外资外贸的重要窗口，苏州
片区正好位于以开放著称的苏州工业园区，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数字贸
易上不断创新。

今年 3 月，由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和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 （IMDA） 共
同推动数字提单业务试点在苏州片区落地，
实现了数字提单在线签发、流转、交单以
及贸易全流程可视追踪。

仅仅两个月之后，全国首个国家级区
块链数字提单系统在苏州片区运行。此次
数字提单业务为苏州金龙客车对菲律宾的
整车出口，由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运输公司
马士基承运。传统国际贸易中纸质提单的
流转需耗时 5—10 天，此次数字提单的签
发、转让和交还流程仅在 2 日内即完成，用
户实际在线操作所需时间少于 3 小时。数字
化单证的流转还降低了纸质文件打印、正
本邮寄等冗余成本，为跨境贸易的绿色低
碳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提单使用苏州片区自行开发的符合通
商互信 （TradeTrust） 标准的数字提单系统
签发，通过以星火链网为底座的“信贸链”
可信贸易协作网络流转。该数字提单系统
支持提单在航运公司、进出口商、货运代
理等贸易协作方之间的分布式流转与核验，
同时基于区块链技术实现流程协作管理、
数据存证核验、数据隐私保护等功能，确
保了数字提单的真实性、唯一性、安全性
和可追溯性。

在国际贸易中，绿色贸易变得愈加重
要。坐落在南京片区的南京擎天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家服务企业出口的软件公司，在
公司的展厅里，放着几个“盒子”。工作人
员向记者介绍，这是用在工厂里采集碳排
放和计算碳足迹的硬件和软件系统，桌上
还放着一件贴有碳中和标签的沙滩裤。

“这是一批用来出口的沙滩裤，我们通
过碳中和目标数字化认证与管理平台采集
产品全生命周期源头数据，核算刻画产品
碳足迹，并用林业碳汇减排量抵消产品碳
排放，从而实现产品碳中和。”南京擎天科
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每一件待出口的商品都贴上了碳中和
标签，全过程数据上链存证，通过与国际

第三方认证机构合作，确保数据具有国际
公信力，助力出口企业绿色低碳运营。

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拓展东西双
向开放空间以及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连云港片区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2019 年，连云港片区首创的中欧班列
“保税+出口”货物集装箱混拼新模式，突破
原有一般贸易货物与保税转口货物不可同
箱发运的限制。中哈（连云港）物流基地相
关负责人介绍，过去，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
来的少量过境货物到了连云港港口需等集
装箱装满才能发运。如今，货物到码头后先
拉到保税库，通过“保税+出口”模式运往
海外。该模式支持中欧班列保税转口离境
货物与国内一般贸易出口货物共同装载在
集装箱中，平均每票为企业节省 73% 的物流
成本，节约发运等待时间 15天以上。

数据显示，中哈 （连云港） 物流合作
基地自 2014 年建成后，集装箱进出场量由
6.5 万标箱增长到 2023 年的 24.3 万标箱；上
合组织 （连云港） 国际物流园自 2013 年投
用，目前累计完成物流量超过 2.8亿吨。

苏州片区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中也进
行着不断探索。

去年底，长三角国际空港苏州航空货
运中心揭牌，利用“自贸区+综保区”政策
优势，升级虚拟空港及空运直通港模式，
叠加机场货站功能，集收运、制单、预安
检、组板、运输服务于一体，推动实现沪
苏国际空港互联互通，通过货站前置解决
苏州没有机场的问题。苏州航空货运中心
还配备了无尘查验室、生物医药监管平台、
冷藏集装箱等，可以实现预安检。当日，
来自苏州片区的信达生物的两票冷链药品
等便通过苏州航空货运中心运输至上海浦
东机场货站，经绿色通道安检后装机起飞。
据测算，该模式降低了超 10% 的物流成本，
整体时效较常规模式可节省 6小时以上。

下一步，江苏自贸试验区将按照“突
出制度型开放、突出营商环境建设、突出
首创性集成式探索”的要求，主动对接国
际经贸规则，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
主权，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服务江苏打造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

人形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合成生物加
速转化，再生合成燃料制备关键技术产业化
加速落地……在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这个

“电动车之乡”，新兴产业正加速崛起。
作为老牌工业区域，锡山区通过智转数

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焕发出新活力。
大明工业科技集团是国内金属加工领域的高
端制造服务企业，其“全链路”金属材料加
工服务平台涵盖裁剪、切割、焊接、喷涂、
总装等十大工艺平台，产品覆盖石油石化、
矿山机械、新能源等领域。记者在其裁剪车
间看到，成卷的钢材在机器设定程序后便开
始自动切割，加工后的钢板不仅表面没有变
形，边部也比较光滑。大明集团常务副总裁
钱立告诉记者，技改升级后老设备还能照常
使用，加上了传感器，数据在各生产环节中

流动起来。
7 年前，新能源行业方兴未艾之时，仝

辉择机进入了光伏行业水处理赛道，在锡山
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办了江苏道同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道同环境公司董事长仝辉表示，这
几年，随着新能源行业站上风口，道同环境
进入了高速发展期。

道同环境提供废水绿色低碳处理、资源
循环利用技术支持及工业水环境全流程管理

服务。目前，公司研发转化的知识产权成果
达 70 余项，开发了包括“除氟控钙”“脱氮
除钙”和“水资源回用”的光伏电池废水资
源化关键技术，填补了光伏电池废水资源化
利用领域的应用空白。

近年来，锡山区积极拥抱未来产业，制
定了 《锡山区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三年行
动计划 （2024—2026 年）》，构建与本地产业
特点匹配的未来产业体系。聚焦氢能和新型

储能、人形机器人、细胞基因和合成生物 3
个主导型未来产业，培育量子科技、元宇宙
等一批前沿型未来产业，初步形成“3+N”
未来产业体系。

在江苏意优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
研发人员正围着一台踏步的双足机器人进行
着各项测试，这款公司自主研发的机器人，
髋部由 4 个谐波关节、腿部由 8 个直线推杆电
机构成，将实现工业量产并运用于工厂日常

作业中。
依托工业技术的储备，面向未来的产业

风口，锡山区的人形机器人企业将目光聚焦
于核心零部件和整体产业生态，聚力视、听、
力等传感关键技术，发展高性能减速器等核
心零部件，提高机器人智能化水平。在锡山
区，单是意优机器人一家企业就集聚了 200
多家供应链企业。预计到 2026 年末，锡山区
的未来产业规模将达到 250亿元左右。

锡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一斐
介绍，锡山区集聚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和医疗器械、新能源和新材料、人工智能四
大新兴产业集群，做大做强电动车、电子信
息、高端装备、高端纺织服装四大优势产业
集群。2023 年，全区“四新四强”产业集群
营收规模突破 2100 亿元。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电动车之乡”抢占新兴产业赛道
本报记者  尹晓宇

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

敢闯敢试，打造经济增长极
本报记者  尹晓宇

在中国 （江苏） 自由贸易试验区，一批批创新成
果持续涌现：全国首创“政策计算器”智能化服务，
通过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推动惠企政策精准匹配、一键
直达；率先实施保税检测区内外联动，开展保税检测
外发业务，助力企业承接境外订单……

江苏自贸试验区于2019年获国务院批复，涵盖南
京片区、苏州片区、连云港片区，总面积119.97平方
公里。5年来，江苏自贸试验区完成外贸进出口2.6万
亿元、实际使用外资 112.6 亿美元，分别占全省
10.3%、10.2%。今年1—7月，江苏自贸试验区外贸进

出口、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32%、26.4%。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上市企业数量占全省比重分别达到9%、
13%，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的引领支撑
作用。

江苏省商务厅党组成员、省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
办公室副主任汤大军介绍，江苏自贸试验区自成立以
来，持续深化首创性、集成化、差别化改革探索，奋
力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先行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和
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在全省高水平开放、深层次改
革、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

▲在位于江苏自贸
试验区的国家生物技术
药物产业计量测试中心，
工作人员正在做检验。

▼连云港港
滚装码头。

▼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
片区产业技术研创园航拍图。

江苏省商务厅供图

▼▼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