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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为首
改革持续推进

在江苏自贸试验区南京片
区，江苏省商务厅（自贸办）相关
负责人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自
2019年8月成立以来，江苏自
贸试验区的建设受到党中央高
度重视。江苏省委、省政府深入
贯彻党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多次召开省委常委会、省委
深改委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以
及省自贸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细化部署、扎实推进江苏
自贸试验区各项任务落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自
贸试验区聚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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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定位，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加快
落实试点任务，仅用3年时间，
就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

数据显示，江苏自贸试验
区总体方案113项改革试点任
务落地实施110项，占比超过
97%，试点任务落实成果显著。

此外，三个片区立足各自
功能定位，大胆试、大胆闯、自
主改，累计探索形成制度创新
成果196项，其中81项为全国
全省首创、9项在全国复制推
广、6项在国家部委完成备案、
88项在省内复制推广。

“制度创新一直是我们的
核心任务。”南京片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在省自贸办的指导和
支持下，南京片区不断深化首
创性、集成化、差别化探索，建
设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截至目前，南京片区累计
形成150余项体现首创性的制
度创新成果。“‘生态眼’助力长
江大保护”更是入选商务部自

由贸易试验区第四批“最佳实
践案例”，“多组学科技创新技
术服务平台”也入选了2021年
长三角自贸试验区十大制度创
新案例。

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
新是江苏自贸试验区的重点发
展方向，被国家赋予了三大功
能定位的连云港片区，以企业
需求为导向，大胆探索、先行先
试，持续推进国家各项改革试点
任务落地落实和营商环境优化。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副主任、连云港自贸片区
管委会执行委员张磊介绍称，
获批3年来，连云港片区企业
数已超1.5万家，较获批前增加
12倍；累计实际利用外资6.4
亿美元、累计外贸进出口总额
427.7亿元，分别占全市同期的
18%、17%。

片区之间的协同联动创
新，为江苏自贸试验区与省内
57个国家级开发区、国际合作
园区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奠定良
好基础，不仅形成多项长三角
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案例，还
推动长三角高新技术货物布控
查验协同试点、长三角特殊物
品风评结果互认试点模式在省
内外推广，持续放大自贸试验
区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聚焦重点领域
提升贸易质态

外贸进出口是江苏自贸试
验区的核心业务范畴。为了建
设亚欧重要国际交通枢纽，江
苏自贸试验区全面拉开“一体
两翼”组合大港格局，其中，被
确定为国际枢纽海港的连云港
港口，其航空口岸扩大开放也

正式获批。
资料显示，连云港外贸航

线覆盖了美西、中东波斯湾、南
非等重要国际港口，内贸航线
实现沿海重点港口、江淮流域
全覆盖，海铁联运已开通霍尔
果斯、阿拉山口、二连浩特、喀
什4条出境通道。

核心港口与重要航线支持
下，江苏自贸试验区2021年完
成外贸进出口5914.9亿元，占
全省 11.3%；实际使用外资
24.1亿美元，占全省8.4%。其
中，连云港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2.77亿吨，同比增长9.62%；集
装箱运输完成503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4.8%。

这些成绩在全国外贸外资
指标排行中位居前列，但新台
阶并非一步达成。3年来，江苏
自贸试验区不断培育贸易新业
态新模式、创新科技和产业发
展、持续推动制度型开放、加大
贸易投资便利化。

2019 年成立并入驻苏州
片区的苏州颐坤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2022年初即完成A轮2
亿元和B轮后续数亿元的融
资。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该公司负责人坦言，如果没
有片区管委会各部门的大力支
持，很难实现这样的发展速度。

“苏州片区内的生物产业
园风评中心让我们真切感受到
贴近‘家门口’的服务。”该公司
负责人介绍，“由于在高风险特
殊物品出口项目经验上的缺乏
和项目较为紧急，我们向风评
中心提出了帮助诉求。特殊物
品风评中心窗口收到我们诉求
的第一时间，立即帮助梳理出
口流程、快速制定出口方案和
预审辅导各项资料。一系列贴
心又高效的支持，帮助我们快
速通过了首次风险评估，使物
品出口流程时间大大缩减。”

被企业家广为称道的，还
有南京片区检验通关流程。为
了简化食品、化妆品等特定业
务进口流程，南京片区推出全国
首创的“基础+特定”资质备案
新模式，使审批时间压缩70%，
如进境SPF实验鼠海关监管套
餐便利化模式，显著提升了进
境动物源材料通关速度，相关
审批由20天缩短至7天，进境
隔离期由30天缩短至14天。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培育贸
易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支撑

点，江苏自贸试验区的负责人
深刻了解便捷的资金结算服务
对企业的重要性，因此，试验区
支持银行为新型离岸国际贸易
提供高效便捷的跨境资金结算
服务，搭建新型离岸贸易综合
服务平台，这样的举措使江苏
自贸试验区2021年业务结算
量同比增长190%。

坚持目标不变
扩大发展格局

有港口、有产业、有城市、
有陆桥、有技术、有资金……诸
多优势赋予了江苏自贸试验区
创新发展巨大空间。在“带你
看江苏自贸试验区”媒体行活
动座谈会上，中国城市报记者
听取了南京、苏州、连云港三个
片区负责人对扩大发展格局方
面的构思、部署等进行了专项
介绍。

其中，南京片区聚焦打造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创新先
导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
升。片区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
破1500家，落地投运剑桥大学
南京科创中心、国家基因与细
胞实验室、EDA创新中心等一
批高水平创新载体；实施海外
人才合伙人计划，集聚海外创
新人才和留学归国人员超过
7000余人；加快建设中国（南
京）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授
权周期由40个月缩短至6个
月，建设全国首个以区块链技
术为支撑的知识产权资产数字
化交易平台，累计交易金额超
过8亿元人民币，超过50万件

专利在平台转化为数字资产。
苏州片区围绕“建设世界

一流高科技产业园区，打造全方
位开放高地、国际化创新高地、
高端化产业高地、现代化治理
高地”功能定位，发挥中新合作
优势，推动开放与创新深度融
合。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
人工智能三大新兴产业不断培
育壮大，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显
著增强，外资总部经济集聚区
加快打造；持续深耕中新开放
合作，举办中新合作服务贸易
创新论坛，新加坡苏州商务中
心、园区新加坡国际商务合作
中心启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
心、调解中心落户；聚焦生物医
药、高端制造等重点产业开展
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推出“研易
达”“研易购”“国际职业资格比
照认定”等一系列创新举措。

连云港片区着力打造东西
双向开放门户，加快建设亚欧
国际重要交通枢纽，“一带一路”
交汇点战略支点功能不断完
善。中哈物流中转基地开通至
俄罗斯中欧班列，“韩国—中国
（连云港）—波兰（马拉舍维奇）”
国际班列整列首发，进出集装箱
量完成19.96万标箱，同比增长
12.27%；中欧班列（连云港）运
营线路增至7条，线路辐射面不
断扩大，2020年、2021年中欧
班列分别开行553列、619列，
同比增加17.27%、11.7%，位居
沿海港口前列；做强国家多式联
运示范工程，新开6条铁水联运
通道，通道总数已达 16 条，
2021年铁水联运量完成69.56
万标箱、同比增长10.8%。

中国中国（（江苏江苏））自贸试验区挂牌三年结硕果自贸试验区挂牌三年结硕果
创新实体经济发展创新实体经济发展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制度创新、多措并举、上下合力，三年光阴，当这些因
素交融一起，能让由江苏省南京、苏州、连云港三个片区
组成的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江苏自贸
试验区），探索出怎样的经济发展道路与产业升级模式？

8月初，中国城市报记者前往南京、苏州、连云港市，
通过走访江苏自贸试验区三大片区，深刻感受了开拓者
们在中国东部地区实施创新改革所带来的新思路、新风
气、新景象，重点采访了解了江苏自贸试验区三区联动下
的各自特色与发展重点。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区·南京片区研创园。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供图

嘉宾参观中国（江苏）自由贸易区·连云港片区沙盘。全亚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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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全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