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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经济目标怎
么完成？

1月22日，上海统计局发布数
据显示，2018年上海经济增速为
6.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7%，实现了2018年6.5%左右、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7%的目
标。

不过，上海下调2019年经济
目标的可能性比较大，原因是北
京 2018 年实现了 6.5%左右的目
标，实际增速预计为 6.6%，但是
2019 年 北 京 经 济 目 标 只 为
6%—6.5%。

同时，根据深圳、广州人代会
的消息，两地设定2019年经济目
标分别是7%左右、6%—6.5%，分
别比上一年的8%以上、7.5%左右
的增速目标下调。

据了解，四地纷纷下调2019
年经济目标时，对于2019年改善
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着
墨颇多。

其中上海提出要吸引培育更
多科创企业发展壮大，助推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
北京提出以全球化视野谋划和推
动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圳
提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
中心，广州提出共建粤港澳大湾
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其中广州
建科创中心，还是历史首次。

中国社科院工业所研究员叶
振宇指出，目前全国经济下行压力
大，一线城市在科技创新方面要做
好表率作用，但是各地还是有差
异，比如像北京主要是做原创研
究，而深圳等地主要是做应用研
究，上海也不一样。“上海在长三角
地区，上海研发和产业投产，应该
与周边地区强化合作。”他说。

加快科技创新
2019年四大一线城市对于促

进营商环境改善，加快科技创新
中心的建设，给予了很高的要求。

北京提出，2019年持续改善
营商环境。以全球化视野谋划和
推动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塑
造更多先发性、引领型发展，有力
支撑首都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型国
家建设。

对此，科技部中国科技发展
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指出，四
大一线城市强调科技创新，还是
有区别，像北京是强调原创，深圳
主要强调产业化，广州强调加快
科技产业投资，上海也强调了科
技产业，但是上海现在找到了抓
手，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
创板。而北京过去科技创新有中

关村科技产业园等。“现在国家将
科技安全定位为国家安全的内
容，说明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他说。

据了解，其他一线城市也强
调了改善营商环境和科技创新。

2019年深圳政府报告提出，
要以营商环境改革为重点狠抓改
革攻坚，着力以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等。为此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
交通、水利、市政公用事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等领域。

相应要加快建设国际科技产
业创新中心，建设世界一流的光
明科学城，加快补齐基础研究短
板，打造新兴产业发展基地，完善
全过程创新生态链。

广州的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也提出，要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强
市。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
善科技体制机制，共建粤港澳大

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上海人代会提出，2019年要

积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支持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吸引培育更多
科创企业发展壮大，助推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

业内人士指出，四个一线城
市搞科创中心符合中央政策，也
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趋
势，这对其他区域性中心城市是
引导或示范。

但是四个城市如果都做科技
创新的话，是要有区别和分工
的。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科技
管理体制。要给科研人员、科技
人才他们自由创新的这种空间，
比如经费使用繁琐的问题要解
决，“因为某些操作环节的失误，
在现行体制下，容易断送他们的
科研生命。”他说。

一线城市下调GDP目标:
瞄准营商环境、科技创新“划重点”

黑龙江省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1 月 18 日，黑龙江省制
定出台《黑龙江省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立法为市场主
体“撑腰”，将从政务环境、
市场环境、法治环境等方面
入手，继续改善营商环境。

2018年，黑龙江省清理
行政权力1419项，国务院取
消和下放事项全部落实。
但相比发达省份，在政务环
境以及服务市场主体和群
众的效能等方面仍有一定
差距。

为此，黑龙江制定条例，
要求全面推行“马上办、网
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我帮
办”工作机制。同时还提
出，2019年加快推进全省一
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和
省市两级政府数据共享交
换平台上线进程，2019年上
半年全省企业开办时间压
缩到8个工作日以内。

海东市：为民营经济
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从 2018 年 12 月 1 日开
始，青海省海东市将全市企
业开办时间压缩至7个工作
日以内。海东市全面贯彻
落实商事制度改革工作要
求,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
服务”建设，积极探索实践
市场主体登记“最多跑一
次”改革，持续优化政务服
务流程，提升企业开办便利
化水平，有力促进了全市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

压缩企业开办时间。推
行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
办、就近办、一次办”要求，
海东市结合实际，统筹压缩
全市企业开办、公章制作、
申领发票的时间。积极推
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有
序推进企业登记全程电子
化和电子营业执照改革。

截至目前，通过企业网
上自主申报，远程核准企业
名称4195个，企业名称网上
远程核准率达100%，实现了

“不见面审批”。
简化办证流程。海东市

列出“企业名称核准、不涉
及前置审批事项的一般设
立登记、变更登记、简易注
销登记、公司股权出质登
记”五项登记事项实现“最
多跑一次”办结。目前，全
市新登记注册的 2303 户企
业当场办结率达82%，提高
了2倍。

完善政策体系。在推进
制度改革的同时，海东市从
扶持发展小微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发展入手，制定出
台了《关于做好家庭农(牧)
场登记管理的实施意见》
《海东市“先照后证”改革后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实施意
见》等一批促进市场主体健
康发展的优惠政策，进一步
优化发展环境。

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贸
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市场主体的参与。过去的一年
里，一大批企业落地海南，既有中
国旅游集团、国铁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等央企投资企业，也有阿
里巴巴（海南）有限公司等民营企
业，美安康（ACC）、普华永道、毕
马威、安永华明等国际知名中介
服务机构。

“中国大唐集团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作为中国大唐集团在海南
的又一家全资子公司，是大唐集
团与海南省深化战略合作的重要
成果。公司将牢记中央企业的责

任和使命，积极参与海南自贸区
和自贸港建设。”中国大唐集团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据统计，去年，全省新增市场
主体同比增长15.53%，其中新增
企 业 超 过 5.7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37.50%；个体工商户8.6万户，同
比增长4.36%。第三产业市场主
体增幅较大，去年4月14日至12
月底第三产业新增企业3.8万户，
同比增长36.37%。全省每千人拥
有企业28.3户，比全国每千人拥
有企业数增长了18.41%。

好的营商环境，是吸引企业
落地并深耕发展的重要因素。优
化营商环境是海南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
重要任务，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优化营商环境。

2018年，《海南省优化营商环
境行动计划（2018—2019年）》（以
下简称《行动计划》）正式向社会
公布。《行动计划》从开办企业、获
得信贷和改善融资环境、跨境贸
易、建设服务型政府等11个方面
提出了40项改革措施，以进一步
加快建设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
的营商环境。

“针对市场准入等方面问题，
海南市场监管部门充分发挥市场
监管职能，以便利市场准入为目
标，深入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张东斌说。
2018年12月26日，《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商事登记管
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省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自2019年1月1日起正式施
行。

《条例》率先在全国实现商事
登记“全岛通办”、简化简易注销
公告程序、信用修复、减免商事主
体负面信息公示事项、外国（地
区）企业直接登记等5个方面的制
度创新，并对全岛登记管辖、自主
申报登记、注册官制度、申请人身
份验证等13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
重大改革。

【营商环境优秀案例】

【政策速递】

海南新增市场主体超过14万户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热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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