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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9世界义乌人大会
在义乌幸福湖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义乌市委书记林毅在大会
上发表致辞指出，义乌国际贸易
综合改革可以分为两大方面，第
一是打造第六代市场；第二是优
化营商环境。

林毅表示，2011年国务院批
准在义乌开展国际贸易综合改
革试点，当年义乌出口占浙江省
的1.2%，2018年义乌出口占全国
的1.6%。这九年时间数据变化
背后带来的是城市开放，特别是
进出口贸易通道的便利化、投资
贸易的便利化，为中小微企业在
义乌走向世界、买全球卖全球创
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城市
的支点。

今年1月，浙江省委省政府
设立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
验区，成立试验区管委会，为省
政府派出机构，全面赋予省级国
际贸易领域权限和与设区市同
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义乌
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条例》
已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提交
省人大常委会立法。

林毅表示，我们提出对标自
贸区、干实试验区，实施“三个
十”(十大改革、总投资超2500亿
的十大标志性项目、十大基础性
工作)。每周召开深改会推进试
验区建设，去年8月以来，一年研
究议题197项；今年上半年形成
了100多项试验区创新案例。

林毅进一步指出，义乌国际
贸易综合改革可以分为两大方
面。

第一个方面是打造第六代
市场。第一代市场是湖清门市
场；第二代是新马路市场；第三
代是城中路市场；第四代是篁园
和宾王市场；第五代是国际商贸
城市场。第六代市场的核心标

志是新型进口市场，是线上线下
数字化联动，是全球化布局，是
货通天下的国际枢纽，是自由贸
易。

具体来看，一是打造自由市
场，推进市场+自贸区改革。目
前，正在推进贸易自由、投资自
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出入境
自由改革。

二是打造进口市场，建设
“境内关外”新型保税市场。
1—7 月，义乌实现进口 50.4 亿
元，增长215%，进口朋友圈扩大
至107个国家和地区。义乌设立
进口市场孵化区，面积12万平方
米，其中国家馆35个，计划与第
二届中国进博会同期开业。

三是打造数字市场，主动与
阿里巴巴合作构建eWTP体系。
eWTP就是“自由贸易规则+数字
化贸易+贸易基础设施+主体和
货物+政府服务”的框架体系。

2018年，义乌作为唯一县级
市获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目前“1210”等业务量居第三
批跨境电商综试区第一。2019
年 1—7 月邮政和快递业务量

24.12亿件，日均超千万，同比增
长74.4%，连续超过上海、深圳，
列全国第二。

四是打造全球市场，加快布
局全球贸易网络和价值网络。
义乌要在“一带一路”布局，争取
全球分工体系更多话语权。目
前，“一带一路”捷克站、迪拜站、
非洲站等境外站正加快建设。

五是打造创新市场，大力提
升传统实体市场和出口区功
能。谋划国际商贸城区块 11.2
平方公里出口区发展。推进市
场领域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
革、品牌标准质量改革。

六是打造“世界货地”，加快
建设义新欧、义甬舟开放大通
道，发展口岸经济，让全球的货
来得快、走得快、管得好，建设国
家物流枢纽。今年以来，“义新
欧”中欧班列280列，确保全年开
行500列以上。海铁联运一天四
班常态化运行，发运集装箱连续
四年翻番。

七 是 强 化 市 场 + 制 造 。
1—7月，规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增
长30.9%。高新技术产业、装备

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产值分别增长
20.1%、49.3%、23.4%和70.9%。

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的
第二个方面是优化营商环境，打
造“干事不受礼、办事不求人”城
市。

一是2018年重点减事项、减
材料、减证明、减窗口。精简权
力事项411项，减少群众办事110
余万件；项均材料减至1.79份；
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削减一半，两
层变一层，办事群众从改革前日
均约9000人减至3700人。率先
打造无证明城市，推动全国减证
明。

二是2019年聚焦“18+2+6+
X”营商环境评价。义乌作为唯
一的县级市入选全国营商环境
评价试点城市，今年要力争全国
前列。8月份省抽查营商环境9
项指标，义乌 6 项第一、3 项前
三。推进办事一次不跑，实现应
网办事项 100%网上办和掌上
办。

三是优化资源要素配置。
分类推进“亩均论英雄”改革。
开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率先
开展农村宅基地跨村安置试点。

林毅表示，通过改革，义乌
经济转型在 2017 年迎来拐点，
2018年以来继续稳中向好。今
年上半年，实现GDP 620.6亿元，
增长7.2%，增速创3年新高，高出
全省0.7个百分点。1—7月，全
市进出口总额 1640 亿元，增长
11.9%，高出全省3.8个百分点，
领先全国7.7个百分点；在减税
超过18亿元的情况下，完成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70.6 亿元，增长
11.2%，高出全省1.4个百分点。
目前，全市总人口230万人，创历
史新高，比去年同期净增加5.5
万人。

上海是中国经济中心城市，
随着全球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
越来越多的工商业企业开始主动
寻求获取智慧绿色分布式能源服
务，来降低企业用能成本，提高利
润甚至提升企业形象。

“合资企业注册资金为1亿
元人民币，我们本打算年内投资3
亿元，因为上海优质营商环境的
溢出，我们已经准备把年内的投
资计划放大到5亿元。未来5—
10年内，我们每年将在中国投资
10—15亿元人民币。”

近日，上海市政府举行外资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全球能源巨
头道达尔集团和全球智慧能源科
技领军企业远景集团合资成立的
景旦新能源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与长宁区签约，签约仪式上，公司
首席执行官孙捷如是表示。

道达尔和远景集团的合资项

目是重资产与轻资产的有机结
合，“我们的商业模式说起来也不
复杂，对于我们的用户——企业
和园区来说，只需为我们免费提
供屋顶，让我们安装太阳能光伏
设备，作为回报，他们能购买到低
于市场价的‘绿电’。”

据介绍，此番项目落户长宁，
颇费了一些周折。孙捷坦言，要
不是上海的政策“给力”，政策的
具体执行部门又跨前一步，主动
服务，企业今年完成注册肯定是
来不及。

据了解，今年3月15日，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这部法律将于2020年1月1日起
施行。“从3月份到明年1月份，老
法、新法衔接尚有半年多的空窗
期，两者在投资型公司境外股东
担保的规定上有所不同。新法的

实施，对我们这样的企业非常有
帮助，但要待新法正式落地，至少
得等到明年，我们的客户可等不
起。”

令企业欣慰的是，今年上半
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全
国首个贯彻实施《外商投资法》
的决定，指出：“依据《外商投资
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在外商投
资促进和便利化领域，市政府可
以制定有关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其他政策措施，区人民政府可以
制定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
施。”这之后，市政府发布了《关
于本市进一步促进外商投资的
若干意见》，围绕全面贯彻落实
《外商投资法》，提出符合上海实
际的配套政策措施。上海市政
府主动作为，加上市区两级政府
的具体执行部门又跨前一步，主
动服务，为合资公司开辟审批绿

色通道，从而抢出了宝贵的“时
间差”。

“我们企业从事的领域，投资
回报周期长，至少要在6到8年
后，除了需要政策的一以贯之，更
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我们从
上海的优质营商环境当中获益，
除了体现在‘注册资产’，在‘获得
信贷’方面，也是受益者。”

孙捷坦言，道达尔与远景的
合资公司是一家新办企业，从事
的又是“绿电”这样的全新领域，
原先对从中资银行获得强有力信
贷支持的把握并不大，但在与上
海一些商业银行的接触中，“我们
欣喜地发现，上海金融创新的力
度走在全国前列，许多中资银行，
都有‘绿色信贷’的专门产品。我
们企业是8月份注册完毕的，截
至目前才一个多月，有不少商业
银行已经主动跟我们接触。”

【优秀案例】

上海：主动服务，为企业发展抢出宝贵“时间差”

【营商环境大家谈】

义乌市委书记林毅：

打造第六代市场 优化营商环境
肇庆出台优化营商环境
38条措施

近日，《肇庆市建设粤港澳
大湾区一流营商环境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营商环境38条”）正
式印发，38条措施进一步为企业

“松绑”，为群众“解绊”，为市场
“腾位”。

“营商环境38条”提出，工程
建设项目“网办联审”，将政府投
资工程建设项目、一般社会投资
项目、带方案出让土地项目的审
批时间分别压减至80个、55个、
45个工作日以内，分别比省要求
的快20个、5个、5个工作日。

“营商环境38条”出台了工
业供地用地、水电气服务质量、
企业融资、小微企业就业补贴等
优惠举措，助企业减负。对省优
先发展产业的土地出让金，最低
按工业用地70%收取。对有效
盘活低效用地的企业，最高予以
1000万元奖励。对引进的境外
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个人所
得税应纳税额超15%的部分，由
财政补贴。

企业有诉求，政府“有求必
应”。“营商环境38条”提出，设立

“万企诉求服务中心”，横向连通
各部门，纵向直达书记、市长，主
动协调解决，对企业诉求“一网
通办”“一管到底”。

天津市西青区出台多项
营商环境优化政策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天津
市西青区近日出台优化投资服
务营商环境20条政策和营造企
业家创业发展良好环境的38条
措施以及一系列发展举措，由此
在西青投资创业发展的企业将
享受包括审批服务、产业发展政
策支撑、人才服务等方方面面更
加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获得
更多的投资回报和政策红利。

在审批流程方面，西青区将
办理时限在法定时限基础上压
缩60%以上。在支持产业发展
方面，西青区针对“支持高端制
造创新20条”的政策推出，西青
区将在全年投入2亿元支持高端
产业和实体经济发展，对重点行
业关键领域的企业技术中心等
方面给予支持。在引进高层次
人才方面，西青区出台的“人才
新政25条”，将健全完善人才投
入机制，按照年度财政一般预算
支出的1.5%设立人才专项资金，
每年的科技、人才专项资金达到
2亿元。在招商引资方面，西青
区出台了“招商引资25条”政策，
包括支持优质高端产业项目、支
持引进实体项目等内容，对促进
就业、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贡献
大的项目给予鼓励支持。

据了解，未来西青区将坚定
不移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推
进重大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
作，不断增强高端产业发展的活
力。今年以来，华侨城北方总
部、中铁十局集团区域总部等总
部项目，尚赫、威卡威等行业领
军企业，共计3226个优质项目落
户，为产业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
力。

【政策速递】

林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