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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永远在路上。目前，宁夏正加快

研究制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将从降低民营企业经营成本、缓解融资难

融资贵、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依法维护

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提升经济

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引领民营企业
迈开创新脚步

□ 欣 华

中国，海南岛。北方已经雨雪上

线，这里仍是郁郁葱葱。

把海南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

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

户——今年 10 月中旬，随着国务

院一纸批复，海南自贸区的热度持

续上升。

随着海南岛的加入，从北到南，

从沿海到内陆，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

放，12个自贸区组成的改革“新雁

阵”，引领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进程。

享改革红利：人流、货流、
资金流，“流流”通畅

福特野马轿跑车、路虎揽胜运动

版……在天津自贸区的滨海国际汽

车城，来自欧洲、中东、北美等地的平

行进口汽车琳琅满目，其中包括很多

国内罕见的车型。

平行进口汽车是指未经品牌厂

商授权，由贸易商从海外市场直接

购买并引入中国市场的汽车。天津

自贸区深入推进汽车平行进口试

点，率先出台试点管理暂行办法。

2017年进口平行汽车10.3万辆，同

比增长 94.3%，进口量稳居全国各

口岸第一。

国务院最新发布的《关于支持

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

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

出，支持自贸区试点汽车平行进口

保税仓储业务。海关总署自贸区和

特殊区域发展司主要负责人陈振冲

说：“汽车平行进口试点，是我国汽

车流通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

手。试点后中高端进口汽车降价比

较明显，大部分在15%以上，个别甚

至超过30%。”

在买买买方面，更丰富的选择、

更实惠的价格，是百姓的朴素愿望，

也是自贸区建设释放的诸多改革红

利之一。

过去5年，以企业和百姓的获得

感为标尺，各地的自贸区通过提高行

政服务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出台了一大批“接地气”的改革措施：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让企业

办事创业流程更省。天津自贸区在

全国率先实现“一个部门、一颗印章”

审批，企业设立“一照一码一章一票

一备案”、一天办结。

——“互联网+易通关”改革，让

货物通关成本更低。在广东自贸区，

一般货物进出口平均通关时间减少

42.6%，一盒鲜奶从澳洲牧场到达广

州市民餐桌仅需3天。

——系列人才新政，对高层次人

才吸引力更强。经自贸区管委会推

荐，从提交申请材料到拿到永久居留

身份证(俗称中国绿卡)，上海罗氏制药

总经理周虹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她

说，这项政策会吸引和激励国际高端

人才在上海、在中国更多地方集聚。

人畅其行，货畅其流，跨境资金

进出更自由——这就是自贸区改革

带来的生动图景。

改革还在继续。《通知》提出，推

动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依托自

由贸易账户，我们鼓励企业利用境内

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跨境融

资自由化。”央行上海总部跨境人民

币业务部主任施琍娅说。统计显示，

上海自贸区累计办理本外币融资总

额折合人民币1.36万亿元，其中人民

币融资平均利率仅4%。

育制度新苗：从贸易到
投资，一批“良种”向全国播撒

厦门国际航运中心大楼内，桥吊

司机陈树林坐在屏幕前，熟练地操作

手柄。一公里之外的东渡码头，龙门

桥吊缓缓拉起集装箱，按照电脑指示

放置装船。

“以前作业都是在四五十米的高

空中，现在就在办公室里，码头都没

人了。”陈树林说。

电脑操作代替了现场作业，“数

据跑路”代替了“人员跑腿”。福建自

贸区打造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联

通国际贸易链条上的海关、海事、商

务、港务等30多个业务部门，大幅降

低外贸企业成本。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是自贸区

培育的制度“良种”之一。在投资管

理、贸易监管、金融创新和事中事后

监管等领域，12个自贸区内遍开制

度创新之花。

没有土地优惠，不搞税收洼地。

依靠制度创新，各地的营商环境持续

优化，市场与政府关系进一步理顺，

企业发展活力不断激发。

一面是银行卡的样式，另一面标

注商事主体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一张小小的卡片，集成了几乎所

有的企业证照信息和金融功能。这

就是广东自贸区横琴片区在全国率

先推出的“电子证照银行卡”。

“一卡在手，无论政府的服务，还

是银行的业务如开户、结算和支付

等，都可以覆盖。企业办事流程简便

很多，要提交的纸质资料至少缩减2/

3。”珠海大横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

级项目经理杨士杰说。

受益于制度创新，截至今年10

月底，横琴实有市场主体逾5.8万户，

比2017年底增长近40%。

制度创新永无止境。继商事登记

制度改革之后，上海自贸区又在全国

率先开展“证照分离”试点。作为市场

准入领域的两把“钥匙”，“证照分离、

照后减证”让企业摆脱不必要的许可

证羁绊，放开手脚在市场上打拼竞争。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主任翁祖亮

说：“对于企业开拓新业务的申请，我

们要求自贸区窗口工作人员‘说YES

不请示，说NO要报告’。以不设障

碍设路标、不打回票打清单的方式，

帮助更多创业梦想落地。”

如今，“证照分离”已向全国推

广。商务部数据显示，五年来自贸区

形成153项改革试点经验全国推广，

形成多层次、宽领域、复合型的综合

改革态势和创新格局。

绘开放宏图：打造全面
对外开放的样板区

“我想引用一句唐诗‘潮平两岸

阔，风正一帆悬’，祝愿上海自贸区在

新的时期乘风远航。”在近日举行的

扩大开放项目签约会上，外币兑换专

业机构通济隆亚洲区执行董事何穆

凯操着不太熟练的汉语说。

引发何穆凯“诗兴”的，是通济

隆在我国市场的快速成长：继获得

国家外汇局颁发的外币现钞相关

业务牌照后，通济隆又决定把亚洲

区总部设在上海自贸区。目前，通

济隆中国可兑换币种已经达到40

多个，涵盖绝大部分“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

既有新朋来，更见老友喜。

“没有自贸区，就没有我们的新

业务。”东北理光（福州）印刷设备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叶丛说。自贸区的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帮助这家成立于

2003年的日资企业，在2015年顺利

投产了复印机再制造项目。

正如通济隆和东北理光所感受

的，在中国扩大开放的版图上，自贸

区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我国第

一家外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第一家

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公司、第一家

外商独资医疗机构……截至2018年

6月，上海自贸区挂牌后新设外资企

业8696家，其中包含一系列“全国首

创”项目，为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写下了生动注脚。

与“一带一路”倡议互动。天津

自贸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唐中赋

说，天津自贸区打造国家海外工程出

口基地，推进京津冀地区能源、钢铁、

对外承包工程等企业，通过自贸区的

平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开展合作。

承接进口博览会的溢出效应。在

上海自贸区保税片区的法赛路上，一

排旗杆高高耸立，智利、匈牙利、捷克

等国的国旗迎风招展。自贸区内的智

利馆、澳大利亚馆等三个国别(地区)商

品中心已入选进口博览会“6天+365

天”常年展销平台，正在积极推动“展

品变商品”，搭建国际经贸桥梁。

按照中央的部署，目前上海自贸

区已启动新片区增设工作。上海市

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说，新片区的

“新”，首先体现在对外开放的新高度

上。“上海自贸区将选择体现国家战

略需要、国际市场需求大、对开放度

要求高的领域，深化制度创新的差别

化探索。”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以自

贸区建设为抓手，5年来我国加快形

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

境和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站在新

起点上，自贸区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

的开放战略，为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提供样板区。

□ 田豆豆

《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日前在湖北省第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获得高

票通过。“10月底，我省刚组建的‘立

法智库’中的专家，就为《条例》提供

了评估论证意见、建议，为《条例》的

高票通过打下了良好基础。”湖北省

人大常委会法规工作室综合法规处

副处长陈超说。

这个“立法智库”，是10月26日

挂牌的湖北省地方立法研究和人才

培养基地，由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与武

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中南民族大学4所高校共同

建设，其定位是建成湖北省立法工作

高端智库和立法实务论证咨询基地、

立法理论研究与创新基地、立法人才

培训基地。

“建立湖北省地方立法研究和人

才培养基地是完善地方立法工作体

制机制的需要，是提高地方立法能力

和水平的需要，也是加强法学理论研

究、培养法学人才的需要。”湖北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志强说。

早在1997年，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就成立了立法顾问组，多年来，湖北省

人大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开展立法专家

论证咨询。实践证明，开展立法专家

论证咨询是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的重要方式，也是提高立法

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每位法学专

家都有自己的兴趣和专长，过去某项

法律法规立法咨询时找到的专家，不

一定是最擅长该领域的，而现在，每所

高校都建立了专家库，有立法论证咨

询工作时，由学校专业人士来遴选最

合适的教授担任相关工作，能确保提

供的意见更加专业、有效。”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胡弘弘说。

据悉，每个基地专家库由高校的

校内专家和校外专家构成，其中校内

专家以本校法学专业专家、教授为

主，校外专家由国内法学知名专家、

教授以及立法实务资深专家构成。

这些合作机构可为人大立法工作提

供论证咨询和智力支持服务，包括受

委托对立法项目进行立项论证和评

估；受委托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或参

与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受委托组

织开展立法评估等。

这几家地方立法与人才培养基

地，还可以受委托对设区的市、自治

州以及自治县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

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

例进行合法性审查；受委托组织对地

方性法规进行清理；受邀为各级人大

常委会进行法制讲座，受委托开展地

方立法业务培训等。这是基于地方

立法权下放之后，部分设区的市立法

能力“跟不上”的现实。

201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立法法》修改，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

方立法权。据介绍，2016年，湖北省

设区的市、自治州开始行使地方立法

权。一方面由于市州人大立法工作

人员少、队伍不稳定，立法能力有限，

经验不足，难以保证立法质量；另一

方面，省人大常委会立法指导协调、

合法性审查任务增多、压力加大。建

立省人大与高校的合作基地就是为

了搭建平台，引导地方立法实务需求

与立法理论研究供给对接，借力借

智，提高全省整体立法能力和水平。

而对于高校来说，这一举措将

帮助法学专家更好地深入实践，了

解掌握第一手信息和材料，让法学

理论研究更“接地气”，更具有实践

指导价值。

自贸区“新雁阵”：引领我国更高水平开放进程

完 善 体 制 机 制 提 升 能 力 水 平
湖北人大与高校共建地方立法智库

人才评价可
多几把“尺子”
□ 叶 荻

最近，几则有关人才评价的新闻令

人眼前一亮。

其一，是浙江省近日发布了《关于

深化科研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

鼓励博士和博士后到省内的企业从事

科研工作。博士学历的企业研发岗位

人员，原则上必须聘任科研系列专业技

术职务；留任企业工作的博士后，全部

确认为副研究员职务，博士后工作期间

取得标志性重大成果的，可提交评委会

直接晋升研究员职务。

其二，是贵阳市高新区对41名获得

大数据职称的人才兑现奖励 11.8 万

元。原来，贵阳市为了发展大数据产

业，专门出台办法，明确大数据产业相

关专业技术人才可以申请职称评定，而

且在评定中“不唯学历，认可业绩”，研

究成果获得国家专利、成果产业化生产

年产值在300万元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

等可以破格晋升职称。

令人振奋的还有这则新闻：科技部、

教育部、人社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五部

门联合发文，即日起开展清理“唯论文、唯

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不少政策，要

求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

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但在一些地方和

单位，仍然还是“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单

一评价标准，“四唯”现象依然存在。这

导致一些从事应用研究、工程设计、成

果转化、标准开发的应用型人才很难在

评价体系中“对号入座”，创新积极性受

到影响。即使在基础研究领域，也会导

致一些科研人员片面追求“论文数”和

“影响因子”，为了发文章而去做一些短

平快的研究，不愿做那些周期长、有原

创性前瞻性引领性的课题。长此以往，

对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必将产生一定

的负面影响，不利于我国在世界科学前

沿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样的评价标准，尤其对企业吸引

创新人才不利。单一的评价体系下，职

称评审中要求的学历、论文、课题等硬

性指标对企业往往不适用。大量企业

创新成果在科研系列的职称评定中难

以获得认可，导致评价与使用脱节，阻

碍了更多优秀科研人才投身企业。据

了解，有的创新型企业数千名研发人

员，获得高级职称的寥寥无几，甚至一

些业内公认的权威人士也评不上职称。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这几则

新闻，看到相关部门和地方“动了真格”

“出了实招”，令人不禁对突出品德、能

力、业绩的多元化人才评价体系充满期

待。“动了真格”值得点赞，今后还应在

具体措施上多下功夫，要突出能力和业

绩导向，按照社会和业内认可的要求，

建立以同行评价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

制，注重引入市场评价和社会评价，发

挥多元评价主体作用。同时丰富评价

手段，提高评价的针对性和精准性，让

人才评价真正成为引领各类人才成长

的“风向标”。

以自贸区建设为抓手，5年来我国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海南探路海南探路
我国改革开放新我国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地

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

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在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

背景下，海南迎来新的重大使命。

半年多来，海南全省动员，实干起

步，蹄疾步稳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取得不少阶段性成果，下一步

还将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加快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进程。图为海南农垦南繁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位于三亚

的试验田内插秧。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