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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公布了一个重大举

措：从10月30日起，全面推行“一业一证”

和“一业一照”等行业综合许可登记改革，

这意味着，湖南自贸区总体方案中推进“一

业一证”改革、深化“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的

要求落下实锤。这也是湖南自贸区获批以

来长沙片区落地的第一项改革措施。

湖南自贸区长沙片区改革
落下第一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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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
发《关于全面履行检察
职能依法服务和保障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
见》，就检察机关依法履
行法律监督职能，努力
为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
优质高效的法治服务和
保障提出了 15 条具体
举措。

自贸新势力

加快打造自贸港“样板间”
海南洋浦开放优势突出、基础

设施完善、产业集中度相对高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子谦报道 政策

密集出台，项目加速落地。《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海南洋浦

全力打造自贸港“样板间”。

记者日前从海口海关获悉，今年6月

至9月洋浦保税港区外贸进出口总值

3.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1%，其中

出口同比大增909.9%。

洋浦经济开发区是我国首个吸引外

资、成片开发的国家级开发区，其中2.3

平方公里的洋浦保税港区是自贸港政策

实施的核心区域。9月底，洋浦保税港

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一期）上线运行，

标志着海南自贸港“一线”放开、“二线”

管住的进出口管理制度正式落地。

“海南自贸港建设由点到面，洋浦首

先进行压力测试。”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研究中心主任刘锋认为，

洋浦开放优势突出、基础设施完善、产业

集中度相对高，具有打造“样板间”的综

合优势。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

确，2025年前在洋浦将实施更加开放的

船舶运输政策。目前洋浦加快实施“中

国洋浦港”国际船舶登记、保税油加注等

新政，同时增开外贸航线，促使更多航运

要素聚集。

作为“样板间”，洋浦是外界观察海

南自贸港建设成果的窗口。刘锋说，洋

浦要找准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的

特殊定位，在港口航运、仓储物流、加工

贸易及跨境金融服务等产业上扮演自贸

港“领头羊”的角色。

广西邀港澳共享自贸区机遇
今年前三季度，港澳在桂投资

总额1762亿元人民币

本报讯 特约记者黄令妍 黄艳梅

报道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

鹿心社日前表示，广西与港澳同饮一江

水，经贸往来密切，合作领域广阔，合作潜

力巨大。广西真诚欢迎港澳各界共享广

西发展商机，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桂港澳“共享广西自贸区机遇 共建

西部陆海新通道”恳谈会日前在南宁召

开。鹿心社介绍，近年来，广西加快“东

融”步伐，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大力

推进“湾企入桂”，与港澳建立旅游、金

融、交通、物流、专业服务等重点领域的

合作机制。今年前三季度，港澳在桂新

设企业152家，签订投资项目73个，投

资总额1762亿元人民币；双方出口贸易

逆势上扬，同比增长近20%，充分彰显

出桂港澳合作的巨大潜力。

鹿心社表示，随着东盟成为中国第一

大贸易伙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即将签署，广西自贸试验区面向东盟的

开放优势更为凸显，欢迎港澳工商界依托

广西扩大与东盟的交流合作，参与大湾

区、北部湾、东盟区域性产业链供应链，

更好地开拓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广西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

今年前三季度，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

运班列同比增长109%；广西北部湾港

至香港“天天班”保持正常运行，已成为

全国重要的铁海联运基地和服务西部地

区开放发展的国际门户港。鹿心社欢迎

港澳工商界朋友积极参与西部陆海新通

道特别是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建设，加强

商贸物流、航线开发、港口运营、金融服

务等相关服务合作。

□ 高 检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关于

全面履行检察职能依法服务和保障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就检察机关依法履行

法律监督职能，努力为自贸试验区建

设提供优质高效的法治服务和保障

提出了15条具体举措。

《意见》指出，建设自贸试验区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

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

检察机关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强化服务

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就是服务保障

“六稳”“六保”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

理念，立足检察职能，找准切入点和着

力点，为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创新发

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检察产品。

《意见》要求，树立正确司法理

念，提升服务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检

察工作质效。一是树立依法平等保

护理念，注重对自贸试验区各类市场

主体的司法保护。对各类市场主体

坚持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平等、法律

适用和法律责任平等、法律保护和法

律服务平等，统一司法尺度和司法标

准，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从业人员合

法权益，促进自贸试验区各类企业共

生共赢。二是树立宽容谦抑理念，严

格司法办案标准。正确把握依法惩

治犯罪与全力支持改革的辩证关系，

注意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执行

和利用国家政策谋发展中的偏差与

钻改革空子实施犯罪等界限，坚决防

止把一般违法违纪、工作失误甚至改

革创新视为犯罪，支持改革、宽容失

误，保护制度创新的积极性，贯彻宽

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加大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适用力度，提高办理新类

型案件的精准度。三是树立服务保

障理念，改进办案方式。坚持打击犯

罪与依法帮助企业挽回和减少经济

损失并重，慎重使用拘留、逮捕和查

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注意顾及企业

关切，主动听取工商联及企业界人士

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接受社会监

督，努力实现司法办案的政治效果、

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在强化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方面，《意见》提出依法打击侵犯商标

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知识

产权犯罪和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犯罪，重点加大对涉及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重大科研项目和关键核心技术

等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对科技成果的合理利用和改进

提升，检察机关将实行“鼓励和保护”

的司法政策，正确处理平行进口、贴

牌加工出口、临时过境等贸易过程中

的知识产权问题。推进诉讼权利告

知试点工作，提高知识产权权利人参

与程度。积极维护自贸试验区内科

技产品和成果的自由交易秩序，为激

发科技创新活力提供有力司法保护。

对自贸试验区社会公共利益的

法律保护，《意见》将进一步强化并探

索多项制度。如依法开展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跨境电商食品药品安全、国

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

领域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

探索公益诉讼损害赔偿专项基金制

度，确保办案追偿资金真正用于公益

保护、修复；探索安全生产、危化品管

理、产品及工程质量等公共安全领域和

互联网公益保护领域等公益诉讼检

察，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意见》强调，要积极履行检察职

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自贸试验

区建设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依法打

击危害公共安全、侵害人身财产权利

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犯罪，严厉打

击破坏自贸试验区市场经济秩序的

犯罪，依法办理损害自贸试验区营商

环境、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职务犯罪

案件。强化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强化对涉及自贸试验区经济主体诉

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强化对自贸试验

区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积极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拓宽法律服务渠

道。深入研究涉自贸试验区案件的

特点和规律，积极推动自贸试验区综

合监管制度建设。

《意见》提出，要强化检察机关内

部、自贸试验区检察机关之间及检察

机关与其他部门的信息互通、资源共

享、业务协同，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对

检察工作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构建

更加开放的人才培养、引进和交流机

制，探索建立检察服务自贸试验区专

业智库、自贸试验区检察研究机构，

丰富自贸试验区检察理论，为检察机

关服务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智

力支撑。

□ 潘 晔

风劲潮涌，开放以兴。

9月24日，中国（安徽）自由贸易

试验区正式揭牌，安徽自贸区芜湖片

区也同步进入全面启动建设阶段。

在收官“十三五”、谋划“十四五”的关

键时期，芜湖片区的建设是加快创新

驱动发展的重大机遇，将激发芜湖高

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截至11月 2日，自贸区芜湖片

区注册企业548家。如今，芜湖片区

紧紧聚焦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先导

区和江海联运国际物流枢纽区的战

略定位，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

区位交通优势，让这片35平方公里

的土地早日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创

新创业的沃土和成就梦想的乐土。

深耕改革创新的“试验田”

在这片干事创业的热土上，处处

洋溢着澎湃的活力。

10月10日下午，中国（安徽）自

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为芜湖市慕

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34家首批入

驻企业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并颁发营

业执照。在芜湖片区注册企业已经

实现“网上通办，一日办结”。

目前，自贸区芜湖片区精准对接

企业需求，首批拟定了22条赋权需

求清单、30条试点任务清单，涵盖人

才引进、港区建设、口岸建设、外资银

行设立、无人驾驶测试、再生铜进口、

直升机制造、国际邮政互换等内容。

为了让企业享受更多制度创新红利，

芜湖片区还积极复制推广其他自贸

区的改革试点经验，已复制推广了前

五批88项经验，目前正在复制推广

第六批经验。

制度创新是自贸区建设的核心

任务。芜湖片区将坚持以制度创新为

核心，既学习借鉴上海等先进自贸区

改革试点经验，又聚焦自身定位，紧紧

抓住流程再造这个“牛鼻子”，开展更

多差异化、首创性的探索，形成更多可

复制可推广、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成

果。随着制度创新红利的不断释放，

一个加速奋进、只争朝夕的安徽自贸

区芜湖片区正昂首阔步而来，破浪前

行的高质量发展画卷跃然可见。

守住自贸区建设“生命线”

10月26日下午，在中国（安徽）

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建设工作

推进大会上，芜湖市政府与京东集团

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抢

抓芜湖片区建设机遇，共同推动以现

代航空货运、多式联运物流为核心的

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构建空铁公水多

式联运、立体覆盖、全球通达的现代

化多式联运新格局。

重大项目是自贸区建设的“生命

线”。目前，芜湖片区梳理出近期有

望落地的69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达

1788亿元。同时，推动美的智能制

造产业园、国际航空器“一站式”综合

服务中心、多式联运国际物流枢纽等

重大项目建设。下一步，将积极谋划

推动中欧班列跨境铁路物流园、航运

服务集聚区建设，加快推进阿里跨境

电商仓储基地、三只松鼠进口保税加

工基地、中远海运仓储基地、宠物口

粮跨境电商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

落地，加速形成带动皖江、辐射皖南

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根据《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

区总体方案》，芜湖片区将重点发展

智能网联汽车、智慧家电、机器人、航

空、航运服务和跨境电商六大产业，

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先导区、江海联

运国际物流枢纽区。今后，芜湖片区

将聚集六大产业，推行专业招商、委

托招商、“基金+产业”招商、以商招

商等新模式，加快引育一批具有全球

资源整合能力和竞争力的跨国企业

集团。同时，积极推进现代化数字港

建设，加快构建长江下游集装箱转运

中心，同步规划建设全国最大的内河

航运要素大市场，力争“十四五”末港

口集装箱吞吐量由现有100万标箱

提升到300万标箱。

检验对外开放的“试金石”

在步入“十四五”的重要节点，在

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进程，一

个高能级的对外开放平台对芜湖来

说至关重要。而企业的获得感，就是

检验自贸区等开放平台建设成果的

“试金石”。

在芜湖片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设立了企业登记服务专窗，对原有存

续企业分批次进行注册、开辟“绿色

通道”、统一标识，并安排专人负责自

贸区企业登记工作。

为了使制度创新成果高效服务

企业，芜湖片区加快建设对标全国一

流的企业服务中心，着力打造零差别

受理综合窗口、“7×24”小时不打烊

服务区和5G政务服务智能大厅；积

极推进“一业一证”“容缺受理+信用

监管”和综合监管分类执法改革，探

索“区块链+综窗通办”模式，建设自

贸区企业大数据库，为企业提供一流

服务。同时，深入开展“四送一服”，

精准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非

标准化”问题，努力把芜湖片区打造

成展示“四最”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一个

月内基本成型、两个月内步入轨道、

三个月内形成成果”……自贸区建设

一步一个脚印，一天一个节点，一月

一个台阶。芜湖片区将以开局就发

力、起步就冲刺的劲头，在制度创新、

产业培育、营商环境建设的轨道上，

全面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奋力谱写

新时代芜湖改革开放新篇章。

聚焦战新产业 打造投资热土

为自贸区建设提供优质高效法治服务和保障
最高检日前印发《关于全面履行检察职能依法服务和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

共建共建西部陆海西部陆海新通道新通道

近年来，广西加快“东融”步伐，全面对接

粤港澳大湾区，大力推进“湾企入桂”，与港澳

建立旅游、金融、交通、物流、专业服务等重点

领域的合作机制。图为广西南宁近日召开的

2020年桂港澳“共享广西自贸区机遇 共建

西部陆海新通道”恳谈会现场。

俞 靖 摄

截至目前，安徽自贸区芜湖片区注册企业548家，自贸区建设正一步一个脚印，

一天一个节点，一月一个台阶，奋力谱写新时代芜湖改革开放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