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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动态

重点推荐

深圳全球累计
实际投资额624.76亿美元

6版

2021年，深圳共在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

直接投资设立了675家企业和机构，中方实际

投资额81.02亿美元，在全国各城市排名第二；

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31.73亿美元，在

全国各城市排名第一。截至去年12月底，已在

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设立了8169家企

业及机构，累计实际投资额624.7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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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地获批设立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本报讯 为发挥跨境电商助力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促进产业数字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国务

院日前批复同意在鄂尔多斯市、扬州市、阿拉山

口市等27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具体实施方案由所在地省级人民政

府分别负责印发。

自2015年设立首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几经扩围，截至目前，我国共有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132个。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在鄂尔多斯

等27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的批复，本批27个城市和地区将复制推广

前五批综合试验区成熟经验做法，全力以赴稳

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持续创

新。如何进一步实现跨境电子商务自由化、便

利化、规范化？批复强调，有关省（自治区）人民

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综合试验区建设的组织领

导，健全机制、明确分工、落实责任，有力有序有

效推进综合试验区建设发展。国务院有关部门

要按照职能分工，加强对综合试验区的协调指

导和政策支持，切实发挥综合试验区示范引领

作用。

此外，批复还要求建立健全跨境电子商务

信息化管理机制，根据有关部门的管理需要，及

时提供相关电子信息。要定期向商务部等部门

报送工作计划、试点经验和成效，努力在健全促

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配套支

撑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作为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支

持举措，扩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范围具有明

显带动作用。专家认为，鼓励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扩围，支持其开展先行先试，充分利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渠道，有利于拓展多元市场空间，

促进外贸稳中提质。 （邹多为 于佳欣）

广东汕头进出口值出口值
创入世以来新高

本报讯 林少丽 赵丽容 聂金秀 记者

罗勉报道 日前，记者从汕头海关了解到，

2021年，广东省汕头市进出口753.6亿元，比去

年同期（下同）增长10.6%，其中，出口601.2亿

元、增长10.8%，进口152.4亿元、增长9.5%；贸

易顺差448.8亿元，扩大11.3%。

据介绍，2021年，汕头市进出口主要凸显

以下七大特点：一是进出口值、出口值再创入世

以来新高。2021年，汕头市进出口、出口值分

别突破700亿元、600亿元，均连续第二年创

2002年以来新高。二是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

近五成，跨境电商实现倍增。2021年，汕头市

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 708.6 亿元，增长

48.2%，占同期汕头市进出口总值（下同）的

94%；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22.6亿元，下降

13.3%，占3%。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同期跨境

电商进出口规模超240亿元，实现倍增。三是

民营企业主导进出口，国有企业增长超四成。

2021年，汕头市民营企业进出口614.2亿元，增

长9.9%，占81.5%；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87.3

亿元，增长0.6%，占11.6%；国有企业进出口

51.9亿元，增长44.4%。四是对美国出口增长

五成，超过东盟成为汕头第一大出口市场。

2021年，汕头市对美国出口128.8亿元，增长

52.2%，占同期汕头市出口总值的21.4%，超过

东盟成为汕头第一大出口市场，主要为劳动密

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五是东盟为第

一大进口来源地且大幅增长。六是机电产品、

服装及衣着附件为出口增长主要商品。2021

年，汕头市出口机电产品、服装及衣着附件

190.4亿元、85.4亿元，增长26.6%、20%。七是

煤进口增长近九成，成为第一大类进口商品。

□ 邸 金

□ 本报记者 王 斌

自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

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

下简称“两区”）获批建设以来，甘

肃省将“两区”建设作为引领全省

创新驱动发展的“龙头工程”，统筹

谋划做好试验区建设“大文章”，抢

抓机遇开启自创区建设“新篇章”，

协力推进各项试验举措、重点产业

和重大项目加速落地，“两区”建设

整体呈现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稳

中提质的发展态势。

2021年，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

验区地区生产总值（GDP）预计达

到1095.3亿元，较上年增长10.93%；

试验区高新技术企业预计达到681

家（兰州新区 90 家，兰州高新区

410家，白银高新区80家，兰州经

济区101家），约占甘肃省50.30%，

较2020年增长14.26%。兰州白银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地区生产总

值（GDP）预计达到467亿元，较上

年增长11.22%。高新技术企业预

计达到490家，约占全省36.19%，

较2020年增长12.39%，“两区”产

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大幅提升。

建机制、强领导，构建高效顺畅

职能体系。将“两区”建设作为“一

把手”工程，成立由甘肃省政府主

要领导任组长，主管省领导、科技

部相关部门和上海张江高新区管

委会相关负责同志任副组长的组

织领导机制。在甘肃省科技厅加

挂“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单设

“兰白工作处”，进一步强化“两区”

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协调抓总作

用。在兰州、白银高新区管委会分

别加挂自创区管委会牌子，形成

“省统筹、市建设、区域协同、部门

协作”工作推进机制。

立平台、强支撑，加快自主创新

能级提升。组织认定兰石集团有限

公司牵头组建的“甘肃省能源装备”

等4家企业创新联合体，占全省新

认定总数的57%，加快推动产业链、

供应链、创新链升级。协力推动中

国生物西北地区科技健康产业园P3

级生产车间和P3级实验室项目、中

农威特生物医药基地（二期）等重

大产业项目加速实施。中国（甘肃）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成运营，丝绸

之路国际知识产权港加快建设，聚

力打造形成快速确权、维权和专利

导航、运营等一站式服务。兰州高

新区创业服务中心、白银科技企业

孵化器分别获得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考评优秀（A类）佳绩。

攻项目、强产业，推动主导产业

突破发展。将发展绿色生态产业

作为“两区”建设基础工程，统筹规

划产业布局，奋力推进主导产业突

破发展。兰州市全力推进重离子

应用技术及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大

科学装置科技创新创业园等48个

重点项目建设。兰州新区加快推

进“专精特新”化工新材料生产研

发基地建设，累计开展医药中间

体、农药中间体、电子化学品等项

目74个。兰州高新区首位产业优

势不断显现，集聚中牧股份、奇正

藏药等生物医药领域企业200多

家，实现总产值200多亿元。白银

高新区加快推进循环化工、生物医

药、特色新材料“三基地”建设，东

方钛业“硫—磷—铁—钛—锂”绿

色循环产业项目进展良好，华实生

物医药中间体项目已投料试生

产。兰州经开区不断提升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水平，甘肃德福新材

料公司2万吨/年高档电解铜箔建

设项目、正威（甘肃）铜业科技有限

公司高导新材料项目建成投产。

聚资源、强保障，释放科技金融

强大势能。不断提升兰白基金效能，

累计对“两区”内科技型企业进行股

权投资75家（次），投资总额24.17亿

元。2021年各子基金共计投资企

业4家，新增投资金额2亿元，新增

科技贷款金额1.029亿元。鼓励“两

区”内企业多形式开展再融资活动，

全年累计向“两区”企业发行公司债

38亿元，新三板挂牌公司裕隆气体

定向增发融资0.2亿元；为“两区”

内企业提供风险保障12,209.17亿

元，较上年增长122.27%。

促开放、强合作，开拓协同创新

空间领域。深挖“两区”优势产业

需求，围绕新能源、生物医药、科技

金融、大数据等领域，积极引入上

海张江优质创新资源，全力促成

“两区”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长三角科创

企业服务中心、上海超级计算中心

等开展关联项目（平台）合作共建，

形成了“1+8”合作内容，拟通过甘

沪两地共同组织科技计划项目、共

同争取国家相关领域支持，聚力打

造“张江·兰白·上中医中药经典名

方研究院”“张江·兰白先进能源技

术创新平台”和“张江·兰白科创企

业服务中心”三大平台建设。成功

举办“张江·兰白服务企业直通车

线上推介会”“院省联动 百企共

聚 中科院科技成果进‘两区’”等

活动，积极促成“两区”内兰州兰

泵、申联生物、佛慈制药等企业与

上海关联企业开展务实合作，国内

首台套标准熔盐泵测试装置、可反

复使用防控口罩、低温纤膏应用等

一批科技成果快速应用，相关情况

被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利用兰洽

会、兰州科博会等平台，积极为“两

区”开展招商引资牵线搭桥，2021

年共签约196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824.74亿元，新签约中国生物、广药

集团、葛洲坝集团、华为技术等一批

知名500强企业，涉及生物医药、新

基建、互联网金融等多个领域。

下一步，甘肃省科技厅将立足

“两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

对标国家所需、甘肃所能、“两区”

所盼、未来所向，围绕增强创新发

展能力，以强工业、强科技、强省

会、强县域为目标，引领产业核心

竞争力提升和新经济新动能培育

为主线，突出自创区和试验区两大

创新高地建设，集聚配置科技创新

资源，优化创新法治环境，务实深化

园区开放合作，统筹推进“两区”产

业发展与创新发展双轮驱动，充分

用好三方会谈联动推进机制，紧盯

目标、抓主抓重，凝心聚力、落细落

小，加快推进自创区突破发展，努力

开创试验区建设新局，积极探索有

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

创新发展新模式，为“十四五”欠发

达地区通过创新驱动实现跨越发

展开辟新路径作出示范。

□ 本报记者 罗 勉

2021年以来，广东省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步伐加快。海上风电、临

港产业、海工设备、绿色石化等产

业加快向东西两翼集聚发展，汕

尾、潮州、汕头、阳江、湛江等地经

济增速居广东省前列。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粤东城际“一

环一射线”、芳村至白云机场城际

等一大批内联外通基础设施项目

开工建设，珠肇高铁江门至珠三角

枢纽机场段、揭惠铁路等项目全线

开工，赣深高铁开通运营，实现市

市通高铁。日前，记者从广东省发

展改革系统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

年，广东省将以更大力度全面构建

“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深

入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扎实有

效推进共同富裕。

61项基本公共服务实现
常住人口全覆盖

据了解，广东省已完成广州、深

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五大

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今年还

将研究制定支持北部生态发展区高

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支持佛山建

设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试验区、东莞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谋划建设东西两翼沿海

制造业拓展带，全力推动“核”“带”

“区”加快发展。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郑人豪

介绍说，通过编制大规划、协调大政

策，加快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广东省印发

实施《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

（2021—2035年）》，并推进10个国

家县城新型城镇化示范县（市）和国

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东广清接

合片区建设。

公共服务短板加快补齐，广东

省61项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常住人

口全覆盖，21个地市高水平医院、

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和技师学院实

现历史性全覆盖。此外，还有3个

重大疫情救治基地落户广东，1个

中医疫病防治基地、7个中医特色

重点中医院、5个省级区域医疗中

心等卫生健康领域重点项目纳入国

家“十四五”规划。

深入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
和机制规则软联通

不过，广东省城乡区域发展差

距较大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变，具体

表现在珠三角地区辐射带动作用尚

未充分发挥，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

及北部生态发展区内生发展动力仍

然偏弱，区域协同联动发展的体制

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

为此，广东省将深入推进基础

设施硬联通和机制规则软联通。在

基础设施方面，加快打造“轨道上的

大湾区”，推进珠肇高铁、广佛环线

等项目建设，抓紧推进广州铁路枢

纽能级提升工程、深圳枢纽西丽站、

广珠（澳）高铁、深惠城际、广佛江珠

城际、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莲

花山通道等项目前期工作，加快广

州白云机场三期扩建、深圳机场三

跑道扩建、珠海机场改扩建等重大

项目以及深中、黄茅海等跨江跨海

通道建设。在机制规则方面，深化

拓展实施“湾区通”工程，推动“理财

通”“港澳药械通”拓展试点范围，大

力推动“社保通”“创业通”“就业通”

“生活通”等粤港澳民生融合工程建

设并取得新进展，继续拓展湾区标

准范围，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

化水平。

谋划建设东西两翼沿海
制造业拓展带

广东省还将持续完善区域协调

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深

入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郑人豪

透露，广东省将出台新政支持佛

山建设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试验

区、东莞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谋划建设

东西两翼沿海制造业拓展带，发

展壮大绿色石化、新能源等优势

产业。

同时，加快粤东城际铁路及汕

头港、揭阳港、茂名港、湛江港等疏

港铁路建设，推进深江铁路、深汕高

铁全线开工，抓好广湛高铁、广汕汕

高铁、沈海高速公路改扩建等项目

建设，完善珠三角地区联系东西两

翼地区快速运输通道。

此外，广东省将出台实施支持

北部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文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与食品、新

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等特

色产业。

呼和浩特市将建设
“四圈”“四中心”“六集群”

本报讯 记者梁喜俊报道

日前，在审议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工作报告时，内蒙古自治区人大

代表、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

特市委书记包钢表示，“呼和浩

特市将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

‘支持首府率先实现高质量发

展’和‘支持呼和浩特实施强首

府工程’的要求，切实担负起首

府在自治区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中的责任和使命，努力把自治区

党委和政府的‘规划图’变成首府

的‘施工图’。”

包钢表示，呼和浩特要围绕

落实“两个基地”产业定位，加快

培育绿色农畜产品加工、清洁能

源、现代化工、新材料和现代装备

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技术

“六大产业集群”。

包钢提出，打造区域科技创

新中心、区域交通物流中心、区

域现代消费中心、区域休闲度假

中心，加快建设“首府都市圈”、

主动引领呼包鄂乌“一小时城市

圈”、深度融入京津冀“两小时经

济圈”、全力推动面向俄蒙欧“对

外开放圈”，被很多业内专家认

为可谓是抓住了“强首府工程”的

“牛鼻子”。其多次提到的“能级”

一词——不断提升首府产业能

级、夯实发展基础，提升首府城市

能级、优化发展环境，提升首府科

技人口能级、激活发展动力，提升

首府风险防范能级、维护发展安

全，也必将成为全面提升首府现

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实现

“强首府工程”的重要保障。

区域看板

“两区”建设支撑甘肃强省战略不断向纵深发展

广东构建“一核一带一区”推进共同富裕

长沙新港全速运长沙新港全速运转保障港航运输转保障港航运输

春节假期过后，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的长沙新港全速运转，尽全力保障港航运输，助力企业有序开工。图为长沙新港接卸货物

作业现场。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