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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通”国际人才一站式服务窗口

合肥高新区发出全省首张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改革营业执照

□ 刘 畅 张海帝

对一座城市而言，国家高新技术

区的存在，就是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

和经济发展的“底气”所在。合肥高新

区作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秉持“发展

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立区宗旨，探

索出了一条“科学—技术—创新—产

业”的内生发展之路。

2022年 11月，中国（安徽）自由

贸易试验区合肥片区高新区块两周年

成果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一组数据：安

徽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试点任务已有

90%在高新区块落地；全国278项制

度创新成果中，与高新区块有关的

222项全部落地；212个省级赋权事

项、314个市级赋权事项全部承接；形

成65个制度创新案例，23个纳入省级

层面复制推广，3个入选安徽自贸试

验区两周年制度创新十佳案例，“一网

通”国际人才一站式服务体系被国务

院列为国家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最佳实践案例”……如今的合肥高

新区“科创自贸”硕果累累。

充分发挥政策叠加优势

为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和自主创

新示范区的政策叠加优势，合肥高新

区于2022年11月出台了《支持自贸

试验区建设 推进“双自联动”发展若

干政策》（以下简称《若干政策》），从支

持自贸试验区建设、鼓励科技成果转

化、优化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三个方

面出台了10项制度性创新政策。这

也是安徽自贸试验区首个区块层面的

制度性政策。

在支持自贸试验区建设方面，《若

干政策》提出，加大自贸试验区简政放

权力度，结合自贸试验区赋权工作，自

贸试验区可行使部分省级、市级权

限。鼓励自贸试验区开展制度创新，

对于国家级、省级制度创新成果实施

单位给予一定资金支持。支持在区块

内先行先试自贸试验区试点任务，并

给予表彰。

在鼓励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若干

政策》提出，支持开展产业化经费股权

投资改革，该项政策已被纳入安徽自

贸试验区首批复制推广试点经验。鼓

励国有新型研发机构开展职务科技成

果单列，支持职务科技成果不再纳入

常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支持不同性

质的新型研发机构开展股权激励，在

给予科研团队或技术发明人股权激励

的同时，给予技术管理人员团队一定

的股权激励。此外，落实“科大硅谷”

建设实施方案，支持横向课题结余经

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

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若

干政策》提出，制定高企认定、上市合

规证明便利化措施，高新区可自行组

织高企评审工作，并向安徽省认定机

构备案；允许企业在提交上市相关材

料时，使用《信用信息报告》代替相关

领域的行政合规证明。加强国际人才

服务，对于高水平海外人才落户，经许

可一次性给予5年的工作许可。开通

APEC商务旅行卡服务直通车，区块

可直接推荐上报办卡企业。此外，加

大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各类金融机构

积极争取总部赋权，在区内开展金融

创新，推出更多符合高新区产业需求

的科技金融产品，并给予贴息支持。

高质量打造“三区一平台”

如果说以上举措是合肥高新区打

响“科创自贸”品牌的有力抓手，那《合

肥高新区高质量实施RCEP行动方

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的发布便

是合肥高新区打出的“组合拳”。

2022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发布，该方

案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协定。制

定行动方案对提升区域经济外向度

和国际化水平，加快融入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意义。

据了解，《行动方案》的发展目标

为到2025年，力争实现对RCEP国家

的年进出口规模达到35亿美元，占全

区进出口总额的40%；对RCEP国家

的年度投资达到2亿美元；年度吸引

RCEP国家资金突破2.5亿美元。

《行动方案》的基本思路是打造

“三区一平台”。包括打造RCEP国际

经贸合作示范区，要鼓励企业用好

RCEP国家降税承诺，指导企业用好

原产地累积等规则，进一步扩大面向

RCEP国家的进出口规模，加快发展

数字贸易，落地外贸新业态，全面提升

跨境经贸合作水平。打造RCEP国际

产业合作示范区，要深化与RCEP国

家的技术、产业合作，支持企业拓展

RCEP国家海外市场，进一步优化产

业链、供应链布局，提升产业发展层

级，构建更加紧密的产业发展共生体

系。打造RCEP国际金融开放示范

区，要落实放宽金融机构外资持股比

例等开放措施，支持符合条件的

RCEP国家金融机构依法设立分支机

构，进一步深化金融领域的制度创新，

不断丰富金融产品供给，推动自由贸

易账户等金融改革试点落地。打造

RCEP高层级创新服务平台，要谋划建

设RCEP企业创新服务中心，落实外商

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

进一步提升完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

国际人才等综合服务功能，构建面向合

肥、辐射全省的国际化服务载体。

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

在高质量创新成果的加持下，自贸

试验区“区内区外”差别优势不断凸显，

进一步增强了市场主体的“获得感”。

合肥高新区生态环境分局围绕项

目落地需求，敢于突破政策限制，勇于

并善于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争取

上级部门支持，全国首创环评与排污

许可“两证合一”改革，实现环评与排

污许可证两项行政许可只审批一次。

现已累计办理98个项目，平均审批周

期由 60 个工作日压缩到 5 个工作

日。特别是光伏新能源产业，因技术

变革快，新产品短时间内就会面临更

新换代，“两证合一”改革有效解决了

审批时间过长问题，有利于新技术、新

产品的快速落地。目前，此项改革已在

安徽省自贸试验区及联动创新区复制

推广。

合肥高新区税务局在学习宁波经

验的基础上，结合高新区实际进行二次

创新，安徽省首创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

即退“速退制”改革，税务部门对企业退

税材料仅进行形式要件审核，退税平均

周期由15个工作日压减到1个工作

日。自2022年7月份试点以来，已办理

300余笔退税业务，总金额近1亿元。

此外，合肥高新区在全省率先实

施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改革，发出安

徽省首张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改革营

业执照；率先实施一张“信用报告”代

替多张“合规证明”改革，破解企业上

市前“合规证明”开具难问题；积极推

进标准地改革，开展工业用地建高层

试点，工业用地容积率下限从1.2提升

为2.0。

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吕波表

示，下一步，合肥高新区块将坚持国际

视野和前瞻思维，打好“双自联动”组

合拳，擦亮“科创自贸”金名片，围绕科

技转化自由、投资贸易自由、场景应用

自由、要素流动自由等“四个自由”开

展探索。

合肥高新区将以“四个自由”助推

自贸试验区提质、增效，稳步扩大规

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全

力服务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

家实验室以及“科大硅谷”建设，加快

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为安徽省加

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地一区”

作出新的贡献。

（本文配图由合肥高新区工委办提供）

打好“双自联动”组合拳 擦亮“科创自贸”金名片
合肥高新区为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政策叠加优势，出台多项措施谋建设促发展，

力争到2025年实现对RCEP国家的年进出口规模达35亿美元，年度吸引RCEP国家资金突破2.5亿美元

RCEP企业创新服务中心合肥高新区全景

安徽自贸试验区标识标牌

日前举行的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高新区块两周年成果新闻发布会公布

数据显示，安徽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试点任务已有90%在高新区块落地。图为

高新区块。

智能无人车“白犀牛”获得合肥市低速无人车商业运营许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