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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要览

本报讯 记者成静报道 北京市日前发布

今年新一轮营商环境改革方案，提出将以“一业

一证”改革、“一件事”集成服务、“一体化”综合监

管等“三个一”改革突破为牵引，进一步增强改革

精准性和有效性，带动全链条审批、监管、服务整

体优化提升。

全面推广“一业一证”改革，是北京市瞄准企

业“准入不准营”痛点，加大推进营商环境改革的

生动成果。根据此次发布的《北京市全面优化营

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今年北

京市将扩大“一业一证”改革的覆盖面，在超市便

利店、宾馆、餐饮店、连锁菜店、药店等40个办事

频率较高的场景推进改革，实现准入即准营。

北京市政务服务局一级巡视员刘强透露，今

后将逐步推动更多行业开展“一业一证”改革。

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推行“一业一证”改

革的行业，纳入“６＋４”一体化综合监管范围，

建立综合审批＋综合监管的全链条管理服务模

式。目前，已完成餐饮店、咖啡厅和经营性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３个“一业一证”改革行业的综合办

事指南、申请表、告知承诺书以及系统对接等相

关工作，拟于近期推动上线。

14.4%：民营企业为外贸稳存量扩增量

外资企业为中国经济发展投下“信任票”“信心票” 本报讯 记者付朝欢报道 近日，上海市政

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本市进一步放权松绑激发科

技创新活力的若干意见》。《意见》聚焦高校院所、

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和科技人才等广大创新主体

感受比较深、“绳子”绑得比较紧的重点环节，围绕

扩大高校院所科研活动自主权、激发企业科技创

新活力动力、促进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激发

科技人才创新活力、优化完善科研管理等五方面，

提出18项改革举措，进一步为科技创新放权松绑。

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是改革举措中的一项。上

海将以“综合授权+负面清单”方式，遴选一批高

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等科研事业单位开展

综合授权改革试点，在编制使用、岗位设置、工资总

额、职称评定、经费使用等方面赋予更大自主权。

在激发企业科技创新的活力和动力方面，

《意见》提出，要激发国有企业创新动力，优化经

营业绩考核机制，实施更为灵活的工资总额管理

和股权分红激励机制；培育中小企业创新能力，

加快培育一批“四科”特征明显的科技型中小企

业，提升科技企业孵化器“投孵联动”服务能力；

发挥外资企业辐射带动作用，鼓励外资企业设

立研发中心和开放式创新平台，支持其承担财

政科研项目；提升科技领军企业能级，支持科技

领军企业承担重大科技任务，建设全产业链创新

平台。

上海推出18项改革
为创新主体放权松绑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粤港澳大湾区站综述

□ 本报见习记者 吕书雅

会场外春意盎然、万物吐绿；会

场内气氛热烈、新见迭出。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

业高层圆桌会——粤港澳大湾区

站”在美丽的羊城广州举行。来自

54家美在华商会和企业的70多位代

表济济一堂，共谋发展、共话未来。

“开放”“合作”“发展”这些词在

会上频频出现，“决心”“诚心”“信心”

更是在讨论中被反复提及。美在华

企业及商会纷纷表示，这场圆桌会干

货满满，开得非常及时、意义深远。

以大湾区为起点深耕
在华市场

2021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建

立与美在华企业和商会的常态化机制

化沟通渠道，先后举办了6场圆桌会。

本次圆桌会是2023年的首站活动。

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李春临表示，希望本次圆桌会积极

促进中美工商界交流，欢迎包括美

资企业在内的跨国企业到粤港澳大

湾区投资，在科技创新、绿色能源、

生态环保、海洋经济、生物医药等领

域开展更多务实合作，并以大湾区

为起点，深耕在华市场，实现互利共

赢，共创共享美好未来。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改革开

放的高地，正致力打造为新发展格局

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

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李春临表示，

广东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先行地、实验区，美国是广东第三大

贸易伙伴，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

别行政区在大湾区高水平开放过程

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在此次会议上，广州市及南沙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粤港澳大湾区

经济圈建设有关情况，香港贸易发

展局、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代表介

绍了港澳两地融入大湾区建设的情

况。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陈勇介绍了一组数据：2022年，广

州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2.88万亿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外贸进出

口总额双双超万亿元，实际使用外

资达到了87.84亿美元，在穗投资

的世界500强达到了335家，成为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连接点。

为什么选择广州南沙？在跨国

企业眼里，这里是各类高端资源要

素集聚辐射的高地，是一座名副其

实的开放之城、枢纽之城、创新之

城、活力之城、幸福之城。

记者了解到，地处大湾区地理

几何中心的广州南沙在2005年4月

成为广州市行政区，是广州市最“年

轻”的一个行政区，更是广东省唯一

的国家级新区、广东自贸区最大片

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特别

是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广州

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

作总体方案》，赋予了南沙“立足湾

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

性平台”的新定位，南沙责无旁贷地

担当起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推动

大湾区融合发展的重任。

连续5年缩减外商投资
准入负面清单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和

竞争力，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相辅

相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司副司

长、一级巡视员高健在介绍我国营

商环境建设情况时表示，近年来，在

各部门各地区的共同努力下，我国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深

化，全国范围营商环境建设取得积

极成效。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

发展的重要动力源，经济社会发展

对全国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营商

环境建设也对全国具有明显的示范

效应。

“以横琴、前海和南沙、河套等

重大合作平台为引领，加快推动大

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有序推进

市场一体化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司副司

长、一级巡视员黄微波表示，要加强

规则机制的“软对接”，推动扩大

大湾区专业资格互认范围，逐步稳

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打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高健还介绍，目前，我国已连续

5年缩减全国和自贸区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营商环境的全球排名

大幅跃升，连续两年成为改革成效

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过去10

年，我国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量年

平均增幅达到12%，民营企业数量

翻了两番，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增幅

超过50%，202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

资1890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近期跨国公司高管密集来华，

各地也纷纷加大吸引外资力度，抓

紧签约落地外资项目。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付保宗表

示，下一步将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

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营商环境，并进一步缩减外资

准入负面清单。

北京将在40个场景
开展“一业一证”改革

本报讯 记者程晖报道 近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民政部等四部门对《“十四五”时期社会服

务设施兜底线工程实施方案》进行了修订，并联

合印发修订后的《“十四五”时期社会服务设施建

设支持工程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年，在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共同努力

下，社会福利、退役军人褒扬优抚、残疾人服务设

施条件进一步改善，管理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智

能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员配置进一步强化，殡葬、

退役军人等体制机制改革迈出新步伐。

《实施方案》明确，在社会福利服务体系方

面，儿童福利服务、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流浪救助

服务、基本殡葬服务网络进一步优化，精神卫生

福利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保障能力和水平进一

步提高。在退役军人褒扬优抚服务体系方面，对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退役军人事务部批准或确

认的烈士纪念设施应建尽建；稳妥建设军人公

墓，满足基本安葬需求；实现每个省（区、市）至少

有1所水平较高的区域性优抚医院，提高光荣院

保障水平和床位利用率。在残疾人服务体系方

面，实现每个省（区、市）都有1所专业化的残疾

人康复设施，每个地市都有1所专业化的残疾人

康复或托养设施，建设若干省级盲人按摩医院，

残疾人就业服务能力得到提高。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
加强社会服务设施建设

□ 本报记者 季晓莉

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外贸

主体进出口竞相发力、稳步发

展。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

高于我国外贸整体增速，继续发

挥外贸主力军作用。一季度，民

营企业对外贸易继续保持快速增

长态势，进出口5.18万亿元，增长

14.4%，所占比重进一步提升，达

到52.4%。

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
稳中有增

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和作用十分重要。今年全国两会

期间，围绕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

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再

一次给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

民营经济的活力得到进一步激

发。根据海关数据，在外贸领域，

民营企业连续4年担当我国外贸

发展主力军。2022年，民营企业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了

50.9%，年度占比首次超过一半，

而今年一季度，民营企业的占比

进一步上升。

首先，民营企业数量和贸易规

模稳中有增。一季度，我国有进出

口实绩的民营企业38.4万家，同比

进一步增加，增速为7.5%。进出口

值增长14.4%，高于全国进出口整

体增速9.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

长18.5%，进口增长6.4%。

其次，市场多元化开拓发展。

一季度，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RCEP其他成员国分别进出

口2.01万亿元、1.61万亿元，分别增

长27.9%和21.1%，拉动我国对上述

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增长14.9个和

9.7个百分点。同期，民营企业在我

国对欧盟、美国贸易中的比重都超

过一半，分别为51.4%、54.9%。

再次，传统产品、绿色产品出

口各有优势。一季度我国民营企业

分别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7889亿

元、农产品1238亿元，分别占同类

产品出口总值的88.3%、76.7%。同

期，出口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

等“新三样”产品快速增长79.3%，

拉动同类产品出口，提升48.3个百

分点。

此外，初级产品和消费品进口

扩大。一季度，民营企业分别进口

铁矿砂927.8亿元、铜矿砂281.8亿

元、煤451.1亿元，分别增长25%、

26.1%、131.9%。同期，民营企业进

口消费品2224.1亿元，增长18.5%，

拉动全国消费品进口增长7.8个百

分点。

事实上，今年一季度，我国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89万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4.8%，3月当月进

出口同比增长 15.5%。进出口增

速回升既有2022年同期基数相对

较低的原因，也有累计订单集中

释放、跨境运输更加顺畅、组团出

海初见成效、企业预期有所改善

等因素的支撑。

虽然全球经济下行、外需不足、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影响、地缘政

治风险等制约因素仍然存在，但进

出口领域总体表现亮眼。

不仅民营企业在数量和占比

上有所增加，一季度有进出口实

绩的外贸企业数量也同比增长了

5.9%，比2022年同期增加了2.5万

家。汽车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

势不减。一季度汽车出口额增长

了96.6%，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

等“新三样”竞争优势持续释放，

一季度合计出口增长66.9%，拉动

我国出口整体增速两个百分点。

3月，我国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

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了27.5%、

18.6%、29.4%，部分弥补了传统市

场需求不足带来的影响。

多地数据佐证民营
企业进出口数据亮眼

近期部分省市公布的数据亦显

示，一季度民营企业进出口业绩

亮眼。

一季度，广东外贸进出口1.84万

亿元，增长0.03%，进出口规模创历

史同期新高，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

一。其中，出口1.22万亿元，增长

6.2%。民营企业进出口 1.1 万亿

元，增长5%，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

59.5%，较2022年同期提升2.8个

百分点。

一季度，山东民营企业进出

口 5665.1 亿元，同比增长 12%，

拉动山东外贸增长8.5个百分点，

占山东进出口总值的 74.1%；该

省外贸 10 强企业中民营企业占

9家。

一季度，福建民营企业进出口

2841.1亿元，增长21.2%，占同期福

建外贸进出口总值的59.3%，比重

较去年同期提高5.4个百分点。电

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

“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 285.9 亿

元、增长184.5%，成为拉动出口的

新动能。

一季度，湖南民营企业进出口

1479.7亿元，增长72.6%，占外贸总

额的82.5%。71.9%的海关调查企

业对未来出口形势保持积极心态，

46.4%的样本企业出口订单较

2022年同期增加。

一季度，黑龙江民营企业进出

口增速比同期全省外贸整体增速高

32.8个百分点，拉动该省外贸进出

口增长18.3个百分点。其中，汽车

增长32倍，锂离子蓄电池、钢铁板

材和电工器械分别增长6.7倍、6倍、

2.9倍；进口商品中，粮食、煤及褐

煤、食用油分别增长3.2倍、2.2倍、

2.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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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果园港一季度重庆果园港一季度
内外贸货物双增长内外贸货物双增长

位于长江重庆段的果园港，是我国内

河最大的水铁公多式联运枢纽港。数据

显示，今年一季度，果园港区完成货物吞

吐量619万吨，同比增长9.9%；集装箱吞

吐量23.1万标箱，同比增长16.4%；商滚车

吞吐量9.1万辆，同比增长16%，三年来首

次出现内外贸货物双增长。

从小码头到长江上游最大港口，十年

来，果园港向着更快捷、更智慧、更绿色快

速“奔跑”，逐渐蜕变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开放门户和长江上游联通世界的“中

转站”。图为重庆果园港。

新华社记者 李前磊 摄

图说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