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营报 CHINABUSINESSJOURNAL 编辑/王金龙 张家振 美编/吴双 校对/宛玲 wangjinlong@cbnet.com.cn 2022.2.28B14 区域经济

长三角多地打响营商环境“竞速战”

“重特大项目攻坚暨优化营商

环境大会”“深化作风建设优化营

商环境推进会”……近期，在长三

角多地组织召开的“虎年第一会”

上，营商环境正频频“出圈”。

将时间拉回到2月8日，淮北市

召开“虎年第一会”，并提出要开展

对标检视行动，推动营商环境争先

进位；开展亲商安商行动，让企业

感受到“雪中送炭”的温暖、“雨中

打伞”的贴心；开展法治护航行动，

以法治手段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不仅是我们淮北市，安徽省

所有地级市都已召开营商环境优

化会议，落实安徽省层面2月7日的

会议要求。”淮北市相关部门负责

人对记者如此表示。

记者注意到，2月7日，农历虎

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安徽省

“全省改进工作作风为民办实事为

企优环境大会”在合肥市召开。在

随后的2月8日，安徽多地相继召开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主题的大会，如

马鞍山市召开“制造业三年倍增突

破年暨‘改作风办实事优环境’动

员大会”，阜阳市则召开了“‘双招

双引’暨经济形势分析调度会”。

除安徽省各地市“虎年第一

会”聚焦改善提升营商环境外，在

整个长三角地区，营商环境也同样

是高频词语。

2月7日，江苏省南京市召开深

化作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会，2

月8日，南通市召开“营商环境提升

年”动员会，两天后的2月10日，淮

安市召开“全市重特大项目攻坚暨

优化营商环境大会”。

在长三角多地密集召开以“营

商环境”为主题的动员大会背后，是

对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加速招商引

资，从而带动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

“淮北是一座传统的煤城，因

煤而建，因煤而兴。”淮北市一位当

地人士告诉记者，“虽然通过招商

引资使产业结构有所改变，但相对

来说还是比较倚重煤炭产业。”

记者注意到，淮北市 2021 年

GDP 为 1223 亿元，在长三角 41 座

城市中位列第38位，仅高于安徽省

铜陵市、池州市和黄山市，同时

GDP增速为3.4%，在安徽省内仅高

于蚌埠市的-2.1%。

“GDP增速不快主要是因为经

济发展的动能不足，这种动力主要

来自企业发展。”淮北市上述当地人

士向记者表示，“民营企业是地方经

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龙

头企业少，产生拉动力的企业少，更

要求我们加快招商引资步伐。”

“推动淮北更高质量转型发

展，根基在工业，短板在工业，潜力

也在工业，必须坚持工业强市，全

面振兴工业经济。”张永也表示，工

业经济千头万绪，关键在于“双招

双引”。“我们要拉高标杆、跳起摸

高，聚焦招商引资目标任务，拿出

超常规决心、超常规举措，推动招

商引资工作取得新突破。”

本报记者 方超 张家振 上海报道

在群雄并起的长三角区域，多

座城市正打响营商环境“竞速战”。

据了解，自虎年春节以来，江苏

省南京市、南通市和安徽省淮北市

等多座长三角城市先后召开营商环

境提升大会，并出台了一系列具体

措施。例如，淮北市委书记张永在

“全市改进工作作风为民办实事为

企优环境暨‘双招双引’（招商引资、

招才引智）大会”上指出，要驰而不

息改作风办实事优环境，凝心聚力

抓招商上项目促发展。

“营商环境就是土壤，就是最

大的竞争力，企业来投资，最看重

的就是营商环境。没有好的营商

环境，企业是不会来投资的。”日

前，淮北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对

《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淮北市除

召开营商环境优化大会外，也在把

干部派到长三角多座城市，在“双

招双引”的同时积极学习各地先进

经验。

另一方面，长三角各地对营商

环境的角逐也已进入加速品牌创

新、比拼细则落地的阶段。例如，南

通市近日在出台《南通市 2022“营

商环境提升年”实施意见》的同时，

提出打造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万

事好通”营商环境品牌。

“长三角多城‘虎年第一会’都

聚焦营商环境改善，最终目的都是

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厦门大学

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表示，受宏

观经济环境影响，再叠加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国际关系不确定性等因

素，一些城市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在

内外部经济压力下，能做的就是积

极改善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成高频词语

在纷纷聚焦改善营商环境的

同时，长三角多城更是打响了城

市营商环境的“品牌战”。

公开信息显示，近日，南通市

印发《南通市 2022“营商环境提

升年”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

施意见》”）及附件《“万事好通”南

通 营 商 环 境 优 化 提 升 举 措 66

条》，旨在通过实施一批突破性、

引领性的改革举措，打造有求必

应、无事不扰的“万事好通”营商

环境品牌。

据了解，作为中国近代民族

工商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南通

市素有重商亲商的传统，也是全

国最早开展“放管服”改革试点的

城市之一。在此情况下，南通打

造“万事好通”营商环境品牌的目

的是什么？

根据南通市出台的《实施意

见》，着力增强城市投资吸引力、

涉企服务水平、市场监管效能和

服务满意度水平是重点任务，主

要目标在于通过打造营商环境品

牌，在社会形成较高的知晓度和

较大的影响力。

而在南通市层面提出打造

“万事好通”营商环境品牌的同

时，该市下属的多个区县也提出

了相应的品牌口号。例如，海安

市提出要擦亮“万事好通·海心

安”营商服务品牌，如皋市提出要

持续放大“如意”营商环境品牌效

应，海门区则强调全面打响“万事

好通·马上办”营商环境品牌。

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除南

通市外，营商环境品牌化浪潮已

相继在长三角多城“落地生根”。

江苏省无锡市提出要倾力

打响“无难事、悉心办”营商环境

品牌，全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城

市；浙江省丽水市也提出要打响

“丽江效率、丽江服务、丽江诚

信”营商环境品牌，跑出优化营

商环境、市场主体倍增和精准招

商“加速度”。

而江苏省南京市下辖的多个

行政区也相继提出了独特的营商

环境品牌，如溧水区提出多点发

力擦亮“溧刻办”服务品牌，全力

涵养更优质的营商环境，培植企

业发展“沃土”，进一步激活发展

新动力；江宁区提出要擦亮“江心

比心、宁更满意”政务服务品牌，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 这 并 不 是 市 级 统 一 要 求

的。”南京发改委相关人士对记者

表示，南京市各区各部门都很重

视营商环境，“一方面有招商引资

考核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各区自

己独创的。”而南通市相关政府部

门负责人则表示：“肯定是在上级

有要求的情况下，各区结合自身

实际情况推出的营商环境品牌。”

擦亮政务服务品牌

起底改革开放前沿福田保税区与南沙经开区“开发之道”
本报记者 陈靖斌 广州报道

在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的加持

下，南沙经开区与福田保税区，迎来

了重大的发展机遇。

2021 年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

合作区“大发展”的一年。作为先导

区的深圳福田保税区，在科创的加

持下熠熠生辉，继续焕发生机与活

力。深圳海关统计，2021年福田保

税区进出口值逾4400亿元，同比增

长19%。

福田本地企业人士告诉《中国

经营报》记者，福田保税区的优异，

得益于其毗邻香港的优越性。

而同样作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的广州南沙经济开发区在进出口与

科创领域亦不落下风。2021 年 1~

10月，南沙外贸进出口总值2155.3

亿元，占广州市进出口总值的24%。

事实上，南沙经济开发区之所以

屡创佳绩，与其背后的多重身份加持

密不可分。2020年11月，广州南沙获

批建立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

区。如今的南沙，有着综合保税区、自

贸试验区、国家级新区、进口贸易促进

创新示范区等多重身份加持。政策叠

加下，南沙也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先天优势“稳增长”

位于深圳的福田保税区与位于

广州的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既有

综合保税区的概念，也同时兼具国

家级开发区的概念。作为改革开放

最前沿的福田保税区，在其“寸土寸

金”的核心地段，发挥着外贸“稳增

长”和“促科创”的双重使命。

2020 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

展绩效评估显示，福田保税区在参

评的13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中排名

全国第 6、蝉联广东省第 1，高水平

开放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

福田保税区的企业人士告诉

记者，福田保税区之所以取得高水

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成效，与其毗邻

香港的区位因素密不可分。“因为

这里毗邻香港，按照深圳与香港联

合发展的规划，福田保税区将在河

套片区联合开发科技创新中心，这

个中心的等级排在深圳湾超级总

部中心，前海金融创新服务中心，

香蜜湖金融创新服务中心，西丽科

教创新服务中心，北站商务中心，

光明科技创新中心之后，在坪山生

命科技创新之前。”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郭万达告诉记者，福田保

税区近几年知名度上来，是因为它

跟香港合作转型升级成河套深港科

技创新合作区。“原来的福田保税区

只有保税功能，现在有一半的面积

都拿来转型升级发展新兴产业。福

田保税区目前在研发、高科技、先进

制造等新兴领域都有涉及。”

同样兼具综合保税区与国家级

开发区的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

区，在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的加持下，

其发展也与福田保税区在同一时期

崛起。

在相继获批自贸试验区、综

合保税区之后，2020 年 11 月，南沙

再度获批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

示范区。

日前，商务部完成了2021年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

考核评价工作，对 217 家国家级经

开区 2020 年度综合发展水平情况

进行考核评价。广州南沙经济技术

开发区综合排位列国家级经开区第

12名；在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两项

排名中，南沙均进入全国前 10 名，

分别排名第4和第6。

值得注意的是，福田保税区土

地总面积仅约 144 万平方米，但作

为国家级开发区，由于土地集约利

用率高，在2020年登上国家级开发

区土地集约利用的首位。

数据显示，福田保税区土地开

发率100%、土地供应率100%、土地

建成率 97.79%，各项指标优异，在

2020 年度国家级开发区土地集约

利用排名中，位列工业主导型国家

级开发区中的第1名。

而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

总面积就已高达27.6平方公里，即

使是整合优化后的广州南沙综合

保税区，规划面积也高达4.99平方

公里。

除了相继推出营商环境城市

品牌等创新措施外，长三角多地

亦出台了一系列改善营商环境的

措施。

除江苏省南通市出台了《实

施意见》外，浙江省台州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发展

壮大市场主体的三十条意见》，江

苏省南京市则发布了《南京市

2022年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

部署了116项工作任务。

“在营商环境改善政策出台

后，具体的指标体系最终需要细

化落实，需要让基层公务员感受

到既有动力机制，也有压力机

制。”丁长发表示。

记者注意到，自 2022 年开年

以来，在长三角多地出台的营商

环境改善措施中，通过建立“奖惩

有度、赏罚分明”的制度，提升基

层工作人员改善营商环境的积极

性成为显著特征。

例如，南通市在出台的《实施

意见》中提出，要强化督查考核，制

定优化营商环境考评办法，将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纳入对各地、各有关

部门的综合考核。南通市委书记

王晖此前也表示，要优化督查考评

机制，强化督考结果运用，拒绝“躺

平”思想，把优化营商环境与干部

的任用、奖惩、问责结合起来。

无独有偶，此前因展示 60 页

PPT引发外界关注的黄山市委书

记凌云，在“全市改进工作作风为

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大会”上亦

表示，黄山市要通过设定时限量

化指标，清单化、闭环式推进整

改，公开化接受社会监督；建立

“周报告、月调度、季通报”机制，

将改进作风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纳入政治监督、巡视巡察和干部

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以刚性制度

保障落地落实。

在丁长发看来，在优化营商环

境方面，长三角地方政府的主政者

一般都很积极，但如何调动具体经

办人员的积极性也是地方政府管

理水平的体现，所以不断细化营商

环境措施、强化政策落地效果，对

于加快当地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长三角每座城市都要尽可

能地去改善营商环境，特别是营

商环境比较差的地方。”在丁长发

看来，虽然这样会加大城市之间

的竞争，但“这是好事，有竞争才

有活力”。丁长发同时表示，像苏

北和皖北等长三角欠发达地区，

在不断提升基础设施等“硬实力”

的同时，营商环境等“软实力”也

还有相当大的改善空间。

进入落地比拼阶段

“寸土寸金”力推科研创新

事实上，由于开发土地面积的

差距，作为国家级开发区，福田保

税区的产业开发与南沙经济开发

区的产业开发，也因地制宜地走上

了不同的道路。

据了解，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

作区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以科技

创新为主题的特色平台，同时也是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的重大平台。

区内产业将以微电子、人工智

能、生物医药、新材料为重点发展

方向。积极创新与国际接轨的科

研、法律、税收等管理制度，强化空

间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重大

科研项目和平台集聚，构建国际一

流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全力建设

国际开放创新中心。

2020 年 8 月，深圳市人民政府

印发《关于支持深港科技创新合作

区深圳园区建设国际开放创新中

心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支持福

田保税区通过升级改造等方式转

型为国际一流的高科技园区。

而福田保税区的“腾飞”，也在

《意见》提出前后。福田保税区的

企业人士回忆称，福田保税区在

2019年以前，是福田区“拖后腿”的

存在。“第一是产业相对弱后，这里

聚集大量的制造业和物流企业，这

些企业难以创造高价值，造富能力

在互联网和金融服务面前还是非

常弱。除了产业亟须升级之外，福

田保税区之前的基础设施相对较

弱。你不说这里是福田的，大家以

为这是另一个世界，进去难，出来

也难，相对来说，极其封闭。直到

地铁 3 号线沿线开通，福田保税区

终于通了地铁，葫芦口的堵车才得

到了极大的缓解。”

随着新兴产业的注入以及交

通基础建设的逐步完善，福田保税

区的产业发展越来越多元化与科

技化。从园区道路、绿化、建筑物

外表及第五立面得到全面提升，建

设“e 站通”综合服务中心、5G 设

施，不断完善服务配套，已呈现一

个完全现代化、国际化、科技园区

的雏形。

目前，深圳福田区正全力以赴

推动科创园区（包括河套C区和福

田保税区）建设，打造深港合作先

导区，先期以福田保税区为平台，

梳理优质产业空间，率先在实体经

济及科技创新领域与香港开展深

度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与福田保

税区产业导向不同的是，南沙

经开区更倾向于发展汽车工业

与装备先进制造业。

据了解，南沙区深耕智能

网联与新能源汽车、装备制

造、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等 17

条重点产业链，发挥链主企业

龙头作用，强化补链延链强

链，实现汽车制造业连续三年

突破千亿元大关，广汽丰田新

能源车产能扩建等一批项目

投产，以“两园一区一平台”为

核心的新千亿级汽车产业集

群加速打造。

2021 年，南沙汽车制造业

实现产值1548.55亿元，同比增

长 16.4%，占全区工业产值总

量的 45.5%；装备、先进制造业

高速增长。全区装备制造业

实现工业总产值2088.88亿元，

同比增长 19.5%；高技术行业

实现工业总产值 191.87 亿元，

同比增长 14.5%。先进制造业

实现增加值 484.95 亿元，同比

增长8.7%。

南沙区本地车企人士告

诉记者，得益于南沙区对汽

车产业的政策扶持，在接手

地 块 后 发 展 产 业“ 顺 风 顺

水”。“南沙不仅对企业有补

贴扶持政策，在人才方面也

有相应的补贴政策，在我们

接手落地发展汽车产业后，

政策和补贴都和政府谈好直

接并入，十分便利。”

合创汽车 CEO 杨颖也曾

表示，作为总部基地，合创汽

车预期长远在南沙本地做到

产销超过 200 亿元，参与南沙

1000 亿元以上的新能源汽车

产值目标。

截至目前，合创汽车品牌

与南沙政府签订的在南沙建设

生产基地等合作协议，为完成

这一目标提供了巨大的底气。

股东方之一的广汽集团，使得

合创的汽车硬件部分能够得到

较好的资源供给。

南 沙 汽 车 产 业 的“ 壮

大”，也得益于广州市对智能

汽车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

重视。

2021 年年底，广州市发展

改革委印发了《广州市智能与

新能源汽车创新发展“十四

五”规划》。规划明确指出，以

“智能+新能源”为方向打造一

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汽车企

业，拟培育1—2家国内市场占

有率超过5%的企业，培育1—2

家独角兽汽车企业，支持小鹏

汽车、合创汽车等造车新势力

企业发展壮大。2021年5月广

州市南沙区印发的《广州南沙

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也指出，依托南沙汽车

产业集群优势和日益完善的

汽车产业链，助力广深建立完

善的智能网联汽车标准法规

体系、自主研发体系、生产配

套体系。着力优化提升南沙

智能装备产业链供应链，推动

两 地 智 能 装 备 产 业 合 作 共

赢。联合打造大湾区金融服

务平台，以空间共享、信息共

享的模式，搭建政府、企业、市

场互通的信息对接平台，推进

资本市场服务基地等重大金

融平台建设。

为民办实事 为企优环境

“地大物博”发展先进制造业

在长三角多地密集召开以“营商环境”为主题的动员大会背后，是对

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加速招商引资，从而带动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
在南通市层面提出打造“万事好通”营商环境品牌的同时，该市下属的多个区县也提出了相应的品牌口号。

不断细化营商环境措施、强化政策落地效果，对于加快当地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今年以来，长三角多地相继召开专题会议，聚焦改善、提升营商环境。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