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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我国第一个自贸试
验区——上海自贸区运行满 10 周
年。上海自贸区管委会近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上海自贸
区累计吸引实到外资586亿美元，约
占上海同期的30%。在改革、开放和
创新等各个层面，上海自贸区的积极
探索，彰显了制度创新“头雁”效应。

减负面清单长度
增外商投资热度

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发布了我
国第一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对清
单以外的外商投资，实行备案管
理。数据显示，上海自贸区成立 10
年来，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条目从当
年的190条缩减至27条。在制造业、
金融业等数十个开放领域，上海自
贸区落地一批全国首创外资项目，其
中包括全国第一家外商独资医院、第
一家外商独资汽车制造企业等。

作为一家资产管理总值逾9000
亿美元的国际资管巨头，施罗德投
资集团1994年在上海成立第一个中
国内地代表处，2005 年与交通银行
联合成立交银施罗德基金。受益于
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外商独资
的施罗德基金今年年初获中国证监

会核准设立，标志着施罗德在中国
资产管理市场再迎新的发展机遇。

“随着沪港通、债券通等一系列
开放措施的落地，我们坚定看好中
国市场，将把各种优势资源持续带
到上海，探索资产管理公司在华发
展新模式。”施罗德基金管理（中国）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兰说。

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局长
肖健表示，从 2020 年的贝莱德基金
开始，全国前四家新设外商独资公
募基金全部落户陆家嘴金融城。当
前，陆家嘴已成为境外知名资产管
理机构在华设立独资公司最集中的
区域。

减办证数量
增创新创业活力

政府职能转变，是上海自贸区
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从最初的

“先照后证”，到随后的“证照分离”，
再到如今的“一业一证”，上海自贸
区不断放宽市场准入，目前已在 31
个行业发放行业综合许可证5000多
张，平均审批时限压减近90%，申请
材料压减近70%，大大增加了创新创
业活力。

所谓“一业一证”，就是将企业

经营所需要的多张许可证整合为一
张行业综合许可证，实现“一证准
营”。以便利店为例，过去需要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证、酒类商品零售许
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第二类医疗
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和烟草专卖零售
许可证等5张许可证，现在只要准备
一套申请材料，领取一张行业综合
许可证就能“闯天下”。

今年下半年，上海自贸区率先
试点的“一业一证”又出新措施，依
托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企业办理
营业执照的同时，相应的行业综合
许可业务“免申即办”。8月下旬，上
海越莲餐饮有限公司拿到了浦东首
张“免申即办”的行业综合许可证。

上海市浦东新区常务副区长杨
朝表示，浦东将以自贸区建设 10 周
年为契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
营商环境综合示范区。

减产业发展堵点
增高质量发展动力

自贸区不仅为国家“试制度”，
也为区域“谋发展”。

从事集成电路供应链业务的上
海泓明供应链有限公司深刻感受到
自贸区改革的红利。依据相关法

规，我国对涉及人身健康安全的产
品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即CCC认
证，集成电路产业中所用的保险丝
等维修件也被纳入其中。企业若要
申请免办 CCC 认证，必须提供包
括结构图在内的诸多证明，由市场
监管部门判定能否免办。而集成
电路又是一个对供应链时效要求
很高的行业，若因某个维修件未及
时到位而停机，将产生非常大的停
机成本。

今年 7 月，《上海市浦东新区免
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若干规定》
正式实施，明确重点产业供应链企
业可作为 CCC免办申请人，泓明供
应链有限公司成为首家试点企业。
泓明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沈
翊说，这将大大压缩重要零部件进口
所需时间，有利于供应链企业为集成
电路产业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得益于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海
关数字围网等举措，泓明已在全国
布局24个备件仓。浦东市场监管局
局长张力表示，包括 CCC 免办管理
措施在内，上海自贸区将为重点产
业发展提供更加便利的制度环境，
助推浦东引领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据新华社上海电

三组“加减法”组合出拳

彰显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头雁”效应

新 华 社 南 京 9 月 19 日 电
“2023企业家幸福感最强市（区）”调
查推选结果19日在江苏太仓发布。
宁波、成都、广州市天河区、深圳市
南山区等20个城市和城区当选。

企业家幸福感是衡量城市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为此，《瞭望东
方周刊》在一年一度的“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基础上，联
合百度开发了企业家幸福感指数模
型，包含企业效率成本、公共服务能
力等5个一级指标和数十个二级指
标，通过大数据采集、网络问卷、实
地调研、专家评审等方式，调查推选

出“企业家幸福感最强市（区）”。
经调查推选，宁波、成都、苏州、

杭州、青岛、合肥、长沙、鄂尔多斯、
温州、泰州被推选为“2023企业家幸
福感最强市”（地级及以上城市）；江
苏省太仓市、广州市天河区、深圳市
南山区、浙江省瑞安市、成都市温江
区、浙江省余姚市、内蒙古自治区伊
金霍洛旗、成都市龙泉驿区、浙江省
乐清市、绍兴市越城区被推选为

“2023 企业家幸福感最强市（区）”
（城区及县级市）。

“企业家幸福感离不开城市对
优化营商环境的孜孜以求。”新华社

副总编辑任卫东在当天举办的企业
家幸福感营商对话暨制造业立市苏
州论坛上表示，良好的营商环境将
带来人心向往、要素汇聚、合力共
建、共同发展的生动局面，将极大
激发敢于创新、敢为人先的企业家
精神。

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
家、城市管理者和专家学者，围绕制
造业立市、推动高质量发展、优化营
商环境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
选活动”迄今已连续举办16年，累计
推选出80余座幸福城市。

“2023企业家幸福感最强市（区）”调查结果发布

长三角地区多个城市入选

9月 18日，在浙江省杭州
市临安区天目山镇“天目粮仓”
粮食功能区，收割机在田间进行
割稻作业。

金秋时节，各地村民抢抓晴
好天气收获、晾晒农作物。

新华社 发

秋收正当时

新华社南京9月20日电 人
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为培
育一批有情怀、懂技术、善经营、
会管理的新时代“新农人”，江苏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出台意见，多
措并举加快推进“新农人”队伍发
展壮大。江苏明确聚焦“80 后”

“90后”以及“00后”，实施涉农大
学生创业创新万人培训，同时从
项目扶持、金融支持、指导服务等
方面探索建立省市县联动扶持和
服务机制，组织开展乡村产业振
兴带头人培育，力争每年培育
400人，推动全省“新农人”数量、
质量稳步提升。

记者了解到，江苏将建立“新
农人”动态信息库，及时掌握各地

“新农人”的发展数量、人员信息、
产业类型等情况，在此基础上，针
对“新农人”不同的发展阶段，从
强化实训操作、提升生产实践能
力、创新经营理念等角度开展针
对性培育，全力打造一支素质较
高、本领过硬、示范带动力强的

“新农人”队伍。
江苏提出，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要高度重视“新农人”培育工
作，将其作为今后一个阶段农业
农村人才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来
抓，积极加强与财政、人社、教育
等相关部门沟通协商，建立统筹
推进机制，形成推进合力。

江苏提出力争
每年培育400名
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