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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务发展提供专业化支撑

北京CBD集聚国际高端商务人才

本报北京 9 月 10 日讯 记者杨学聪报道：随着 《关
于北京 CBD 建设国际高端商务人才发展区的实施意见》
推出，北京市朝阳区将通过建设北京 CBD 国际商学院、
出台高端商务人才发展和服务 10 项政策，助推国际高端
商务人才发展区建设，力争到 2020 年，把北京商务中心
区建设成为国际商务人才高度聚集、人才环境高度优
化、具有全方位国际影响力的人才发展区。

“目前，北京 CBD 逐步形成了以商务服务业、金融
业和文化传媒业等主导产业为核心的产业发展格局。”
北京市朝阳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 CBD 今年
将通过重点培育和引进商务服务、国际贸易、国际金
融、文化商务、科技商务、商务旅游等 6 方面高端专业
服务人才，为区域商务发展提供专业化服务支撑。

提供找得着、用得起、有保障服务

湖南郴州建中小企业网络平台

本报讯 记者刘麟、通讯员刘晓军报道：湖南郴州市
中小企业窗口网络平台日前建成，实现省市县互联互通、
资源共享。

郴州现有中小微企业 35000 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 1076 户，过亿元企业 628 家，过 5 亿元企业 114 家，
过 10 亿元企业 32 家，是郴州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实施企业帮扶、项目
推进、现场办公和企业融资等专项行动。

郴州中小企业窗口网络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查
询、政策咨询、人才培训、市场开拓等公共服务，为中小
企业提供找得着、用得起、有保障的服务，同时还建立政
企定向联络机制、组建中小企业 CEO 俱乐部等。今年，
郴州率先在湖南试点进行商事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在 5 个 工 作 日 内 办 好 营 业 执 照 等 10 大 证 件

广东东莞试点外商投资“十证联办”改革

总量调控 统筹发展

上海布局商业网点“升级版”
本报记者 沈则瑾

宁夏“投资基金”解企业难题

传 真

本版编辑 陈 艳 刘 蓉本版编辑 陈 艳 刘 蓉

本报讯 记者拓兆兵、通讯员吴舒

睿报道：由宁夏回族自治区金融工作办
公室、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
宁夏宝源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信银
行宁夏分行联合举办的“创新金融业
态、助力宁夏发展”产业投资基金专题
研讨会日前在宁夏银川举行。

会议充分肯定了“宁夏宝源宁投资
管理公司”对宁夏投资行业的尝试。该
公司通过政、企结合搭建金融平台，创
新股权、期权、合伙人机制，向企业直接
投资，从而推动产业升级转型。

本 报 讯 记 者 庞 彩 霞 郑 杨 报
道：办证难曾是不少外商在中国投资
遇到的第一道难题，这种状况今后在
广东东莞市将不复存在。近日，东莞
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外商投资“十证联
办”改革，可帮助外商投资企业在 5 个
工作日内办好营业执照等 10 大证件。

为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广东省
政府今年 2 月提出在东莞开展外商投资
管理服务改革试点，其中，市场准入
便利化改革是引领整个改革的关键。

为此，东莞在全国率先提出推行外商
投资“一站受理，十证联办”改革，
通过网上多证联办方式，打通项目从
登记注册到正式开业的“一站式”服
务链。

“开展市场准入网上‘多证联办’
改革探索，这是东莞市主动应对区域
竞 争 、 深 化 行 政 审 批 体 制 改 革 的 需
要。”东莞市委政研室主任邓涛介绍，
以往，外商投资企业要办理营业执照
等 10 大证件，都是“十站十证”，分别

到工商、国税、海关等 10 个部门办理
审批手续，提交 10 次申办资料。网上
多证联办则破解了这一弊端。企业只
需在网上办事大厅一次性提交资料，
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就会将资料同
步 送 达 各 个 实 施 部 门 ， 进 行 同 步 审
核，相关的 10 个部门能够在同一天完
成预审。

目前，东莞已从制度上规范了改
革的流程机制，形成了 《东莞外商投
资 企 业 网 上 多 证 联 办 实 施 办 法 （试

行）》，并选取了松山湖高新区、东城
区等 7 个镇街 （园区） 和一些试点企
业，进行了业务测试。据测算，改革
后，新设外资企业办齐 10 个证照从原
来需要 2 个月至半年的时间，缩短到 3
至 4 个工作日；现场所需提供材料从原
来的 53 份减少到 25 份，减少 53%。

据了解，东莞力争今年第四季度
将该项改革推广到所有外资企业，并
于明年拓展到所有内资企业，进一步
实现该市企业证照办理的便利化。

时 讯时 讯

广西将关闭整合 10 大类煤矿

经过一年半精心编制，上海市商务
委、上海市规土局日前正式向社会公布
了 《 上 海 市 商 业 网 点 布 局 规 划

（2014-2020）》。未来 5 年上海商业网
点将形成“3+1”布局体系，即“市级
商业中心、地区级商业中心、社区级商
业中心加特色商业街区”。

近年来，上海商业网点增长迅速，
2009 年-2013 年期间商业设施建筑总
量增加了 1810 万平方米，平均增幅为
5.96%，上海中心城区的商业设施已不
输于世界著名商业中心了。

与此同时，上海商业设施建筑总量
突破规划、阶段性结构性矛盾突出，千
店一面、同质化竞争激烈等问题也十分
严重。本次规划就是要实现总量调控、
统筹发展，以调整结构、优化布局为抓
手，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底线，实行
商业设施规模总量调控。

记者注意到本次规划对商业建筑
设施建设规模有了新要求，从之前的

“总量适度控制”变为“总量控制、存
量优化”。着眼长远，规划在满足商业
建 筑 适 度 增 长 前 提 下 提 出 ， 至 2020
年，上海规划商业设施建筑总量控制
在 7000 万-7500 万平方米，年平均增
长 2.6%-3.6%，年均增速将控制在过
去 5 年的一半左右。

也因此，本次规划有了这样的解
读：上海将对大型和超大型商业网点说

“不”。规划显示，未来 5 年，上海将通
过对土地出让环节的控制，限制 20 万
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和超大型商业网点的
过度建设，对已有大型和超大型商业网
点注重功能定位、业态配比、品牌引
进，尽可能实现差异化发展，避免无序
竞争和重复建设。

据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吴新宝介
绍，这样定位的依据和考虑是，上海城

市经济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会带来购买
力的持续增长；上海商业服务的常住人
口和流动人口仍将进一步增长；上海全
球性国际大都市和消费城市的地位进一
步确立，迪士尼项目建成营业等会带来
商务旅游者剧增；未来商业网点将增加
展示、体验、交往、娱乐、教育、休闲
等功能；商业网点是城市功能的重要载
体，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在
城市发展中必须保持商业的同步发展。

按照规划，未来上海地区级商业中
心将有 56 个，南外滩、世博园区、徐
汇滨江地区、苏河湾等地区将成为上海
新的地区级商业中心。比这更令人关注
的是在 56 个地区级商业中心中，37 个
规划在外环线以外，这意味着在这些区
域将重点建设与新城、新市镇相匹配的
地区性商业中心和商品流通中心，数据
显示近几年上海商业零售额增长最快的
也是这些地区级商业中心。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商务委和上海
市规土局将按照规划，根据中心城、郊
区新城、重点发展地区、大型社区、各
类产业园区等不同的特点和条件，进行
实施规划的分类指导，突出功能提升的
发展方向，优化商业结构，鼓励发展新
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推进产业高端
化、集约化、服务化发展，增强集聚辐
射功能，努力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规划突出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格
局，倡导商业生态平衡，注重环保、节
能、低碳、智能，促进商业与人口、交
通、土地、环境相协调，促进商业与商
务、会展、旅游、文化等其他功能相融
合。上海市商务委和上海市规土局强
调，规划新城地区级商业中心与中心城
地区级商业中心在功能定位和业态结构
上要互补和错位发展，各具特色。考虑
到区域实际建设情况，各区 （县） 可适
当调整商业网点布局。

本报讯 记者王新伟报道：贵
州铜仁市地处黔湘渝三省市接合
部，是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
攻坚示范区。近日，该市审议通过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山水园林城
市的决定。决定采取“两步走”战
略，实现城镇发展“三年大会战、四
年大提升”。目标是到 2016 年常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45% 以 上 ，到
2020 年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50%以上，建设让人民享有美好生
活的山水园林城市。

铜仁市以建成具有区域竞争力
的城镇体系为目标，分中心城区、县
城、小城镇、新农村 4 个层级部署。
中心城区围绕“武陵之都·仁义之
城”定位，建成武陵山区交通枢纽中
心，凸显中心城市在省际区域间的

“火车头”、“发动机”作用；县城突出
新区建设，找准区域定位和突破方
向，打造县城发展“名片”。到 2016
年，力争建成 20 万人以上中等城市
1 个、15 万人以上城市 2 个、10 万人
以上城市 2 座；小城镇突出镇有新
街，打造“黔东美镇”。到 2016 年，
全市建成 5 万人以上小城镇 10 个，
创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2 个，省级
历史文化名镇 5 个。2020 年，全市
建成 5 万人以上小城镇 20 个，创建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5 个，省级历史
文化名镇 10 个；新农村突出村有新
寨，以贵州省“六项行动计划”为抓
手，加快农村集中建房，加快“四在
农家·美丽乡村”建设。

铜仁市提出“产城互动、景城融
合、教城一体”同城联动发展模式，
把开发区、工业园区培育成增长点
和新城区，将城市功能植入园区、园区融入城市发展，促进
功能向园区配置、要素向园区集聚、招商向园区倾斜。

围绕把铜仁打造成中国优秀旅游目的地城市目标，市
里规划每个区县打造一个以上 4A 级景区，在县城因地制
宜建设山体公园、湿地公园、农业公园和各类市民广场。

产城互动

景城融合

贵州铜仁创建山水园林城市

青海银企对接签约 31.56 亿元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报道：日前,
青海组织召开今年第二次银行业金融
机构支持工业企业及重点项目银企合
作签约仪式。省内 13 家银行业金融机
构与 128 家工业企业达成 123.1 亿元合
作 意 向 ， 现 场 签 约 26 家 ， 签 约 金 额
31.56 亿元。

今年 5 月，青海举办首次银企对
接会，促成 218.7 亿元银企信贷合作意
向，现场签约 38.3 亿元。此后，青海
相 关 部 门 巩 固 首 次 银 企 签 约 对 接 成
果 ， 截 至 7 月 末 ， 到 位 信 贷 资 金
136.25 亿元，履约率为 62.3%。

本 报 讯 记 者 周 骁 骏 童 政 报
道：日前，记者从广西煤炭产业结构调整
工作推进会上获悉，在未来一年半时间
内全区将再关闭整合 10 大类煤矿。至
2015年底，广西将计划关闭煤矿矿井 38
对，产能 349 万吨/年；计划保留煤矿 80
对矿井，产能 1700 万吨/年，基本实施机
械化开采，安全保障能力明显增强。

根据方案，广西将关闭整合 9 万吨/
年及以下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超层
越界拒不退回和资源枯竭的等 10 类煤
矿，计划在明年 6 月底前，完成煤矿矿井
的关闭整合工作，投入资金超 3亿元。

在天津开发区建区 30 年之际，记
者在这里看到，鳞次栉比的楼宇和现代
化的厂房与绿树鲜花相互映衬，天津开
发区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近年来，天津开发区不断创新，形
成了速度质量效益环境多赢的“泰达模
式”。2013 年，天津开发区完成生产总
值 2502.3 亿元，工业总产值 8069.2 亿
元，财政收入 547.1 亿元，实际使用外
资 55 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达 508.7 亿美
元，固定资产投资 635 亿元。10 年间，
天津开发区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保持
了年均 20%以上的增速。

“服务是生产力”始终是天津开发
区秉持的理念。开发区坚持将企业满意
度作为服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形
成了制度化、系统化、专业化和长效化
的服务体系。通过“一对一”帮扶、新
入区企业见面会等活动，实现对企业零
距离、全天候服务。同时，开发区深化
行政审批改革，实现“一站式、便捷
化”的行政审批服务，积极探索全程帮
办督办、全天候咨询、全领域覆盖、同
质化服务的创新模式。在全国建成首家

政府管理、企业运作的泰达呼叫服务中
心，搭建起沟通政府、企业和居民的便
捷服务平台。

通过纵向打造产业链，横向壮大产
业集群，不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开发区形成了电子、汽车、装备、食
品、石化、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
航天等八大支柱产业，形成了完备的产
业链条。2013 年，电子行业实现产值
2115亿元，同比增长 18%，成为首个突
破 2000 亿级的产业集群；汽车产业实
现 产 值 1247 亿 元 ， 整 车 产 量 达 71 万
辆，实现了产品类别和产能双提升。

开发区始终坚持与跨国公司同行、
与实力雄厚的国内企业集团同行，与最
具创新活力的民营经济同行。多年来，
天津开发区逐渐聚集了一大批全球 500
强大企业，三星集团、一汽丰田、伟创
力等跨国企业在开发区投资发展，累计
引 进 来 自 88 个 国 家 的 5358 个 外 资 项
目，其中投资总额 1 亿美元以上的项目
72 家。目前，天津开发区已拥有产值亿
元级企业 289 家，百亿级企业 17 家，
500 亿级企业 3 家。2014 年，三星系企

业集群产值将突破 2000 亿元大关。截
至 2013 年 底 ， 开 发 区 内 资 企 业 超 过
8709 家，注册资本 2914 亿元人民币，
注册资本在 1000 万元以上的内资企业
达到 2228 家，民营企业 1485 家，渤海
钻探、长城汽车等一批国资、民资项目
已成为开发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坚 持 “1:2:3” 的 土 地 投 入 产 出
比，即：投入 1 元人民币，吸引 2 美元
的外资，产出 3 美元的工业产值，是天
津开发区集约化发展的创举。经过 30
年的发展，开发区已成功地走出了一条

“低投入、高产出、高收益”的发展之
路 。 以 天 津 开 发 区 东 区 为 例 ， 2013
年 ， 40 平 方 公 里 建 成 区 产 值 达 到
4484.1 亿元，单位面积工业用地生产总
值达到 150 亿元/平方公里。以开发区
微电子小区为例，该园区规划面积 2.3
平方公里，始终坚持“超集约化”发展
之路，2013 年产值达到 1402.6 亿元，
成为汇聚三星系企业集群、罗姆等世界
著名跨国公司及其配套企业的电子产业
聚集地和科技型园区。

开发区经济发展质量不断优化提

升。2013 年，全员劳动生产率 44.26 万
元/人，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仅为 142 公
斤标准煤，为全国平均值的 1/5，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新鲜水消耗不足全国平均
值的 1/20。目前，天津开发区已被认定
为全国首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园区”
和“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智能手
机、汽车、液晶显示器、电子元器件、
平板电视等产品产量在全国占有重要
地位。

如今，天津开发区已建成了完整的
绿色资源体系。打造了自然景观，在中
心城区建成 1 公里绿化带和 22 万平方米
的人工景观公园，开发区绿地面积近
2000 万平方米，绿化率超过 27%。开
发区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污水集中处
理、垃圾焚烧发电等节能环保设施相继
竣工，建成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管理信
息系统，实现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实时
监控。此外，开发区还与欧盟、美国等
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开展了中欧产业共生、中美绿色合作伙
伴计划等国际合作项目，提升了绿色发
展水平。

天津开发区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环境多赢

“泰达模式”是如何“炼”成的
本报记者 武自然

9 月 10 日，河北沧县崔尔庄村金丝小枣丰收在即，引来

大批游客观光采摘。近年来，该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带动

了当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小 枣 丰 收 进 入 采 摘 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