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自贸区建设为抓手，重庆正不断释
放国家中心城市潜力，拓展承东启西、连
接南北的区位优势，致力于打造内陆国际
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推进与投资便利
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相关的各项
改革探索和制度创新，推动自贸区建设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重庆自贸区范围涵盖两江、西永和果
园港 3 个片区，总面积 119.98 平方公里。
有专家表示，自贸区建设将成为重庆提升
对外开放水平的新引擎，相关改革红利将
推动高端优质的要素资源迅速向重庆集
聚，进而在更高层次和更大领域促进城市
功能和产业布局的优化，提升城市国际化
水平。

软环境见出硬功夫

建设自贸区，重庆将迎来城市软实
力的提升。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
自贸区办公室主任李谦说：“重庆自贸区
将打造行政高效、投资贸易便利、社会
服务便捷的营商环境，推动西部产业转
型升级，为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
建设注入新活力”。

优化城市发展的制度环境是重庆自
贸区建设的一个聚焦点。在两江新区，
86.33平方公里的辖区面积被纳入到重庆
自贸区建设范围，占重庆自贸区总面积的
71.95%，两江新区也因此成为重庆自贸
区的核心区域。“以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化为重点，推动城市运行环境优化。”两江
新区自贸办主任谢静介绍说，两江新区围
绕机制体制创新，实施“一口受理、超时默
许、否决请示”的行政审批和商事制度改
革，不仅整合了工商、质监、食药、物价 4
大系统，构建起行政许可、市场监管、质量
监管、消费维权、行政执法“五个一体化”
的工作机制，同时也压缩了审批时限，审
批事项平均对外承诺办理时间比法定时
限减少 61.8%，平均单件办理时间提速
80%，企业注册登记审批时限从 20 个工
作日压缩至 2个工作日。

金融服务是城市软环境的重要组
成。在重庆市金融办副主任曹子玮看来，

自贸区不是政策洼地，而是改革高地，是
金融开放创新的实践地。“重庆自贸区的
金融制度涵盖跨境金融结算服务、跨境人
民币业务、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跨境金融
服务功能、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等 5 个方
面。”曹子玮说，重庆正着力增加金融有效
供给，同时改进金融服务方式，改善服务
质量，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和效率，强化金
融对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社会治理、民生
服务等重点领域的服务，形成产业与金融
良性互动、共赢发展的新局面。

江北区是重庆主城核心区之一，辖区
内的自贸区面积有 26.815 平方公里。江
北区商务局局长、区自贸办主任张发义
说，江北区积极支持传统金融机构创新管
理模式，大力发展移动互联支付、微信银
行等产品。目前，江北区新型金融机构超
120 家，涵盖消费类金融、财务公司、融资
租赁、股权投资基金、信托、小贷、担保、保
理等 9 大门类，为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增添了动力。

产业群奠定增长极

前不久，总投资约 1 亿美元的安博中
欧贸易物流服务基地、投资约 10 亿元的
红星美凯龙智慧物流城、丰趣海淘跨境电
商综合服务平台等 7 个现代服务业项目，
签约落户到了重庆自贸区西永片区的西
部物流园。

西部物流园是“渝新欧”国际物流大
通道的起始站、重庆铁路口岸、重庆整车
进口口岸等所在地。西部物流园管委会
常务副主任张磊说，利用自贸区货物进出
自由、投资自由、通关自由等贸易便利条
件，物流园正着力打造高端商贸和配套服
务集群，重点集聚国际商品综合贸易、进
口汽车贸易、跨境电商、转口贸易等高附
加值服务贸易、离岸贸易等产业。

在重庆，随着自贸区建设的推进，高
端产业集聚发展的态势正逐步显现。业
内人士称，自贸区内的贸易便利化、投资

便利化、金融便利化等诸多改革红利将对
优势产业、优质企业产生强大吸附效应，
为重庆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量和发展活力。

事实上，早在自贸区获批之前，重庆
就已经布局发展了包括电子核心基础部
件、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等在内的
10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今年 1 季
度，10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值 828
亿元，同比增长 32%，发展态势良好。

渝中区是重庆商贸和现代服务业大
区，辖区内有 4.38 平方公里纳入自贸区
范围。在渝中区副区长邓光怀看来，重
庆自贸区建设将为辖区内服务业尤其是
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带来机遇。他告诉记
者，渝中区正加快发展现代金融、高端
商贸、专业服务、文化旅游、互联网服
务、健康医疗服务等 6 大产业集群。“作
为服务业重要载体的楼宇经济，是渝中
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去年，渝中区
税收亿元楼宇达 33 栋，预计今年有望达
到 40栋。”邓光怀说。

重庆以自贸区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发展水平——

紧扣“联通”属性做强城市软硬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陆牧

重庆市紧抓自贸区设立契机，打造行政高效、投资贸易便利、社会服务便捷的营商环境，并以此吸引高

端产业集聚，使城市“软环境”与“硬实力”均得到提升，从而促进城市功能和产业布局的优化，提升城市国

际化水平

重庆，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

经济带交汇处，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

开放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面对自贸区的设立，重庆应当抓住机遇，

借力借势逐步迈向创新驱动阶段，全面

提升城市竞争力。

提升开放水平 ，建成内陆开放高

地。在自贸区利好因素推动下，重庆对

外联系度不断增强，将逐渐从深居内陆

腹地的开放“末梢”变为“前沿”，为内陆

地区的开放发展提供平台。重庆应推进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健全投资准入及服

务机制，完善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

施，不断改善重庆的营商环境，并建立起

辐射境内外的贸易体系。

优化产业布局 ，推动经济转型升

级。重庆要按照自贸区各区域功能定

位，紧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各区域

各有侧重地培育发展主导产业，推动资

源要素向各功能区域重点产业和重点区

域集聚，形成大体量、高能级的产业集群

和区域特色鲜明、分工协同一体的产业

格局，实现从老工业基地到外向型产业

高地转型，进一步提高综合经济竞争力。

改善民生福祉 ，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重庆要借自贸区挂牌的东风，加快

拓展区域内劳动力的就业空间，为市民

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提升和谐城市竞争

力。同时，教育医疗等民生事项作为城

市配套的重要功能板块也要加快建设，

让百姓共享更加优质的医疗教育等资

源，提升宜居城市竞争力。

增强辐射功能 ，带动区域协同发

展。自贸区的成立，会推动重庆加快建

设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使得成渝城

市群各城市之间的经贸往来密切，区域

交通、农业、商贸、教育、科技、劳务等领

域合作不断加强，毗邻区域合作不断深

化，重庆要发挥其区位优势、“龙头”作

用、“窗口”作用和辐射作用，实现川渝地

区一体化发展。

借助自贸区的成立，重庆应努力建

成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

发展的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推动

构建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全方位开放新格

局，带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
争力研究中心课题组成员）

抓住机遇 借势发展
张安全

“ 临 港 是 个 充 满 活
力、有非常多机遇、特别
有 故 事 的 地 方 ，高 端 制
造、科技研发机构、创新
人才在这里集聚，正在以
国际智能制造中心建设
为核心，加快构建升级版
产业体系，实践创新发展
新模式。”上海浦东新区
临港管委会党组书记陈
杰说，“到 2020 年，临港
将初步形成上海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主体承载区框架。”

近日，在临港科技城
的上海交通大学智能行
走作业机器人研究所，科
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几
台 6 足智能机器人，这些
机器人具有识别地形、主
动避障、自主开门、感知
外在、自主平衡等各项功
能，与轮式和履带式机器
人相比，可以更好地适应
崎岖地形，在恶劣的环境
中实施有效救援。随着
临港智能制造产业的集
聚，机器人、高端制造等
正成为主导产业。

临 港 管 委 会 经 贸 办
主任张彤说，“临港地区
的主要使命是发展智能
制造，功能性创新平台、
高端人才、科研机构都在向科技城集聚。”

临港地区还借助上海在智能制造领域的产业、科
技、人才优势，整合相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骨干企
业以及国际知名企业等，打造开放式的科研创新平
台，加强前沿技术研发、共性技术攻关和成果推广运
用，为临港以及上海智能制造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提供
技术和智力支持。

为加快推动高端制造、科技研发机构、创新人才
向临港强势集聚，上海市从 2016年开始对临港实行新
一轮为期 3 年的建立特别机制和实行特殊政策的“双
特”政策。据临港管委会综合计划办主任汤文侃介
绍，新一轮“双特”政策由“1+3+X”组成，分别代表了
上海市政府、浦东新区以及临港管委会出台和制定的
相关政策、操作细则和管理办法。

2016 年是新“双特”政策实施第 1 年，临港各项重
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首先，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全
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50 亿元，同比增长 9.6%；其次，
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临港地区完成工业总产值
700 亿元，同比增长 6.6%；再次，创新活力持续释放，
新增内资企业近 17000 家，全区域二、三产业营业总
收入近 800亿元，同比增长 8%。

临港地区距上海市中心 75 公里，这是集聚人气的
最大“路障”。陈杰说，临港新城的发展始终围绕“产”

“城”“人”3 个关键字，打造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建设宜
居、舒适的城市环境，吸引更多高端人才留在临港。

到 2020 年，临港的实有人口将达 45 万人，届时，
临港将成为一个魅力无限的现代化滨海新城。

上海临港地区

：

﹃
双特别

﹄
政策驱动产城人

本报记者

沈则瑾

本报讯 记者夏先清、通讯员李哲报道：5 月飞絮
迷人眼，空中飞舞的杨絮既污染空气，又带来隐患。
近日，记者从河南省周口市林业局了解到，经过 17 年
培育的“无絮杨”周选 1 号、周选 2 号已经开始出售，表
现最好的周选 3号正在进行最后观察。

“平原地区离不开杨树，它是适合在平原地区生
长的最大型乔木，既符合生态要求又是省内板材企业
的主要原材料。”周口市林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刘中山说。

“已经出售了 7200 棵，目前周口共有 170 亩育苗
基地。”采访中，刘中山常常被来咨询“无絮杨”的电话
打断。他告诉记者，杨树除了符合生态要求外，更多
的是树的经济价值，当树成材后才进行换树是目前的
主流做法。城区内已经长成的杨树，则需要更换生长
2 年以上、米径（离地一米高处的直径）8 厘米以上的大
苗。“现在一是对苗木进行更换准备，储存大苗。二是
对换树区域进行调查，标记雌性飞絮杨树，选定合适
区域逐步更换，相信几年以后周口市各城区将逐步告
别飞絮烦恼。”刘中山说。

周口：培育“无絮杨”破解飞絮难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任玮） 宁夏银川近日正式实
施的《银川市机动车交通环保卡管理办法（试行）》规
定，银川市机动车应于 6 月 30 日前按规定安装交通环
保卡，逾期未安装且限期不改正的将被处 500 元罚
款。此举旨在为“智能交通”系统奠定基础，从而实现
路况实时查询及预报、智能路径诱导、智能停车诱导和
停车位预订等功能。

据了解，机动车交通环保卡是用于识别机动车身
份、办理涉车相关业务、获取公共服务、进行电子支付、
提供交通相关大数据等可以在本市多领域应用的射频
识别（RFID）电子卡。通过安装交通环保卡，将为银川
市的智慧交通、环境污染、精准监控黑车、保障行车安
全等提供大数据支撑。

免费安装交通环保卡后，不仅可以监测机动车尾
气排放量，还能够实时汇集道路车流量信息。相关部
门在路面设置基站，用来识别过往车辆动态，并统计出
各路口车辆的数量、拥堵状况，将信息数据汇总到数据
中心。随后驾驶人可以通过各种终端实时查询及预报
路况，实现智能路径诱导、智能停车诱导、停车位预定、
违章提醒等综合信息服务。

另外，基于 RFID 信息采集手段的交通环保卡内
有一个电子芯片，只储存车辆牌号、车辆型号等车辆相
关信息，不存在监控、泄露隐私等问题。车辆可通过
RFID 读卡器读取信息，车主可以通过配套开发的手机
APP 获取自身车辆情况，为车辆防盗提供基础。一旦
车辆被盗，车主可以通过卡片快速定位车辆位置。

银川：免费为机动车配环保卡

北京有一条著名的商业街，它就是位于天安门

广场南侧的前门大街。这里自明代开始就形成了一

条繁华的商街，曾经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许多老字

号在此诞生。这里是老北京传统风貌、史迹文物、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集中融汇了

老北京的建筑文化、商贾文化、市井文化、会馆文化、

梨园文化，底蕴深厚。

2008年改造重新开街后的前门大街，似乎在不

停变换着模样。近几年，前门大街以两年一变的速

度不断尝试不同定位的业态。从最初定位“世界名

牌的聚集地”，到随后吸引大批老字号企业进驻强化

特有的文化印记，2013年提出向“文化体验式消费”

转型，未久，还没完成转型的前门大街又一次向外界

传递出将定位变为非遗博览园的消息。不断地变

化、转型，却依然没有解决商户大量撤离的问题。

前门大街今天的现状，诚然有房租昂贵、定位模

糊等原因，但缺乏个性与特点、同质化严重、缺乏科

学规划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过度的商业开发也模糊

了这里的文化内核。作为北京文化与商业的双重符

号，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让前门大街的定位、发展、管

理变得十分复杂和艰难，管理者也一直在努力摸索

“文化”与“商业”之间的平衡点，再一次的转型能否

给这里带来改变，我们拭目以待。

开栏的话 街区是城市的基础单元，每个城市都有独具特色的代表性街区。这条街可能是老街也有可能是

新街；有的很大很有名，有的小巧但独具韵味；有的是历史文化留存，有的是当代发展创造。街区烙刻着城市的印

记，记录着城市的肌理。让我们透过一条街，阅读一座城。

前门大街的第前门大街的第 NN 次转型次转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翟天雪翟天雪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① 前门大街上，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② 将 北 京 首 店 开 在 前 门 大 街 的

H&M，已经找不到开业初的高人气，并且

关掉近半的营业面积。

③ 唐人坊的绢人栩栩如生，深受游

客欢迎。

④ 前门大街即将变身非遗博览园。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