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从“开放门户”迈向“全球城市”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建军

广州南沙区：制度创新跑出发展“加速度”
本报记者 庞彩霞

漫步北京路 魅力跨今古
本报记者 周明阳

冬日的广州依然繁花似锦。历经千年
嬗变，广州从未向世界关闭过大门，也成
为代表中国的开放门户。今天的广州，正
从“开放门户”走向“全球城市”。

国际交往中心逐步形成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从全世界赶来广
州开会。10月30日至11月1日，住房城
乡建设部、联合国人居署等共同在广州举
办以“城市治理，开放创新”为主题的
2017 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并
同期举办了“世界城市日论坛”；11 月 18
日，国际金融论坛第 14 届全球年会在广
州举行，并且从今年开始永久落户广州。
11 月 28 日至 30 日，“2017 从都国际论
坛”在广州举办。如今，全球跨国公司的
高管、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和专家学者们又
聚首广州，参加2017《财富》全球论坛，探
讨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增长动能。

近年来，广州举办国际会议数量大幅
提升。粗略统计，2015年以来，广州举办
了超过50场高端国际会议。举办高端会
议、论坛等在广州成为常态，高层次、高规

格的“迎来送往”表明，广州正逐步成为全
球国际交往中心，迎来城市国际化的黄金
时代。

“枢纽+”战略对接世界

全球国际交往中心的形成，得益于
广州建造枢纽型网络城市带来的便利。
广州以枢纽型网络城市为支撑，正从一
个“区域中心”城市向“全球城市”阔
步迈进！

“适应全球城市发展新趋势，建设枢
纽型网络城市。”这是在去年的广州第十
一次党代会上，广东省委副书记、广州市
委书记任学锋提出的新目标。作为国家
重要的中心城市，枢纽型网络城市是广州
巩固提升中心城市地位、增强全球资源配
置能力的重要战略，将确保广州在全球城
市体系中扮演“更重戏份”。

近两年来，广州市委、市政府更加
自觉地把广州放在全球经济动力转换和
增长方式转变的大环境下考量，拓展全
球视野，主动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大格
局；树立全球坐标，结合发展实际寻找

动力；发挥枢纽和中心作用，面向全球
配置资源、发现市场、组织研发、聚集
人才。结合制定“十三五”规划，广州
全力聚焦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贸
易中心和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着力建设
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国际科
技创新枢纽。

目前，三大国际战略枢纽建设扎实推
进，“成绩单”亮眼。国际航运枢纽初步形
成，集装箱班轮航线 168 条，联通世界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港口；白
云机场开通国际和地区航线136条，通达
全球五大洲，预计 2020 年跃升为全球第
五大机场……打通与世界连接的通道，人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速汇聚并向周
边扩散，枢纽效应不断显现。

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增强

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是城市开放性主
要标志之一。这种能力的强弱，反映着
一国或地区对全球经济走势和发展的影
响力，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是开
放型经济区域在发展中追求的一个重要

目标。
站在广州番禺化龙镇东龙大道与金

山大道交汇处，面向宽阔的狮子洋，左边
一片望不到边际的厂区，是自主品牌汽车

“广汽传祺”的番禺工厂。广汽集团执行
委员会副主任、广汽乘用车总经理郁俊向
经济日报记者介绍：“传祺的发展基于开
放理念，整合全球智慧的成果。去年以
来，广汽传祺已陆续与全球前十大零部件
供应商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具
有世界级水准的供应链体系，全球资源配
置能力显著提升，供应质量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广州正在瞄准全球资源释放“引力
波”。从千年商都到国际枢纽，广州正逐
步成为世界城市体系的核心节点，成为
产业、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端要素的
强大吸附器和辐射源，跨国公司和大型
央企纷纷前来广州寻找投资机会。今年
以来，思科、通用、中远海运等一批枢
纽型、创新型项目纷纷落户广州。广
州，距离“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在
全球城市体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的目标更近一步。

北起广卫路，南到沿江中路，全长1400多米，这便是广
州著名的旅游景点和文化名片——北京路。北京路地处广
州传统中轴线，是集文化、娱乐、商业于一体的步行街。

北京路的标志之一是一处千年古道遗址。地上是一
条商业步行街，埋藏在地下的千年古道则是历史的沉淀。
游客们可以透过玻璃欣赏前朝历代道路的变迁。这一区
域有古代中国的诸多历史遗迹：千年官署西汉南越国宫署
遗址、千年水闸西汉水闸、千年古道、千年古楼拱北楼……
千年之变汇于一处，时空穿越之感油然而生。

新青年社旧址、叶剑英商议讨逆旧址、廖承志举办新
闻界招待会旧址等遗迹见证着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
件，万木草堂、庐江书院、中华书局广州分局旧址、商务印
书馆广州分馆旧址等则让北京路显示出强烈的文化气
息。一条书坊街静立一隅，街上仿古建筑林立，这里曾是
当时民间刻书业中心之一，文化底蕴深厚。

漫步北京路，历史的遗迹处处可寻。陈李济药厂可
谓是见证北京路历史的“活化石”，其前身是创始于明代
万历年间的陈李济杏和堂，历时近五百年尚存。而在北
京路北段的老字号一条街上，骑楼建筑充满年代感，点都
德、广州酒家、宝生园、皇上皇、利口福、王老吉等广州老
字号一应俱全，体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

如今的北京路依然是广州繁华的商业中心，既有广州
百货大厦、新大新百货等大型商场，又有数不清的商铺小
店。北京路更浓缩着广州美食的精华，酒家、茶楼、茶室、西
菜馆、小食店、食品店星罗棋布。好吃、好玩、好逛，充满人
情味的北京路成为最受广州人民青睐的休闲逛街好去处，
更是外地游客必来的著名景点。

北京路上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配合《财富》全
球论坛，北京路步行街近几个月开展了“传统中轴线景观
改造工程”，对周边景观进行升级改造，步行街实现“大变
身”。新改造装扮，“老”情怀不变，北京路这一广州文化
名片愈发亮眼。

广州北京路路口的标识。 周明阳摄

摊开广东地图，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几
何中心的便是广州南沙新区，中国（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也坐
落于此。短短几年间，这里已形成了千亿
级汽车产业集群、千亿级融资租赁产业集
群，成为我国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国家汽
车和零部件制造及出口基地、珠三角核电
装备制造业基地……大企业的入驻和产
业的兴盛发展，与南沙近年来优化营商环
境的努力分不开，其政策红利正在逐步
释放。

早上9点，在南沙创业搞灯饰贸易的
陈俊成来到区政务服务中心，领回了“广
州群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营业执
照。“我昨天9点来窗口递交申报材料，24
小时就拿到了执照，太快了！”小伙子乐呵
呵地对记者说。陈俊成的快速办证，得益
于南沙在全国率先推行的“统一收件、内
部流转、联合审批、限时办结、统一发证”
的企业登记“一口受理”模式。“在我们这

里，‘二十证六章’可实现联办。”南沙
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何丽诗告诉
记者，这一改革简化了约 51 份申请材
料、节省了约78个工作日，减少办事往
返36次。

据了解，自贸区挂牌以来，南沙以制
度创新为核心，以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为
主线，着力打造全国最具吸引力的营商环
境。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推进相对集中
行政许可权改革，成立了行政审批局和综
合执法局，加快建设一个窗口对外、一颗
公章管审批、一支队伍管执法“三个一”管
理服务体系。在政务服务便利化方面，将
商事服务窗口从港澳延伸至美国、英国、
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方便企业投资注册；
出台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若干规定，提
出更加宽松便利的 10 项措施，对不涉及
负面清单、前置许可的一般企业设立从行

政许可改为行政确认；推进设立投资政策
咨询、兑现窗口，企业专属网页实现办理
395 项政务服务事项。在自贸区司法保
障体系建设方面，设立广州海事法院广东
自贸区巡回法庭，南沙公证处挂牌开业，
成立全国首个自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筹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

以“营商环境改善”为引擎，南沙跑出
了发展的“加速度”。2016年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近1300亿元，GDP增速已连续14
个季度在广州排名第一；自贸区挂牌以来
新设企业32265家，是挂牌前历年注册企
业总数的 3 倍；已落户 83 个世界 500 强
企业投资项目和 103 家总部型企业。今
年以来，南沙经济延续良好发展势头，上
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53.6亿元，同比
增长11.5%，增速继续保持全市第一。

自贸区挂牌以来累计形成 279 项创

新成果，其中“跨境电商监管模式”“企业
专属网页”政务服务新模式入选商务部

“最佳实践案例”，在全国率先推出一般企
业商事登记由审批制改确认制、“互联
网+易通关”、政府购买查验服务、“智检
口岸”、进出口商品全球质量溯源体系等
一批标志性改革，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显
著提升。伴随着制度创新，环境优化，经
济发展，南沙在国家、省、市发展大局中的
战略地位也不断提升，目前，现代服务业
与先进制造业并重的产业新框架加快成
型，珠三角区域交通枢纽功能日益凸显，
现代化滨海新城迅速崛起，站在了全国新
一轮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据南沙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区即将推出第二版南沙

“证照分离”改革目录；推进全球质量溯源
体系建设和应用推广，加快建设进出口商
品质量监管国际化规则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