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 域10 2018年11月1日 星期四

市场主体突破200万户

广州：“秒批”跑出商事登记加速度
本报记者 郑 杨

建立多元化解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中心成立

审批营业执照最快需要多长时间？
广州给出的答案是最快仅需“几秒”。今
年以来，广州市工商局以“压缩企业开办
时间”改革这一国家级试点为契机，大力
推动开办企业全链条环节程序全面提速，
推动商事登记速度“领跑全国”，展现“广
州速度”和“广州效率”。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9月末，广州
市实有各类市场主体户数首次突破200
万户，达200.13万户；实有企业数100.59
万户，首次突破100万户。企业在各类市
场主体中的占比首次过半，达到历史新
高。广州每千人拥有企业72户，较去年
增加17户。

审批时间只需几秒钟
以前在广州办理营业执照，从工商部

门受理到拿到执照需要15天。近年来，
广州工商部门不断深化改革，将这一时间
压缩到3天、再到1天。去年更实现了历

史性的突破，仅需几秒钟就可办妥，并实
现网络办理“零跑动”，窗口办理“只跑一
次”。

广州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一方
面广州市工商局在全国率先推出“人工智
能+机器人”商事登记，首创商事登记“无人
大厅”“无人审批”新模式，实现“免预约”

“零见面”“全天候”“无纸化”“智能化”办
理商事登记。对符合标准化、规范化的申
请实现“秒级”审批，目前已通过智能审核
企业设立登记近9000户。今年8月份，广
州又上线了注册登记全类型、全业务全程
电子化系统，进一步扩大了应用范围。另
一方面，如果申请人选择在线下办理营业
执照，速度也非常快。今年以来，广州市
工商局大力推广“容缺登记”“审核合一、
一人通办”和登记“立等可取”等便利化登
记措施，设立开办企业“快速通道”。在广
州市工商局、越秀区、海珠区、黄埔区试行
企业设立登记当场申请、当场审批、当场
发照机制。

广州市工商局还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制改为自主申报制，即时申报即时使用，今
年1月份至9月份成功通过自主申报企业
名称42万个，通过率超过98.9％。

破除创业“紧箍咒”
近年来，广州市工商局加大简政放权

力度，激发群众创造力和市场经济内在
活力。

首先是让创业更方便。广州大幅降
低“准入”门槛，先后实施“先照后证”“注
册资本认缴制改革”等举措，目前该市仅
保留金融等为数不多的前置审批事项。
同时，广州在南沙自贸区深化“证照分离”
改革试点。近期推出“证照分离”改革2.0
版，将改革事项目录拓展至163项。在试
点基础上，广州还扩大改革试点范围至广
州开发区、增城开发区，对商事登记后置
许可审批事项分类改革，着力解决“准入
不准营的问题”。

其次是让办事更方便。广州市工商
局先后下放四分之三的登记事项至各区，
方便申请人就近办理；深化“银商通”合
作，拓展登记窗口至全市 9 家商业银行
874个网点。

与此同时，广州推行商事服务“跨境
通”，积极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
路”建设，依托“人工智能+机器人”全程
电子化商事登记模式，为拟在广州市内设

立外商投资企业的申请人提供更加便利
的商事登记服务。

一网通办实时共享
今年以来，广州再次整合涉企较为密

切的证照事项，加强信息共享，进一步减少
群众跑腿次数，让群众省心省力。

今年 6 月份，广州进一步整合备案
类、信息采集类、公示类事项，将外商投资
企业商务备案受理等涉企证照事项整合
到营业执照上，实行“二十四证合一”。8
月份，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在广东省率先
实现“四十四证合一”，实现数据信息“一
网通办、实时共享”，企业办理“只跑一趟、
一次搞掂”。

秉持“互联网+开办企业”的服务理
念，广州推进商事登记与“涉税信息补录”

“公章刻制备案”、银政信息互通等事项的
深度无缝整合，为商事登记及开办企业相
关流程提供全链条信息化支撑。同时，全
面推行电子营业执照互通互认，实现了电
子营业执照与省、市数字证书体系绑定和
深度集成，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在电子政务
环境中应用。截至9月份，广州市共发放
公示版电子营业执照154万多张。

本报讯 记者吴陆牧报道：中国（重庆）自由贸易
试验区仲裁中心日前正式成立。该仲裁中心是重庆仲裁
委员会设立在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专门机构，将为自
由贸易试验区企业提供仲裁法律宣传、培训和咨询服
务，以专业化、国际化的审理模式开展仲裁、调解等
活动。

据悉，该仲裁中心将建立自贸试验区多元化解矛盾
纠纷解决机制，选聘在涉外法律或者国际贸易、投资、
海事、知识产权等领域拥有丰富从业经验的仲裁员，依
法解决自贸试验区内商事纠纷，为自贸试验区提供法制
保障，积极营造自贸试验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安
商营商环境。

该仲裁中心成立当天，重庆仲裁委员会与中国东盟
（澳门） 仲裁协会、重庆市商务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重庆市委员会、重庆市律师协会分别签署了合作
协议，为重庆仲裁在自贸试验区内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加强国际仲裁合作奠定了基础。

据成都市投资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张
平介绍，2017 年全市批准外商投资企
业472家，同比增长72.89%，外商直接
投资 18.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59.05%；
在去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今年前8个
月成都市新批外商投资企业342个，同
比增长28.09%，外商直接投资14.58亿
美元，同比增长91.8%。一条优美的上
扬曲线，印证了成都对外开放取得的
硕果。

开放，是成都传承千年的历史基因；
开放，成就了今日成都崛起的梦想；开
放，引领成都实现冲刺世界城市的目标。

城市功能不断跃升

成都全面提升城市国际竞
争力和区域带动力，推动新经
济加快发展、新动能持续生
成，加快融入全球产业分工
体系

改革开放40年，成都已实现从区域
中心城市到国家中心城市的跨越，从内
陆腹地到开放前沿，枢纽辐射力、要素集
聚力、产业引领力显著提升。

城 市 极 核 功 能 极 大 提 升 。 2017
年，成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39 万亿
元，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三位。近年
来，成都市践行新思想、新理念，着眼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城市国
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形成了电子信
息等7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汽车制造
等5大支柱产业能级迅速跃升，航空航
天等5大优势产业快速发展，人工智能
等5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音乐等文创
产业蓬勃兴起，推动新经济加快发展、
新动能持续生成。

城市门户功能极大提升。2017 年
旅客吞吐量达 4980 万人次，成为国内
航空第四城；成都国际班列累计开行量
率先突破 2000 列，稳居全国中欧班列
第一；与全球22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经
贸往来，外贸进出口总额近 20 年增长
26.5倍，成为内地领馆第三城。全市累
计设立外资企业 7667 家，累计利用外
资实际到位约780亿美元，位居中西部
前列，在蓉世界 500 强企业达 285 家，
推动成都加快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城市服务功能极大提升。成都出台
产业新政 50 条，为现代产业高质量发
展构建了具有比较优势的政策配套体
系；成立金融仲裁院、知识产权审判
庭，加速助推形成国际化、法治化、便
利化的营商环境；成为四川乃至西南地
区的物资集散中心和购物消费中心，规
模以上商务服务企业和物流企业分别达
到429家和500家。

开放区位不断前移

成都形成了贯通南北、连
接东西、通江达海的立体交通
网络体系，大幅缩短了连接世
界的时空距离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成都从内陆
腹地跃升为开放前沿，成为距离欧洲大
陆最近的国家中心城市，大幅缩短了成
都连接世界的时空距离。

今年 8 月 21 日至 29 日，成都市
委、市政府组织代表团前往哈萨克斯
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开展对外交流活
动，数十家企业随行前往。品胜海外业
务责任人、千机网 COO 隆北平也在随
行行列中，“没想到出海这么快”的隆

北平提到，品胜的 3C 数码配件海外销
售布局与成都“一带一路”建设同步推
进，依托跨境电商和中欧班列 （成
都），目前品胜在海外线下点位已经扩
展至100处。

破除开放通道制约，使成都由“蜀
道难”变为“全球通”。目前，成都形
成了贯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
立体交通网络体系。双流国际机场跻身
世界最繁忙机场前 30 位，作为西部地
区唯一航线覆盖世界五大洲的机场，开
通109条国际（地区）航线、26条货运
航线，蓉欧国际班列连通境外罗兹、纽
伦堡、莫斯科等16座城市和境内14座
城市，获批六类航空进境指定口岸和三
类铁路进境指定口岸，高效畅达的国际
通道网络，成为成都乃至西部企业运用
国际市场的主要依托，加快构建了以大
通道促进大开放的新格局。

主动融入开放战略

一方面，加快布局通达全
球、中转高效、功能完善的国
际航空网络；另一方面，加快
构建“纵贯南北、横贯东西、
通边达海”的陆上物流体系

《全国“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发展规划》明确建设成都国际性
综合交通枢纽。作为全国门户枢纽第四
城，“亚蓉欧”立体大通道体系加快建
设，依托国际空港、铁路港“双枢纽”
构建空中丝绸之路和国际陆海联运“双
走廊”，以成都为核心汇集国际门户城
市发展资源。

一方面，加快布局通达全球、中转
高效、功能完善的国际航空网络，天府

新机场建成后，成都将成为国内第三座
拥有民航双机场的城市，旅客吞吐量将
达到 1.5 亿人次；另一方面，加快构建

“纵贯南北、横贯东西、通边达海”的陆
上物流体系，蓉欧快铁基本形成了“南
北中并行、天天有班列”的格局；从越
南河内经广西凭祥铁路口岸至成都的

“蓉欧+”东盟班列成功开行，打通了连
接东南亚与欧洲的陆上跨洲新通道。

成都加快构建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内外联动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坚
持以国家级天府新区、自贸试验区、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战略平台为支撑，
扩大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等口岸
平台服务半径，增强国别园区等产业平
台承载能力，强化“中国—欧洲中心”

“一带一路”交往中心等交往窗口作
用，形成了带动西部地区开放的重要通
道和合作平台，培育引领区域国际经济
合作的新高地。四川（成都）自贸区去
年 4 月 1 日启动以来，已完成 166 项创
新改革试验，自贸区内新增企业 2.9 万
户、新增注册资本3976.2亿元，其中新
增外商投资企业292户，85%集中在高
端服务业领域，逐步成为高质量外资企
业的集聚地。

成都着力于发展大经贸，放宽制造
业、服务业、金融业等领域市场准入限
制政策，围绕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
点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壮大外资利
用规模。全力支持电子信息、新能源汽
车、生物医药等领域“成都造”产品，
以及鞋类服装、农特产品、美食等“川
货”走出国门，优化外贸产品结构。
2017年成都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00亿美
元，外贸依存度达28.4%，居中西部城
市前列，“引进来”“走出去”并举，大
经贸格局加快形成。

成都：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钟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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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区。 白桂斌摄

构建开放新格局

本报讯 记者刘麟报道：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等 7 部门日前
发文，决定在湖南高桥大市
场 开 展 “ 市 场 采 购 贸 易 方
式”试点，着力在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的业务流程、监管
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先
行先试，通过制度创新、管
理创新、服务创新和协同发
展，逐步形成适应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发展的管理制度和
规则，为推动市场采购贸易
健康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

湖南高桥大市场于 1996
年 9 月份开业，如今已拥有
经营用地面积 1000 亩，优质
商户 6000 余户，从业人员超
过 15 万人，年交易额超过
1280 亿元，是中西部地区规
模最大的千亿元级商贸产业
集群和全国第三大综合性市
场 ， 辐 射 湖 南 、 湖 北 、 江
西、广西、贵州等 10 多个省
区市近 2 亿人口，是全国重
要的商品集散地、中转配送
地 、 货 源 辐 射 地 和 消 费 中
心，目前已形成 8 个专业市
场，经营产品种类 170 多万
种，成为湖南产业的展销平
台。2017 年，市场实现进出
口额7.6亿美元。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是
指在经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
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商品
货值 15 万美元 （含） 以下，
由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主管
地 海 关 报 关 出 口 的 贸 易 方
式。据介绍，“市场采购贸易
方式”具有多重政策红利。
一是参与主体的准入门槛更
低，凡是在高桥大市场范围
内 注 册 的 商 户 ， 经 过 备 案
后，都可以开展市场采购贸
易出口，高桥大市场个体户
都 能 够 参 与 到 国 际 贸 易 当
中，并且允许设立外商合伙
企业，与国内个体户享受同
等政策从事市场采购贸易；
二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的货物实行增值税免
征不退政策，既降低了商户税收成本，又提高了商户
的资金利用效率，综合成本至少降低 10%以上；三是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的货物允许按大类方式简
化归类申报，实施便利化通关措施，提升了市场采购
商品出口的效率；四是突破了原有“谁出口、谁收
汇”的外汇管理政策，不具备进出口经营权的个体工
商户也可以直接收汇。

湖南高桥大市场总经理罗晓告诉记者，市场围绕建
设“国际高桥、世界商港”，以“品牌化、专业化、信
息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为方向，努力打造成为国内一
流、国际领先的现代化商贸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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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股东研究决定，绵阳启明星集团有限公司拟对

所持四川双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100万股股份（占总

股本的2.36%）、江油巴蜀通口河电力有限公司5%股

权、绵阳市安州区邬家沟电站20%股权、绵阳启明星

杆塔有限公司20%股权、绵阳合源电力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20%股权、绵阳启明星磷化工有限公司5500万

元出资额及80740413.79元债权、四川启明星电力线

缆有限公司 437.82 万元出资额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

所公开挂牌转让。欢迎意向受让方咨询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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