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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张江活力强劲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深化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
提升营商环境，是海关支持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海口海关积
极开展监管制度创新，全力服务海南更高
水平的开放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中国石化（香港）海南石油有限公
司是率先尝到创新红利的企业之一。不
久前，随着海南自贸港“保税油品同船
混装运输”业务的启用，该公司首单
7100 吨燃料油和 500 吨柴油顺利销到
香港。

“这相当于为我们的保税油品出口创
造一个新品种。”中国石化（香港）海南
石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俊栓说，这一制
度创新，大幅提升洋浦保税油品国际市场

竞争力，2020年公司保税油品出口量有
望增加约 50万吨，整体出口增长 10%
以上。

据悉，除不同品种保税油品同船混装
运输等创新成果外，海口海关还在全国率
先实施了“境外游艇入境关税保证保险制
度”“优质农产品出口动态认证+免证书
备案”等，被纳入海南自贸试验区第二、
四、六批制度创新案例。

海口海关还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推
动海南自贸港产业转型升级。

为推进海南建设全球动植物种质资
源引进中转基地，海口海关会同三亚市
政府、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就建设
国际一流的中转隔离基地、检疫中心和

海关业务监管平台等项目进行全面论
证，全力支持中转基地设施建设和海关
监管制度创新，并配合海关总署出台了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海关
监管方案》。

在创新优化博鳌乐城先行区药品监管
流程上，海口海关创新进口特殊物品“先
审批入仓，后核销出仓”监管，半个工作
日办结卫生检疫审批手续。首批30.57万
元的进口生物类药品已成功申报进入博鳌
乐城医药公用型保税仓。

在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高质量发展
方面，海口海关出台了10条具体措施，
推动平行进口汽车保税仓储、跨境电商保
税展示业务等贸易新业态加快发展，

2019年海南跨境电商进口申报清单首次
突破10万单。不仅如此，跨境包裹通关
速度越来越快，消费者购物体验也越来
越好。

为全力助推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海口海关支持服务海南省开通2019
年第100条国际航线，支持当地临空产业
集群发展。同时，继续支持离岛免税政策
效应放大，通过创新监管模式，成功保障
离岛免税政策第五次调整落地落实。
2018年12月1日离岛免税新政实施1年
来，共监管销售免税品1746.42万件、销
售金额128.86亿元、购买旅客328.66万
人次，与 2018 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31.87%、34.08%和20.10%。

海关制度创新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报记者 顾 阳

近日，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再次迎来投
资高峰，共投资768亿元的53个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入驻、签约，涵盖企业、高校、产
业园区、人才公寓、河道绿地、交通路网等
多个方面。从“园区”到“城区”转变的上海
张江，正在显示出强劲的“创新力”。

产业制度创新 释放强劲活力

“如果不是在张江，如果没有这项制
度，中国第一个本土研发创新药不会这么
快上市。”和记黄埔医药资深副总裁吴振
平说。2018年11月26日，呋喹替尼胶囊
宣告正式商业上市，该药用于治疗转移性
结直肠癌，当天，就有国内患者凭着处方
拿到了“救命药”。这也是首个在中国探
索、研发并获批治疗结直肠癌的抗肿瘤
新药。

吴振平所说的这项制度，指的是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制度试点。

重顽疾治疗领域的新药研制，素来以
周期长、投资大、风险高著称，在国际上有
着“双十”（10年时间、10亿美元）的说法。
但浦东，特别是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基
地——张江药谷，经过10余年培育，已成
为国产创新药的高地。

多年来，张江一直在探索制度创新，改
变药品上市许可和生产许可互为条件的现
状，允许符合标准的企业为研发机构实施
代工生产。从张江释放的政策红利从未停
歇：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大大降
低了新药产业化的门槛和成本。对生物医
药研发机构的分类监管新模式，减轻了企
业发展负担。

如今，张江又一个生物医药产业的重
大创新举措——CDMO（医药领域定制研
发生产）也在洽谈中，一旦落地，将成为本
地创新药产业化的重要路径。

源头创新 张江医“力”倍增

当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
市场，源头创新能力始终是医药产业发展

的内生动力，在20多年前仍是仿制药丛生
的大环境下，张江硬是靠“创新”把医药市
场这个“冷板凳”坐热。

如今，我国每批准3个1类新药，就有
1个来自于张江。不仅如此，这里还是新
药创制成果最突出、CRO（临床试验业务）
服务最活跃的生物医药创新地，并拥有从
新药研发、临床研究、中试放大、量产上市
的完整产业链。

不久前，在张江的上海博芮健制药有
限公司宣布，公司在研项目阿尔茨海默病
创新药BrAD-R13已于2019年5月10日
获得美国FDA临床试验默示许可。该款
新药是全球首个获批进入临床试验的小分
子TrkB受体激动剂，拟用于治疗轻中度
阿尔茨海默病。

糖尿病患者也迎来好消息。华领医药
开发的创新药HMS5552，作为中国首个
新机制新结构的1.1类新药，首次在全球
范围内提出糖尿病个性化诊疗理念，专门
针对中国糖尿病患者发病特点，采用一靶
多点的功能调节手段进行治疗，预计在今
年年中完成临床III期，然后递交药品上市
许可申请。届时，张江将再添一款打上中
国制造烙印的“创新药”。

此外，在备受热捧的细胞免疫治疗领
域，坐落在张江药谷的优卡迪、恒润达生、
西比曼等公司已经提出7项CAR-T细胞
治疗临床申请。另一项受到热追的PD-
1/PD-L1抑制剂，目前也已有君实生物、
复宏汉霖等10个来自张江药谷的品种提
出申请。

1994年，张江生物医药产值刚从零起
步。如今的张江集聚了600多家生命健康
创新企业，超过400个在研药物品种，超过
130个项目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国家级研
发机构近 150 家，1000 多项专利授权，
1000万份生物样品存储能力。

从零开始的张江如今已形成生物制药
的研发创新产业群，并建立起从新药探索、
药物筛选、药理评估、临床研究、中试放大、
注册认证到量产上市的完整产业链。在提
高投入产出效率上下功夫的同时，张江也

在力求提升创新“密度”，着力构建全国乃
至全球生命健康产业的创新培育地。

医疗器械新名片

如今，在全球范围内，平均每8秒就有
一个微创医疗的产品被用于救治患者生命
或改善其生活品质。其上市的产品中约有
300个已进入全球近万家医院。

“上世纪90年代的张江，不过是一个
由农田和小河交织而成的大农场，我办公
室所在的郭守敬路，3公里以内，连红绿灯
都很少见。”微创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常兆华回忆说。不过那样的环境
反倒激起了他的创业雄心，他坚信迟早会
有一个高端医疗器械集团从张江走向
世界。

在张江，有着同样创业精神的企业家
还有很多。逸思医疗现已成为全球唯一提
供完整肿瘤微创外科手术解决方案的医疗
器械企业，其最具代表性的60度超大转角
easyEndo通用型腔镜吻合器，让外资巨
头都为之震撼。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医械市场的增
速超过20%，远高于全球市场的5%，正是
因为有这样一批张江企业的不懈努力，才
让我国医疗器械品牌被世界认可。

随着医药产业链的发展成型，国内的
高端医疗机构也纷纷入驻张江，聚集了上
海肿瘤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
中医药大学、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应用物理
所、上海健康医学院等机构，医药科研、转
化应用、健康护理的集群效应已逐渐显现；
质子重离子治疗、细胞基因治疗、免疫疗
法、干细胞治疗国际四大肿瘤诊疗技术也
均在张江布局，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肿瘤
医院东院、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等一批具备
肿瘤诊疗特色的优质医院也将形成高品质
的诊疗窗口效应。

“园区”到“城区”转型加快

2019年12月份，张江“科学之门”项

目正式启动。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吴强告诉记者，2019
年先行启动8个地块建设，总投资约345
亿元，其中，两栋320米超高层组成的

“科学之门”，占地面积约4.2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 58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142亿元。建成后的“科学之门”兼具办
公、酒店、商业等混合业态，将成为上海
乃至全球瞩目的地标建筑，也将是张江面
向世界、欢迎全球创业者来张江共建世界
一流科学城的象征和标志。

在从“园区”到“城区”的转型中，张江
显示了巨大的“吸附力”。以生物医疗、智
能芯片等为代表的高精尖项目纷纷落户：
远景智能物联网总部孵化中心拥有国内
最大的智能物联网操作系统，拟引进海内
外高层次人才超200人。阿里巴巴上海
研发中心计划开展包括人工智能芯片和
嵌入式芯片技术的前瞻研究、产品研发和
产业应用；鲲游光电，专注“光芯片”层级，
用革新的思路将半导体与光电子巧妙地
融合起来，在晶圆层面上制成高精度、微
纳尺度的光学结构，在国际芯片舞台实现
弯道超车。

IBM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微软人工智
能和物联网实验室都是集聚在张江人工智
能岛上的头部企业代表。复星凯特CAR-
T项目产业化基地项目，已获得在中国的
全面技术转让和商业许可权；美国强生
JLAB项目将国际先进的创客空间全新理
念引入到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瞄准关键核
心技术的主导产业方向，推动重大项目落
地，大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策源能力，跑
出“张江加速度”。

一系列高端项目的建设，为张江的
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将进一步推进张江由“园区”向“城区”转
型，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和策
源功能，更好地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和营
商环境，更好地集聚全球各类高端创新
资源，更好地形成一批从0到1关键核心
技术原创成果，更好地参与国际合作与
竞争。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已形成

生物制药的研发创新产业群，建

立起从新药探索、药物筛选、药

理评估、临床研究、中试放大、注

册认证到量产上市的完整产业

链，并力求提升创新“密度”，着

力构建全国乃至全球生命健康

产业的创新培育地。从“园区”

到“城区”转变的上海张江，正在

显示出巨大的“吸附力”和强劲

的“创新力”。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俯瞰图。 （资料图片）

推行“办理海关事项不求人”工作，优化海关检验监管模式，
开通特殊物品进出口企业“直审直批”绿色通道……近日，哈尔滨
海关公布《关于支持中国 （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措
施》，共20条具体政策。“我们立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哈尔滨海
关副关长朴明华说。

2019年8月30日，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揭牌，哈尔滨
片区、黑河片区、绥芬河片区相继启动建设。开放水平最高、自由化
程度最强、便利化措施最全、辐射面最广……黑龙江按下了开放“快
进键”，营商环境再度升级。

自成立以来，黑龙江自贸试验区用一项项实打实的硬招重塑营
商新环境：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和政务服务“最多跑一次”；深
入探索地方营商环境法治化体系建设；探索建立普通注销登记制度
和简易注销登记制度相互配套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黑龙江正在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先行先试，充分发挥自贸区的
示范带动作用。

在政务服务大厅里，进境木材服务区窗口处，一家木业公司的业
务员仅用了15分钟，就办理完一批进境木材的运输证和检疫证。这
是绥芬河片区政务服务中心的日常工作场景。随着绥芬河片区同步
开张的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了商事登记服务区、建设项目审批服务区、
进境木材服务区、办税服务区、行业许可综合服务区，可办理政务服
务事项576项。“我们还将加快负面清单、一窗受理、并联审批、综合
服务等投资体制改革。”绥芬河市委副书记王镭说。

而在黑河片区，跨境商事登记全程帮办服务也让境外投资者享
受到便捷。2019年12月初，黑河片区首家外商独资企业黑河市艾
维基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拿到了营业执照和电子证照。证照下发的时
候，企业法人身在俄罗斯莫斯科。以往需要企业自己完成的注册工
作，这次一切都有人为其“代劳”，从材料齐全到受理审核只用了半个
小时。黑河片区行政服务中心主任张红说：“跨境商事登记受理和远
程审批、远程帮办是我们的一个创新举措，目的就是要营造一流营商
环境吸引更多投资者。”

承接国家政策红利，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抓投资、抓项目、抓招商、
抓环境、抓改革开放创新、抓解放思想，按照“目标+考核”“专班+园
区”新机制，强化招商引资在自贸区的生命线作用，吸引高端装备、智
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和高端服务业等大量企业
入驻。

黑龙江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国家改革的试验田，黑龙
江自贸试验区将营造出一个制度先进的营商环境，实现投资贸易便
利化、自由化，用制度创新实现扩大开放，最终推动发展。

黑龙江自贸试验区：

营商环境再升级
本报记者 马维维

“自接入FT账户体系以来，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已为约50户企业
提供自由贸易账户开户服务，受理超百户企业开户申请，3天交易金
额超过26亿元。”在日前举行的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FT账户上线发
布会上，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副行长张屹东介绍。

FT账户是自由贸易（Free Trade）账户的简称，指银行为客户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单元开立的规则统一的本外币账户。
FT账户体系是央行支持自贸区发展30条意见中的关键内容，是探
索投融资汇兑便利、扩大金融市场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的一项重要
制度安排。

2019年9月，人民银行批准天津正式成为继上海、海南之后第
三个上线FT账户体系的地区。作为首批获批FT账户的天津港首
农食品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截至目前已交易400多万美元。“在做
国际肉类进口过程中，特别是欧洲以及南美的牛肉，目前FT账户可
以同时比较国内和国际两个币种价格，更方便企业做决策。同时结
汇的速度非常快，基本当天就可以完成，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天津
港首农食品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荐家强说。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机场片区管理局局长何江介绍，“机场片区
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许多企业都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企
业。FT账户让企业以本币、外币实现快速结售汇，通过利率调整来
实现资金增值、保值，让资金流动性更强，非常受企业欢迎，他们非常
希望将FT账户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天津滨海新区全境”。

天津自贸试验区内企业众多，产业门类齐全，而天津经开区更是
拥有大量出口加工企业和贸易企业，这都需要境外快速结转，以及与
外资企业频繁交易。因此FT账户发展前景广阔，对企业发展促进作
用明显。目前，首批获批FT账户的20家企业，大多是跨境汽车贸易、
加工制造等外贸企业，资金往来跨境需求强烈,特别是大额资金进出
需求较大。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刘云飞介绍，“FT
账户更接近于市场，适合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的金融服务理念，更为企
业打开了面向海外市场的通道。目前，中国银行的FT账户分账核
算体系，已经建立了强大硬件支撑，而天津也经过业管、管理的全流
程验收”。

天津自贸试验区：

FT账户打造
企业“远洋”新优势
本报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4月7日，安徽省马鞍山市经开区台资企业华孚精密科技（马鞍
山）有限公司员工在特斯拉等汽车配件生产线上忙着加工、检验产
品。该公司通过轻金属精密合金加工工艺，设计、制造汽车安全件
等核心部件，为国际知名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据了解，在马鞍山
市多部门的联合推动下，该市台资企业全部恢复生产。

王文生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