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自贸试验区
改革红利引导高端产业加速聚集
未来，湖北自贸区将以“高端产业集聚、创新创业活跃、金融服务完善、监管高效便
捷、辐射作用突出”为目标，继续打好深入改革的“组合拳”，建设高水平高标准的自
由贸易园区。

 本刊记者  郑璐／文

光
电子信息引领全球、新能源

汽车渐成规模、生物医药蓬

勃发展……湖北自贸试验区

挂牌运行一年多来，不断探索体制机制

改革创新，积极拓展外贸通道促进内陆

开放，三大片区市场活力逐步显现，高

端产业呈集聚发展态势，成为推动湖北

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对内深化“放管服”
湖北自贸试验区涵盖武汉、襄阳、

宜昌三个片区近120平方公里。2017年

4月1日挂牌运行以来，湖北自贸区将

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改革发展的“先手

棋”，先后推出“马上办、网上办、一

次办”政务改革、国地税一窗通办、无

申请退税、先出区后报关、先放行后改

单等5项创新成果，并且通过国家层面

推广, 改革试验田的“苗圃”效应逐步

显现。

走进位于东湖高新区的武汉片区，

在公共服务中心看到，二楼的自贸区13

个行政服务窗口，正在有序办理各项

业务。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刘子

清说，依托自贸区的建设，武汉片区深

化行政审批与服务改革，加快政府职能

转变，将充分行使依法下放给自贸区的

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实施探索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证照分离”“多证

合一”等改革事项。

办通行证、处理违章、办营业执

照、取税务发票……这些以前需要提供

多项证明、跑多个部门、等较长时间才

能办妥的事项，如今基本可以实现立等

可取，这得益于武汉片区“马上办、网

上办、一次办”的审批模式改革。

“过去拿着项目规划图纸要逐个找

人防、园林、城管等部门审批，全程跑

下来最快也要两个月，现在一周就收到

所有审批部门集中反馈的意见，确实有

效率。”拿着项目规划图纸审批意见，

武汉宁康园项目负责人十分感慨。

“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改

革，将企业设立审批时间从7个工作日

减至1-2个工作日，一年为企业和群众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近5000万元，这一

案例也由国务院自贸试验区工作部际联

席会议办公室印发工作简报，供全国借

鉴参考。

评估显示，湖北自贸试验区170项

改革试点任务目前已启动166项，启动

率98％；其中136项已取得可检验成

果，占比82％。“放”更有含金量，

“管”更具有效性，“服”更有获得

感。2018年7月，由中山大学自贸区综

合研究院发布的“2017~2018年度中

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显

示，武汉自贸片区的制度创新指数为

76.24，在全国同批次自贸区中排名第

二。值得一提的是，在制度创新指数的

5个一级指标中，武汉自贸片区“政府

职能转变”指标得分名列第一。

减环节缩时间、减证减税降费、

“一网一门一次”……“放管服”改革

显著优化了湖北的营商环境，也激活了

民间投资热情，给湖北经济提供了新的

动能。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湖北

民间投资持续向好，同比增长11.7%，

连续4个月高于全省投资平均增速。如

今，民营经济创造了湖北五成GDP、近

六成税收、七成社会投资和八成以上新

增就业岗位。

转劣为优 “得中独厚” 
不沿边、不靠海，开放一直是湖北

的短板。“全面改革开放试验田和内陆

对外开放新高地”，却是国家对湖北自

贸区的战略定位。扛起湖北扩大开放的

大旗，湖北自贸区责无旁贷。

建设一年多来，湖北自贸区对标国

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最大限度减少

贸易障碍、增加市场自由度，全球配置

资源的水平大幅提高。

为服务好湖北自贸区发展，武汉海

关先后出台28项创新举措。其中“先出

区后报关”入选全国可复制推广的创新

案例。据测算，新模式下平均每批减少

3个半小时通关时间，每票降低企业运

输成本约150元。

除了“先出区、后报关”外，通过

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触发卡

口自动抬杆放行货物的“内外贸同船运

输货物智能放行政策”，也助推了外贸

发展。目前，武汉片区还在积极推进城

市货站建设，相当于把机场口岸服务前

移至“家门口”。

对此，长期与国际巨头短兵相接的

华工科技集团深有体会。“借助自贸区

平台，我们将能更好地对标全球先进技

术，参与国际竞争。”华工科技董事长

满怀憧憬地说。

昔日身处内陆的劣势，已变成今天

“得中独厚”的优势。作为全国重要的

高铁路网中心、高速公路网枢纽、长江

航运中心，湖北的商品东由长江“下扬

州”、西部经汉欧班列“走西口”、南

部经京广和京港高铁“下南洋”，正利

用公铁水空“立交”方式走向全球。

多重资源要素叠加之下，湖北对外

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越架越宽，国际投资也源源而来。据统

计，2017年湖北海外直接投资企业达到

145家，人福药业建成西非第一家现代

化制药厂。以中铁大桥局为代表的湖北

建桥军团，在30多个国家设计建造了近

200座特大桥。截至2018年9月底，湖

北自贸试验区新设外资企业151家，合

同外资33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21亿美

元，完成进出口总额1536亿元人民币，

约占全省同期的三分之一。

充分发挥联结长江经济带和“一带

一路”的重要节点作用，加快“引进

来”和“走出去”步伐，湖北自贸区正

在成为内陆开放的新高地。

科教自贸特色鲜明 
湖北历来是科教大省，利用高校林

立、人才云集的优势，湖北自贸区主

打科技创新牌，经过一年多的探索与实

践，武汉、襄阳、宜昌三大片区已经形

成特色鲜明的产业格局，践行“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聚集区”的定

位，越来越多的“国之重器”项目正带

动着高端产业链加速集聚发展。

发展高端产业，必须要有高端人

才。三大片区相继推出放宽外国留学人

员在自贸区工作许可条件、实施外籍人

才口岸签证政策、允许外籍人才多岗位

兼职、设立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永久居

留直通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如，武汉

片区以“3551光谷人才计划”和“四

大资智聚汉工程”为重点，推进招才引

智；襄阳片区建设国际人才服务港，打

造国际人才引进“直通车”；宜昌片区

建立高层次人才项目年度述评制度和问

题清单认领制度。

目前，除4名诺奖得主，湖北自贸

区还聚集了75名中外院士、400余名国

家“千人计划”专家以及上万名博士

生，形成“金字塔”型多层次人才体

系，成为中部首屈一指的顶尖人才高

地。

此外，湖北自贸区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开展专

利导航工作，促使创新资源向产业发展

的关键技术领域聚集。据商务部通报，

2017年湖北自贸试验区新增专利申请、

新增专利授权和新增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在前三批11个自贸试验区中均遥遥领

先。

高端人才引领高端产业。依托有着

“中国光谷”之称的东湖高新区，武汉

片区正在打造超万亿产值的世界级光电

子信息产业集群。据介绍，武汉片区目

前已引进总投资额2000多亿元，长江

存储、华星光电、联想摩托罗拉为代表

的国内外知名企业纷纷入驻，已形成五

大千亿产业和两大新兴产业格局，完成

“芯片—显示—智能终端”全产业链布

局。同时，以小米、海康威视、科大讯

飞等为代表的60多家知名高附加值企业

在武汉片区设立“第二总部”，正逐步

成为我国“互联网＋”产业第四极。

襄阳片区着力建设中国新能源汽车

之都，规模以上新能源汽车企业实现年

产值超过150亿元。从动力电池到驱动

电机，从整车控制到电动空调，从电动

转向到充电设施，一个新能源汽车全产

业链在襄阳已经形成。

宜昌片区则聚焦生物医药产业，挂

牌以来总投资亿元以上重点项目15个。

2017年，宜昌片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增幅达20%，占GDP比重达到45%。

得益于科教优势和三大片区差异发

展，湖北自贸区对创新型企业的吸附

力不断加大，高端产业集聚发展态势明

显。截至2018年9月底，三大片区共新

增企业19657家，引进知名企业总部项

目60多个，其中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占挂牌以来引进项目的比重达到

69.4%。

光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

药……一个个特色鲜明的产业，正在

构筑湖北发展的新优势。未来，湖北自

贸区将以“高端产业集聚、创新创业活

跃、金融服务完善、监管高效便捷、辐

射作用突出”为目标，继续打好深入改

革的“组合拳”，建设高水平高标准的

自由贸易园区，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

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推动湖北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马上办、网上办、一
次办”一年为企业和群
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近5000万元。5000万元

3736

金融世界  .  FINANCE WORLD

2019年 / 第 1 期 2019年 / 第 1 期

特别策划
SPECIAL 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