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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打造“最多跑一次”升级版

说起优惠原产地证书，外贸企业并不陌
生。优惠原产地证书素有出口货物“纸黄金”
之称，出口企业凭优惠原产地证书可享进口国
或地区关税降税优惠。要取得此类证书一般要
经过三道流程，办理注册登记、申领产地证
书、签发。

按照以往流程，针地企业需分别向所属地
申请，着实不便。面对这一痛点，协议表明，
今后将通过打造甬舟两地“最多跑一次”改革
升级版，共同研究制定两地贸促系统商事认证
项目清单、申办流程、时限等统一标准，实现
甬舟两地企业贸促服务享受同等待遇。

简单地说，此协议为两地外贸企业打开了
方便的大门，可就近办理。

也有不少企业关心此协议“融合”的程度
究竟如何？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建立国际商
务合作平台，依托宁波“17+1”经贸合作示范
区的优势，共同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活
动，重点是共享共建中国（宁波）-中东欧国际
商务合作大会和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宁波
联络办公室等平台；依托开放和港口优势，共
同搭建利用外资平台，参与“一带一路”国家
商协会经贸会议、培训等活动，拓展“一带一
路”综合试验区辐射范围。

根据协议，甬舟两地还将共同开拓国际国
内展会市场。依托宁波、舟山两地产业基础，
进一步加快培育做大“浙江进口商品展览会”

“中国 （宁波） 国际文具礼品博览会”“中国
（宁波）国际新材料科技与产业博览会”“中国
普陀佛事文化旅游用品博览会”“浙江名品水产
加工东盟专场”等展会，力争做成全国知名展
会品牌，探索共同举办宁波国际家电展、宁波
国际汽配展。

值得关注的是，今后两地将共同优化国际
营商环境。探索构建服务商事法律新模式、新
载体，助推甬舟区域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
营商环境建设；探索共享双方司法、仲裁、调
解、高校、律所等机构以及企业建立的双边或
多边合作机制。

此外，两地将在国际商会服务模式、两地
贸促工作等领域开展合作。宁波市贸促会党组
书记、会长徐光宪表示，两地签署《协议》，目
的就是希望通过建立合作模式，探索打造“甬
舟贸促一体化”工作实践平台，提供合作路
径，展现贸促在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中的
作为与担当。

甬舟贸促合作迈上新台阶
记者 谢斌

中国（宁波）—“一带一路”国家商会商务合作对接会。

去年8月，宁波与舟山共同召开了甬舟一体化
推进会，会上，甬舟两地的贸促往来提上了日程。
经过一年来的筹备，9月11日，宁波市贸促会与舟
山市贸促会正式签署《甬舟贸促一体化发展合作协
议》。

根据协议，今后两地将创新合作机制，共同建
立联席会议制度、项目化推进机制、联络和协调机
制，实现甬舟两地贸促资源共享和区域协同发展。

融合发展走在前、做在先

“甬舟两地地缘相近、民俗相通，可以做
到资源互鉴、优势互补。今年以来，我们主
动对接宁波相关部门，走访宁波相关部门，
促成了宁波外资企业来舟山开展经贸洽谈。”
舟山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说，经贸考察团来考
察并进行项目对接洽谈后，已有全贸通信息
科技项目在舟山注册落户，宁波外资企业还
与定海海洋科技产业园合作的工业园区项目
进入深度洽谈。

不仅是宁波的企业走进舟山，眼下不少
舟山企业来宁波谋求新的发展。不久前，舟
山化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柯廷文
便将企业核心研发团队入驻到了位于东部新
城核心地段的浙江创新中心。

在柯廷文看来，宁波拥有完整的产业
链。近年来，宁波提出大力建设“246”万千
亿级产业集群，培育形成绿色石化、汽车2个
万亿级产业集群，这对于从业化塑行业的企
业来说，正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源。“宁波不
但拥有数量庞大的原油基础、新材料厂家，
还有像汽车、家电这样的应用市场，产业生
态十分成熟。”

他认为，两地贸促协议的签订，一方面
能够促进要素在区域内的有效流动，提高资
源集约利用水平，降低企业成本；另一方
面，有助于深化产业分工，实现两地区域上
的优势互补，进而形成经济增长“新引擎”。

“作为舟山企业可以享受到宁波的优厚政策福
利，我相信，这是最适合我们公司的选择。”
柯廷文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

“甬舟经贸往来频繁，有了这个协议框
架，今后将有更多的舟山企业可以‘嫁接
’宁波的优质资源；而宁波也可以‘借力
’舟山的特色产业，为企业发展做后续配
套。而我们也将为两地间的合作交流、提
供更好的服务。”舟山市贸促会党组书记、会
长宋晓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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