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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周刊·学苑

“进博会”全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去年11月5日
至10日，首届进博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进
博会的举办是中国向外界传递的一个积极信号，以进口
作为主题举办会展，标志着中国从“全球工厂”转向

“全球市场”。首届进博会闭幕后的一年间，一大批展品
变为商品，相关政策已经或正在落地，既满足了中国百
姓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也为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
供了便利途径，进博会效应正不断显现。

长三角是进博会的重要参与者。11月5日至10日，
将举办第二届进博会。作为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和浙江

“一体两翼”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翼，宁波该如何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早谋先干，充分发挥近水楼台的“准主场”优
势，抓住进博会契机，主动承接进博会的溢出效应，深
化同上海的联动合作，谋划一批高能级进口平台，加快
培育进口商品“世界超市”，推动消费和产业升级，本期

“学苑”组织的3篇文章，对此作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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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 朱兴婷

在首届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营造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进博会打造包容开
放合作的新平台，有利于企业在全
球范围内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资源
优化配置，通过进口优质产品，倒
逼企业创新技术，升级产品质量，
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宁波应当着力
优化营商环境，放大进博会的辐射
效应，以商邀商、以商招商、以商
接商，推进转变重出口、轻进口状
态，进一步提高进口能级，促进传
统产业迭代更新，促进贸易相对平
衡发展，增强竞争优势。在 《2018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质量报告》 中，
宁波居全国前十名，但在通关贸易
便利化、要素资源获取等领域，宁
波还有进一步优化提升的空间。

一、以“三联”为导入
点，承接进博会辐射效应

1、联动进博会引贸易商。加快
招商，主动邀请进口博览会境外参
展商和代表团与宁波进口商进行贸
易洽谈。充分利用宁波与“一带一
路”国家贸易对接会、境外高访团
系列“宁波行”等专项活动，宣传
宁 波 进 口 便 利 化 政 策 ， 发 掘 新 商
机；搭建宁波与中东欧、东盟等国
家的经贸合作交流平台，展现各国
的经济政策、法律法规、经贸合作
等 信 息 ， 及 时 发 布 优 质 项 目 等 信
息，为招商引商提供信息服务。

2、联动进博会接中东欧。宁波
已连续承办了四届中国—中东欧国
家投资贸易博览会，已与中东欧国家
建立起良好关系。把握进博会机遇，
一方面，宁波应加强中东欧博览会与
进博会联动对接，争取将中东欧博览
会打造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
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争
取主动承担在进口博览会内中东欧
贸易商相关招商招展工作，争取把
中东欧合作项目引到宁波来。

3、联动进博会促影响力。加强
与上海联动合作，借力提升宁波综
合影响力。首先，与上海虹桥商务
区签订合作协议，入驻长三角城市
展示中心，向全球客商展示宁波营
商优势。其次，设立中东欧商品宁
波展销中心，并开通中东欧进口商
品网上商城，借助跨境电商平台扩
大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为中东欧商品进入国内市场创设更
多交易机会。再次，与长三角区域
内的临近城市搭建联动示范平台，
为优质服务项目创设推介窗口。

二、以“四化”为切入
口，优化宁波营商环境

1、加快打造更为便利化的营商
环境。一是投资准入“宽门槛”。全
面落实国家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
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 年版》要求，

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门槛，扩大
对外开放。二是项目审批“跑一次”。
围绕企业投资项目“最多跑一次”核
心目标，按照“减事项、减材料、减费
用、减时间”的改革路径，全面优化企
业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协同推进行政
审批和配套改革举措。三是企业融资

“无难事”。提升企业融资的可获得
性，采取有效措施支持金融机构向本
市中小微企业发放信用贷款。支持企
业在沪深交易所、“新三板”、银行间
债券市场等挂牌融资。

2、加快打造更为国际化的营商
环 境 。 一 是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 全 方
位”。打造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全面推行知识产权刑事、
民事和行政审判“三合一”，提高知
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二是
跨境贸易环境“全接轨”。打造与国
际接轨的跨境贸易环境，加快宁波
全面落实口岸通关“五个一”办理
机制，确保“单一窗口”主要申报
业务覆盖率超过 70%，确保宁波港
口通关准备、货物提离时间压缩三
分之一。三是人才流动机制“全覆
盖”。打造与国际接轨的人才跨境流
动机制。对符合条件的外国人申请
来甬签证，实现网上审核、当场签
发。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
子女申请在华永久居留提供便利。

3、加快打造更为法治化的营商
环境。一是法律保障“更健全”。加
强营商环境改革专项立法，切实加
大执行力度，完善执行联动机制，
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二是
监管体系“全流程”。强化事中事后
监 管 ， 以 事 中 事 后 监 管 责 任 为 重
点，调整完善各级部门权责清单。全
面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
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
开。三是社会信用“高水平”。加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实现公共
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与普惠金融信用
信息服务平台的数据交换与共享，
推进信用信息的深层次整合。

4、加快打造更为高效化的营商
环境。一是全域服务“标准化”。切
实提升服务标准化水平，全面推进
审批服务标准化、流程一体化，做
到全市域范围内同一事项、同一标
准的“无差别受理”，着力提升政府
服 务 效 能 。 二 是 服 务 体 系 “ 集 成
化”。切实提升服务集成化水平，推
动政务服务事项全部进驻行政服务
中心，并实现部分审批服务事项委
托窗口直接办理，完善跨层级、跨
区域的后台审批流转机制。三是服
务流程“数字化”。切实提升服务数
字化水平，优化浙江政务服务网宁
波 平 台 建 设 ， 着 力 打 破 “ 信 息 孤
岛”现状，推进部门系统与平台间
的数据交换，加快实现政务服务事
项的“一网通”与“一证通”，构筑
高效化的营商环境。

（作者分别为浙江大学宁波理工
学院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博士）

优化营商环境
放大进博会辐射效应

林承亮

市 委 、 市 政 府 最 近 出 台 的
“225”外贸双万亿行动方案，提出
要以数字化为引领，着力发展新型
国际贸易，推动跨境电商、数字贸
易、服务贸易跨越式发展。要把新
型国际贸易业态的培育与承接进博
会溢出效应结合起来，充分利用进
博会的开放新引擎作用，促进宁波
新型国际贸易提速发展。

一、发挥进博会对跨境电
商发展的促进效应

要利用进博会对全球优质商品
的虹吸效应，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
制度性优势，吸引一批优质国外商
品通过跨境电商方式“试水”中国
市场，时机成熟后再转向一般贸易
方式大规模进口。

建议在进博会上设立宁波跨境
电商国家级综试区展厅，向全球企
业宣传宁波跨境电商的区位优势、
政策优势和产业优势；组织宁波跨境
电商龙头企业与进博会国外厂商的
对接会，鼓励宁波跨境电商企业在进
博会上与国外品牌签订原产地直采
协议、战略合作协议等；支持、发动一
批宁波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和跨境电
商综合服务平台进驻进博会“6+365”
常年展示中心，定期与国外品牌商联
合举行品牌峰会；支持宁波跨境电商
服务商与国外品牌合作，共同成立跨
境电商公司开拓国内市场。要把进博
会作为宁波跨境电商由 1.0时代转向
2.0 时代的重要契机，把品牌化和直
采化作为新时期宁波跨境电商发展

的主攻方向，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外
品牌借助宁波跨境电商品牌进入中
国市场，打造国际品牌进入中国市
场的主门户之一。

二、发挥进博会对数字贸
易发展的促进效应

数字贸易化和贸易数字化，是
数字经济时代国际贸易转型的主要
方向。在 2018 年的首届进博会上，已
经展示了 100 多项来自人工智能、大
数据、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数字贸易领
域新技术、新产品。可以预见，随着全
球经济数字化程度的日益深化，与数
字贸易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在进博会
上所占的比例将进一步提高。

宁波传统贸易发达，但是除了
跨境电商以外的数字贸易发展明显
滞后。要抓住服务业开放步伐加快
的政策窗口期，吸引在进博会上参
展的云服务商、数字内容供应商、数
字技术行业应用服务商、数字贸易
平台企业等到宁波考察，着力吸引
一批企业到宁波落户；促进一批企
业与宁波本地数字贸易企业建立合
作研发、合作生产乃至股权合作关
系；支持国外大型数字贸易功能平
台到宁波设立分支机构，加快完善
宁波数字贸易服务链，提高宁波数
字贸易集群化发展水平。

三、发挥进博会对服务贸
易发展的促进效应

随着全球分工由产业链分工向
价值链分工的转变，以国际生产性
服务外包为代表的服务贸易已经成
为全球服务贸易的主流。宁波是国

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服务贸易发
展起步早，综合水平在全国同类城
市居于前列。随着近几年宁波对软
件信息、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
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扶持力度
的不断加大，有能力开展国际服务
贸易的企业数量正在快速增加。进
博会是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一个重
要契机，2018 年和今年的进博会均
专门设立了服务贸易展区，展示在
服务外包、创意设计、文化教育、
物流服务、综合服务等领域的优秀
服务贸易企业。

宁波一方面要吸引在进博会参
展的国际知名服务贸易企业，特别
是航运物流、研发设计、检验检测、
文化创意、金融保险等宁波重点发
展的服务贸易领域企业到宁波落
户，提高宁波服务贸易产业的竞争
力；另一方面要组织与宁波生产性
服务业优势匹配的新材料、汽车零
部件、纺织服装等领域的制造企业，
在参展的同时顺道到宁波考察，与
宁波生产性服务企业进行对接，创
造条件逐步提高宁波企业承接国际
企业服务外包的能力。要把进博会
作为促进宁波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鼓励企业走
出家门，在国际比较中寻找自身不
足，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改进企
业管理，不断提高服务标准。政府要
全力支持一批有能力的生产性服务
企业探索面向全球开展服务，转型
发展全球化的服务贸易供应商。

（作者为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
院商学院常务副院长、宁波市电子
商务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充分发挥进博会
对宁波新型国际贸易发展促进效应

姜丽花

宁波是外贸大市，但长期受到
“重出口、轻进口”倾向影响，进
口贸易的发展相对滞后于出口贸
易。“225”外贸双万亿行动方案提
出，要“持续扩大进口贸易，促进内
需与外需同步发力，推动进出口均衡
发展”，“到 2025 年进出口分别达到
一万亿元”。宁波应把承接进博会溢
出效应作为实现进口超万亿目标的重
要抓手，积极扩大进口，努力实现进
口与出口相对均衡发展。

一、培育高水平进口贸易
市场主体

进口市场主体的缺乏，是宁波
进口贸易发展滞后的主要瓶颈。要
利用进博会各类贸易洽谈会、供求
对接会，吸引一批境外企业到宁波
考察，推动大型外资企业将区域总
部、采购中心、物流中心等功能性机
构放到宁波；积极引导现有大型龙
头出口企业向进出口并重转型，鼓
励有自营进口权的大型生产型企业
剥离进口业务成立单独公司，向贸
易型进口企业转型；全力争取中字
头、国字头的大企业在宁波设立子
公司。以进博会为契机，大力推动世
贸通、中基惠通、宁兴云等外贸服务
平台由服务出口为主向进出口并重
转型，提升进口贸易综合服务水平。

二、拓展生产资料和消费
品进口需求

本地化的进口需求，是进口贸

易发展的核心推动力。要拓展宁波
制造业转型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
向往对进口生产资料和进口优质消
费品的需求，将进口贸易的拓展与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宁波国际消费城市
建设结合起来，着力拓展进口生产资
料和消费品的本地化需求。在进口生
产资料需求拓展方面，要充分利用进博
会对全球优质供应商的吸聚效应，组
织宁波生产企业与高端装备供应
商、关键零部件供应商的深度对接，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越来越多
的生产企业利用进口装备和进口零
部件提升生产品质。在进口消费品
需求拓展方面，要发挥进口商品中
心、中东欧国家商品常年展等进口
消费品展示平台优势，创新展示体
验方式，加快进口商品小镇等新型
体验平台建设，为消费者提供接触
进口商品的友好界面，进一步释放
消费者购买进口产品的需求。

三、聚焦特色产品优化进
口结构

一 是 做 强 能 源 与 大 宗 商 品 进
口。借助进博会交易合作平台，探索
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交易新模式，扩
大铜材、原油、成品油、粮食、LNG

（液化天然气）、铁矿砂等能源与大
宗商品的进口。二是做大优质生产
资料进口。发挥产业优势，加大精密
仪器、医疗设备、大型机器等先进设
备、先进技术、“246”产业关键零部
件等优质生产资料的进口，大力发
展进口生产资料专业市场，建设进
口装备产业园，打造成为长三角规

模最大的进口生产资料集散中心。
三是做精中高端和特色消费品进
口。以国际消费城市建设为引领，发
挥宁波八大指定商品进口口岸优
势，扩大汽车、苗木、水产、肉类、水
果、宠物饲料、母婴用品等优质消费
品进口，建立具有影响力的汽车整
车、游艇等高端消费品进口中心。

四、推进进口贸易服务平
台建设

建设进口贸易服务平台，打造
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主阵地。一
是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举
办与宁波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进行
联动，将中国—中东欧贸易便利化
国检试验区政策向更多的进口商品
延伸，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
打造成为全国最大的中东欧进口商
品展会，条件成熟后逐步拓展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商品展
会，把宁波打造成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首选之
地。二是做好宁波与中东欧“17+1”经
贸合作示范区建设与进博会的联动，
做深中东欧国家特色产品常年展，让
国内居民更好地接触中东欧国家，了
解中东欧文化，购买中东欧国家产
品。三是结合国际化社区建设、传统
综合体改造和城市街区改造，整合进
口品牌主力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主题馆、跨境电商主流产品，建设一个
集展示、交易、体验、休闲、娱乐、旅游
于一体的进口商品体验交易中心。

（作者为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
院商学院副教授、博士）

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
实现宁波进出口相对均衡发展

第二届进博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举办。（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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