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这片开放“试验田”为何值得“被选择”

新华日报记者 付 奇

青海日报记者 芈 峤 张多钧

一个开放的高地，引领的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的发展，更是全国高新产业能级的跃升。

一片自由贸易“试验田”，不单赋能长三角矗立全国经济鳌头的底气，更将开放的经

验“撒播”全国。

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

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近年来，长三角重点打造自

由贸易试验区，成为各区域资源丰富、发展活跃、创新能力强、辐射力强的引领前沿板块，

更为全国输送出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这里，通达江海的是区位，开放共享才是目标！

11 月 14 日，记者前往被认定为国家级新区、自贸试验区“双区”的中国（江苏）自由

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感受江苏省“开放之门”的“开放图景”！

【现场探访】

11 月 14 日，从南京城区出发，驱车沿江底隧道穿江而过，一片新城让人豁然开朗，与

其他地方不同，这里的建筑物形态各异，极具现代都市气息，特别是江边一个圆形的建筑，

与自然的江景和现代的城市融为一体，这就是采访组的第一站——江北新区规划展览馆。

“我们现在在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这里重点发展集成电路、生命健康、人

工智能、物联网和现代金融等产业……”讲解员一一讲解，为大家展示试验区的全貌。

这其中，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南京片区获批 4 周年来，累计形成近 200 项制度创新成

果，其中 63 项在全国全省复制推广。今年上半年，南京片区所在江北新区新增注册企业同

比增长 36%，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 23%。

一个走在改革前沿的试验片区，究竟有怎样的吸引力？有哪些创新举措？是否是企业

众多选择中的最优者？带着疑问，记者继续探访！

与江北新区规划展览馆相连的是江北新区市民中心。刚走进服务大厅，就有工作人员

上前询问办理什么业务，随后引导到对应窗口办理。

在国际人才服务中心窗口，记者见到几位外国友人刚办理完业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南京自贸片区通过整合窗口、流程，实现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工作类居留许可一窗、

一站式联动办理，两证同时领取。同时，审批时限由原来的两证 25 个工作日，缩短为 10

个工作日。”

不仅如此，试验区为聚焦自由便利，持续不断加快探索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如首创全

国“海外仓离境融服务模式”，海外仓出口企业贸易融资 3 个工作日即可到账；推行“保

税仓库出入库全链数字监管新模式”，出入库审批时间由原来的 3 个工作日缩短至半小时；

推进新能源汽车出口业务，成为外贸新增长点……截至目前，就南京片区而言，已累计形

成近 200 项制度创新成果，用一批改革创新举措打开开放格局。

随后，记者又来到南京江北新区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透过参观通道的玻璃墙，看

到布满存储器的机房。这里存储了江苏省 3 万余家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涵盖全省 8000 余万

人口的健康档案。

除了数据支撑，走在该平台的实验室楼层，可以看到一批身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员正在

进行实验。平台工作人员刘植花介绍：“我们这里建设有基因测序中心、大数据中心、质



谱检测中心、新药检测中心、基因与细胞实验室等，各中心内多是动辄百万、甚至上千万

的设备，还配有专业的技术人员，能满足服务生物医药企业研发链条上的全部需求。”

服务支撑给了产业发展动力。刘植花还说，我们平台牵头成立生命健康产业科学仪器

共享服务联盟，吸纳 22 家企业、科研机构、技术平台加入，累计为长三角区域生命健康企

业提供智能化线上预约服务 4000 余批次，减少固定资产投入近百亿元。

长三角地区是全国生物医药产业高地，贡献了全国生物医药产业约 30%的产值，记者透

过南京片区一个医药公共服务平台看到了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信心。

随后，来到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的最后一站——国家集成电路“芯火”平台。

“我们平台围绕芯片所需的公共技术、人才培养、芯机联动构建专业化服务……”南京集

成电路产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辉介绍道。

李辉还说，截至目前，平台提供技术服务 2.1 万余次，支持项目研发 600 余个，服务

额近 5 亿元，累计培养人才 10 万余人次，助力高端人才集聚江北新区 4200 余人，为产业

链企业提供全要素服务，成功入选国务院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最佳实践案例”。

从国内产业空白到集成电路产业集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600 余家，让“芯片之城”初

具雏形，江北新区只用了不到 10 年。

看着一幕幕试验区开放、包容、高效的改革场景，听着一项项试验区大刀阔斧敢为人

先的改革举措，南京片区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不断放大自贸“溢出”效应，实现“试在江北、

用在南京、服务全省、贡献全国”的目标。

此时此刻，记者也有了答案，好的服务机制确实能引得“金凤凰”，开放的胸怀更能

让“凤凰”驻足，多项首创性制度创新成果和服务平台建设，正是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把

握开放新机遇的最佳诠释，这里值得被选择！

【新闻纵深】

江苏自贸试验区南京片区获批 4 年，累计形成近 200 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 63 项在全

国全省复制推广。搭建生物医药集中监管与公共服务平台，正是被全国推广的成果之一。

让制度创新的红利转变为产业发展的动力，这是开放南京的生动一角。作为全省惟一

叠加“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两大国家开放战略的城市，开放南京势头正劲——近

3 年外贸进出口连续迈上 5000 亿元、6000 亿元台阶，实际使用外资连续 3 年实现两位数增

长，对外承包工程规模连续 11 年稳居全省第一。

无论是通达全球、货畅四海的对外贸易，还是牵手全球、磁吸外资，在江苏经济版图

上，内联外畅的“开放优势”始终是其发展的不变基因。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也是江苏发展的亮眼底色。近年来，江苏人民沿着习近

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攻坚克难，江苏对外贸易量质齐升、双向投资合作稳中提

质，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拔地而起，一块块制度“试验田”变成“高产田”，共建“一

带一路”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形成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外开放的

广度和深度得到全面拓展。

眼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国内外贸形势严峻。作为开放大省的江苏是如何稳

定市场预期，逆风而行的？

拓资源、优市场，高质量引进来、强有力走出去……今年以来，江苏承压而行，一边

出台“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14 条措施”，在开展“百展万企拓市场”行动的同时，推进

全省 13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创新发展，大大拓宽企业市场

渠道，为开放发展破除“藩篱”。

一边应对全球需求走弱的压力，求新求变，构筑新优势、积攒新动能——功能性机构、

全球总部、联合研发等成为外资奔赴江苏新的关键词。

据统计，前三季度，江苏省外贸进出口 3.83 万亿元，同比虽下降 6.5%，但降幅较前 8



个月收窄 0.7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9 月份，江苏省外贸进出口 4681.3 亿元，同比降幅收

窄至 1.1%，环比增长 5.1%，外贸进出口规模连续 5 个月实现环比增长，彰显出开放大省的

经济韧性。

交出开放发展靓丽答卷的背后，是对开放发展理念的“再深化”“再挖掘”。

“下一步，我们将牢记‘在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列’总目标和‘四个走在前’‘四个

新’重大任务，有效发挥重大战略叠加、产业体系完整、市场规模大、开放程度高等优势，

聚焦建设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江苏将放大

向东开放优势，做好向西开放文章，更大力度稳外贸稳外资，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塑

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立足主动开放、双向开放、全面开放、高水平开放、共赢开放等“五个开放”，江苏

正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对外开放，不断汇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由开放大省

破浪迈向开放强省。

【记者观察】

今天的中国，以开放的胸怀主动敞开大门，拥抱经济全球化下的发展新机遇。开放的

基础在于祖国的强盛，作为经济发展头部地区的江苏省，对外开放发展具有先天优势，为

实现更高质量对外开放，江苏省敢为人先，在更高起点上开创变革，成果值得肯定，经验

值得吸收。

特别是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把制度创新核心任务与重点产业发展、

开放功能培育、创新要素集聚结合起来，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特别是试验区立足

产业需求、聚焦自由便利、完善创新生态，一项项诱人“红利”使得来南京片区成了吸引

各国优秀企业和人才无法拒绝的理由，自由贸易区也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

回看青海，作为古丝绸南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抢抓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机遇，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几年间，填补了各项对外贸易的空白，贸易“朋友圈”

也在越做越大。但是，距离江苏省高质量开放，服务体系、办事效率、变革勇气等还有一

定差距，江苏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其他附件

南京江北新区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内，技术服务人员正在实验室内进行操作。 江北新区

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供图

南京江北新区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技术服务人员工作中。 江北新区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供图



南京江北新区规划展览馆。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江苏自贸试验区南京片区载体腾飞大厦。徐方盛 摄



南京江北新区航拍。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