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经
济增长趋缓以及保护主义升温
等不利因素影响，2022年中国
吸收外资依然实现了规模扩大、
结构优化、质量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指出，更大力度吸引和利
用外资。新的一年，以高水平开
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各地将有哪
些新作为？记者梳理发现，多地
在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将着力从多方面开展工作促
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投资环
境”成为关键词。

（上接1版）

五位青年代表在会上也分享了各自的学习心得体会。樊

熙结合自身工作认真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统筹发展与安全

的重要论述，表示将立足服务产业安全和长远发展，深入产业调研，不

断增强工作能力；石易认为，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要理解把握其世界观

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郭

少毅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数字经济的作用和发展潜力，明确了

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对做好数字经济相关研究工作极富指导

意义，将深入学习、积极落实；张明超结合在利比里亚和中国常驻世贸组

织代表团工作经历，分享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

力量，我们应进一步提高规则制定和谈判能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车

宇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商务工作“三个重要”定位，用好局

内提供的培训和学习交流机会，树立国际视野，多视角思考问题，保持对新问题的敏

感性，做好新时期贸易救济工作。

与会青年同志一致认为，党的二十大报告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青年和青年工作的

高度重视，作为当代中国青年深感生逢其时、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牢记初心使命、脚踏实

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徐衍光对各位青年代表发言作点评，充分肯定青年同志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成果，并对青年

同志持续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站稳政治立

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青年同志要

自觉与百年大党同频共振、同向同行，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人、伟大事业的生力军。二是

准确深入学习、全面系统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要聚焦理论创新，学原文悟原理，领会吃

透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鲜明主题、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目标任务、

重大工作部署。三是将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与推动业务工作、提高干事创业能

力结合起来。要立足岗位实际找准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定位和前进方向，

努力学习掌握党的创新理论，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掌握解

决问题、推动工作的“金钥匙”，做到“五个牢牢把握”，把党的二十大

精神落实到本职工作中。

徐衍光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度重视青年和青年工

作，强调“青年强，则国家强”。局领导班子一直把青年干

部的培养和锻炼当作全局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尽可

能地为青年同志提供学习机会和实践平台。新

时代贸易救济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希望

青年同志保持昂扬的朝气锐气勇气，不

负时代重托，立足商务工作“三个重

要”定位，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

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

青年，为商务事业高质量

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李子晨综编）

为做好新时代
贸易救济工作踔厉奋进

外资外经篇

过去一年，中国实

际使用外资金额为何能在

上一年高基数基础上实现稳中

有增、量质齐升。答案不言自明：高

水平开放拼的就是营商环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记者梳理多地政府工

作报告发现，2023年各地均将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持

续发力，如深入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外资企

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加大知

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为外商来华

从事贸易投资洽谈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等。

广东提出，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实施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推进广州、深圳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

点城市建设，推动粤东粤西粤北城市营商环境建设

短板弱项对标提升，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

流营商环境。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对各类市场

主体一视同仁，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

福建提出，深入实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落

实国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加大现代服务

业领域开放力度，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深入落

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

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为外商到闽提供最大

程度的便利。

山东提出，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保护力度。采取快捷通道、“一对一”专班服务等方

式，为外商到鲁投资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

吉林提出，加大外商合法权益保护，为外商到吉

贸易投资洽谈提供最大程度便利。推动经贸人员常

态化“走出去”招商引资。加快推动新一轮长吉图开

发开放先导区发展规划获批。全力申建中国（吉林）

自贸试验区。发挥稳外资工作专班作用，对5个国家

级重点外资项目和30个省级重点外资企业“一对一”

跟踪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外企发展难题。

江苏提出，更大力度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

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最大程度便利商务人员

往来，

持续开展

鼓励外资企

业利润再投资三

年行动，引导外资积

极参与产业补链延链强

链。

安徽提出，营造吸引外资良好

环境，全面推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

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为在皖从事投资、创业、科研、

经贸等活动的境外人员提供工作生活的更大便利。

甘肃提出，倾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对标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标准，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攻坚突

破年”活动，复制推广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

着力改善投资环境和市场预期。

不少地方也将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作为工

作的重中之重。重庆提出，扎实推进营商环境创新

试点城市建设，抓好世界银行新一轮营商环境评估

和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推出更多利企便民改革举

措。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

批，建设水电气讯等“一站式”服务平台。山西提出，

坚持对标一流，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开展营商环

境创新提升行动。狠抓营商环境3.0版改革落实，复

制推广一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持续深化“一枚

印章管审批”“证照分离”“一业一证”等改革，推动更

多事项“一件事一次办”，促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 本报记者 李 宁

持续发力优化营商环境

□ 本报记者
李 宁

2022年，中国对外投资

合作平稳发展，与“一带一路”等

重点地区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实现互

利共赢。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859.4亿元，

增长7.2%。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

长7.7%，占比保持在17.9%。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

程稳定发展，完成营业额1万亿元，增长4.3%，新签合

同额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数比2021年增加59个。

记者梳理发现，多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立

足自身区位优势，充分把握和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机遇，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以

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广东提出，高水平办好广交会、高交会等重大展

会，巩固拓展美欧、日韩、东南亚等多元化国际市场。

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深入落实RCEP，加强企业

海外分销中心、展示中心和海外仓布局，推动中欧班列

提质扩容。广东将坚持开放不止步、向开放要活力，努

力将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福建提出，更大力度释放多区叠加效应。扎实推

进海丝核心区建设，深入实施“丝路海运”等工程和“丝

路伙伴”计划，加快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加强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产业对接，推动中印尼、中菲

“两国双园”建设方案尽快获批；优化整合全省港口资

源，积极拓展与RCEP国家的近洋航线，提升“中欧班

列”规模效益，推进“海丝”“陆丝”无缝对接、联动发

展。扎实推进厦门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建好金砖创新

基地，办好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等活动，

引进更多头部企业，打造一批标志性合作项目。

广西提出，深化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办好第20

届东博会、峰会及系列活动，推动“四个全面升级”。落

实中越两国联合声明精神和桂越加强经贸领域合作备

忘录三年行动计划。建设一批高质量实施RCEP示范

项目集聚区。突出制度型创新，实施中国（广西）自由

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推动中马“两国双园”向“两国

多园”新模式发展。深化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广西-

文莱经济走廊建设。

云南提出加强国际国内经贸合作。全面落实习近平

主席与周边国家领导人互访成果涉及云南事项，积极

参与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深化澜湄合作和大

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推动中老、中缅经济走廊提质

升级。

贵州提出，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坚定不移沿“一

带一路”特别是沿中国-中南半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走出去”，用足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

大力度开拓东南亚、南亚市场。

新疆提出，拓展向西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发挥中

国-亚欧博览会等重点平台作用，加快推进与周边国

家特别是中亚五国全方位、多领域交流合作，强化对

外投资合作管理和服务，推动建设一批境外产业园

区，带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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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开放再上新台阶

向开放要活力，
深化对外经贸合作

□ 本报记者 李 宁

先行先试，
打造高水平开放平台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各地2023年的重点工

作安排之一。翻开多地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推动

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服务业扩大开放示范

试点、国家级经开区等开放平台先行先试，成为当地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

数据显示，相关开放高地示范带动作用明显，21

家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 2225.2 亿元，占全国的

18.1%；230家国家级经开区吸收外资2596.4亿元，

占比为21.1%。

作为自贸试验区的先行者，上海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全力推进浦东引领区建设。聚焦“两特四

区一中心一样板一保障”，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

效，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推动实施综合改革试点，配合制定浦东放宽市场准

入特别措施清单，率先建立行业综合许可和综合监

管制度。同时，推动实施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

建设行动方案，实行更大程度开放压力测试，深化跨

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全面落

实加快建设滨海城市的23条市级专项支持政策，推

动更多优质项目向动力之源、国际氢能谷等特色产

业园集聚。

2023年是推进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关键之年。

海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抓实自贸港政策转

化，继续扩大“两个15%”所得税政策享惠面，

推动三张“零关税”清单、加工增值货物内

销免关税政策应享尽享，让自贸港政策

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质器和

加速器。海南还提出，促进自

贸港“大开放、大改革”，具

体任务包括加快封关

运作软硬件建设、

充分实施压力

测试、深化

制度集成创新、融入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北京提出，高标准建设“两区”“三平台”。积极开

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先行先试，

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再升级，实施自

由贸易试验区提升行动，争创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示范区和数字贸易示范区。启动重点园区（组团）发

展建设三年行动，加快中德、中日国际合作产业园建

设，推动综保区申请创设和创新发展。

辽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提升辽宁自贸试

验区能级，建立联动创新区，形成更多辽宁特色制度

创新成果。推进开发区、保税区改革创新高质量发

展，试点建设高质量外资集聚先行区。

多措并举，
锚定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各种不利因素仍在发

酵，中国吸收外资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记者

梳理发现，多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从强化政

策支持、加大引资力度、优化投资环境等方面开展工

作，着力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上海提出，全力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落实新

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

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辽宁提出，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更大力

度吸引利用外资，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

量。深化东北三省一区合作，打造苏辽、京沈、沪连

对口合作升级版。全年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增长

10%左右。

浙江提出，强化外资招引服务，以超常规力度和措

施抓好重大外资项目招引工作，力争实际使用外资突

破200亿美元、制造业使用外资占比在27%以上。

广东提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构建大招商工

作格局，统筹推进内外资一体化全产业链招商，落实

“制造业投资10条”“稳外资12条”和新版外资准入

负面清单，办好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招商大会、珠三角

与粤东粤西粤北经贸合作招商会、海洋经济博览

会、海丝博览会、中博会，重点招引根植性强、

竞争力强的科技类制造类企业。既要重

视引进新项目，也要鼓励和支持现有

项目增资扩产。

四川提出，更大力度招

引外资。有针对性地做

好外资企业服务工

作，稳定优质存

量外资，鼓励

增 加 在

川 投

资。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突出抓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等引资，推动一批标志性外资项目落地，引进一

批技术含量高的中小外资项目。办好西博会、科博

会、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世界清洁能源装备大会、世

界显示产业大会，举办更有实效的投资促进活动。

海南提出，更大力度“走出去”“请进来”，实施国

际大招商行动，引进落地一批外资标志性项目，实际

使用外资增长10%。

安徽提出，创新利用外资模式，发挥境内外商协

会、国际化产业基金等作用，用好长三角外资企业

资源，加大与境外世界500强、行业龙头、隐

形冠军等企业对接力度，提高外资招引精

度和效率。以制造业利用外资为重

点，围绕强链延链补链，全面梳理

十大新兴产业外资招引重点

领域和目标企业清单，精

准引进一批外资项

目。支持在皖外

资企业再投

资。

提升引资质量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