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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金贸处工作的王莹有了一个新头

衔——“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首

席事务官。

五年前，王莹通过全国遴选从

温州来到上海，学习金融的她，在

临港有了一份与专业高度对口的

工作。王莹说，这五年，她和临港

同频成长。她和同事们日常服务

于新片区企业的“走出去”和“引进

来”，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临港这片开放的土地上，企

业想要“走出去”进行全球化经营、

海外拓展的意愿非常强烈。但企

业“出海”往往面临着境外投资备

案、战略选择、融资难、不适应当地

法律等一系列问题，需要专业的建

议和配套服务。

新片区今年6月设立的“走出

去”综合服务平台，正是根据企业

的不同需求，提供一站式高效、集

成服务。作为首席事务官，王莹既

要对备案企业进行境外投资真实

性、合理性、出资能力等资质审核，

还要倾听企业的需求，“让每个想

要拓展国际业务的企业都能在此

找到相应的服务和产品，同时也为

专业服务机构搭建桥梁，快速匹配

到企业，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

与“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同

步上线的，还有临港新片区外籍人

士服务中心、国际股权投资服务平

台。这些全国首创的功能性平台

共同的目标都是更好地赋能企业，

支持它们大胆迈开步子，开展全球

化业务。

企业“走出去”不仅仅是空间维

度上的“出海”，更要从国内的规则

环境进入国际经贸规则环境，首先

要通过制度型开放的不断深化，构

建国际通行的规则体系。比如，在

数字贸易领域，临港新片区就率先

探索构建了数据跨境管理新模式，

获得数据治理机制互认，为进一步深

入参与国际数据治理赢得了先机。

开放，始终是临港最重大的使

命；改革，始终是临港最大的红利。

五年来，各类企业在临港新片区切

身感受到国际化规则更成熟、市场

机制更完善、行政服务更高效。滴

水湖畔，中国开放发展的新标杆、创

新发展的首选地已然成形。

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和

上海经济发展增长极，临港新片

区，聚焦开放、创新两大使命，形成

以“五自由一便利”（贸易自由、投

资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

从业自由、信息的快捷联通）为核

心的制度型开放体系。

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跨

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全国首个外商

独资整车制造项目特斯拉、便利的

外籍人才出入境、停居留政策、电子

口岸签证机制……挂牌五年来，新

片区形成突破性制度创新案例138

个，出台国家、上海市、临港新片区

管委会各类政策260余项，形成全

国和全市首创性创新案例87个，其

中全国首创性案例48个。诞生了

一批具有引领性的制度创新成果。

随着制度型开放不断深化，临

港新片区吸引海内外企业近悦远

来。今年4月10日，全球航运巨头

马士基旗下“阿斯特丽德”轮靠泊

上海洋山港。中国首艘、世界最大

的绿色甲醇加注船“海港致远”号

为它完成了首次“船—船”同步加

注作业。此举意味着上海港洋山

港区从此成为全国首个拥有绿色

甲醇船对船同步加注能力的港口。

放眼全球，绿色甲醇加注尚处

于示范阶段，面对航运业绿色低碳

转型发展的蓬勃势头，临港新片区

超前布局，推动绿色甲醇作为绿色

清洁燃料在航运领域的应用，鼓励

企业投资购置加注船，探索解决绿

色甲醇来源等解决路径。同时，上

海海事局发布《水上甲醇燃料加注

作业安全管理办法》，填补了国内

相关管理制度的空白；中理检验发

布基于国际认证的绿色甲醇产业

链减排评估模型；中国船燃发布了

《船用甲醇燃料加注规程》团体标

准，这些标准的制定和推广，都为

绿色甲醇加注作业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提供保障，也为其他地区今后

制定相关标准提供参考。

以制度创新打造特殊经济功

能区，马士基是临港新片区发展的

“见证者”和“参与者”，全程参与了

临港在外资班轮沿海捎带、国际中

转集拼等方面的多次成功探索。企

业负责人透露，马士基在国内的首

个全渠道绿色智能物流中心也已落

户临港，将于今年年底竣工，届时将

为全球客户提供跨境电商物流等多

种增值产品与服务。

为国家试制度、探新路、测压

力，5年来，临港新片区坚持以高水

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站在新起点上，临港新片区的

发展再次按下“加速键”，在这里，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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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首选地已然成形

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37.5%离岸贸易规模三年翻了12倍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放得活”又“管得住”
临港新片区揭牌将满五周年。

在这片热土上，不断有新加入的企
业、新落地的制度。洋山特殊综合
保税区，是临港新片区打造具有国
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
区、实现对外开放的“金字招牌”。
这个我国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
“放得活”又“管得住”，给企业更高
的自由度，也给产业无限的可能，实
现了多个全国首单、首次、首个，以
制度红利激发发展动能。

    年洋山港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突破    万标箱。据统计，
“十四五”以来，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
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 %，离岸
贸易规模从    年的  亿美元增
至    年的   . 亿美元。

滴水潮起天地阔 临港扬帆正当时

重大突破
洋山港   燃料

加注迎来“双船”阶段
8月9日3时，目前全球最

大、最环保的汽车运输船——挪

威籍汽车滚装船“礼诺极光”轮

靠泊上海南港码头。当日13时

30分，LNG加注船“海港未来”轮

搭靠“礼诺极光”轮开始实施燃

料补给作业，为“礼诺极光”轮加

注1800立方米液化天然气。

自2022年我国首单国际航

行船舶保税液化天然气“船到

船”加注业务落户洋山港以来，

上海洋山港在保税液化天然气

（LNG）加注业务常态化运营基础

上，进一步提升加注服务能力、

丰富加注服务对象。如今，洋山

港已经成为全球前三的提供国

际航行船舶保税LNG“船对船”

加注服务的港口。

但是，此前这一业务是空

白，全球也没有多少经验可循。

2022年1月，《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国际航行

船舶保税液化天然气加注试点

管理办法（试行）》出台，从申报

流程、经验规范、监督管理等方

面建章立制，填补制度空白，在

全国率先为保税液化天然气加

注服务提供了经验。8月7日，国

内首艘投运的江海直达型14000

立方米液化天然气燃料加注船

舶“淮河能源启航”号在上海洋

山港液化天然气码头顺利完成

装载LNG燃料6000立方米。这标志

着洋山港已具备两艘LNG燃料加注

船舶补给能力。

径予放行
让上海南港保税中转

业务火爆
一辆印度产铃木，出口南美曾颇

为波折——由于无直达航线，只能先

前往海外枢纽口岸，再等待合适航线

与船期，其中涉及多次转运和出入境

申报，程序繁琐。但如今，铃木却有

捷径——先抵上海，暂存于洋山特殊

综保区，再择机畅达全球。由于上海

口岸航线密集、船期高频，时间与运

输成本较传统路径大为节省。

去年3月起，日韩产地的汽车拟

销往南美洲、非洲及中东，都不惜批

量绕道上海。“到此一游”并非多此一

举。据临港大物贸平台测算，车辆

物流成本降12%，时间压缩25%。

如此产地和市场“两头在外”的保

税中转汽车，截至今年7月底，上

海洋山口岸已受理9.31万车次。

南港滚装码头是上海重要的

汽车进出口口岸，现滚装轮航线覆

盖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南美

洲、北美洲的36个国家和地区。

2020年5月，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

区——洋山特殊综保区正式挂牌，

实施以“一线径予放行”等为标志的

海关监管制度体系。“径予放行”，指

在进出口企业的海关申报上，对不

涉证、不涉检货物，在一线直接准予

通过。2022年11月，“径予放行”政

策正式适用于南港口岸。

洋山海关主动帮助临港大物

贸平台和南港滚装码头探索“两头

在外”汽车的保税中转业务。去年

3月初，一批产自韩国的起亚汽车

前来试水。汽车自韩国出发，先抵

南港后，即无感无缝进入洋山特殊

综保区保税存储。待有合适船期

后，这批汽车又从综保区运出，进

入南港口岸时同样被“径予放

行”。进出境双向“径予放行”政策

给予中转车辆极大便利。南港汽

车保税中转业务也由此“狂飙”。

无感监管
助力“中国造”新能源

汽车“出海”
在上海南港码头，2023年汽车

进出口达100万辆。其中，新能源

车是汽车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增长点。

以往，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生

产的新能源汽车要陆运60公里左

右，从外高桥海通码头出海。随着

“径予放行”政策适用口岸扩展至

距离工厂8公里外的南港，特斯拉

可以更高效地将车辆运抵码头，通

过自动识别信息过卡，实现“无感”

监管，快捷通关出口。

在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芦潮

港片区的国贸中心7楼，“春雷关

务工作室”房间内，工作人员正在

帮企业填写报关信息。船名、航

次、毛重、提运单号，简单四个信

息，不到半分钟，一份“径予放行自

主声明”就完成了。几乎同时，企

业就可以在几十公里外的洋山港

码头提货。

“春雷关务工作室”创始人朱

春雷2009年来到洋山，见证了海

关监管制度的每一次创新。“最早

的时候报关单需手工填写，我们经

常要连夜抄单子。2013年，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成立，海关推无纸化

操作，只要在办公室把文件扫描进

电脑，申报就可以了。再后来，全

国版单一窗口上线，原本要在海

关、国检等多个部门分开申报的信

息，在一个平台就可以‘一站式’申

报。”朱春雷告诉记者，2019年临港

新片区成立。2020年5月，洋山特

殊综合保税区正式挂牌，给工作室

的业务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一线全面放开的底气，来自背

后一整套系统的精准配合。与洋

山特殊综保区共同诞生的一体化

信息管理服务平台编织起一张看

不见的“安全网”。通过一体化平

台的全过程、全要素，通关物流数

据全程可视，让原本散落在企业和

政府的零散数据有效集成，监

管可以向后“隐身”。

本报记者 杨欢

滴水潮生

临港新片区成立5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