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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扩大开放100条”是行动
方案，而不是实施意见，在制定中重
点突出“实”字，一是突出国家扩大开
放的四方面重要举措在上海都有具
体的载体支撑，二是突出上海开放型
经济基础较好、国际关注度较高的优
势，在开放中探索创新突破，探索建
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总体来看，行
动方案体现了三个亮点：

1、构建对内、对外开放的大格
局。行动方案强调对内对外一视同
仁的开放，欢迎外资来，民营资本同
样欢迎。同时，开放不只是产业领域
的开放，而是在新起点上全方位的扩
大开放，不仅是硬件上开放，更是在
软环境上对外开放。

2、既对增量开放，也对存量开
放。一方面积极鼓励引进更多高质量
的外资，另一方面鼓励存量企业积极
引进外国投资者，提高外资股比，推动
现有的资本市场引进外国投资者。

3、既是具体开放，也是系统开
放。方案突出可落地性、可操作性，据
初步研究统计，行动方案的100条开
放举措中，90%以上可以在年内实施。
五个方面的开放任务和领域，每个部
分都有开放的目标。能够细化政策举
措的写实，以利于实施；已经开放并需
要进一步推进的事项，如总部企业、外
资研发机构等，继续如常推进，不再单
独表述；同时明确进一步开放的路线
图和时间表，系统地开放。

为保障“上海扩大开放100条”
的顺利实施，本市也明确了三方面保
障措施。

一是建立市领导牵头推进的工
作机制。行动方案的5个方面，都明
确了分管领导牵头推进、部门协同
的工作机制；二是结合上海特色加强
开放载体建设。按照中央要求，鼓励
自贸试验区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开
拓，高质量加快落实各项开放举措，
做好开放与改革的系统集成；三是加
强政策扶持。聚焦扩大开放重点任
务和重点项目，统筹运用好规划、财
政、人才等各类支持政策，为开放型
经济发展和各项开放举措落地提供
有力支撑。

“上海扩大开放100条”聚焦五大方面 90%方案年内实施

创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昨天，上海市政府新

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常
务副市长周波介绍并解读
了《上海市贯彻落实国家
进一步扩大开放重大举措
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行动方案》（以下简称

“上海扩大开放100条”）
相关情况。周波表示，“上
海扩大开放100条”将按照
中央部署推进落实，不涉及
中央事权的地方事项自发
布之日起立即启动，原则
上大部分争取今年三季度
落地。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开
幕上宣布扩大开放重大举措，并要求

“尽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
宜慢”。开放是上海最大的优势。在
新的起点上，上海将坚定不移贯彻中
央部署，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创造更
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
局，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此，
在深入调研、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
上，市委、市政府研究制定了“上海扩
大开放100条”。

常务副市长周波表示，概括起
来，行动方案的制定主要是出于三
方面考虑：一是落实中央新部署，
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二是发挥
上海优势条件，服务国家战略。原
则上，对国家统一实施的开放政
策，争取率先落地项目。对国家统
一部署的开放安排，争取先行一步
试点。对国家没有条件全面铺开
但有战略需要的开放项目，主动争
取在沪实施并服务全国。对国家
还在探索研究中的开放举措，主动
争取压力测试。同时，加快补上具
体开放领域的短板弱项。目前的
100 条开放举措中，有34条需进一
步争取国家支持，占全部改革举措
的 1/3，体现了上海对外开放的勇
气和决心。三是加强与“五个中
心”建设互促共进，提升上海城市
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去年 4 月上海曾发布“上海扩
大开放若干意见 33 条”，此次又发
布“上海扩大开放 100 条”，二者之
间有何关系？对此，市政府副秘书
长、市发改委主任马春雷表示，两
个政策文件目标相同、内容深化、
表述上有差异。“33条”是在国务院
出台了扩大开放、利用外资若干措
施之后制定的政策意见，更加侧重
在利用外资的政策完善上。而这
次扩大开放“100条”是全方位系统
性开放的政策体系，既包括利用外
资，也包括产业开放、知识产权保
护、扩大进口、营商环境优化等相
关的内容。

“上海扩大开放100条”主要聚
焦金融业开放合作、构筑更加开放的
产业体系、建设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打造进口促进新平台、创造一流营商
环境等五个方面。

1、以更大力度开放合作提升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包括32条具
体措施，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对国
家宣布的开放措施作了具体展开。
比如“取消在沪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支持外国银
行在沪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二是
对部分开放部署，提出先行先试。比
如，对国家明确的三年后不再对人身
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设限，表述为

“争取3年内取消外资人身险公司持
股比例限制”。三是突出上海的市场
优势和功能特色。包括金融要素市
场和自由贸易账户等优势。比如，“支
持境外企业和投资者参与上海证券
市场，修改完善发行上市等规则”等。

2、构筑更加开放的现代服务业
和先进制造业产业体系。包括17条
具体措施，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
体现上海开放的先发优势。比如，

“争取外资新能源汽车项目落地”，
“按照国家部署加快取消汽车行业外
资股比限制以及整车厂合资数量等
的限制”。二是体现上海服务业多层
次开放优势。提出了投资性公司、培
训机构、增值电信、工程设计、法律服

务、人才中介、国际运输等领域的开
放举措。三是体现国际产业发展的
新趋势。重点探索国内需要的重点
技术领域维修和再制造，以及保税维
修监管新模式等。

3、建设开放共享、内外联动的高
标准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包括15条
具体措施，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
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性，比如

“统一犯罪认定标准，加强知识产权
刑事自诉案件审判”，开展“清风”“龙
腾”等专项行动等。二是强化知识产
权海外维权能力，比如建设国际贸易
知识产权海外维权基地，设立商标海
外维权保护办公室等。三是提升知
识产权服务功能，比如加强商标马德
里国际注册窗口服务能力、建成中国
（上海）自贸区版权服务中心等。

市工商局副局长阮力表示，近三年
来，上海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商
标侵权违法案件近4000件，处罚款
3000多万元，移送司法机关涉嫌商标犯
罪案件55件。下一步，将围绕重点商
标、重点地区和重点环节，组织开展打
击商标侵权“溯源”和“净化”专项行动。

4、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的
进口促进新平台。包括26条具体措
施，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在服务
国家战略中争取先行先试。利用办
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契机，推动海
关事务担保方式创新、保税展示展销

常态化运行等。二是体现上海口岸
贸易特色和优势，集中在药品、医疗
器械、化妆品等进口，以及宝玉石交
易、跨境电商等领域。三是协同推进
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便利化。结合
跨境贸易营商环境改革，提出了“通
关+物流”功能，完善启运港退税，以
及支持研发的贸易便利化等举措。
在服务贸易方面提出了融资租赁异
地委托监管等政策。

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扩
大开放100条”里专门对药品和医疗
器械有一个章节，这是因为上海口岸
药品的进口已经占到全国的50%以
上，因此按照国家的部署，结合上海
特色提出了药品和医疗器械领域进
一步扩大开放措施，但还要进一步向
国家相关部门争取。目前有些事项
在上海已经推广实施了，比如医疗器
械注册许可制度在上海推广实施，并
且争取进一步推广到长三角区域。
药品注册许可人制度是在全国10个
省市同步试点，但医疗器械注册许可
人制度目前只是从上海自贸试验区
推广到全市。

5、创造一流的国际化、法治化、
便利化营商环境。包括10条具体措
施，重点突出上海在外商投资负面清
单管理、审批服务“一网通办”、“证照
分离”等营商环境改革领域的特色，
深化推进营商环境改革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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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嘴金融中心。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