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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是习近

平总书记赋予山西的重要使命任务。习近平

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调研时指出，“山西是‘一

带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更加

开放的心态奋起直追，主动对接‘一带一路’

建设，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牢记殷殷嘱托，奏响开放强音。当前，全

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不

移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优化开放布

局、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对外贸易扩量提

质、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建设开放通道、提升

投资贸易便利化、加强开放创新能力合作，

加快构建起多元发展、多点支撑的全面开放

新格局，作为内陆省份，山西对外开放的力

度越来越大。

外贸稳中提质 外资增幅明显

全省外向型经济加快发展

太重集团向全球 60 余个国家和地区提

供优质轮轴产品，“山西制造”声名远播。山西

建投业务布局涵盖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山西建造”名扬四海。汾酒集团亮相欧美主

要国家，“山西汾酒”成为白酒国际化生态引

领者。华远国际陆港集团全力推进物流通道、

海外仓和进出口供应链建设，服务融入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迈出新步伐……越来

越多本土品牌擦亮山西外贸新形象。

脱水红薯首次出口美国、鲜杏首次出口

俄罗斯、大同黄花首次出口美国、干黄粉虫

首次出口丹麦、蜜枣出口马来西亚、大豆粉

出口意大利、冰红茶和龙井绿茶饮料出口蒙

古国、运城罐头食品首次出口欧洲……山西

优质特色食品实现连年首发出口，成绩同样

亮眼。

据太原海关统计数据，今年 1—8 月，山

西省货物贸易进出口 1172.4 亿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 12.2%。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

口 585.9 亿元，增长 11.8%，主要商品为铁合

金、金属矿砂、钢材等。加工贸易进出口 561.4
亿元，增长 8.5%，以手机、集成电路加工为

主。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 4.5 亿元，增长

209.3%。主要出口商品中，手机、手机零件、钢

材、太阳能电池、煤炭和纺织织物是拉动出口

增长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我省支持外贸龙头企业稳定

拓展中间品贸易，不断扩大日用陶瓷、特色

农产品等优势产品出口，培育轨道交通、新

能源汽车、光伏等外贸新增长点，扩大飞

机、手机等保税维修业务，全省外向型经济

不断向好。

推动对外贸易扩量提质。我省支持跨境

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发展、推动大宗商品自营

进出口、支持国际贸易型总部企业落户、培育

壮大外贸主体、积极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

支持企业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支持对外投

资和工程承包企业扩大进出口、发挥省属国

企国际化发展示范带动作用、培育壮大保税

维修业务、引导特色服务贸易领域快速发展、

维护外贸企业合法权益。

吸引外资不断创历史新高。以 2023 年

为例，我省实际使用外资 12.84 亿美元，同

比增长 55.41%，创历史新高。随着《山西省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若干措施》 的出台，

我省支持外资企业投资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能源全产业链、友好矿区建设、节能减碳合

作、数字智能化改造等产业领域，吸引了一

批外资企业加大清洁能源投资规模、提升生

产能力。

对外经贸合作不断加强。我省持续实施

“千企百展”计划，支持企业开拓共建“一带

一路”市场，布局公共海外仓，争创“丝路电

商”先行区，发展绿色贸易、数字贸易。注重

发挥省属国企国际化发展示范带动作用，引

导省属国企围绕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海外市

场投资布局和技术合作，拓展海外工程承包

业务，扩大优势产业规模。全省企业对外直

接投资涉及津巴布韦、马来西亚等 50个国

家和地区。

做大开放平台 拓宽开放通道

深度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风笛长鸣，一路驰骋。目前，我省中欧班

列常态化开行 18 条线路，通达 16 个国家的

48 个主要城市。截至今年 9 月 18 日，我省中

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 825 列。

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

大制度型开放。当前，我省形成了扩大对外开

放“1+N”政策体系。从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

设入手，复制推广了自贸试验区经验 136 项，

出台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 16 条。通过复制推

广自贸试验区经验，在转变政府职能、投资贸

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等方面逐步完善制

度措施，将制度优势逐步转化为治理效能。

产业合作平台建设取得新突破。我省把

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作为中西部资源型

经济转型综改与对外开放合作的窗口，积极

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持续推

动山西综改示范区 RCEP 国际合作产业园、

长治高新区中德国际合作产业园、RCEP 国际

合作产业园、“一带一路”（祁县）中小企业特

色产业合作区建设。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实现新进展。空中通

道方面，我省构建了以太原为中心，运城、

大同、五台山、长治、临汾、吕梁等为支线的

“一点多线”的航空物流通道。太原机场三

期改扩建工程进展顺利。陆路通道方面，构

建了山西至霍尔果斯（阿拉山口）、二连浩

特和满洲里物流通道。集大原高铁项目加

速建设。陆海通道方面，开行了至天津港、

舟山港、日照港等铁海联运班列。网上开放

通道方面，太原国际邮件互换局（交换站）

扩容升级项目启动。

在口岸和开放平台方面，我省拥有太原、

大同、运城 3 个航空口岸，1 个综合保税区（太

原武宿综合保税区）和 3 个保税物流中心（B
型）（临汾方略、晋城兰花、大同国际陆港），以

及太原武宿综保区进境水果和冰鲜水产品、

大同国际陆港进境肉类等 3 个指定查验场

所，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建成上线运行；在

会展平台方面，连续成功举办太原能源低碳

发展论坛、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

平遥国际摄影展电影展、中国杏花村国际酒

业博览会、晋阳湖峰会、旅发大会、康养大会

等国际性展会活动。

高水平“走出去” 高质量“引进来”

持续扩大合作“朋友圈”

9 月 12 日晚，在 2024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

易交易会开幕之际，由省政府主办的“山西之

夜”活动在北京会议中心成功举办。犹如一把

时光之钥，“山西之夜”引领嘉宾们打开了通

往魅力山西的大门。

集合推介交流、文艺演出、展览展示、美

食品鉴等，“山西之夜”自 2023 年首次亮相第

十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以来，逐渐成为我省

展示灿烂文化和开放新形象的重要名片。先

后在第六届进博会、第 135 届广交会、2024 年

服贸会等重大国际展会平台，给无数参会嘉

宾留下难忘印象。

近年来，我省积极对接落实国家重大区

域发展战略，持续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

港澳大湾区、中西部和沿黄省份的对接协作。

山西交易团一次次走出去，通过产品展示、产

业对接、项目洽谈等系列活动，充分展现山西

转型发展新成果、投资新环境、发展新优势、

开放新形象。

织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今年

8 月，“山西品牌丝路行”走进哈萨克斯坦和俄

罗斯。9 月，“山西品牌丝路行”走进土耳其和

摩洛哥。通过宣传推介、经贸洽谈等一系列活

动，全面展示了我省转型发展新成果和对外

开放新形象。

高水平“走出去”，高质量“引进来”。9
月 10 日，2024 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如

期而至。两天时间里，举办了墨西哥主宾国

论坛、中欧清洁能源转型国际研讨会、第十

四届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论坛 3 场国际

会议。举办了能源革命十年“智汇山西”院

士专家论坛、能源新质生产力发展论坛、交

通能源融合发展论坛、国际地热论坛、煤与

煤层气共采论坛等 5 场平行论坛。太原论坛

日渐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和权威话语权的

能源领域高端对话平台、成果发布平台和国

际合作对接平台。

人文交流使开放发展更有温度和韧性。

截至 2023 年底，我省已与 30 个国家的 63
个地方政府建立了国际友城关系，与 53 个

国家的 131 个地方政府建立了友好合作伙

伴关系。组织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对话等活

动，不断深化与友城间能源、科技、医药、文

旅等领域合作。

开放崛起，融入世界。在加快打造内陆地

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征程上，山西正奋起直

追、勇毅前行。面向未来，山西将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快融通开放步伐，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新篇章。 闫杰

外向型经济加快发展，深度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持续扩大合作“朋友圈”———

山西：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提出：“深化开

发区管理制度改革。”这是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进一步发挥开发区改革开放排

头兵作用、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举措。

开发区建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

践。多年来，开发区建设有力促进了改革开

放、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同时，一些地区

的开发区建设也出现统筹规划不够科学合

理、功能定位不够清晰、与属地行政区职责关

系尚未理顺、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导致

部分开发区出现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投资效

益不高、存在债务隐患等经济风险。解决这些

问题，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深

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

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目

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推动有效市场和

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以发展模式创新为主线，

加快建设全国统筹、权责清晰、规范高效的开

发区管理制度，推进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科

技创新突破、绿色低碳转型、协调平衡发展，

努力把开发区建设成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和引领区。

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需要抓好以

下 7 个方面。

一是健全开发区管理体制。加强党对开

发区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深化开

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全过程各方面。进一步理顺开发区和属地

行政区关系，具备条件的开发区逐步剥离社

会事务管理职能，交由属地政府承担。制定完

善开发区权责清单，开发区确实需要且能有

效承接的经济管理权限依照法定程序下放给

开发区。健全开发区工作协调机制，完善开发

区监督管理体制。

二是强化开发区基础管理。完善开发区

审批、规划、管理、建设、运营、考核评价机

制。加强审核公告管理，动态调整《中国开发

区审核公告目录》。建立健全开发区滚动开

发机制。有序推进政企分离、管运分开，支持

开发区探索“管委会+公司”等运营模式。健

全开发区统计制度，做好开发区信息采集和

统计工作。

三是优化开发区区域布局。加强开发区

发展统筹规划，做好开发区发展规划与国土

空间规划的衔接，科学确定开发区的区域布

局、发展方向。推动开发区整合优化，开展各

类产业园区专项治理整顿，清理违规设立的

园区。建立健全开发区产业转移利益共享机

制，支持区域之间合作共建开发区、开办“区

中园”，实现互利共赢。

四是完善开发区功能定位。因地制宜确

定开发区主导产业，着力打造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平台，避免同质化竞争。加大创新基础设

施投入、提升产学研协同效率，培育壮大优势

产业集群，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开展清洁生产

评价认证和审核，大力推行清洁生产，支持开

发区创建生态工业园区，建立绿色发展长效

机制。

五是规范开发区招商引资行为。鼓励开

发区提升招商引资工作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创新招商引资方式。落实构建全国统一大市

场和公平竞争的要求，严禁在招商引资中违

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切实防范恶性竞争和

廉政风险。

六是促进开发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严格用地管理，完善开

发区土地集约节约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健全

开发区用地“增存挂钩”机制，鼓励盘活存量

建设用地。规范有序实施不同产业用地类

型合理转换，加强土地综合治理，推进工业

用地供应方式由以出让为主向租赁、出让

并重转变。

七是优化开发区人财物管理。推进机构

改革，探索实行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合署办

公，减少开发区管理层级，支持开发区与行政

事业单位之间人才流动。健全开发区公共资

产、负债登记、规范管理制度，创新投融资机

制，支持开发区盘活存量资产，有序化解债务

等风险。 据新华社

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主要有哪些要求

科学导报讯 记者王

波 10 月 8 日，省政府副

秘书长，山西转型综改示

范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范兆森与省科技厅

党组书记、厅长刘俊义，

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

潘海燕，怀柔实验室山西

研究院院长孙予罕围绕

“晋创谷”创新驱动平台

山西科创走廊建设举行

工作座谈，就做好当前和

下一步工作进行深入交

流。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

管委会总经济师李英虎

参加。

范兆森表示，建设“晋

创谷”创新驱动平台，是省

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

新的重要论述，大力实施

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

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

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举措。山西转型综改示范

区将按照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围绕能源革命和

转型发展两大使命任务，

坚持用改革破题，以创新

引路，聚焦产业方向、聚焦

“晋创谷”区域空间布局、

聚焦发展实效，准确把握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在全

省“晋创谷”创新驱动平台

中的定位，立足全区产业

现状，用好创新资源，锻长

“长板”补齐“短板”，以深

化体制机制改革引领科创

走廊建设，积极探索创新

驱动发展新举措，全力打

造转型发展和能源革命耦

合联动的试验区、山西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集聚区和

全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策

源地，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

探路领跑。

刘俊义表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

新，举全省之力打造“晋创谷”创新驱动平台，并

制定出台了三年行动计划和行动方案，构建起

“1+5”政策体系，创设了多项突破性政策。省科

技厅将持续支持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科技创新

发展，将零碳园区、科创走廊与晋创谷一体布

局，推动“晋创谷”创新驱动平台特色化、差异化

发展，共同打造科技成果转化新高地，为山西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潘海燕表示，当前，我省正全力将“晋创谷”

创新驱动平台打造为山西科技成果转化标志性

高地，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省工信厅将一如既往支持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

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充分利

用现有科技创新平台，叠加放大政策效果，不断

强化“晋创谷”与新型工业化战略协同、政策衔

接，在推动山西科创走廊建设中打造全省产业

链孵化基地，为全省转型发展作出示范。

孙予罕表示，推动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

源体系，对实现“双碳”目标和促进山西转型发展

有着重大意义。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将充分发

挥科研院所平台作用，汇聚科技力量，形成省内

外创新机构的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助力山西转型

综改示范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低碳产业，为

“晋创谷”山西科创走廊建设贡献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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