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广西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的台湾

麦斯集团鞋业项目厂房内，大批工人在生产

线上忙碌着，一双双中高档皮鞋从制作到包

装，全部在厂房内完成。“广西是对接东盟的

最前沿，目前这里劳动力成本较低，土地、税

收政策优惠，通过北部湾经济区可以将产品

推广至东盟乃至全世界。”台湾麦斯集团南

宁项目负责人张元亨说。

2011 年 1 月 1 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建成一周年。位于中国对接东盟前沿的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在加强中国—东盟合作

的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广西北部

湾经济区，也因此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

破浪前行的“后起之秀”。

广 西 北 部 湾 经 济 区 处 于 北 部 湾 顶 端

的中心位置，主要包括南宁市、北海市、钦

州市、防城港市所辖区域范围，同时，包括

玉 林 市、崇 左 市 的 交 通 和 物 流，土 地 面 积

4.25 万平方公里，海域总面积近 13 万平方

公 里 ，海 岸 线 长 1595 公 里 ，人 口 1250 多

万。处于中国—东盟自贸区、泛北部湾经

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中越“两廊一

圈”、泛 珠 三 角 经 济 区 等 多 个 区 域 合 作 交

会点。

2008 年 1 月，国家正式批准实施《广西

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广西北部湾经济

区从此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0 年 1 月 1 日，中国—东盟自贸区

正式建成，由于地处中国和东盟这两大经济

体的接合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在自贸区中

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中国的内地省份可

以通过这里走向东南亚，东南亚国家也通过

这个‘门户’进入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发

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蒋升涌说。

据 南 宁 海 关 最 新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10 年 11 月，广 西 与 东 盟 贸 易 单 月 进

出 口 已 连 续 18 个 月 保 持 同 比 增 长 ，2010

年 1 月至 11 月双边贸易总额为 4 亿美元，

增幅达 29.4％。

独特的区位优势，优惠的政策条件，吸

引众多项目纷纷落户北部湾。在长达 1595

公里的北部湾海岸线上，临海而建的现代大

型企业园区成为一道风景线。在这里，石

化、钢铁、电子信息、核电、轻工食品、生物制

药等临海产业正在布局发展，北部湾临海产

业集群正在形成。

2010 年 9 月 8 日，中 国 石 油 广 西 石 化

1000 万吨／年炼油工程在广西钦州正式竣

工投产。12 月 8 日，中石油钦州原油储备库

420 万立方米油库宣布试运营。

“北部湾经济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资源环境改善空间很大。中石油愿意与各

方深化在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共同推进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和北部湾地区经

济的发展。”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孙龙德说。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陈瑞

贤介绍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功能定位是

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

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

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

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

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年末岁尾，气温骤降，湖北黄冈永通食

品有限公司财务部里却笑语不断，暖情浓

浓。这里来了两位特殊的送“礼”人，他们

是黄冈市黄州区国税局出口退税部门的年

轻税官汪全春和冯涛，他们给企业送来了

迎新礼物——2011 年出口企业的相关税收

优惠政策及出口退税流程的最新规则，并

向企业当面承诺了新年的服务事项。

近年来，随着来黄州投资兴业的外地

客商越来越多，招商引资规模日渐扩大，黄

州区国税局把服务招商引资企业作为开展

纳税服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常抓不懈。

针对引资企业独在异乡创业，难免因

为环境陌生而产生心理防范的特殊情况，

黄州区国税局坚持诚信为重、以礼相待，主

动与企业牵手，坦诚与他们交朋友，“零”距

离沟通，用真情和坦诚消除“隔阂”，让引资

企业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关爱。

为 了 给 引 资 企 业 提 供 高 效 优 质 的 纳

税 服 务 ，黄 州 区 国 税 局 不 断 延 伸 服 务 范

畴，提升和丰富服务内涵。一方面，依托

高科技手段为纳税人提供网络信息服务，

优化服务流程，着实提高办税效率，减轻

纳税人的办税成本。另一方面，对招商引

资 企 业 开 展“ 需 求 式”、“ 跟 踪 式”、“ 保 姆

式”的纳税服务。

为了摸清企业的“心思”，对症下药，黄

州区国税局相关科室及税管员们上门了解

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提供纳税咨询和辅

导，为企业规划生产营销发展出点子、支实

招，把企业的事当自家事，为企业牵线搭

桥、排难解困。

真诚有效的服务积淀成彼此深厚的信

任，黄州区局招商引资的路子越走越宽。

2010 年，晋飞贸易、郎晟贸易、鑫达贸易等

10 多家贸易型企业落户黄州，实现税收近

350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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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0 年 12 月 21 日 18 时，天津港

货物吞吐量突破 4 亿吨，成为我国北方第

一个 4 亿吨的港口。

天津港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

口，2001 年货物吞吐量突破 1 亿吨、2004 年

突破 2 亿吨、2007 年突破 3 亿吨、2010 年突

破 4 亿吨，实现了用 9 年连续跨越 3 个亿吨

台阶的持续较快增长。

为了进一步满足区域经济和腹地经济

快速发展对港口吞吐能力的要求，“十一

五”期间天津港共投资 550 亿元用于基础

设施建设，相继完成了 30 万吨级原油码

头、第二个滚装码头、北港池杂货码头、欧

亚国际集装箱码头、国际邮轮母港码头及

客运大厦、航道拓宽一期、二期等工程，东

疆港区和临港产业区的建设开发也随之不

断加快。新建万吨级以上泊位 45 个，比

“十五”期间新增设计吞吐能力 2 亿吨；港

口主航道由 15 万吨级提升至 25 万吨级，码

头等级由 15 万吨级提高到 30 万吨级，凡进

入渤海湾的船舶天津港都能接卸，成为世

界上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港；港区陆域面

积由 2005 年的 47 平方公里扩大到 2010 年

底的 107 平方公里，相当于 5 年时间再造了

一个天津港。

与此时间，天津港不断调整结构、完

善功能、升级发展，积极开发腹地市场货

源，为广大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加快

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发展港口装卸、国际

物 流 、港 口 地 产 、港 口 综 合 服 务 四 大 产

业，形成了以港口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加

大了市场开发力度。截至目前，天津港集

装箱航线达到 115 条，实现了对世界主要

港 口 的 全 覆 盖，开 设 了 内 贸 钢 材 班 轮 航

线，加强了海铁联和班列运输的组织，保

持 了 腹 地 货 源 的 稳 定 增 长；辟 建 物 流 网

络，在国内九省一市建成 18 个“无水港”

和一个区域营销中心，实现了港口功能向

内陆腹地延伸；整合了港内物流资源，大

力开展全程物流服务业务，成功打造了蕃

茄酱、果蔬冷链等全程物流示范项目；大

力推进港口地产业和综合服务业，开发了

东疆港区、南疆散货物流中心地产项目，

全面完成了天津港股份与天津港发展两

家上市公司的整合，打造了海内外双重融

资平台，同时在工程建筑产业、传媒、信息

等新兴产业以及传统服务业都不同程度

地实现了业务拓展。

此外，天津港坚持开放带动战略，以资

本为纽带，广结战略联盟，吸引众多国内外

知名大企业来港投资，先后吸引了丹麦马

士基、法国达飞、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等国

际知名企业集团，以及中石化、中石油、中

远、中煤、中化、招商局等大型央企参与港

口建设和经营，投资领域涉及装卸、物流、

地产、金融等行业，有力促进了天津港各产

业要素的聚集和发展。“十一五”期间累计

合同利用内外资额分别达到 69.93 亿元和

7.11 亿美元。

“十二五”期间，天津港将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决

策部署，紧紧抓住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历

史机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

化产业结构，加快“四大产业”发展，不断

壮大企业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

加快东疆港区和临港产业区开发建设，力

争实现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利润和员工

收入“4 个翻番”，努力打造高水平世界一

流大港，向“世界一流企业”目标迈进，为

实现国家对天津及滨海新区的定位做出

新贡献。

货 物 吞 吐 量 突 破 4 亿 吨

天津港年终交卷业绩斐然
■ 本报记者 王登文 赵树春

区域亮点

畅所欲言

区域动态

船 小 好 掉 头 。 换 句 话 说 ，船 大 不 好

掉头。

船大动能大，惯性大，这是人尽皆知的

常识。在掉头问题上，万吨巨轮与小舢板

有天壤之别。经济大省转变发展方式，就

如同万吨巨轮掉头，速度损耗多，转弯半径

大，风险系数高。

先说速度损耗。转变前进方向，先要

把速度降下来。行车如此，行船如此，经

济发展亦如此。山东是我国省级区域经

济三甲。三甲中，广东高居榜首，山东和

江苏，或二或三，经济总量相差无几。表

现在发展速度上，也就 1%的差距。因此，

能否舍得这 1%的速度，考验着山东决策

者的决心。

再说转弯半径。小舢板转向，是不经

意间的事；而万吨巨轮转向，转弯半径是

必须的。轮船越大，转弯半径越大，所需

要的时间也就越长。以制造业为支柱的

山东经济，要实现战略转型，没有转弯半

径的保障不行。也就是说，山东转方式、

调结构，不是“十一五”胜利完成，也不是

“十二五”立竿见影，而是要着眼长远，在

产业链、价值链上下工夫，在创新的源头

上下工夫。

三说风险系数。小舢板急转弯还能在

水面划出水花，展现优美的曲线。而像泰

坦尼克号这样的万吨巨轮，面对 400 米外

的 冰 山 都 来 不 及 转 弯，只 有 沉 没 的 份 儿

了。山东有近 1 亿人口，经济发展速度过

低，不仅会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还会导致

整个经济链条失衡。本来集中度不高的产

业结构，一旦失去应有的发展速度，其协调

效应、分配效应和就业效应将大打折扣，使

得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因而，

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还考验着山东决

策者的智慧。

有经验的船长在驾驶大船转向时，必

然成竹在胸，沉着冷静，根据洋流环境、气

象条件和船体的结构功能，适时调节速度

和航向，综合体现一个“巧”字。在山东经

济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胡锦涛总书

记、温家宝总理分别两次亲临山东指导，山

东省委省政府果断决策，以科技创新支撑

经济发展转型，这就是一个“巧”的选择。

经过 30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科技与经

济早已不是“两张皮”的关系。山东经济要

想在“十二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适应外

部分工模式变化和内部产业结构矛盾转换

要求，就必须从产业链上着手，突破关键环

节。既要实现制造业本身的低成本、高效

益，还要向研发、设计、营销等高端方向发

展，由此提升整个产业的价值链。

惟其如此，我们的科技创新才能顺风

顺水，创出效益，而山东这条经济大船的转

向也就“巧”在其中了。

本报讯 在新年到来之际，为加

强产销对接，江西省商务厅经过精心

挑选、把关，组织江西省百余家企业的

千余种绿色商品入沪营销。

记者现场看到，鄱阳湖大闸蟹、

赣南脐橙、煌上煌酱鸭、婺源绿茶等

产品销售热旺。对于喜欢吃大闸蟹

的 上 海 市 民 来 说，每 只 15 元 的 鄱 阳

湖 大 闸 蟹 价 格 还 是 挺 实 惠 的 ，加 之

鄱 阳 湖 绿 色 生 态 的 宣 传 ，引 来 不 少

市民购买。

据了解，这些产品是近年来江西

生态建设和日用消费品产业的发展成

果。2010 年是江西省实施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的第一年，江西借

助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重点开发了

特种水产、有机绿茶、特色果业、无公

害蔬菜、食用菌、优质生猪和水禽等一

批各具地方特色的绿色、无公害、有机

农产品。

目前江西已拥有全国绿色食品标

准 化 生 产 基 地 40 个，生 产 基 地 面 积

800 多万亩，列全国第二位；全省绿色

食品企业有 482 家，绿色、有机食品产

品总数达 1408 个，居全国第八位。其

中，有机食品产品总数达 750 个，连续

7 年保持全国第一。

（王 蔚）

本报讯 江 苏 省 发 改 委 日 前 公

布，去年 1 月份至 11 月份，江苏省城镇

投资中，民间投资达 9778 亿元，同比

增长 26.4%，增幅高于城镇投资 4.3 个

百分点，民间投资成为江苏城镇投资

领域最大亮点。

民间投资的快速扩张支撑了江苏

投资的平稳增长。去年前 11 个月，江

苏完成城镇投资 15337.18 亿元，增长

22.1% ，连 续 46 个 月 保 持 在 20% 以

上。同时，一批新增长点投资快速增

长，如现代服务业中的金融业、文体娱

乐 业 、居 民 服 务 业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153.8%、32.7%、31.3%。

江 苏 省 发 改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2011 年 该 省 将 继 续 鼓 励 和 扩 大

民 间 投 资 ，放 宽 民 间 资 本 的 市 场 准

入 ，提 高 民 间 投 资 在 社 会 投 资 中 的

比 重 。 如 ：支 持 民 间 资 本 参 与“ 三

大 计 划”、沿 海 开 发 等 战 略 部 署，进

入 基 础 产 业 、基 础 设 施 、市 政 公 用

事 业、社 会 事 业、金 融 服 务 等 领 域，

并 创 造 公 平 竞 争、平 等 准 入 的 市 场

环境。

（刘巍巍）

距 离 农 历

兔 年 春 节 还 有

近 1 个 月 的 时

间 ，浙 江 义 乌

国 际 商 贸 城 已

迎 来 节 前 销 售

旺 季 。 红 灯

笼 、中 国 结 、电

子 鞭 炮 、招 财

兔 等 新 年 饰 品

深 受 客 商 欢

迎 。 图 为 客 商

在 浙 江 金 华 义

乌 国 际 商 贸 城

选 购“ 绣 花 鱼 ”

饰 品 。

（张建成 摄）

山东经济转型
贵在一个“巧”字

■ 鲁 科

赣绿色产品入沪营销
备受市民喜爱

民资成为江苏城镇
投资新亮点

一份特殊的“礼物”
■ 本报通讯员 吕先东 陈晓春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成中国区域发展“后起之秀”

■ 程 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