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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 扎实推进商务和口岸事业科学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工作纪实

商务工作作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快速、

科学发展的关键点与着力点，对社会各项事

业科学发展发挥着重要指导与引领作用；口

岸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现已成为拉动

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源和各地客商投资的

热点，对形成口岸经济，带动口岸区域经济

发展，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交往具有重要意

义。扎实推进商务与口岸事业科学发展，将

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奠定坚实基础。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以“十八大”精神

为指导，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实行更

加积极主动的开发战略；结合内蒙古党委

提出的“8337”发展思路，立足把内蒙古建

成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和充满活力

的沿边经济带的定位，进一步找准商务和

口 岸 工 作 的 切 入 点，寻 求 工 作 突 破 口，在

“开放”上下功夫，在“内联”上求发展，从而

科学、有效地推进了内蒙古商务和口岸事

业的繁荣发展。

以政策为导向
结合实际寻求突破

面对世贸增长下滑导致我国进出口贸

易大幅回落，国内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错综

复杂的经济环境，内蒙古商务厅以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内蒙古自治

区稳定外贸增长、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各

项政策，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

的开放性经济体系。

新时期，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立足实

际，结合国家与内蒙古自治区各项政策，找

准切入点，积极拓展商务工作：在加快发展

现代流通，促进消费持续增长方面，内蒙古

商务厅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

体制改革 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以建

立流通引导生产、促进消费增长长效机制为

目标，加快构建现代流通网络，推动流通产

业快速发展。

在优化外经贸发展方式，着力提升对外

开放水平方面，内蒙古商务厅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

施，实施更加积极的开发开放带动战略，坚

持立足周边，依托口岸，充分利用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建立外贸、外资、外经、口岸联动

的新机制，建成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和

充满活力的沿边开发开放经济带。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布小林同志曾经

强调：应强化“泛口岸经济区”的理念，把口

岸的范围从边境线扩大到一个区域。内蒙

古商务厅深挖口岸资源，大力发展口岸服务

业，抓紧推进合作园区建设，积极争取建立

边境自由贸易区和综合保税区，努力实现保

税、互市、仓储、贸易、加工、旅游等多功能一

体化。全面提升口岸综合功能，切实将内蒙

古口岸建设成为国家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据了解，2013 年度，截至去年 10 月，内

蒙古自治区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完成 1536.9 亿元；实现进出口总值 97.82 亿

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22.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75%；新核准境外投资企业 27 家，其中中方

协议投资总额 9.34 亿美元，口岸进出境货运

量完成 5085.8 万吨。

扎实推进各项具体工作
整体提升商务和口岸工作综合水平

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推进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内贸

流通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内蒙古商务厅以服务民生为宗旨，助力

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为了贯彻落实国家

商务部《关于开展家政服务体系建设试点通

知》的有关精神，内蒙古商务厅指导各盟市积

极搭建服务平台，依托家政服务网络中心项

目建设、家政服务工程培训、家政服务品牌企

业培育及连锁门店建设等具体措施，培育各

类家政服务企业，进一步推进家政服务体系

健康、规范、快速发展，扩大家政服务消费，以

满足居民生活服务需求为出发点，改善民生、

增加就业、扩大内需，为城乡居民服务消费提

供保障，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在完善市场流通体系方面，内蒙古商务

厅着力培育壮大流通体系，激发城乡市场活

力，挖掘城乡消费潜力。为了更好地助力地

区发展，内蒙古商务厅积极争取商务部支

持，有序推进“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工作，市场流通体

系建设成效显著。

根据财政部、商务部《关于 2011 年流通

领域放心肉服务体系等项目资金安排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办建 [2011]52 号）精神，内

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被国家商务部确定为

标准化菜市场示范工程试点城市。内蒙古

商务厅整合资源，对呼和浩特标准化菜市场

示范工程的实施进行积极引导与督查，从而

指导呼和浩特圆满完成了标准化菜市场示范

工程新建改建工作。据材料统计，呼和浩特

市共完成标准化菜市场新建改建项目 40 个，

其中新建项目 12 个，改建项目 28 个。标准化

菜市场的陆续建成及投入运营，缓解了内蒙

古首府地区蔬菜零售终端数量少、功能不全

的矛盾，以其整洁的环境、丰富的商品、公平

的计量、完善的设施和健全的食品安全保障

制度，进一步维护了蔬菜副食品价格稳定，保

障了市场有效供应。另外，内蒙古商务厅积

极支持内蒙古地区大宗农产品主产区标准化

冷藏式储存设施建设和“农超对接”试点企

业，助力草原农畜产品的蓬勃发展，助力基层

商贸科学发展。

踏实工作的同时，内蒙古商务厅注重创

新：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信息化改造过程中，

与农行内蒙古分行、中国银联内蒙古分公司及

中国移动内蒙古分公司通力合作，在全国率先

将银联的支付平台优势、农行的网点服务优

势、移动的信息网络优势和政府的商品流通体

系有效结合，形成一个综合型助农服务平台。

为了更好地发挥大型企业的辐射带动

作用，内蒙古商务厅积极创建“双十亿”骨干

企业。重点培育形成了销售额超 10 亿元工

业消费品市场 5 个，销售额超 10 亿元流通企

业 5 户，新增规模以上企业 52 家，打造亿元以

上交易额的废旧商品回收龙头企业 2 家，对

内蒙古红山物流园区等 11 个物流园区进行

重点跟踪，在物流主要节点城市打造百亿元

物流园区，建立重点物流企业联系制度。

内蒙古商务厅着力强化市场监管，注重

调结构扩规模，对内提升了市场保障实力，对

外贸易实现了新的突破。在内蒙古商务厅的

努力下，内蒙古城乡市场监测体系进一步完

善，建立了县、盟市、自治区三级监测平台，初

步形成了集“采集、储存加工、预测预警、信息

发布”等功能于一体的服务体系。目前，内蒙

古城乡市场监测体系（四大系统）样本企业总

数达 948 家，覆盖内蒙古自治区 76.2%的旗

县，涉及 22 个流通行业、9 种零售业态。

针对外贸面临的严峻形势，内蒙古商务

厅加强对内蒙古外贸工作的调研，在加大国

际市场开拓力度，组织内蒙古企业参加重要

展会与经贸对接会的同时，开展与完善外贸

基地、贸易平台、国际营销网络三项建设，培

育出口竞争新优势；加强边境贸易的监测、

指导工作，健全产业损害预警工作体系，开

展产业安全预警和贸易救济；除此之外，内

蒙古商务厅加强科技兴贸工作，推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国际化，真正为外经贸发展营造稳

定大环境。

随着经济增速和经济总量不再是区域

竞争力评价的最重要指标，优化营商环境成

为各地政府工作的重点。内蒙古商务厅优

化外商投资环境的同时，深化对外经济技术

合作，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外资利用水平，助

力“走出去”和“向北开放”战略的实施。

为此，内蒙古商务厅积极召开并组织企

业参与各类商洽会与展销会，为内蒙古经贸

与内蒙古企业提供沟通交流平台：2013 年

度，内蒙古商务厅成功举办第七届中国民族

商品交易会；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成功举

办经贸合作活动；成功举办内蒙古匈牙利中

国出口商品展、中国内蒙古·匈牙利经贸合作

论坛暨企业对接会及内蒙古企业与波兰企业

经贸合作对接会；成功举办“2013 年二连浩

特中蒙俄经贸合作洽谈会”、“中国海拉尔第

九届中俄蒙经贸洽谈会暨商品展销会”及组

织企业参加“布里亚特共和国经济与投资潜

力推介会”、“俄罗斯畜牧和植物综合招商项

目推介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先进技术与

投融资项目对接会”等经贸展洽活动，为内蒙

古企业“走出去”搭建起稳固的桥梁，为内蒙

古企业提供了高品质、高质量的合作机遇。

为了更好发挥口岸经济的辐射带动作

用，内蒙古商务厅加大口岸建设力度，完善

口岸基础设施。据了解，2013 年度确定扶持

55 个 口 岸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类 项 目 。 与 此 同

时，大力推动电子口岸的建设及口岸开放工

作，进一步简化通关程序，优化通关环境，提

高通关效率，充分利用口岸综合性服务功

能，以口岸贸易和口岸园区带动口岸工业、

交通运输、餐饮、金融、旅游、物流等行业的

发展，泛口岸经济带动地方整体经济发展的

局面也已初步形成，为形成口岸辐射经济圈

奠定了基础。

内蒙古商务厅从宏观、战略、全局的角

度考虑、把握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和口岸工

作，认真研究建立完善的流通体系，着力优

化营商环境，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助力内

蒙古经济腾飞。

（本版组稿 本报记者 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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