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 潘晟 ２０24年 2 月 5日8�| 长三角

◎ 记者 潘洁

3 月 1 日起，《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下称《条例》）将开始施行，惠及浙

江 1034 万户市场经营主体。

为营商环境立法

浙江向来是营商环境方面的优等

生。 据不完全统计，2020 年以来，浙江审

议通过 10 余部与营商环境直接相关的

地方性法规，包括《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

促进条例》《浙江省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

条例》等，构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法律体

系，但是缺少一部综合性法规。

今年浙江省两会，“优化营商环境”

频频出现。 浙江省省长王浩作政府工作

报告时介绍，“聚焦聚力深化改革、 优化

营商环境” 是今年浙江省政府将重点抓

好的工作之一。 浙江将深入实施营商环

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营造稳定、

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打造营

商环境最优省。

可以说，为营商环境立法，浙江早有

打算，也准备了很久。最新发布的《条例》

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

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

治保障等方面对营商环境予以优化。

“在获取资源和发展机会方面，中小

企业的确存在一定的困难。 ” 浙江龙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阮伟祥告诉记

者， 希望政府能够给予中小微企业更多

的关注和支持，帮助他们减负、融资，并

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阮伟祥直言，期待《条例》中“健全中

小微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相关内容的落

地实施，“优化营商环境， 有助于企业轻

装上阵。 企业自身需要努力，政府在法

律政策以及服务上的支持和引导也至关

重要”。

具体来看，《条例》规定，各级政府及

有关部门不得要求市场主体在指定地区

登记注册或对企业跨区域迁移设置障

碍。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招标人和

政府采购的采购人， 应依法平等对待各

类所有制和不同地区市场主体， 不得将

企业特定区域业绩、税款社保缴纳、注册

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

润等作为条件。 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将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履约情况纳入营商

环境评价内容， 并建立政务失信责任追

究制度。

以更优环境提升竞争力

为构建公平有序市场环境，《条例》

指出，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浙江）应当通过公

共数据平台建立公共信用信息修复结果

互认、 共享和同步更新机制。 同时，《条

例》明确，省有关部门应当编制本行业、

本领域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本地区跨部门联

合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浙江一直以来

都非常重视营商环境建设，此次出台《条

例》，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提升地方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国

际化、便利化水平。 ”浙江欧诺尔生物材

料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韦晓辉表示，要

打造营商环境最优省， 首先要打造一套

最佳法治体系。

“我们内部也正在制定负面清单，以

明确哪些行为是不被允许的。”韦晓辉告

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希望相关部门能

够尽快制定统一的检查标准和负面清

单，让企业自我驱动、创新发展。

在韦晓辉看来， 越是困难的大形势

下，营商环境显得更重要。如今地方政府

之间竞争很激烈， 市场主体之间竞争也

很激烈， 两者同时对营商环境提出了更

高要求，“这时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正逢其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不

断深入， 浙商需要更加广阔的市场和更

加优质的营商环境来拓展业务、 提高竞

争力。 ”韦晓辉进一步表示，《条例》的出

台，可以为浙商提供更加全面、更加系统

的法治保障， 帮助浙商更好地融入全球

市场。

◎ 记者 潘洁

在近日召开的 2024 年经济政策新

闻发布会上，浙江宣布，今年将继续实施

“8+4”政策体系，即扩大有效投资、科技

创新、“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现

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世界一流强港和

交通强省建设、扩大内需和对外开放、乡

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保障和改善

民生 8 个重点领域政策包， 以及财政金

融、自然资源、能源、人才 4 张要素保障

清单。

“8+4”经济升级版

据介绍， 今年的政策体系较往年更

注重实效性和体系性。 如 25 条投资政

策中，9 条为延续实施，9 条为调整实施，

7 条为新谋划。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政

策比去年多了 3 条， 内容上新增税收优

惠、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企业培育等；

具体产业上新增安排人工智能产业和历

史经典产业的资金支持。 同时， 加大金

融、人才等的支持力度，今年将新增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 4000 亿元， 比去年增加

1500 亿元。

“扩大有效投资、科技创新等 8 个重

点领域政策包， 是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

重要抓手。 ” 中盛普英产业研究院高级

研究员孙殿义对 《国际金融报 》记者表

示，这些政策包不仅覆盖面广，而且针对

性强，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市场需求，增强

经济发展动力。 其中，9 条延续实施和 9
条调整实施的政策， 是对过去政策的继

承和优化， 而 7 条新谋划的政策则为浙

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孙殿义指出，“415X”先进制造业集

群培育政策是本次政策体系的一大亮

点。 与去年相比， 今年的政策数量增加

了 3 条， 这些新举措将有助于加速制造

业的转型升级，推动浙江从“制造大省”

向“制造强省”迈进。 同时，对于人工智

能产业和经典产业的资金支持，也反映

出浙江在培育新兴产业和传统文化方面

的双重努力。

“而财政金融、自然资源、能源、人才

4 张清单的推出， 是对经济发展所需资

源的全面保障。 ”孙殿义说，尤其是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的增加， 将为浙江的制造

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将极大

地缓解企业的融资压力，激发市场活力。

不过，在其看来，这一政策体系也面

临着一些挑战，“如何在保持经济发展的

同时，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如何更

有效地吸引和利用人才， 推动科技创新

等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

有效投资瞄准新动能

过去一年， 投资为浙江经济回升向

好提供了有力地支撑。

数据显示，2023 年， 浙江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 6.1%， 高于全国平均 3.1
个百分点， 亦高于同期浙江 GDP 增速。

同时，2023 年， 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分别增长 36.9%
和 21.1%， 均高于制造业投资和全部投

资增速。

今年的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2024 年，围绕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重

大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 ，安排 “千项万

亿”重大项目 1000 个以上，完成年度投

资 1 万亿元以上。 特别提及了很多产业

类重大项目，如晶科能源、浙石化高端新

材料、杭州富芯集成电路等，这些都聚焦

在光伏、新材料、集成电路等浙江着力谋

求的产业新赛道上。 此外，民营经济 32
条政策今年也将进一步精准落地， 为民

营企业敢投、放心投营造更好的投资环

境。

“营商环境比要素成本更重要，‘8+

4’ 经济政策体系让企业获得感满满，优

质的政策供给为企业的发展提振了信

心。 ”浙江省人大代表、华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汪力成表示，2023 年

浙江出口总额 3.57 万亿元， 同比增长

3.9%，且反超江苏，跃居全国第二，彰显

了非一般的经济韧性。

“这既与产业结构有关，也与主动应

变有关。”汪力成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

示，2023 年浙江在全国抢先派出商务包

机出国抢订单， 浙江企业从 “产品走出

去 ”到“企业走出去 ”，这些都是以变应

变。

据悉， 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对外开

放，浙江今年将大力引进高质量外资，重

点实施两个“百千万”，即针对拓市场增

订单，支持重点展会 100 场以上，组织不

少于 1000 个团组、10000 家次企业赴境

外拓市场， 争取落地 1 亿美元以上外资

项目 20 个左右。 针对改善传统消费，将

举办餐饮消费欢乐季活动 200 场以上，

组织促消费活动 2000 场以上，新增公共

充电桩 2 万个以上。

◎ 记者 潘洁

作为万亿城市中的塔尖，

GDP 突破两万亿元，正成为城

市竞争的新起点。

2023 年，长三角地区经济

总量破 30 万亿元大关。 其中，

杭州凭借 20059 亿元 GDP 的

成绩，正式跨入“两万亿”城市

行列。 至此，我国“两万亿俱乐

部”成员增至 9 个，其余分别是

上海、北京、深圳、武汉、重庆、

广州、苏州、成都。那么，谁将会

是下一个？

在长三角， 江苏南京和浙

江宁波无疑是“两万亿俱乐部”

最有力的后备军。

数据显示，2023 年， 南京

GDP 为 17421.40 亿元，同比增

4.6%。 而在去年 6 月召开的全

市产业强市建设推进会上，南

京发布 《南京市推进产业强市

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明

确提出，到 2025 年 ，南京全市

GDP 总量超 2 万亿元。

对于“两万亿”的目标，宁

波也是“野心勃勃”。早在 2021
年 ，《宁波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先行市行动计划(2021-

2025 年 )》就提到 ，宁波要 “奋

力实现 2025 年 GDP 总量破 2
万亿、 进入全国前 10 名的目

标 ”。 2023 年 ， 宁波 GDP 为

16452.8 亿 元 ， 比 上 年 增 长

5.5%。

“南京的优势在于城市综

合实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宁

波的优势则在于产业特色鲜

明，外贸出口强劲。 ”财经评论

员徐浩平对《国际金融报》记者

表示， 南京一直以来注重于制

造业的发展， 在高技术产业方

面表现出色。同时，南京是实现

“双城效应”的重要节点，将不

断受益于政策和资源的倾斜。

而宁波拥有多个重要的港口 ，

将继续受益于中国经济内外贸

易的增长。

“人口和土地面积的局限

是南京的硬伤。 ”徐浩平直言，

“南京常住人口尚未突破千万，

面积也只有 6587 平方公里，与

成都、 重庆等城市相比存在明

显不足。同时，区域中心城市的

辐射带动作用有限， 也制约了

南京的经济扩张。 ”

在其看来， 未来南京应加

快推进与苏南地区的一体化，

强化对江苏全省的核心带动作

用。在产业方面，南京也应加快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提升自

身经济活力。

“宁波要想在未来两年与

南京一较高下，还需要更好地

在外贸、制造以及创新等领域

全方位发力，加快做大经济总

量。 ”徐浩平说，“宁波正在不

断加大对服务业和创新科技

产业的投资，力求寻找新的增

长引擎。 同时，积极推动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加强科技创新

和产业升级，努力成为创新型

城市。 ”

而从 2024 年 GDP 增速目

标来看， 宁波要实现 6%左右

的增长， 南京预期目标为增长

5%以上。

“不论是‘两万亿俱乐部’

成员，还是后备军阵营，每一个

百分点的增长， 含金量都已经

大不相同。”徐浩平表示，“无论

南京和宁波的短期经济增速如

何，从长远来看，两个城市都有

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

宁甬竞逐
“两万亿城”浙江开年拼经济

优营商立法当先

在有效需求
不足、 社会预期
偏弱、 外部环境
复杂严峻的背景
下， 经济大省浙
江连续第三年出
台稳增长、 提信
心 政 策 “ 组 合
拳”。

张力 摄

张力 摄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浙江的营商环境走
在全国前列。 未来，该如何优上加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