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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 
 

临沂是中国市场名城、物流之都，是新亚欧大陆桥国际

经济合作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建设临沂“一带一路”综合试

验区，是打造内陆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创新实践，是推进临沂

国际化的关键抓手。为推进临沂“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建

设，制定本方案。 

一、试验思路和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兰山区为主要试点区域，以临沂商城

为主要试验载体，以平台建设、通关便捷、产能合作、人文

交流为重点，积极探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新路径新模式，

打造引领双向开放的国际化新兴枢纽城市。到 2022 年，“一

带一路”建设重要节点城市功能进一步巩固，平台共享、优

势集成、政策创新、口岸开放、便捷高效等特色进一步凸显，

“商城+”模式下的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临沂商城海外营销

网络节点布局基本完成。到 2025年，基本建成“一带一路”

区域性国际物流枢纽、国际商贸创新型高地、国际产能合作

示范基地、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平台，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一带一路”枢纽城市。 

二、创建中国物流科技城 

（一）实施物流科技提升计划。依托中国（临沂）物流

科技产业研究院，建设物流科技企业孵化器。落实国家无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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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运人试点的相关税收政策，支持规模物流企业争创无车承

运人试点。推进国Ⅲ货运车辆更新，利用新能源车辆开展配

送运输服务。实施标准化、智慧化仓储建设工程，鼓励物流

企业应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智慧物流管理技术，

打造中国物流大数据中心和区域性智能货物集拼中心。 

（二）实施物流设施完善计划。高水平建设商贸服务型

国家物流枢纽，以临沂快递物流园、临沂公铁联运物流园等

专业物流园区为支点，统筹临沂港、综合保税区与济铁物流

园建设，加快推进多式联运监管中心建设，打造国际陆港。

优化电商物流服务，建设区域电商公共仓储中心，提升建设

一批智慧电商快递产业园区，支持快递龙头企业在临沂设立

区域集散中心，形成以临沂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的网络零

售物流集疏运体系。提升“齐鲁号”欧亚班列往返运营效率，

争取开行更多国际货运班列，开通青岛到临沂双向班列。积

极培育国际航空物流，规划建设国际快件监管中心、邮件分

拨中心和保税仓库，争取开通更多国际航班和货运包机。支

持临沂组开直达青岛的国际邮件邮路，在临沂设立国际邮件

互换局。 

三、打造内外贸融合发展试验区 

（一）实施国际贸易拓展计划，提升商城国际化水平。

探索外贸供应链综合服务新模式，建立完善临沂地产品供应

商数据库。推进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支持工程建

筑、外贸企业与央企合作，拓展国际工程承包业务，打造国

际工程物资集采集供基地。建设临沂进口商品城、国际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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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贸易投资推广平台载体，打造进口商品完税直营中心。办

好临沂商城进口博览会。依托进口肉类指定监管场地，促进

国内进口肉类企业集聚，申报进境水果、进口冰鲜水产品指

定监管场地，争取实行水果寄售政策，建设冷链保税加工园

区，打造区域性进口商品分拨中心。 

（二）实施电子商务兴市计划，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创新“在线批发、网络直销”新模式，壮大商城网商群体，

建设全国网货集散中心。大力发展短视频直播营销平台，引

导网红营销团队与专业市场商户合作，利用短视频直播开拓

新零售市场，打造“集约式买手店”。发展移动社交电商模式，

支持开设微商店铺，与国内知名微商培训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鼓励建立微商供货平台。规划建设垂直电商二级生态孵化基

地。 

（三）实施市场集约整合计划，促进商城转型升级。推

动商城核心区、商谷片区、国际陆港片区联动发展，构建科

研、资金、孵化、应用一体化发展格局。开展全屋定制服务

试点，打通建材、厨具、灯具、家具、家电等专业市场，打

造全国重要的全屋定制中心。举办“临商大会”，塑造“商城

临沂”城市品牌。 

（四）实施会展经济培育计划，打造区域会展中心城市。

依托五金、建材、板材等优势行业，培育特色性专业展会，

打造会展品牌。壮大会展主体，支持临沂商城专业市场、行

业商（协）会成立会展公司。继续办好商博会、木博会、五

金展、食博会和中国物流科技博览会、中国绿色建设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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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专业展会。探索“专业市场+行业协会+主题展会”发展新

模式，增强专业展会孵化功能。 

四、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基地 

（一）强化国际产业合作。整合创新资源，培育壮大优

势产业，鼓励食品、木业、机械、医药等优势产业开拓沿线

国家市场，建设生产基地，推动优势产品出口。加强与欧美、

日韩等国家（地区）在智能技术领域的研发合作，加快科研

成果转化，完善产业配套能力，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二）加强能源资源合作。引导优势企业拓展与东北亚、

中亚、中东欧等地合作渠道，鼓励资源进口企业建设境外资

源合作开发基地和初加工基地。支持具备条件的能源企业申

请 LNG进口业务资质，参与能源勘探、开发等业务。支持木

业企业参与境外林木资源合作开发，规划建设“一带一路”

出口蔬菜加工基地和出口地产品加工基地。 

（三）搭建境外合作平台。支持木业、机械、建筑陶瓷、

复合肥、五金、污水处理设备等特色优势产业在沿线国家设

立分拨中心和营销机构。借助中欧商贸物流园、巴基斯坦瓜

达尔港等海外临沂商城，推动建设境外产品展示中心及营销

服务网络。设立“一带一路”境外经贸代表处。 

五、搭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平台 

（一）拓展文化旅游交流渠道。对接“丝绸之路文化之

旅”、“齐鲁文化丝路行”等重大活动，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

故事。围绕书法兵学文化、特色乡村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特色领域，举办覆盖更多国别、更高层次的博览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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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国际论坛。支持与沿线国家相关城市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联合打造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支持举办国际马拉

松、沂河体育节、蒙山体育节等赛事活动。 

（二）探索国际科教合作模式。临沂大学加强与沿线国

家开展合作办学、学术交流等，联合临沂商城培养“一带一

路”复合型人才，建设沿线国家语言文化教育培训基地。支

持临沂职业教育学校加入省“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联盟，

建设“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办学基地和国际教育交流中

心。依托“孔子学院”开设羲之书法学堂、兵法学堂。争取

设立中国（临沂）海外发展研究院。鼓励“一带一路”智库

分支机构落地临沂。 

六、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一）探索推出便利举措。优化外商居住和投资审批流

程，实现一张表单“证照联办”，简化外商邀请函办理流程，

设立外国人来华邀请函企业正面清单。设立面向沿线国家的

联络办事机构，建立集申办 APEC 商务旅行卡、领事认证代

办、外国人来华签证邀请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外事服务综合

平台，开展临沂外籍商友卡政策创新，获卡人士享受市民待

遇。建设国际学校，鼓励医疗机构提供涉外医疗服务。 

（二）加大政策支持。探索开展进口商品海关税款担保、

汇总征税、监管后置、限定免税等进口通关作业便利化政策

创新。加强与沿线国家在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等方面合作，

试点建立双边海关与检验检疫国际合作平台。支持临沂综合

保税区、临沂港与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和青岛港联动，建设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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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联运铁路专用线。探索设立进口大宗商品期货保税交割库。

争取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一带一路”专项贷款向临沂倾

斜。支持金融机构联合供应链主导企业利用线上大数据、线

下集拼仓，探索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 

七、组织实施 

临沂市政府要履行试验区建设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推进

机制，细化任务，明确分工，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地。省有

关部门要加强对试验区建设的指导和支持，帮助解决方案实

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