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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义甬舟

开放大通道建设的若干意见

宁波市、绍兴市、金华市、舟山市及所辖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级

有关单位：

为全面落实“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加快推进

新一轮对外开放，经省政府同意，现就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建设提出

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历次全

会精神，坚持开放发展理念，加强区域合作、陆海联动、内外协调，

统筹推进开放大平台、大通道建设和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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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成为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重要引擎，带动

全省在更高层次上扩大开放，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二）基本原则。

———坚持统筹谋划。全面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战略，加强系统设计，注重区域协同，统筹推进产业布局、资源配

置、项目建设和体制改革，加快形成“两核一带两辐射”全方位开

放的新格局。

———坚持改革统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完善资源配置机制，

创新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加快建立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坚持重点突破。聚焦开放大平台大通道建设，以中国

（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宁波梅山新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

试点为重点，统筹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宁波舟山港和义乌国际陆港

一体化发展，加快打造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

桥头堡。

（三）目标任务。力争通过 ５ 年的努力，宁波舟山港、义乌国

际陆港的国际枢纽功能显著提升，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达到 １０

亿吨以上、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２６００ 万标箱以上，江海联运量达到

３ ５ 亿吨，中欧、中亚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行。大通道沿线区域经济

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沿线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到 ２０２０ 年沿线地区生产总值全省占比达到 ４５％；进出口总额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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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比重超过 ６０％，其中机电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超过 ５０％，服

务贸易进出口年均增幅超过 １０％。

二、加快推进开放大平台建设

（一）加快建设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实施中国

（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油品全产业链投资便利化和

贸易自由化为重点，以离岛、离岸为特色，加快推进国际中转港、石

油储备基地、石油大宗交易中心建设，建立健全既符合国际惯例又

符合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制度，力争到 ２０２０ 年，形成 ４０００ 万吨石

油储备规模、２０００ 万吨炼油能力、６００ 万吨燃油加注以及与之相配

套的油品交易规模。

（二）积极争取设立宁波梅山新区。以推进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建设为重点，统筹规划宁波梅山新区，争取上升为国家级新区。

围绕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型经济高地和现代化滨海宜居新

城，积极发展港航物流、高端制造、国际贸易、金融服务、滨海休闲

等产业集群，积极争创贸易便利化试验区，努力建设成为新型对外

开放大平台、先进制造创新发展区和“一带一路”重要功能承载

区。力争到 ２０２０ 年，宁波梅山新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２５００ 亿元，

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 ５００ 亿美元。

（三）深入推进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积极争取设立

小商品自贸区，支持创建中国（义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全面推进贸易便利化。完善市场采购新型贸易方式，提升义乌国

际陆港功能，探索建立与小商品进口、出口、转口相适应的交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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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贸易通道和监管方式，推动进出口贸易协调发展，加快形成小

商品贸易便利化的新型国际贸易体制，打造境内外中小企业优质

商品进入全球市场的桥头堡和世界小商品之都。大力发展跨境电

子商务块状产业集群，培育以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到企业（Ｂ２Ｂ）为

主导的“网上丝绸之路”新产业。力争到 ２０２０ 年，义乌市场交易

额达到 ５０００ 亿元。

三、加快打造产业创新平台

（一）规划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加快建设宁波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宁波新材料科技城、宁波国际海洋生态科技

城、宁波航天智慧科技城、宁波杭州湾高性能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宁波江北光电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舟山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舟山海洋科学城、舟山船舶装备高新产业园区、金华国际科

技城、义乌科创新区、金义科创走廊、绍兴城北科创大走廊等创新

平台。支持有条件的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上升为国家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支持经济开发区的核心区上升为高新技术园区。

积极引进全球科技资源，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促进科技、人才等高

端要素向创新平台集聚。

（二）重点培育一批特色小镇。支持各地规划建设一批金融、

高端装备制造、信息经济、旅游和时尚等特色小镇。金融方面，重

点培育梅山海洋金融小镇、鄞州四明金融小镇、义乌丝路金融小镇

等；高端装备制造方面，重点培育江北动力小镇、余姚模客小镇、宁

海智能汽车小镇、金华新能源汽车小镇、新昌智能装备小镇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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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经济方面，重点培育上虞 ｅ 游小镇；旅游方面，重点培育杭州湾

新区滨海欢乐假期小镇、朱家尖禅意小镇、普陀沈家门渔港小镇、

永康赫灵方岩小镇、武义温泉小镇、柯桥酷玩小镇等；时尚方面，重

点培育定海远洋渔业小镇、诸暨袜艺小镇等。

（三）加快建设一批国际产业合作园。深入推进中意（宁波）

生态园、中澳（舟山）现代产业园两大国家级国际产业合作园建

设，加快推进宁波北欧工业园、中东欧（宁波）工业园、中欧（金华）

生态工业园、中欧（义乌）智造园、中捷（浦江）产业园、中丹（绍

兴）环保生态产业园等省级国际产业合作园建设。聚焦国外高端

产业和先进技术，进一步加强国际产业合作，支持各地规划建设一

批开放程度高、创新能力强的国际产业合作园。

（四）积极打造沿线综合保税区网络。进一步整合提升舟山

港综合保税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宁波保税区、金义综合保税区

等海关特殊监管区，支持义乌保税物流中心（Ｂ 型）升格为综合保

税区，支持新设绍兴（新嵊）综合保税区，形成重点突出、功能互补

的沿线综合保税区集群。

四、加快推进开放大通道建设

（一）加快打造“一带一路”海上桥头堡。大力推进宁波舟山

港建设，打造港口集群。高标准推进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宁波

多式联运示范区建设，大力发展海河联运、海铁联运和水水中转。

谋划建设国际中转港，力争将宁波舟山港打造成东北亚地区最大

的贸易中转枢纽。积极发展港航服务业，支持港航物流、船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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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船舶管理、航运经纪、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等国际机构入驻宁

波、舟山地区，加快形成国际航运中心。

（二）加快打造“一带一路”陆上桥头堡。着力构建全方位的

现代物流平台体系和内外互联互通的集疏运体系，进一步提升义

乌国际陆港、金华公铁联运港功能，扩大义乌铁路、航空、港口的开

放功能，完善“义新欧”班列双向常态化运行机制，支持建设“义新

欧”沿线海外分市场、物流分拨中心、经贸产业合作园、跨境电子

商务海外仓等项目，打造形成以义乌国际陆港为核心、金华公铁联

运港为支撑的多物流枢纽节点对外集聚辐射的陆港体系，充分发

挥“义新欧”铁路的物流网络优势和义乌的市场网络优势，使义乌

国际陆港成为连接欧亚市场的重要枢纽。

（三）加快建设连接海陆桥头堡的交通基础设施。依托海陆

双向开放的区位优势，统筹铁路、公路、航空、港口建设，加强各种

运输方式的衔接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加快多式联运发展，建成安

全便捷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加快推进以集装箱运输为主体的甬

金铁路建设，推动甬金、甬舟铁路与国家干线铁路网的对接，规划

建设义金衢上高速公路，完善以宁波舟山港、义乌国际陆港为核

心，金华公铁联运港为支撑的重要集疏运及联运体系建设，构建以

干线铁路和干线公路为主体、连通浙东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腹

地的交通主轴。加快义乌国际陆港与宁波舟山港的一体化整合发

展，使宁波舟山港和义乌国际陆港成为中国商品走向全球市场和

国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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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快建立大开放的体制机制

（一）加快构筑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

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 ＋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降低外资准入门槛，

进一步提高和扩大引进外资的质量和规模。推进开发区转型升级

和创新发展，建立开发区（园区）协同开放机制，支持各地建设一

批综合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扶持一批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区。积

极推进外贸出口战略转型，实施义甬舟开放大通道产业布局规划，

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快调整外贸出口产品结构，促进对外贸

易可持续发展。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新体制，推进境外投资便

利化，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加快构建境外营销网络体系，建设

一批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和贸易物流枢纽中心。

（二）加大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力度。

加大土地要素配置力度。各地应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

安排建设项目，对确需调整规划的，支持进行规划局部修改，所需

建设用地指标省视情给予支持。列入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和省重

大产业项目（除宁波外），其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由省按规定予以统

筹解决。鼓励各地积极利用低丘缓坡开发建设，通过挖潜、土地整

理等措施，实现土地集约利用。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省产业基金要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

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内的重大产业项目。引导省产业基金与社会资

本合作设立对外投资合作基金，支持“义新欧”班列常态化运行和

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对列入国家级重大项目储备库和国家重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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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包的重大项目，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用好地方政府债券，存

量部分重点向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建设倾斜。

加大科技资源配置力度。支持沿线市县引进大院名校、科

研院所，进一步提高高校办学质量；围绕重点行业和关键技术，

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支

持新建一批重点企业研究院、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大力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提高企业科技创新

能力。

（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积极推进“两关两检”全面互认。支持杭州海关与宁波海关、

浙江检验检疫局与宁波检验检疫局的合作，建立健全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管理服务模式，推进“两关两检”全面互认，提高运行

效率，降低制度性成本。

积极推进“两港”互通。支持宁波舟山港和义乌国际陆港建

立一体化运行机制，理顺内部管理体制，加快实现统一调度、统一

管理、统一运营。

积极推进外贸发展方式创新。优化市场布局和贸易结构，大

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等新型贸易方式，加快培育以技

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

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创新。建立健全市场主导的多元化投融

资机制，鼓励采取特许经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方式，吸引

各类社会资本参与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建设。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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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合作模式（ＰＰＰ），允许民营资本主导或参与义甬舟开放大通

道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建设的

支持，建立区域内重点项目与世界银行、丝路基金、亚投行等重点

金融机构的交流合作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义甬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宁波和金义都市区

一体化发展，整合港口、市场、产业和平台开放优势，统筹推进交通

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要素市场一体化，建立健全

有利于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推动中国（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等政策效应的共享叠加和推

广复制，打造对外开放与创新发展的区域共同体。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除跨区域的重大

项目、需要上报国家的项目、涉及省级层面要素分配的项目外，其

他项目的审批权限全部下放或委托到相关市县。加快推进企业投

资项目高效审批，积极推进“多规合一”改革，推广“区域能评、环

评 ＋区块能耗标准、环境标准”改革试点。

六、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健全推进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完善重

大决策、重大项目统筹协调机制、工作推进机制和督查考核机制，

省级有关部门和宁波市、绍兴市、金华市、舟山市及所辖县（市、

区）政府要加强协作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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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省级有关单位名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３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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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级有关单位名单

省编办，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公

安厅、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

厅、省农业厅、省商务厅、省卫生计生委、省外侨办、省地税局、省工

商局、省海洋与渔业局、省旅游局、省政府研究室、省海港委、省金

融办，省国税局、杭州海关、宁波海关、浙江检验检疫局、宁波检验

检疫局、浙江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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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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