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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企业服务中心内，
每个综合受理窗口都摆着一块牌子，
上面写有一行字：窗口无否决权。

“不轻易对企业说‘不’。”这是上
海自贸试验区的理念。

而这个理念的产生，源自盒马鲜
生的创立。

负面清单越来越短
换来1.2万户外资企业

安家

时间拨回2015年。盒马鲜生临近
“诞生”，却遇到一个难题——行业目
录里没有可以注册的类别。

盒马鲜生采取“超市+餐饮”模式，
两个部分融合在一起，属于全国首创
的新业态。这让审批部门非常“犯
难”，是该给盒马鲜生发超市食品经营
许可证，还是餐饮服务许可证？

“当年10月全国两证合一，即超市
业和餐饮业都发食品经营许可证，但
是我们这样的企业该走哪一种审批程
序呢？”盒马鲜生创始人沈丽当时也很
疑惑，一番纠结后，她来到上海自贸试
验区寻求帮助。

面对这个跨类别申请的“未解
题”，上海自贸试验区企业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并不是简单说“不”，反而认为
这一想法很好，希望沈丽将材料留下，
并告知将向上汇报请示，尝试找办法
解决。

自贸区相关审批部门看过材料
后，随即向市级审批机关汇报，并获得
了支持。经过一番努力，盒马鲜生首
店在浦东新区开业，以它为代表的集
超市、餐饮、网购等多种形式为一体的
新零售业态在中国正式亮相。

“对窗口办事人员而言，说‘不’很
简单，但像盒马鲜生这样的机会，就溜
走了。”上海自贸试验区企业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说，此后，“不轻易对企业
说‘不’”成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办事
理念，除非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事情，
否则“窗口无否决权”。

这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敢于创新和
担当，积极“先行先试”的缩影。作为
中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
区自设立以来，一直肩负“试验田”的
重任，为中国改革开放探索出创新制
度。

比如，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
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上海自
贸试验区最基础、最重要的改革，它迈
出了与国际通行投资规则接轨的重要
一步。如今，负面清单从190条缩减至
30余条，成为吸引外商在上海投资的
重要举措。

截至今年8月底，上海自贸区累计
新设外资企业1.2万户，约占浦东新区
新设外资企业的77%，外资企业占比
从自贸试验区挂牌初期的5%上升到
20%左右。因为敢于“先行先试”，上海

自贸试验区已成为全国开放创新的高
地，集聚了全球众多资源，开放型经济
实现跨越式发展。

边学习边创新
重庆自贸试验区探索

“陆上贸易新规则”

在全国自贸试验区贡献的260项
制度创新成果中，上海自贸试验区就
占了124项，无愧于“试验田”之称，“单
一窗口”是其众多创新成果之一。

作为后来者，2017年挂牌成立的
重庆自贸试验区，当年就学习上海经
验，推动“单一窗口”上线。截至今年
上半年，重庆“单一窗口”拓展了52项
功能，累计业务运行3551万单，主要业
务应用率达100%，其中货物申报位居
中西部第一。

重庆自贸试验区不仅向“先行者”
学经验，还传承了创新精神。

与上海不同的是，重庆地处内陆，
肩负着在西部带头开放、带动开放的
重任，探索创新必须结合自身实际情
况。于是，探索以铁路提单为代表的

“陆上贸易规则”，成为重庆自贸试验
区发力点。

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位于重庆自
贸试验区西永板块，也是重庆探索铁
路提单最早的具体执行单位。重庆国
际物流枢纽园区公司总经理谷永红
称，重庆首先做的，是创新铁路提单的
计算模式。

谷永红带团队找在国外设有分支
机构的中资银行洽谈，说服这些银行同
意用铁路提单作为资金结算证明，解决
了发货方无法得到资金的后顾之忧。
随后，重庆又与运输企业沟通，要求运
输企业在使用铁路运输的过程中，确保
货物的安全性、及时性、完整性。

2017年 12月 22日，随着重庆终
极汽车贸易公司从德国进口的一批汽
车，搭乘中欧班列（渝新欧）抵达重庆
铁路口岸，重庆自贸试验区实现了全
球第一单用“铁路提单国际信用证”结
算的国际贸易货物，标志着重庆探索
陆上贸易新规则迈出关键一步。

探索仍在持续——
2018年7月，重庆在多式联运以

及西部陆海新通道上探索“铁路提单”
取得成功；

2019年，重庆自贸试验区铁路提
单信用证融资结算入选商务部评选的
全国自贸试验区第三批最佳案例；

今年6月，重庆两江新区（自贸区）
法院对全国首例涉及铁路提单的物权
纠纷案进行一审判决，标志着铁路提
单业务创新实践在法律层面得到保护
和肯定……

截至今年7月，重庆已累计签发铁
路提单48份，融资结算金额突破1亿
元，推动实现跨境铁路提单融资、结算
便利化、常态化。

“重庆不仅学习‘单一窗口’‘证照
一体’改革等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也
在自主创新上取得了显著成果。”市商
务委副主任付嘉康说，3年来，重庆自
贸试验区累计探索形成创新成果240
余项，向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上报50余项，内陆物流大通道开拓、铁
路运邮等经验已向全国推广。

瞄准“双城记”新机遇
川渝自贸试验区共建协

同开放示范区

2019年8月，上海自贸试验区实
现“升级”——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正式揭牌成立。

仅一年多时间，上海自贸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中分解
出的78项政策和制度创新任务已完成
过半，其中落地45项，另有22项已形
成方案。累计签约项目358个，涉及总
投资2713.63亿元。

打好“自贸试验区”这张牌，让其
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助力，上海
在奋力开拓，重庆也在努力追赶。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
入推进，重庆牵手四川共建川渝自贸
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

今年，重庆市商务委和四川省商务

厅签署合作方案，明确双方将围绕“制
度创新、平台共建、通道共享、产业协
作、环境打造”五大重点领域，探索建设
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

制度创新主要围绕“铁路运单物
权凭证属性”、多式联运“一单制”等改
革创新，持续深化合作，探索一批跨区
域、跨部门、跨层级制度创新成果。“双
方还会建立现场观摩机制，定期交流
创新成果，联动推广应用创新制度。”
付嘉康说。

平台共建方面，川渝两地将积极
向国家争取支持，以重庆主城都市区
和成德眉资同城化都市圈为依托，拓
展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空间。同时，两
地也将增设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国家
级经开区、进口商品指定监管场所等
开放平台，进一步提升多维度国际供
应链配置能力。

通道共享方面，川渝两地拥有全国
最具竞争力的两大中欧班列品牌，也是
西部陆海新通道三条主线路的始发地，
合作打造内陆国际物流枢纽，是彼此通
道共享的重点。下一步，川渝两地将建
立口岸物流合作发展机制，搭建口岸物
流综合运营平台，共建国际航空货运枢
纽，共同打造内陆国际物流分拨中心和
亚欧铁路货物运转中心。

产业协同上，川渝双方围绕优势互
补，将携手提升产业开放合作水平。比
如，双方会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
点，推动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共同探索
建立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等。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自贸试验区
的重点。川渝两地将持续深化“证照分
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等举措，共建内陆
地区国际化营商环境示范区。同时，双
方会加强自贸试验区法院、商事仲裁、
调解中心合作等，加强法治化建设。

“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
区，将通过在政策等方面的一体化，实
现协同发展。”付嘉康表示，通过该示
范区，川渝两地将探索创新更多可复
制推广的经验制度，打造一个服务陆
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
的重要载体，逐步形成“制度创新、信
息共享、经验共创、模式共建”新格局。

不轻易说“不”，善做“未解题”，从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看——

重庆如何种好“试验田”
重庆日报记者 陈钧 杨骏

游客在
外滩欣赏浦
东陆家嘴景
色（2019年8
月2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