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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 11 期 總第 111 期 

編者按：本《通訊》自 2007 年 9 月起於每月出版，並上載至本辦的網站（網址：http://www.cdeto.gov.hk 
中“駐成都辦通訊”欄目）。各位亦可於本辦網站瞭解到本辦為港商提供的服務和活動的詳情。 

一、本期專題 

四川省及成都市創業創新政策 

二、駐成都辦動態 

三、政策法規 

四川 《四川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大規模綠化全川行動方案的通知》 

《四川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四川省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開展信息惠民試點實

施方案的通知》  

陝西 《陝西省人民政府關於促進外貿回穩向好的實施意見》 

《陝西省人民政府關於促進民營經濟加快發展的若干意見》 

貴州 《貴州省人民政府關於推進旅遊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意見》 

重慶 《重慶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重慶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的

通知》 

《重慶市人民政府關於印發重慶市農業農村發展“十三五”規劃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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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貿數據 

五、經貿活動 

*註：以上目錄中標題及內容均可通過按 Ctrl 鍵並按一下滑鼠左鍵直接進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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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期專題 

  四川省及成都市創業創新政策 

（一）《創業四川行動實施方案（2016-2020 年）》 

爲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的通知》（中發〔2016〕4 號）《國務院關

於大力推進大衆創業萬衆創新若干政策的意見》（國辦發〔2015〕32 號）和《中共四川省委關於全面創

新改革驅動轉型發展的决定》（川委發〔2015〕21 號）等文件精神，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營造

良好的創新創業生態環境，激發全社會創新創業活力，結合實際，四川省特制定《創業四川行動實施方

案（2016-2020 年）》（以下簡稱“方案”）。 

根據方案，四川省將堅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堅持服務實體，促進發展；堅持創新推動，促進就業；

堅持機制創新，優化服務。大力實施“創業四川行動”，匯聚一批創新創業力量，建設一批雙創支撑平台，

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雙創模式和典型經驗，進一步推動形成雙創蓬勃發展新局面，加快發展新經濟、

培育發展新動能，促進實體經濟增長，有效支撑全省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 

發展目標 



 

 3 

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全省初步構建開放、高效、富有活力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推動形成創新資源豐

富、創新要素聚集、孵化主體多元、創業服務專業、創業活動活躍、各類創業主體協同發展的大衆創新

創業新格局，把四川建設成爲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業中心和創新創業者嚮往的創業高地。目標如下： 

  

——創業服務載體蓬勃發展：建立階梯型孵化體系，形成覆蓋全省各市（州）、縣（市、區）的科技企

業孵化培育體系，全省各類孵化載體達到 700 家，面積達到 2000 萬平方米以上。 

 

——創業人才隊伍迅速壯大：形成以青年大學生、高校院所科技人員、企業科技工作者、海歸創業者、

草根能人等爲主體的創業人才群落，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數量大幅增長，科技創業者突破 40 萬人。 

 

——創業資本高度聚集：構建“創業投資+債券融資+上市融資”多層次創業投融資服務體系，培育一批天

使投資人和創業投資機構，各類天使投資和創業投資基金達 400 支以上，管理基金規模突破 1500 億元。  

 

——創業企業快速發展：龍頭骨幹企業積極帶動中小微企業、創業人才創新創業，形成大企業與中小微

企業協調發展的良好局面。累計新增科技型中小微企業 10 萬家，滬深股市挂牌企業數量達 150 家，“新

三板”挂牌企業達 600 家。 

  

——創新創業產出成效顯著：每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達 7.5 件；年技術合同交易額（輸出）達到 400 億元；

累計新增市場主體 260 萬戶，創業帶動就業效果明顯；高新技術企業達 4000 家，高新技術年產值突破 2

萬億元；全社會創新創業氛圍濃厚，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雙創模式和典型經驗。 

 

主要任務 

方案圍繞激活創新創業主體、營造創新創業氛圍、助力創業創新的成果轉換等方面，提出七大任務：  

一、實施創業主體孵化行動，大力建設創業載體 

1、推進建設孵化器和大孵化器 

通過政府搭建、民營興建、企業自建、閑置改建等模式，促進全省普遍建設科技企業孵化器。推動有條

件的市（州）集中力量打造孵化器大平台。各縣（市、區）要結合自身優勢和特色，積極打造滿足創新

創業需求的孵化樓宇、社區、小鎮等。 

  

2、構建階梯型孵化體系 

加快建設環電子科技大學、環西南交通大學、磨子橋街區等創新創業群落，建立一批大學生創業苗圃。

圍繞產業發展，在全省各類園區、產業聚集區建設一批新興產業加速器。依托高新區等重點產業園區，

加快建設一批創新創業園，在全省形成“創業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產業園”階梯型孵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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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快發展衆創空間 

推進衆創、衆包、衆扶、衆籌等支撑平台快速發展。針對產業需求和行業共性技術難點，加快重點產業

領域衆創空間建設。鼓勵龍頭骨幹企業聯合中小微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和創客打造“產學研用”緊密結

合的衆創空間。鼓勵高校、科研院所充分利用大學科技園、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重點實驗室等創新

載體，建設以科技人員爲核心、成果轉移轉化爲主要內容的衆創空間。到 2020 年，全省新增 200 家衆創

空間。 

  

對于能够聚集創客，提供技術創新服務、融資服務、創業教育等創新創業活動的衆創空間，經科技部門

備案，在安排省級科技計劃項目時，按照衆創空間實際使用面積以每年 500 元/平方米的標準給予連續 3

年補貼，年度補貼額不超過 20 萬元。對納入國家級、省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管理和服務體系的衆創空間（即

國家級、省級衆創空間），省財政分別給予 100 萬元、50 萬元的經費補貼，專項用于創業孵化運行。 

  

4、提升孵化器孵化培育能力 

支持建設一批“孵化+創投”“孵化器+商業空間”“互聯網+”等新型孵化器。構建“聯絡員+輔導員+創業導師”

孵化輔導體系，推動孵化教育培訓專業化、精細化、系統化。鼓勵社會資本設立科技孵化基金，探索發

展一批混合所有制孵化器。 

  

5、構建一批創新創業服務平台 

推進“互聯網+”行動計劃，加快“衆創四川”平台、科技創新創業綜合服務平台建設，加强重點實驗室、製

造業創新中心、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臨床醫學研究中心等國家和省科技創新平台建設。大力推廣示

範“科創通”服務模式。 

 

6、加强國際合作創新創業載體建設 

加快構建國際合作創新平台，推進建設中韓創新創業園、高分子材料國際聯合研究中心、中國—新西蘭

獼猴桃聯合實驗室等國際科技創新合作平台，高水平打造一批國家、省級國際科技合作基地。 

  

7、扎實推進小微企業創新創業 

實施小微企業創新創業三年計劃，打造“互聯網+小企業創新創業”服務平台，推進實施小微企業創新創業

提速工程、信息化提效工程和監測提質工程，助力一批初創期小微企業加快發展、成長期小微企業培育

升規。 

  

二、實施創業人才激勵行動，匯聚各方創業力量 

8、激勵科技人員創新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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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探索擴大高校、科研院所用人自主權，進一步加大簡政放權力度，促進形成充滿活力的科技管理和

運行機制，更好激發廣大科研人員積極性和創造性。 

  

9、吸引海外高層次人才來川創新創業 

加大對高層次人才支持力度，深入實施“千人計劃”、“天府高端引智計劃”、“留學人員回國服務四川計劃”

等人才工程，定期開展赴外招才引智、“海科會”等活動。規劃建設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園，支持海

外高層次人才來川創新創業。 

  

10、扶持大學生創新創業 

實施四川“青年創業促進計劃”“大學生創業引領計劃”“科技創新創業苗子工程”等，强化大學生創新創業政

策扶持。創新大學生創業教育，開展“創業型大學”建設試點，探索“學業+創業”雙導師培養模式。鼓勵各

類協會團體和企業聯合高校開展大學生創新創業活動。 

  

11、幫助草根能人創新創業 

引導在外川商、務工人員返鄉投資創業。推進科技特派員創業行動，鼓勵科技特派員領辦、創辦、協辦

科技型農業企業和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推進農村青年創業富民行動，培養新型職業農民。大力開展群衆

創新創業活動，有效實施“四川青年創業促進計劃”，爲草根能人創新創業搭建科技研發、經費和融資等

服務平台。 

  

三、實施創新活力釋放行動，深化體制機制改革 

12、加快推進院所高校分類改革。 

穩妥推進 42 家科研院所和 30 所高校開展創新改革試點，探索高校院所去行政化、發展混合所有制、促

進中央在川單位成果就地轉化等新政策和新機制。加快推進公立醫院建立現代化醫院管理制度，探索醫

療衛生領域技術人員創新創業模式。支持成德綿區域高校建設大學科技園，支持高校與各地聯合建立產

業園區、產業技術研究院。 

  

13、加快推進省級科技計劃管理改革 

推進科研經費使用和管理方式改革創新，構建總體布局合理、功能定位清晰的科技計劃體系，推行有利

於科研人員創新的經費使用、審計方式。推進科技項目分類評價，積極探索專業機構參與管理科研項目

方式，提高科研項目立項、評審、驗收科學化水平。 

  

14、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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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實施“五證合一”“一照一碼”“先照後證”等改革，開展企業名稱登記改革和經營範圍登記改革試點。建

立完善市場主體退出機制，開展未開業企業和無債權債務企業簡易注銷試點工作。完善國家企業信用信

息公示系統（四川），積極推動省、市（州）企業信用信息共享交換平台建設。 

  

15、强化知識產權保護 

加强重點產業領域知識產權保護規則研究，推進侵犯知識產權行政處罰案件信息公開，完善知識產權投

訴舉報受理機制和知識產權維權援助機制，加快知識產權維權援助網絡平台建設，加大對中小微企業知

識產權保護援助力度，營造創新創業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16、减輕科技型中小微企業稅負 

切實落實就業創業稅費减免、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優惠等優惠政策，支持風險投資、

天使投資和中小微企業發展。開展便民辦稅“春風行動”，推進納稅服務平台建設，提高納稅服務效率。

推進銀稅互動戰略合作，打造多樣化信貸品牌，促進納稅服務與金融服務有效對接。 

  

四、實施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推動成果轉移轉化 

17、推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試點示範 

開展區域性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試點示範，推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企業建設。實施新一代信息技術、

軌道交通裝備、生物醫藥等 15 個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專項。推進職務科技成果權屬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

提升科技成果供給質量和轉化效益。 

  

18、建設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平台 

建立科技成果信息匯交系統，爲科技成果信息登記、查詢、篩選等提供公益服務。建設知識產權交易平

台，開展知識產權挂牌交易。建立技術交易網絡系統，打造綫上與綫下相結合的技術交易平台。 

  

19、建設一批技術轉移機構 

加快建設國家技術轉移（西南）中心。鼓勵有條件的市（州）、縣（市、區）建立區域性成果轉化、技

術轉移機構，支持高校、院所聯合行業龍頭企業建立技術轉移服務機構，爲創新創業提供技術轉移服務。 

  

20、强化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服務 

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健全技術產權交易、知識產權交易等技術市場體系，

降低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成本。建設四川省高端人才服務平台，强化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人才服務。 

  

21、促進軍民技術雙向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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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民用領域知識產權在國防和軍隊建設領域運用，推動軍用技術向民用領域轉化應用，引導軍民兩用

人才在川創新創業。按規定分類推進國防科技實驗室、專用設備、科研儀器向社會開放，促進軍民創新

創業資源融合共享。 

  

五、實施創新創業金融支撑行動，大力發展科技金融 

22、用好政府引導基金 

充分發揮四川省創新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作用，强化對中小微企業的扶持。

探索設立四川省科技成果轉化投資引導基金，加速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探索設立知識產權運營基金和知

識產權質押融資風險補償基金，推進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探索設立“千人計劃”創投基金，支持高層次人

才創業。 

  

23、構建創新創業金融服務體系 

加强創業投資，支持設立投資引導基金、天使投資基金和內部創業基金。强化債權融資，支持建立創業

企業債權融資風險資金池，鼓勵創業企業或項目在銀行間發行各類債務融資工具。實施“創業板行動計

劃”，推動創業企業在多層次資本市場上市、挂牌融資。搭建銀科對接平台，推進銀行業機構科技支行建

設。支持私募基金、證券期貨經營機構參與創新創業金融服務。 

  

24、開展科技金融試點示範 

推進成都高新區、綿陽國家科技和金融試點建設，選擇一批市（州）開展省級科技和金融試點。鼓勵銀

行等金融機構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提供知識產權質押、股權質押和票據融資等，開展科技小額貸

款試點。大力推廣“盈創動力”科技金融服務模式。啓動實施創新券財政補助政策。 

  

25、加强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常態化對接 

常態化召開銀政企院校對接活動，積極搭建科技投融資平台和對外開放合作平台，辦好中國（西部）高

新技術產業與金融資本對接推進會，促成一批科技項目和企業獲得投融資支持。 

  

六、實施創新創業示範行動，支持開展先行先試 

26、構建成德綿創新創業聚集區 

支持成都市實施“創業天府”行動計劃，打造成爲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區域創新創業中心。支持德陽市推進

創新創業型城市建設，建設成爲全域覆蓋、功能完善、特色突出的衆創核心區。推進科技城軍民融合創

新驅動先行先試政策落地實施，將綿陽科技城打造成爲全國軍民融合特色區和全省雙創先行區。探索創

建成德綿地區創新驅動人才示範區。 

 

27、建設一批創新創業特色示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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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進國家小微企業創業創新基地示範城市、中國科協創新驅動示範市、國家知識產權試點示範城市

和國家醫養結合試點城市等各類國家級示範城市建設。支持各市（州）創建創新型城市。 

  

28、打造一批雙創示範基地 

充分發揮國家雙創示範基地和小微企業創業創新示範基地示範引導作用，探索形成四川特色的創新創業

扶持政策體系和經驗。鼓勵天府新區、高新區、小微企業創業基地和其他有條件的地方開展創新創業試

點，打造一批省級雙創示範基地。 

  

七、實施創業品牌塑造行動，營造創新創業氛圍 

29、持續舉辦雙創活動周四川活動。 

集中展示、交流各地各部門和社會各界推進雙創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進一步激發全社會創新創業活力。 

  

30、打造系列活動品牌 

舉辦各類國際性、全國性創新創業賽事，開展創新創業者、企業家、投資人和專家學者共同參與的創新

創業沙龍、大講堂、訓練營等活動。辦好“菁蓉匯”“德陽創客”等品牌活動，鼓勵各地、各部門根據實際開

展特色創新創業活動。 

  

此外，根據方案，四川省還將加强組織領導、合力穩步推進、强化督促檢查、營造創新創業環境，完善

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加大對雙創工作的指導和支持力度，確保各項任務目標順利實施。 

 

 

（二）《成都“創業天府”行動計劃（2015——2025）》簡介 

 

2015 年 5 月，成都市政府出台《成都“創業天府”行動計劃（2015——2025）》，計劃提出到 2020 年，

成都將形成全域覆蓋、功能完善、特色突出、全國領先、示範帶動的創業支撐體系。目標如下： 

創業力量：到 2020 年，由青年大學生、高校院所科技人員、海歸創業者、連續創業者等為代表的創業人

才群落，科技創業者突破 20 萬人。 

 

創業載體：成都將構建“創業苗圃+孵化器+加速器”梯級孵化體系，到 2020 年，創新創業載體數量達到

400 家，面積超過 1500 萬平方米。 

 

創業資本：構建“創業投資+債權融資+上市融資”創業融資服務體系，設立天使投資和創業投資基金 100

支以上，資金規模超 200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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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服務：體系完善，創業服務機構達 1000 家，創業導師達到 2000 人。 

 

創業產出：科技企業 10 萬家，高新技術企業 2000 家，高新技術產業總值 2 萬億元，“新三板”挂牌企

業 300 家，年度發明專利申請量 5 萬件，每萬人擁有有效發明專利 20 件以上。 

 

到 2025 年成都市將通過出台實施人才匯集、載體打造、資金支持等一系列舉措，將成都建成創業人才實

現夢想的首選地、全球創新要素聚集的新高地、創新創業生態環境的新標杆、國家自主創新發展的引領

區以及全國領先、國際知名的“創業之城、圓夢之都”。 

 

激勵青年大學生創業 

 

青年大學生是成都市創業的主力之一，爲了激勵青年大學生創業，成都市政府聯合在蓉高校、創新創業

孵化器、金融服務機構等，推出了一系列的有利措施。 

 

成都鼓勵在蓉高校開設創業課程、創立創業俱樂部，探索建立“學業+創業”雙導師培養模式，大學生創

新創業實踐業績和學分挂鈎機制。據四川大學常務副校長李光憲透露，川大學生創新創業的成果可以記

入實踐課程的學分。另外，該校還創立學生創新創業中心，開闢專門的網站，並建立了 5000 萬元的創業

風險基金。 

 

據成都市科技局局長唐華介紹，爲了給青年大學生以資金政策方面的支持，成都市以政府資金驅動銀行

打造了債權融資的新產品——創業貸。這是專門爲扶持成都高校在校及畢業 5 年以內的大學生和創業團

隊而打造的低成本、純信用的創業貸款。此外，成都市已經依托創新創業載體建設了包括西南交大創客

中心、信息工程大學成創空間在內的 10 多個大學生創業苗圃，支持打造“孵化器+宿舍”創業空間，並

積極推動組建大學生創業天使投資基金。 

 

據海歸“蓉漂”的成都青石激光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齊歡分享，“我們去年成功的入選了成都科技局的

高層次人才創業項目，不但獲得了一百萬的扶持資金，成都科技局的領導還爲我們現在急需的投融資需

求牽綫搭橋，雪中送炭式的扶持政策對我們這些初創企業，尤其在起步階段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據

齊歡介紹，他 2011 年從美國通用辭職回到成都創業，看中的就是這裏是西南重工業中心，也是擁有豐富

技術研發型人才的天府之國，創業環境是非常溫暖的。” 

 

參考資料 

四川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創業四川行動實施方案（2016—2020 年）》的通知： 

http://zcwj.sc.gov.cn/xxgk/NewT.aspx?i=20161121125317-2711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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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人民政府關於印發成都“創業天府”行動計劃（2015—2025 年）的通知及相關資料： 

http://www.cdbog.chengdu.gov.cn/GovInfoOpens2/detail_ruleOfLaw.jsp?ClassID=070308020201&id=syJqU6

WHoQPhIWsddAvR 

http://www.sc.gov.cn/10462/10464/10797/2015/5/8/10335075.shtml  

 

“創業天府„菁蓉匯”活動專題： 

http://www.cdst.gov.cn/BigClass.asp?TypeID=45&BigclassID=249  

 

成都創新創業平台： 

http://www.cdkjfw.com/  

 

 
 

二、 駐成都辦動態 

 

10 月 10 日及 11 日，駐重慶聯絡處主任一行為香港公務員訪問重慶一事，與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

澳辦）聯絡司協調處副處長、重慶市港澳辦副處長等會面，並到渝北區回興街道雙湖路社區、重慶豬八

戒網絡有限公司、兩江國際雲計算中心、華數機器人有限公司、京東方光電科技有限公司、重慶兩江新

區規劃展覽館、長安汽車工程研究總院，以及重慶市永川區來蘇鎮關門山村等地視察。 

 

10 月 11 日，駐重慶聯絡處主任一行與到訪重慶的香港太古集團考察團（包括團長香港太古集團董事總經

理，以及 10 多名香港媒體高層代表）會面。期間，駐重慶聯絡處與考察團到重慶市三峽博物館，了解重

慶市的發展進程；並與考察團一同拜訪重慶市商務委員會（商務委），與重慶市商務委副主任、宣傳處

處長、國際物流處處長、台港澳處處長等會面。重慶市商務委副主任介紹了重慶市在「一带一路」、「長

江經濟帶」、「渝新歐」鐵路，以及「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最新發展情況。雙方就渝港兩地的商貿合作

進行交流。 

 

10 月 19 日至 21 日，駐成都辦投資推廣組在陜西省西安市進行了投資推廣探訪活動，拜訪了 8 家有興趣

在香港發展業務的當地企業，介紹了香港的營商環境及投資推廣署的服務。另外，此行亦分別與陝西省

商務廳、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貿促會）陝西省分會及陝西省僑商聯合會會面，探討日後如何加強

合作，並就雙方近期的工作計劃及活動安排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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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日至 21 日，駐成都辦重建組協助安排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代表到達四川，參加省道 303 工程竣

工驗收，並與四川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港澳辦、興蜀公司和其他相關驗收單位進行工程竣

工驗收港方觀察會議。 

 

10 月 19 日至 22 日，駐重慶聯絡處主任一行陪同「香港常任秘書長及部門首長內地訪問及國情研修團」

在重慶考察。研修團參觀了三峽博物館、民主黨派歷史陳列館、渝北區回興街雙湖路社區、長安汽車工

程研究院、兩江新區規劃館、豬八戒網路有限公司、京東方光電科技有限公司、大龍網科技有限公司、

重慶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西部物流園、磁器口和大足區。 

研修團一行拜訪重慶市領導，與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副市長劉桂平、國務院港澳辦聯絡司副司長、重慶

市副秘書長、重慶市港澳辦主任、重慶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重慶市扶貧辦主任、重慶市發改

委副主任，以及重慶市商務委副主任等會面，就渝港兩地的發展機遇、商貿合作進行交流。 

 

10 月 21 日，駐成都辦聯絡統籌組訪問西南財經大學，與該校港澳辦副主任一行會面。駐成都辦聯絡統籌

組介紹了駐成都辦的服務範圍和相關職能，並從校方得悉該校香港學生的情況，雙方希望日後除學生活

動外，在更多方面有機會合作。 

 

10 月 24 日及 25 日，駐成都辦主任劉錦泉與候任主任林雅雯分別拜會了四川省港澳辦主任及成都市港澳

辦主任，除介紹駐成都辦候任主任外，彼此亦就如何進一步加強川港及蓉港在經貿、科技、旅遊及服務

業等方面的更緊密合作交換了意見。 

 

10 月 25 日，駐成都辦主任劉錦泉及候任主任林雅雯與四川省商務廳廳長及商務廳國際經貿關係處相關官

員會面，除介紹駐成都辦候任主任外，雙方亦就四川近期的經濟發展及未來工作計劃進行交流。 

 

同日，駐成都辦聯絡統籌組及駐重慶聯絡處和重慶市港澳辦於重慶舉辦了「2016 重慶香港學生秋季迎新

聚會」，邀請在渝香港學生參與，分別來自西南大學、西南政法大學、四川美術學院及重慶醫科大學共

約 40 多名在重慶就讀的香港學生出席。重慶海外聯誼會-在渝港澳企業家分會會長及副會長擔任演講嘉

賓，分享青少年買房、青少年創業等資訊。駐成都辦藉此了解香港學生在渝的學習及生活情況，並向他

們介紹駐重慶聯絡處的職能和稍後將舉行的各項活動，以及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招聘等訊息，也讓學生

互相認識及與出席嘉賓交流，有效促進在渝港人間的聯繫。 

 

同日，四川省邛崍市商務和投資促進局（投促局）副局長一行到訪駐成都辦，向駐成都辦經貿關係組介

紹了邛崍市的經貿發展、投資環境及產業佈局。雙方亦就彼此的工作及合作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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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及 27 日，駐成都辦投資推廣組在重慶市進行了投資推廣探訪活動，拜訪了 7 家有興趣在香港

發展業務的當地企業，介紹了香港的營商環境及投資推廣署的服務。另外，此行亦與重慶市工商業聯合

會會面，就近期的工作計劃及活動安排進行交流。 

 

10 月 26 日至 28 日，駐重慶聯絡處主任一行陪同「香港考察團」（包括榮譽團長香港總商會主席及副主

席、團長香港總商會中國委員會主席、香港總商會總裁，以及 10 多名團員）在重慶考察。考察團參觀了

重慶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時間記憶„舌尖上的中國」文化美食館、重慶市規劃館、九龍倉「重慶

國金中心」項目、九龍倉時代廣場、重慶小雨點小額貸款有限公司和香港置地「長嘉匯」項目。 

 

10 月 27 日，駐成都辦主任劉錦泉一行與陝西省商務廳副廳長及外事聯絡處官員會面，雙方就兩地的經濟

情況及工作計劃進行交流。 

 

10 月 28 日，駐成都辦在陝西省西安市舉辦「陝港城市規劃及建築建設經驗分享研討會」，宣傳推廣香港

的規劃及建築服務業。研討會由駐成都辦聯合陝西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住建廳）、陝西省港澳辦及香

港西安商會主辦，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及貿促會西安市分會協辦，邀請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規劃師學

會及香港園境師學會四位專家演講，分享香港的城市規劃及建設經驗。研討會吸引陝西省政府及相關行

業協會、企業代表等約 160 人出席，有效促進陝港兩地在新市鎮規劃與建設方面的交流與合作。駐成都

辦公共關係組邀請媒體參與並報道此研討會，相關新聞報道約有 13 篇。 

 

10 月 31 日，駐成都辦公共關係組安排中國新聞社訪問駐成都辦主任劉錦泉，分享他在駐成都辦的工作，

以及在成都生活近四年的感受和體會。 

 

駐成都辦聯絡統籌組已於 10 月內完成駐成都辦參加「第十六屆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的展台、展板設計

確認及展板內容的編製工作，為駐成都辦參加該展會於 11 月 3 日至 6 日進行的第一階段展覽做準備。 

 

 

 

三、政策法規 

 

四川： 

 

四川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大規模綠化全川行動方案的通知 

2016 年 9 月 30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發佈上述《方案》。《方案》提出主要目標：圍繞構建“四區

八帶多點”生態安全格局，以開展植樹造林、推進擴綠增綠、恢復提升生態系統功能爲重點，用 5 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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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時間，統籌實施重點工程造林行動、長江廊道造林行動、草原生態修復行動、森林城市建設行動、綠

色家園建設行動、多彩通道建設行動等九大綠化行動，努力推動全省國土綠化取得决定性突破。到 2020

年，全省森林覆蓋率達到 40%，林木覆蓋率達到 50%，國土綠化覆蓋率達到 70%，實現全川綠水青山、

藍天淨土，基本建成長江上遊生態屏障，構築生態文明新家園。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zcwj.sc.gov.cn/xxgk/NewT.aspx?i=20161009155519-222303-00-000 

 

四川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四川省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開展信息惠民試點實施方案的通知 

2016 年 10 月 28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發佈上述《方案》。《方案》提出總體思路與工作目標：2016

年，制定數據共享交換平台、電子證照系統、統一身份認證體系等標準規範，啓動辦公運行、爲民服務

等系統建設。成都、綿陽、內江 3 個信息惠民國家試點城市完成政務服務流程的梳理、簡化和標準化，

形成完善的政務服務事項目錄；按照統一標準規範和建設要求，開展證照梳理、電子證照庫建設及相關

標準體系建立等工作，基本建成電子證照庫，完成與制證簽發系統和業務辦理系統的對接，實現電子證

照和紙質證照同步簽發；優化完善電子政務大廳，建成統一的綜合政務服務窗口；整合構建統一的數據

共享交換平台和身份認證體系，在城市內部基本實現政務服務事項“一號申請、一窗受理、一網通辦”，

公共服務事項 70%以上可在網上辦理。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zcwj.sc.gov.cn/xxgk/NewT.aspx?i=20161031083944-128324-00-000 

 

陝西： 

 

陝西省人民政府關於促進外貿回穩向好的實施意見 

2016 年 9 月 27 日，陝西省人民政府發佈上述《意見》。爲促進陝西省外貿回穩向好，持續健康發展，《意

見》提出： 

 加大財稅金融支持力度 

 提高通關便利化水平 

 綜合施策降低企業成本 

 鞏固和培育外貿競爭優勢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shaanxi.gov.cn/0/103/117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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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省人民政府關於促進民營經濟加快發展的若干意見 

2016 年 10 月 14 日，陝西省人民政府發佈上述《意見》。爲了支持和引導陝西省民營經濟加快發展，《意

見》提出： 

 堅定信心，促進民營經濟加快發展 

 多措並舉，培育和壯大民營骨幹企業 

 破解融資難題，著力降低成本 

 完善服務體系，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加强組織協調，優化發展環境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shaanxi.gov.cn/0/103/11783.htm 

 

貴州： 

 

貴州省人民政府關於推進旅遊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意見 

2016 年 9 月 20 日，貴州省人民政府發佈上述《意見》。爲推動旅遊業提質增效轉型升級，《意見》提出

主要目標：通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做大旅遊供給總量，做精旅遊供給質量，做優旅遊供給結

構，提升旅遊供給效率，推動旅遊業井噴式增長。主要任務包括：全面優化大旅遊總體布局、加快完善

旅遊管理體制機制、深入推進投融資體制改革、加大中高端旅遊產品的有效供給（打造一批世界級山地

旅遊產品、加快構築山地旅遊產業集群、發展山地康體養生旅遊和全域發展山地特色鄉村旅遊）、創新

旅遊監管服務體系。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zgov.gov.cn/xxgk/jbxxgk/fgwj/zfwj/qff/201610/t20161024_652017.html 

 

重慶： 

 

重慶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重慶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的通知 

2016 年 9 月 13 日，重慶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發佈上述《通知》。《通知》提出發展目標：緊緊圍繞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和“科學發展、富民興渝”總任務，深入實施五大功能區域發展戰略，努力實現人

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通知》提出重點任務包括推動實現比較充分和更高質

量就業、健全完善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西部人才高地、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深化工資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著力構建新時期和諧勞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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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q.gov.cn/publicinfo/web/views/Show!detail.action?sid=4134848 

 

重慶市人民政府關於印發重慶市農業農村發展“十三五”規劃的通知 

2016 年 10 月 17 日，重慶市人民政府發佈上述《通知》。《通知》提出發展目標：到 2020 年，農村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農業現代化取得明顯進展，新農村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工農、城鄉、地區差距明顯縮小，

基本構建起統籌城鄉發展的制度政策體系，適應山區現代農業發展的現代特色效益農業產業體系、生產

體系和經營體系，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資源開發利用和可持續發展機制，體現全面依法治農興農的鄉村

治理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通知》提出大力發展現代特色效益農業，包括優化完善區域發展布局、提升三大保供產業、著力打造

七大特色產業鏈、大力發展休閑農業與鄉村旅遊、因地制宜發展區域特色產業。《通知》亦提出做大做

强林業產業，包括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提升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實施農產品品牌創新戰略、强化農

業科技支撑、加快農業機械化步伐、健全農產品質量安全保障體系、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q.gov.cn/publicinfo/web/views/Show!detail.action?sid=4145177 

 

青海： 

 

青海省人民政府關於全面實施質量强省戰略的意見 

2016 年 10 月 17 日，青海省人民政府發佈上述《意見》。《意見》提出全面提升產品質量、工程質量、

環境質量和服務質量。到 2025 年，產品、工程、環境、服務質量顯著提升，總體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優

勢特色產業的重點產品質量達到領先水平，創建一批國內知名品牌，環境質量不斷改善，特色產業競爭

力顯著增强，質量基礎明顯改進，監管能力明顯提高，體制機制更加順暢。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xxgk.qh.gov.cn/html/1664/2981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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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貿數據 

以下是駐成都辦負責聯絡的省/市/自治區最新經貿數據： 

（1）地區生產總值（2016 年 1-6 月） 

貨幣單位：億元人民幣 

四川 重慶 貴州 陝西 青海 西藏 

地區生產總值 14222.3 8000.82 4936.6 8207.85 1068.98 471.96 

同比增長 7.5% 10.6% 10.5% 7.2% 8.3% 10.6% 

（2）進出口（2016 年 1-6 月） 

貨幣單位：億元人民幣 

（3）利用外資情況（2016 年 1-6 月） 

貨幣單位：億美元 

四川 重慶 貴州 陝西 
青海 

(2015 年全
年) 

西藏 
(2015 年全

年) 

實際利用外
資金額 48.2 43.5 16.75 25.2 0.6 0.7 

同比增長 -12.7% 2.1% 33.62% 9% 9.8% -56% 

*以上數據均摘自各省市政府、統計局、商務廳網站。

1 以中國人民銀行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佈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1 美元對人民幣 6.631 元）計算。 

 

四川 1 重慶 貴州 陝西 青海 西藏 

出口總值 774.5 1691.7 185.6 481.83 37.42 12.55 

進口總值 608.7 588.6 33.6 465.71 4.06 6.40 

合計 1383.2 2280.3 219.2 947.54 41.49 18.95 

同比增長 -23.5% -10.2% -39.5% 11.75% -11.4% -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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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貿活動 

四川： 

時間 活動 地點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2016 年 11 月

3 – 14 日 

第 16 屆中國西

部國際博覽會 

成 都 世

紀 城 新

國 際 會

展中心 

國 家 發 展 改 革

委、商務部等 16

個國家部委，西

部 12 省（區、市）

及新疆生產建設

兵團等 

查詢網址： 

http://xbh.wcif.cn/ 

2016 年 11 月

7 – 11 日 

第 18 屆 IWC 國

際輪對大會 

成 都 世

紀 城 新

國 際 會

展中心 

歐洲鐵路工業聯

盟(UNIFE)、歐洲

鐵 路 輪 對 協 會

(ERWA)主辦、西

南 交 通 大 學 承

辦，中國鐵道科

學研究院協辦 

查詢網址： 

http://www.iwc2016.com/dct/page/1 

2016 年 11 月

25 – 27 日 

中國國際通用

航空博覽會暨

首屆成都國際

航空技術與設

備展 

新 津 機

場 

通用國際廣告展

覽有限公司、中

國航空器擁有者

及駕駛員協會、 

首都公務機有限

公司、成都泛美

國際商務有限公

司、北京天合通

航會展有限公司 

查詢網址： 

http://www.cduaae.com/ 

2016 年 12 月

1 – 4 日 

2016 第四屆成

都國際都市現

代農業博覽會 

成 都 世

紀 城 新

國 際 會

展中心 

成都市人民政府 查詢網址： 

http://www.cdima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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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 

 

時間 活動 地點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2016 年 11 月

12 - 15 日 

第八屆中國（西

安）糖酒食品交

易會 

西 安 曲

江 國 際

會 展 中

心 

中 國 商 業 聯 合

會、陝西省工業

和信息化廳、陝

西 省 中 小 企 業

局、西安市商務

局、西安市會展

業發展辦公室 

查詢網址： 

http://www.xatjh.com/  

2016 年 11 月

18 – 20 日 

第二屆西安國

際環保產業博

覽會 

西 安 曲

江 國 際

會 展 中

心 

陝西省環境保護

廳、陝西省發展

和改革委員會、

陝西省工業和信

息化廳、陝西省

住房和城鄉建設

廳、陝西省商務

廳            

查詢網址： 

http://www.westep-expo.com/portal.php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 月 3 日 

第二屆中國（西

安）兒童產業博

覽會 

西 安 綠

地 筆 克

國 際 會

展中心 

陝西省婦女兒童

活動中心、綠地

控股集團西北房

地產事業部、香

港筆克集團、西

安綠地筆克國際

會展中心 

查詢網址： 

http://www.chinachildrenexpo.com/  

 

貴州： 

 

時間 活動 地點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2016 年 10 月

28 – 31 日 

2016 第六屆貴

陽汽車文化節 

貴 陽 國

際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中國汽車流通協

會、尚格會展服

務有限公司 

查詢網址： 

http://cz.xcabc.com/s/1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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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 

 

時間 活動 地點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2016 年 11 月

16 – 18 日 

第三屆中國重

慶國際物流展 

重 慶 國

際 博 覽

中心 

重慶市貿促會、

中國道路運輸協

會、中國倉儲與

運輸協會、中國

國際貨運代理協

會、中國產業海

外發展協會、中

國物資儲運協會 

查詢網址： 

http://www.yxo56.com/ 

 

2016 年 11 月

16 – 18 日 

2016 第二屆中

國·重慶國際電

動汽車產業展 

重 慶 國

際 博 覽

中心 

中國國際貿易促

進委員會重慶市

委員會 

 

查詢網址： 

http://www.cqev023.com/dahuigaik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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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經貿資訊網頁 

《駐成都辦通訊》集中報導四川、青海、貴州、陝西、西藏及重慶的經貿資訊。如欲獲

取全國性或上述省份以外其他省份的經貿資訊，請瀏覽以下網頁：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商業資料通告–內地商貿資料庫」網頁  

 網址： http://www.tid.gov.hk/tc_chi/trade_relations/mainland/cic.html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網頁  

 網址： http://www.bjo.gov.hk 

(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網頁  

 網址： http://www.sheto.gov.hk 

(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網頁  

 網址： http://www.gdeto.gov.hk 

(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網頁  

 網址： http://www.wheto.gov.hk/ 

(6) 泛珠三角合作網  

 網址：http://www.pprd.org.cn 

免責聲明 

《駐成都經貿辦通訊》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爲公衆提供的

信息服務，數據搜集自有關網站、報刊媒體及其它機構等渠道，並僅供參考之用。該《通

訊》所載數據已經力求準確，惟本辦對於因使用、複製或發佈該《通訊》而招致的任何

損失，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