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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 年国家级新区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要点

为落实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关于鼓励国家级新

区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创新的部署，进一步发挥国家级新区

（以下简称“新区”）在引领发展改革和创新体制机制等方

面的试验示范和引领带动作用，特制定本要点。

2016年，各新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主动引领经济发

展新常态，坚持高起点谋划、大力度推进，围绕国家重大战

略实施，率先全面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和构

建市场化营商环境等共性改革任务，同时继续结合各自发展

阶段和比较优势，围绕 1-2个重点方向开展体制机制先行探

索，以创新发展新经济，以改革培育新动能，力争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经验，为其它地区提供引领示范。

一、上海浦东新区

进一步深化和有序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以政

府服务、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制度等创新为重点，加

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一是以“三个清单”为突破口，运用“互联网+”技术，

深化“先照后证”等改革，大力提升政府服务效能。

二是深入推进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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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投资管理制度创新。

三是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创新贸易监管、流通等制度

框架，积极探索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贸易监管制度。

四是探索推进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

目标的金融制度创新，推动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建设。

五是依托张江高科技园区，大力推进上海全面创新改革

试验区建设，在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方面创造经验。

二、天津滨海新区

务实深化京津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投资与服务

贸易便利化改革创新，全方位推动港区协调联动探索，提升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能力。

一是率先开展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探索，推

进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建设，构建重点领域对接合作机制，

促进协同研发和技术扩散，推动建设“双创”示范基地，率

先形成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

二是深化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拓展金融业务新领域，

发挥自主创新示范区和自贸试验区联动效应。

三是依托海空两港优势，提升融资租赁等高端服务业对

临港临空产业的服务水平，创新海空联运通关便利化模式，

探索促进海空、海铁联运业务发展新途径。

四是加强滨海新区与天津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规划、

产业等方面融合联动，探索多种形式合作的市场机制和港区

一体的现代治理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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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深化“一份清单管边界”、“一颗印章管审批”、“一

个部门管市场”和基层综合执法模式等创新，在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方面创造经验。

三、重庆两江新区

深化内陆通关和口岸监管模式等重点领域探索创新，发

挥和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重要交汇点服务引

领作用。

一是创新水陆空口岸联动开放机制，探索建立空域动态

灵活使用机制，提高空域资源配置使用效率，改造升级口岸

集疏运体系。

二是深化区域大通关协作探索，推进全域海关业务一体

化改革。

三是创新口岸监管模式，探索建立区港一体联动的动态

监管体系。

四、浙江舟山群岛新区

创新通关和口岸监管模式，推动江海联运中心建设取得

新进展，探索重点产业转型升级新路径。

一是承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落地，探索推动舟山港

综保区功能拓展。

二是推动宁波舟山港通关监管一体化，争取实现信息互

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强化江海联运信息化建设。

三是探索完善助推船舶工业转型升级新举措，深化远洋

渔业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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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兰州新区

探索建立促进产业集聚和科技创新的新机制，创新生态

保护与经济发展统筹推进适宜模式，提升新区综合竞争力。

一是围绕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以产业孵化

器、“双创”品牌活动等为载体，构建“创业苗圃+孵化器+

加速器+产业园”的孵化链条，加快集聚高端创新要素。

二是结合推进中央和省属在兰州市区企业“出城入园”

到兰州新区发展、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等，探索统筹

优化新老城区布局、实现产业错位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是加快生态保护赔偿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建立生态损

害赔偿中心、生态损害赔偿基金和设立碳交易中心，为全面

推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积累经验。

六、广州南沙新区

探索构建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

框架，引领粤港澳合作模式创新。

一是加快大通关体系建设，深化口岸业务创新研究，力

争在国际贸易、国际中转、检测维修、船舶登记管理、航运

交易、航运保险、跨境支付结算等方面形成一批全国领先、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二是优化法治环境，组建一批专业仲裁机构，建立涉港

澳案件会商协调机制。

三是创新与港澳深度合作模式，拓展专业领域合作和专

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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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陕西西咸新区

深化城市发展方式创新和以文化促发展模式探索，进一

步发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创新特色化的城市发展方式，推广城市发展集成创

新，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优美小镇建设模式。

二是运用“互联网+文化产业”的方式，以产业平台建

设为载体，推动形成智慧链、平台链、服务链、贸易链四大

产业链条，打造新一代文化产业集群。

三是探索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联动

的合作机制，创新同其它国家级新区、丝路沿线国家园区合

作路径，完善“一园多地”互补合作模式。

八、贵州贵安新区

深化以产业集聚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等方面的探索，创

新产城融合发展机制。

一是创新以特色支柱产业、优势新兴产业和高端产业引

领产业转型发展模式，提升产业对城市发展的带动力和聚集

力。

二是探索农业转移人口成本分担机制，创新有利于城镇

化发展的人口、土地、投融资、住房、生态环保等体制。

三是以全面实施国家新型“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为抓手，

深化城市综合建设管理创新。

九、青岛西海岸新区

重点围绕促进军民融合发展和推动形成以海洋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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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促进海洋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开展探索。

一是以装备技术保障、军地人才培养、军队社会化保障、

军民科技产业发展 4个军民融合中心建设为载体，积极探索

军民产业融合发展、军民科技协同研发孵化、军地基础设施

共建共享、军地人才培养使用等方面的新模式。

二是全面布局科技创新计划，推动海洋类等科研院所落

地，积极推行“持股孵化”等新型孵化模式，创新科技金融

合作模式，深化科技创新引领海洋产业发展探索。

三是积极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健康发展，在水资源费补

偿、水价电价优惠、科研应用、检测标准等方面进行实践探

索。

十、大连金普新区

着力创新管理体制，加快形成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进

一步深化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合作。

一是加快建立务实高效的管理体制，进一步优化各功能

区管理模式，形成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

制。

二是加强面向日韩合作，充分利用中韩自贸区机制安

排，探索优势产业发展与边境贸易互动模式，创新大连东北

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模式，深化面向东北亚开放合作，培育

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三是积极开展科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以沈大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加快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新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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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群，提升拓展保税区功能，在新一轮东北振兴中发挥重

要引领带动作用。

十一、四川天府新区

以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为引领，着力构建有利于产业

集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一是依托成都科学城建设，培育集聚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率先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二是结合幸福美丽新村、特色小镇建设、社会事业发展

和精准扶贫，有序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探索。

三是制订产业用地投资强度、开发强度、产出效益指标

体系，严格土地规划管控制度，深化集约节约用地探索。

十二、湖南湘江新区

创新投融资模式，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改革，走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道路。

一是推动设立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基金，拓展融资租赁

和海外融资途径，多渠道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

资和运营，发挥开发性金融机构支持新区发展的主渠道作

用，形成全链条融资新模式。

二是创新土地管理制度，推进土地“征转分离”和低丘

缓坡开发利用等试点，完善地价形成机制和评估制度，建立

统一的区片地价体系。

三是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发展的框架设计和绿色生态

指标体系，试点“河长制”和环境质量绩效考核，构建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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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生态建设投资和管理机制。

十三、南京江北新区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探索以自主创新引领产业

转型升级有效路径。

一是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发

展战略，率先探索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

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

二是完善产学研协同机制，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

源头作用，构建定位明晰、特色鲜明的新区智库体系。探索

建设协同创新基地，开展创业创新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在集

聚创新资源、推动成果转化、带动产业发展等方面先行先试。

三是完善创业创新机制，实施创新型企业培育行动，探

索建设知识产权法庭。

十四、福州新区

探索完善科学规划体系，创新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式，提

升核心竞争力，加快两岸交流合作重要承载区建设。

一是通过规划立法，加快“多规合一”试点，推进统一

规划平台建设，增强各类规划的统一性、连续性和实效性。

二是推动产业优化再造，实施龙头促进计划和技术改造

专项计划，重点培育工业制造业龙头企业。开展生态文明体

制机制改革的创新实验，率先形成绿色循环低碳的新区开发

建设模式。

三是探索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新模式，引领我国 21世

http://baike.baidu.com/view/88623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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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加快推进福州新区与平潭综合

实验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融合发展，探索建立两地共建

共享机制。

十五、云南滇中新区

重点围绕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支点和

创新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深化探索。

一是搭建开放平台，探索创新招商机制、招商方式和合

作模式，加快培育现代特色产业体系。

二是加强与昆明市相关规划的衔接融合，创新人口城镇

化发展机制和城乡建设管理制度，探索构建产城互动、城乡

统筹、一体发展的体制机制。

十六、哈尔滨新区

创新面向东北亚开放合作机制，探索老工业基地转型发

展新路径。

一是推动设立中以（色列）产业园，加快对俄合作载体

建设，探索推动对俄贸易优化升级的有效途径。

二是探索建立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负面

清单为抓手，推动形成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

三是积极开展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便利化等

方面的创新探索，依托冰雪、民俗等资源和比较优势，加快

创新产业转型升级有效途径。

十七、长春新区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B%87%E4%B8%AD%E6%96%B0%E5%8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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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科技产业创新平台，着力创新面向图们江区域合作

开发体制机制。

一是推动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建设，搭建创新孵化载体，

加强金融人才服务创新，探索以创新创业促转型的发展模

式。

二是促进招商力量向产业园区服务力量转型，建立“招

商、落位、投产”一条龙的项目落实机制。

三是以东北亚国际内陆港和长春机场建设为载体，探索

提升参与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水平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