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推进“双带”规划实施的若干政策

为深入推进 “双带”规划实施，加快 “双带”建设，促进全

省高水平开放，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建设高水平开放平台

１申报创建珲春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及海洋经济合

作示范区。积极争取国家批准设立以及政策、资金支持，在知识

产权制度创新、海洋技术合作与商品认证标准、保税物流供应链

与产业链、海产品加工贸易等方面开展示范，提升开放窗口功

能。（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商务厅）

２推进建设中韩、中日韩合作园区。建设中韩国际合作示

范区，争取国家批复 《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总体方案》，高起点

规划，高质量服务引导韩资企业入区，打造成为中韩自贸区的先

行先试区。建设中日韩中小企业合作园区，立足延边区位、人

文、生态、资源优势，支持延龙图新区先行展开对接，加快生物

技术、医疗康养、５Ｇ应用、安全环保等领域合作。举办中日韩

企业家峰会，促进交流合作。（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商

务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外办、省通信管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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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推进建设中俄珲春－哈桑跨境经济合作区。加强与俄罗

斯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间的沟通协调，推动达成跨境经济合作区

建设共识，形成合作方案，争取国家政策支持，纳入中俄两国政

府间重点合作项目，推动产业合作。继续推动 “滨海２号”国际

运输走廊等对外通道建设。（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

委、省外办）

４强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功能。建立省与综合保税区 “直通”

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复制自贸试验区经验，支持长春兴隆综合保

税区加工制造、研发设计、物流分拨、检测维修、销售服务等

“五大中心”建设，支持珲春综合保税区与周边港口、空港协作

建设东北亚区域物流枢纽，促进综合保税区创新升级。支持吉林

市保税物流中心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责任单位：省商务厅、

长春海关）

５加快边合区 （互贸区）建设。推动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

区 “小组团”滚动发展，扩大服装、木材、海产品、矿产品加工

等特色产业规模，落实珲春－泉州、和龙－义乌开发区间对口帮

扶，承接先进地区产业转移。统筹利用省开发区奖补资金，支持

临江、集安等省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引进重大

产业项目和产业转型升级，逐步升级为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

支持珲 春 中 俄 互 市 贸 易 区 扩 区 改 造，稳 步 提 升 互 市 贸 易 规 模。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长春海关）

６稳步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推进市场化合作，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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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投资者，鼓励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建设俄罗斯泰源农业与牧

业产业园、美来中信木业俄罗斯中俄友好工业合作区和俄罗斯伊

尔库茨克境外合作区等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扩大产能合作和资

源回运。（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农村厅、

省外办、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二、加快外向型产业发展

７培育壮大外向型产业。支持 “双带”区域内优先布局进

口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加工转化利用项目和进口木材、中药材、粮

食等资源落地加工项目，发展外向型产业集群，形成各有侧重的

对外开放基地。鼓励汽车制造、电力、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

工程承包等优势产能、装备、技术走出去。对符合省级专项资金

支持条件的外向型企业，优先给予支持。（责任单位：省商务厅、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

８推动服务贸易加快发展。利用外经贸政策，支持 “双带”

区域结合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旅游、运输、建筑等传

统服务贸易，扩大中医药、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等新兴服务贸易

规模，支持企业承接对日、韩动漫制作、大数据分析等离岸服务

外包业务。研究推进长春 “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延伸至

吉林、延边地区，打造服务贸易发展集聚区。支持冰雪运动、康

养服务、会展服务开放发展及教育培训交流合作，推动扩大入境

消费规模。（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科技厅、

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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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大力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推进实施 《中国 （长

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 （吉政发 〔２０１８〕

３５号），支 持 线 上 “综 合 服 务”、线 下 “综 合 园 区”、跨 境 电 商

“双创”平台和信息共享等体系建设。按规定统筹使用省级外经

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省内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平台开拓国际市

场，拓展出口渠道。鼓励企业建设海外仓、体验店、Ｏ２Ｏ境外

展示厅，完善境外营销网络。引进知名电商平台，发展跨境电商

进口贸易。鼓励发展保税备货贸易、租赁贸易、外贸综合服务平

台和市场采购贸易，培育外贸新增长点。（责任单位：省商务厅、

省财政厅、长春海关）

１０提高进口质量效益。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平台，支

持企业扩大进口成套设备、高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鼓励引进航

空、半导体、节能环保等设备，推动产业转型。鼓励商贸企业代

理国外品牌，设立进口专柜、专区，扩大日用品、化妆品、电子

产品等优质消费品进口，促进消费升级。落实鼓励进口政策措

施，扩大木材、天然气、铁矿粉及优质农产品进口规模，解决资

源短缺问题。支持边境地区开展进口加工、出口加工复进境业

务，对涉及配额、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加工贸易企业，采取 “一企

一策”的方式，优先办理配额分配和许可证。（责任单位：省商

务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能源局、长春海关）

１１发展边境特色旅游。推动先行建设和龙、安图、临江、

集安边境旅游试验区和跨境旅游合作区，条件成熟后全线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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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旅游带动经贸交流合作。推进开通防川出境旅游便捷通道，开

展图们江国际旅游合作。统筹使用省级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支持边境旅游试验区和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鼓励开发边境游、

跨境游专项产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提升旅游产品的知名度。

（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外办）

三、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

１２优化外商服务机制。全面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商投资法》，出台 《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企业营商环境的若

干意见》。建立完善 “只提一次”工作机制，协调解决外商投资

困 难 和 问 题。建 立 外 商 咨 询、投 诉 服 务 机 制，完 善 吉 林 省

“１２３１２”外商投资服务专线功能，同步链接省长热线电话。建立

外商投资政策通报机制，定期召开外商企业说明会，促进信息沟

通。鼓励各地逐步推广 “１２０”双语服务，在医疗咨询方面提供

便利。积极为符合法律或政策规定的外国投资者申领 《外国人永

久居留身份证》，在外汇管理、生活等方面提供便利。 （责任单

位：省商务厅、省软环境办、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有关地方

政府）

１３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推进口岸提效降费，制定全省口

岸收费目录清单，清单之外的口岸服务费一律免除。支持 “一口

岸多通道”监管模式创新，优化珲春、三合、长白、临江、集安

口岸进口中药材、松籽、杂粮、苗木等商品的配置。完善全省

“单一窗口”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供便捷化进出口服务。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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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口岸通关准备、货物提离时间，进一步提高货物通行效率。

扩大检验没有问题的外贸企业免除吊装移位仓储费用试点范围，

减轻外贸企业负担。（责任单位：省商务厅、长春海关）

１４提升口岸开放功能。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沿

边地区公路、机场、口岸、桥梁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沿边

道路、口岸通行条件，提升口岸通关能力。支持临江、双目峰口

岸完善联检设施，推动升级为国家级口岸。推进珲春铁路口岸升

级改造，扩大珲马铁路双向、多品类货物运输规模。进一步加快

长春市申报药品进口口岸建设进度。（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

发展改革委、省药监局、长春海关）

１５拓展国际物流通道。引导企业加快物流培育，扩大 “长

满欧”运量班次。尽快完成 “长珲欧”运行测试，加快开通进

程。推进 “平蒙欧”班列准备工作，争取尽早开通。通过 “三

线”并进，扩 大 吉 林 省 与 欧 亚 地 区 间 经 贸 合 作 往 来。建 立 省、

州、市 （珲春）物流培育协调机制，组织南下、北上货源，促进

内贸货物跨境运输航线常态化运营和日韩陆海联运航线建设。适

时增加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际航空班次，开展多渠道货物运

输。（责任单位：省商务厅、长春海关）

１６推进人员往来便利化。支持边境县 （市）引进劳动技术

人员，简化就业许可手续。边境地区从事商贸活动的省内外居民

（非按需申领地区居民除外）出入境证件办理周期缩短至２个工

作日。（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公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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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要素保障支撑

１７拓宽融资方式和渠道。鼓励省内信用担保机构开展企业

进出口担保业务，为重点项目提供担保。对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

加大再 贷 款、再 贴 现 支 持 力 度，提 高 金 融 机 构 信 贷 投 放 能 力。

（责任单位：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１８鼓励金融服务创新。多渠道开展国际金融合作交流，鼓

励边境地区银行机构创新开展境内外联动的人民币结算业务。推

进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和使用，在对外贸易、投融资等业务

领域采用人民币跨境结算。支持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跨境人民币

业务发展，打造人民币国际化窗口。（责任单位：人民银行长春

中心支行、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１９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支持沿边地区搭建对外交流合作平

台，为 企 业 开 展 对 外 经 贸 往 来 营 造 良 好 的 外 部 环 境。边 境 县

（市）领导干部因公赴毗邻国家开展经贸交流活动，不占本地区

出国指标。（责任单位：省外办）

２０提升出入境服务水平。在具备条件的口岸设立出入境延

伸服务窗口，或利用移动设备在旅行社、旅游大巴等地为游客办

理证件，提供 “就近参团、移动办证”服务。（责任单位：省公

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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