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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王媛

国际贸易是青岛的发展优势，青岛
拥有全国第二大外贸口岸，2018年实现
货物进出口贸易额5321亿元，在全国城
市排名第九位，占全省的27 .6%。8月31
日，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
区正式挂牌，对青岛发展现代国际贸易
意味着什么？青岛将迎哪些新机遇？又将
如何做强“自贸时代”的国际贸易？

整体通关时间将压缩50%

最新一组关于青岛国际贸易的数据
显示，2018年，全市对外贸易达到6124
亿元，其中货物贸易5321 . 3亿元，服务
贸易802 . 7亿元。2019年1～ 5月份，全
市货物贸易2308 . 1亿元、增长14 . 8%，
出口 1286 . 48亿元、增长 8 . 5%，进口
1021 .58亿元，增长23 .9%，进出口增幅
分别高于全国、全省10 . 7个和8个百分
点。
山东自贸试验区运行后，青岛的贸

易集聚辐射能力将进一步增长。预计
2019年全市对外贸易达到6460亿元、
增长 5%左右，其中货物贸易 5600亿
元，服务贸易860亿元；全市有外贸业绩
的企业新增1000家。全市对外贸易总额
在五个计划单列市中，由第四进位到第
三。全市有外贸业绩企业由1 . 9万家达

到2 . 4万家，其中流通型国际贸易主体
数量由4300家达到9000家以上。
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挂牌后，目标

是到2022年，企业主体不低于3万家；
进出口额比2018年实现翻番，达到300
亿美元。西海岸新区2019年预计实现进
出口1027亿元，2020年预计实现进出
口1100亿元。预计到2020年，保税港区
外贸进出口总额超过1000亿元，占全市
的比重超过20%，占全省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的比重超过50%，成为青岛市对外
开放的前沿阵地，山东省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的领头雁，区域综合实力跃居全国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第一方阵。
到2022年，争取建成橡胶、家电、机

车等3条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链，建
设进出口商品专业市场体系，统筹利用
国际、国内两种资源。
贸易结构实现新优化，服务贸易占

对外贸易比重由13%提高到15%左右；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进出口占全市比重由 27%达到
32%左右。
贸易环境带来新便利，2021年底

前，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主要业务实现
100%覆盖，整体通关时间比2017年压
缩50%；2022年较2017年实现港口生
产环节降费11 .3亿元，降幅达16 .5%。

打造华北进口水果交易中心

建设贸易发展新高地。在青岛片区
内，大力发展国际中转、海铁联运、港航
金融、供应链金融等业态；推动期货保税
交割、现货保税和非保税交易、一般贸
易、转口贸易联动发展。推动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自贸
试验区青岛片区的联动。
建设贸易中转大通道。推动与日、韩

有关港口城市之间的海港、空港联动互
通，建设多式联运物流大通道，推动青岛
口岸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发展。
支持口岸服务企业建设供应链服务

平台，提供一体化供应链服务；促进机
电、轻工纺织等优势生产出口企业，构建
流通与生产深度融合的供应链平台；开
展“供应链金融”；打造畅通国际国内的
流通供应链网络。
建设进出口商品交易平台。高水平

建设特殊商品进口指定口岸，打造华北
地区进口水果、鲜活水产品、肉类等集聚
交易中心。支持纺织服装、水产品等具备
一定规模优势的内外贸融合市场，向集
成交易、物流、金融、信息等服务功能拓
展，做大二手车交易产业链，争取试点市
场采购贸易等新模式。
引进培育综合性贸易主体。开展

定向招商引贸，集聚一批具有采购、分
拨、营销等贸易功能的总部机构，提高
资源整合和调配能力。支持本地优势
贸易流通企业，提高企业跨国经营能
力。增强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持，培育一

批专业性强、特点突出的中小贸易流
通企业。

建设全球新零售体验中心

促进服务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大力
发展技术密集型和文化、金融、医疗、教
育等高端服务贸易。鼓励企业承接金融、
工业设计等离岸外包高端业务。加强国
际技术交流与人才引进，打通国际技术
转移通道，推动产业升级发展。
培育贸易新业态开展船舶、飞机等

保税维修和高端设备再制造等业务；扩
大工程机械及高端装备、医疗设备等领
域融资租赁业务规模。加强国家级跨境
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建设中日韩跨境
电商零售交易分拨中心，加快电子商务
与传统商贸融合创新，推动线上线下联
动发展，争取形成北方跨境电商零售集
聚区。
聚集国内外优质商品与服务；依

托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建设进口商品
集采、集运仓储分拨中心，全球新零售
体验中心，增加优质消费品进口。结合
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
支持上合组织国家在青岛建立商品直
销网点。逐步扩大口岸免税商店规模，
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同时打造
效率最高、服务最优、成本最合理的
“三最口岸”。

□半岛记者 李晓哲 王媛

8月31日上午，中国（山东）自由贸
易试验区青岛片区正式挂牌，首批入驻
的12家企业现场领到了加缀“中国（山
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字样的营
业执照，成为自贸区政策落地后的的首
批受益者。谈起自贸区，这些企业的负责
人广抒胸意，“欣喜”、“期待”，“振奋”等
是他们的心情关键词。

等了四年，家门口终圆梦

“这一天真是盼望已久！”作为首批
入驻自贸区青岛片区的企业代表之一，
青岛世纪瑞丰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毓崑领到营业执照后无限感慨。
四年之前，适逢上海自贸区扩大招商，他
受邀前去考察，“当时就有消息称，青岛
也将设自贸区，我们就放弃去上海，一直
期盼着能在家门口享受自贸区政策，今
天终于实现了。”
结合公司的具体业务，刘毓崑表示，

自贸区成立带来的是实打实的优惠，“我
们做大宗贸易的，有两大项目很关键，一
是贸易金融，二是物流贸易，之前这两项
均通过其他自贸区，以及海外等地来完
成，今后完全可以青岛片区内完成。”
自8月26日国务院发布《中国（山

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高“含金
量”的青岛片区政策密集发布，8月 31
日，青岛市商务局再对42条具体政策进

行逐一解读，更让企业“欣喜”。
“政策大好，落地还快，公司一注
册，立即就感受到了自贸区的优惠便
利。”采访过程中刘毓崑向记者透露，公
司总部在青岛市南区，实际大宗贸易在
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设有分公司，目前
公司已筹备将分公司业务直接转入青岛
片区。
“非常开心可以成为自贸区首批落
户企业之一。”新汇控股集团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冯爽表示，之前也考察过
很多地方，最终决定落户在青岛片区。他
介绍，公司主要以私募基金、资产管理、
投资管理为主营业务，在北京、深圳等都
有分支，之前也有通过自贸区完成的业
务，正是享受到这种便利和优惠政策，才
更坚定落户在青岛片区。
在他看来，企业将来将会享受很多

政策优惠，在支付、结算上也会有很多便
利，这些对于入驻企业都是巨大的利好；
此外在审批、境内外贸易的结算等程序
上将会便捷很多。

成本降低，企业更具竞争力

海淘对很多人不陌生，此前买全球
的效率并不高，如今在青岛片区，这个情
况将会改变。入驻企业青岛世贸云商供
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郭锐介绍，青岛世
贸云商供应链有限公司是澳柯玛旗下的
公司，其中一块业务是供应链，是B2B
业务，为现有供应商做金融方面的服务，

以及智慧冷链方面的服务。另一块业务
打造B2C的电商平台业务。会有大量的
货物在平台上，而在保税仓，其货品也会
更丰富。
郭锐表示，青岛片区围绕贸易自由

化便利化、推广跨境电商等深入推进的
一系列国际贸易的流程再造和制度创
新，可以促进商品的跨境流通，加快商品
清关速度，降低进出口成本，进而降低商
品价格，这可以极大提高跨境商品的竞
争力和从事国际贸易企业的竞争力。“我
们觉得在这里成立公司能享受很多政策
优惠，效率也更高。此外，青岛的地理优
势决定了很多日韩商品在这里集散，我
们将好好发挥这个优势。”
青岛恒晋国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是

首批入驻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的12家
企业之一，目前承担着30多个国际品牌
的管理运营，公司法定代表人岳仁成表
示，在青岛片区注册企业，一定会得到政
府更好的支持，企业能有更快的发展，
“比如，海关会出台一些创新性的政策，
是别的区域暂时不具备的，将给我们引
进国际品牌，以及引进先进的品牌管理
经验等带来绝佳机遇。”
如今领到加缀“自贸试验区青岛片

区”的营业执照，岳成仁对下一步公司的
发展路径也有了“灵感”。“仔细研究新政
策和新规则，借助自贸区的东风，加速品
牌创新，尤其是在跨境电商、寄售等创新
业态上着力。”岳成仁称，入驻青岛片区
让公司员工振奋不已，大家摩拳擦掌，铆
足劲儿准备大干一场。

青岛片区一挂牌，生意伙伴争着来

首批12家企业喜提“自贸执照”

国际贸易发展迎来新机遇，2022年青岛片区企业主体将达3万家

免税店扩容，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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