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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降低贸易成本方面，创建了赣鄂湘三地
海关协同机制，长江中游通关实现了“三关如
一关”；促进跨境电商等新兴业态发展，支持跨
境电商与中欧班列融合发展，支持海外仓、退
货中心仓业务，叠加政策优势，推广“RCEP+减
免税+保税”“数据共享+智能审核+自助打印+
快递送达”等模式，1-9月签发RCEP证书2334
份，助企享受国外关税减免3.9亿元。

在优化通关环境方面，提出通关“零等待”，
推进“提前申报”“两步申报”改革，实行“船边直
提”“抵港直装”等便利化举措，实施“随到随验、
即验即放”，24 小时预约通关；发挥“洪关一点
通”“通关可视化”平台作用，实现海关业务“掌上

办”；用好海关“12360”热线，搭建“关企 e联通”
平台，今年以来累计受理电话咨询7020次，受理
网上业务问答69个，答复率100%。

“南昌海关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有关做法被
国务院办公厅刊发，多次得到海关总署、江西
省有关领导的表扬肯定。我省进出口通关效
率连续3年保持中部地区第一、全国前列，为我
省开放型经济赋能提质。”南昌海关党委委员、
副关长邵飞介绍道，“今年前三季度，我省外贸
进出口总值 5032.48亿元，规模已超去年全年，
同比增长 44.6%，增速稳居中部第一、全国第
四，跨境电商规模居全国第四。”

（全媒体记者 储符琳）

协同创新 实现通关“零等待”

主动作为 靠前服务

江西大力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11月25日下午，经南昌海关所

属赣州海关验放，一趟满载玻纤布、
五金机械、日用品等的中欧班列从
赣州国际陆港驶出，并从满洲里口
岸出境，最终抵达俄罗斯叶卡捷琳
堡，这是赣州中欧班列首次通过“铁
路快通”模式出境。此趟班列的货
物共100标箱，货重816余吨，总货
值3600万元。

“‘铁路快通’较以往的转关模
式，节约通关时间24小时以上，企
业还能就近在属地查验，舱单归
并、分票、修撤等业务也在属地办
理，进一步提高了便利性。”赣州陆
港铁路运营有限公司运营经理廖
永龙介绍道。

“铁路快通”，即“铁路进出境快速通关”模
式，是海关总署出台的一项新型监管业务模
式，为进一步优化我省口岸营商环境、助力打
造开放型经济，南昌海关第一时间主动向海关
总署相关司局请示沟通，最大程度获得总署的
政策支持，自 11月 5日，江西首列进出境“铁路
快通”中欧班列发运仪式在南昌国际陆港铁路
口岸举行以来，“铁路快通”模式正在为越来越
多的江西外贸企业送去便利。

目前，南昌海关已将支持企业开展铁路
“快速通关”业务作为促进外贸保稳提质 33 项
具体举措之一，着力加以推动。为确保“铁路
快通”政策顺利落地见效，让外贸企业充分享
受政策红利，南昌海关选派骨干成立工作专
班，加强与乌鲁木齐、满洲里、呼和浩特等铁路

口岸海关的沟通学习，梳理细化新业务模式各
项监管节点，对业务难点、堵点进行排查分析，
并密切与班列公司、场所经营方、进出口企业、
出境海关的互联互通，做好政策宣讲、业务培
训、联调联试等工作，全程跟踪解决通关难题，
确保班列按计划准点发出。

“‘铁路快通’模式的成功运行，将进一步
助力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让中欧班列持续跑
出开放发展的‘加速度’。”赣州海关物流监控
科科长朱清华说道。

主动作为、靠前服务，推动“铁路快通”模
式走深走实，是南昌海关今年以来积极落实海
关总署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的一项扎实
举措，也是南昌海关不断深挖潜力、优化口岸
营商环境的一个生动缩影。

深挖潜力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据了解，今年以来，南昌海关以“促平台、
促产业、促整合、优环境”为抓手，为江西打造
开放型经济拓宽渠道、提升动能。

在扩容增量方面，推动九江口岸扩大开放
完成预验收；赣州综保区置换建设进入尾声，
上饶综保区进入实质性审批阶段；南昌新增

“进境冰鲜水产品”等指定监管场地 3 个，2 个
已完成验收、1 个即将验收。在拓围增效上稳
步加力，向北与新疆阿拉山口、向南与深圳盐
田、向东与上海洋山等口岸海关加强协作，畅
通“中欧班列+铁海联运”通关全链条；争取总
署支持率先开展“离港确认”改革，将海关作
业与港口作业由“串联”改为“并联”，压缩口
岸作业时间 60.2%。推动保税展示、保税维
修、保税研发等业务全面开展；“区港联动”实
现综保区与开放口岸协同发展，前三季度我省

综保区进出口 494.1亿元，同比增长 112.6%，全
国绩效排名大幅提升，其中赣州上升 51 位，南
昌上升 9位。

在服务产业方面，“一企一策”实施“一对
一”信用孵化，集团企业“组团培育”，推进AEO
国际互认，今年AEO高级认证企业新增数量较
去年增长 20%以上；“一关一品”发挥海关技术
贸易研究优势，聚焦全省“2+6+N”重点产业，
促进特色产品“走出去”，前三季度我省锂电、
光伏、有机硅等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190% 、
130%、71.6%，供港活猪及烟花爆竹出口总量稳
居全国第二；此外，“一心一意”帮助企业解难
题，以“线上+线下”的形式，在全省各地市开展
了共 7期、23个专题的“关‘助’发展”政策宣讲
活动，并坚持“问题清零”机制，组建了“一线服
务队”，解决企业诉求473个。

拓宽渠道 打造开放型经济

记者从工信部获悉，我国新
型显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显示
面板年产能达到 2亿平方米，有
力支撑智能手机、电视、显示器、
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领域应
用。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表示，
工信部将引导重点区域合理布
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推
动新型显示产业向价值链中高
端跃进。

在近日于四川成都召开的
2022 世界显示产业大会上，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
布的《中国新型显示产业发展现
状与趋势洞察》显示，我国新型
显示产业规模持续增长，2012
年至 2021 年，年复合增长率达
到 25.8%。从区域来看，珠三角
地区产能规模最大，中西部地区
近年来产线建设速度加快。天
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新型显

示相关企业1.9万余家。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

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表示，显示
无处不在的特征日益凸显，不断
赋能消费电子、数字文创、数字
医疗等领域。我国已成为全球
显示产业重要的研发和生产基
地，产业链协同发展趋势明显。

新型显示产业是信息时代
的终端基础和数字经济的关键
领域，是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
性产业。王江平表示，工信部将
把握新型显示产业发展特点，深
入落实产业规划，推动资源要素
集聚和整合，引导重点区域合理
布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
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
模式。与此同时，面向数字经济
发展需求，提升显示技术赋能经
济发展的水平。

（据新华社）

我国显示面板年产能达到2亿平方米

近日，山西全省多大风天
气，风电借风而起。11 月 28 日
17 时 06 分，山西省风电出力达
到 1692 万千瓦，承担当时全省
用电负荷的55.3%，创历史新高。

作为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
点，山西持续推进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发展。今年以来，国网山
西省电力公司畅通新能源并网

“绿色通道”，累计服务58项205
万千瓦新能源并网启动。截至
目前，山西电网新能源装机已达
3882 万千瓦，占全省发电总装
机容量的35.2%。

随着新能源装机占比快速提
升，新能源消纳和电网运行管控
的挑战也在增加。为此，国网山
西省电力公司依托“中长期+现

货+辅助服务”市场，积极开展跨
省跨区交易，拓宽消纳空间；多措
并举提升新能源出力预测准确
性，挖掘水火风光储等各种电源
调节能力，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
式，为新能源消纳提供有力支撑。

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
山西新能源发电量已达540亿千
瓦时，占山西电网总发电量的
20.7%，新能源利用率达 98.5%。
下一步，山西将推动集中式新能
源项目全部入市，加快推进火电
机组“三改联动”，研究制定抽水
蓄能电站参与市场机制，扩大储
能、虚拟电厂、可控负荷入市规
模，激发各类调节资源削峰填谷，
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

（据新华社）

山西风电出力创新高
最高时承担用电负荷的55.3%

12月3日，在位于渝北区的
重庆临空智能终端产业园，重庆
传音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
智能手机生产、质检车间作业。

近年来，重庆市渝北区通过
打造智能终端产业园、出台政策

引导性文件、实施针对性产业扶
持和“数字化装备普及”计划等
举措，在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
造的同时，积极培育新兴智能制
造产业，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

重庆渝北：智能制造助推高质量发展

1111月月2525日日，，赣州中欧班列首次通过赣州中欧班列首次通过““铁路快通铁路快通””模式出境模式出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