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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全國兩會專輯

助力深圳實體經濟穩步發展
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是深圳經濟發展騰飛的

重要支柱。近年來，由於內外部經濟環境複雜多變，
不少企業面臨㠥融資難、用工荒和高成本等實際困
難。近一年來深圳海關多次開展不同層次的企業調
研，出台了多項措施，有效地保障了深圳實體經濟的
穩步發展。

記者了解到，深圳海關在中小微型企業較為集中的
幾個隸屬海關均設立了「中小微企業專用窗口」，為
企業進出口審批提供便利。同時，該關還選取了一批
擁有一定技術優勢、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中小微型企
業進行「點對點」服務。2011年深圳太辰光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被選定為「中小微企業定點幫扶對象」，海
關不僅為其提供快捷便利的通關服務，還選派業務專
家為該公司提供進出口貿易方面的政策諮詢服務，協
助該公司參加國內國外大型科技展會。太辰光通信公
司的負責人張藝明向記者說道：「2011年公司先後進
行了分廠擴建、外資內資轉換和股份制改制，面臨多
項海關業務的變更。深圳海關不僅在最短時間內辦理
了相關手續，還在相關業務方面提供了詳盡的指導。
得力於海關的幫助，公司改制過程中業務運行不僅未
受影響，一年來淨利潤還增長了35%。」
對於經營規模較大、守法信譽良好的大型企業，深

圳海關制定了「客戶協調員」制度，對自身服務時

限、通關便捷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要求對
「客協」企業集中報關等業務實現「即來即辦、限時
辦結」；採取24小時預約通關制度；設立全天候客戶
協調員，隨時接受業務諮詢等等。2011年深圳海關又
為客協企業增設了客協企業網絡服務平台，目前已有
華為、比亞迪等114家客協企業享受了專線網絡平台
服務。一年來深圳海關轄區的客協企業進出口總值同
比實現了20%以上的增長，部分「客協」企業增長迅
猛，創維數字公司進出口總值一年來增長近3倍，南
方中集東部公司相關業務增長超2倍。
自主創新是深圳調整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動力，

而支持高新企業可持續發展也是深圳海關服務深圳實
體經濟的重點之一。對於高新技術產業，深圳海關不
僅實行24小時通關服務、設備快速通關、「提前報
關，貨到放行」等一系列優化服務，同時還積極引導
高新企業不斷提升科技競爭力和加強知識產權的海關
保護。深圳杜邦太陽能（深圳）公司的報關主管余灶
生告訴記者，在海關的支持和幫扶下，杜邦公司從成
立到實現規模生產，只用了不到短短兩年的時間，而
目前公司的年產值已超過2億美元，產品遠銷數十個
國家。
深圳海關針對中小微型企業、大型「客協」企業、

高新科技企業實行的「個性化」的分類管理和服務，
為深圳市實體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助力。記者了解
到，目前該關正在㠥手開展調研，將進一步為企業尤
其是中小微企業減負增效實現新的突破。

推動深圳產業結構不斷優化
如何創造深圳質量？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提

出，必須堅持調整產業結構，構建一個現代化的產業
體系。必須加開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提升現代服務業
發展水平，並加大投入做大做強戰略性新興產業。
2011年5月，海關總署與廣東省簽署了推動加工貿易

企業轉型升級的合作備忘錄。為推進加工貿易轉變發
展方式，深圳海關相繼推出一系列舉措：簡化加貿企
業轉型的變更手續，維持轉型企業的管理類別及信用
紀錄，支持民營企業通過加工貿易參與國際化分工以
建立自主品牌；推動加工貿易產業鏈的延伸；通過外
發加工、委託加工、深加工結轉帶動企業融入加工貿

易產業鏈。一年來，深圳海關聯合國檢、商會、行業
協會和地方貿工部門舉辦轉型升級政策說明會80餘
次，現場解答和解決企業轉型升級問題，涉及企業
6800餘家。該關主動加強與轉型升級中涉及的工商、
稅務、環保等10多個部門的溝通，協調解決轉型業務
辦理，暢順企業轉型手續辦理渠道。同時，該關將企
業轉型升級過程中涉及海關的9個業務環節共91天的
工作時限進一步壓縮為16個工作日，通過服務提速為
企業轉型贏得充足時間。截至目前，該關轄區已有
674家企業完成手續實現不停產轉型。
為了增強特色產業對深圳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深

圳海關不斷推進「跨境快速通關」、「海陸鐵聯運國
際大通道」等新型通關模式，為深圳物流業發展提供
便利。截至目前，「跨境快速通關」模式已成功覆蓋
至2個口岸海關、10個主管海關，初步形成了覆蓋整
個珠三角地區的物流快速來往幹道。同時，該關與重
慶海關聯合啟動了「海陸鐵聯運國際大通道」模式，
深圳物流業的影響力覆蓋至我國中部地區，「重慶至
歐洲」的海運總行程也由原來的40天縮短為27天。
記者了解到，深圳海關在深圳會展中心設立了展覽

品監管科，為展會的組織者及參展方提供包括備案、
申報、轉關、查驗和徵稅的「一站式」、「點對點」
貼身服務和「5+2」預約式個性化通關服務。2011年
以來，深圳海關共監管暫時進出境展覽品價值8924萬
美元，增長約2倍。深圳海關還貼近檢測維修等現代
服務業快速發展需求，鼓勵和引導企業在海關特殊監
管區域設立高端產品研發中心、檢測維修服務中心並
開展倉儲、配送、分撥等服務，提高產品附加值。深
圳海關福田保稅區副關長朱光達向記者介紹，目前區
內共有5家企業開展檢測維修業務，境外市場區域已
覆蓋至全球84個國家和地區。其中華為公司2011年通
過維修產出金額2.69億元人民幣，維修產品覆蓋面從
23%提升到50%，節約成本達1060萬美元。
除推動深圳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促進物流業及服務

業等新興產業發展壯大之外，深圳海關還採取措施鼓

勵轄區加工貿易企業擴大內銷、拓寬市場。據統計，
深圳海關轄區內加工貿易企業10000餘家，僅2011年，
就有超過5000家的企業辦理了內銷業務，內銷徵稅達
31.52億元。以愛普生技術（深圳）有限公司為例，
2009年到2011年的三年間，該公司的內銷徵稅稅款從
331萬元、7113萬元、9000萬元逐年遞增，企業內銷營
業額佔國內市場比重也從2009年的5%躍升到2011年的
30%。預計新一年中，該公司內銷徵稅仍有30%的增
長空間。該公司物流與報關部經理歐陽群告訴記者，
「深圳海關的主動服務，幫助我們順利地拓展國內市
場，開闢了企業未來發展的另一條通道。」

增強深圳經濟輻射帶動效果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同時也是祖國大陸連接香港

地區以至整個東南亞的重要陸運、海運樞紐，深圳的
經濟發展對珠三角地區以及華南地區均有㠥巨大的輻
射帶動作用。深圳海關立足深圳，不斷深化和香港海
關、內陸地區其他海關的合作，為帶動區域經濟共同
發展提供便利。
近年來，深港海關合作不斷深化，合作範圍不斷拓

展。深圳海關外事辦副主任李銳告訴記者，深圳海關
與香港海關建立完善了雙向聯絡機制，先後共同開展
了多次聯合緝私、緝毒工作，共同構建了良好的法
制、經濟環境。李銳說，「我們還與香港海關研究制
定了便利通關機制，有效提升了粵港兩地陸路口岸通
關效率，跨境陸路貨物清關速度也得到進一步提
升。」自2004年以來，兩地海關陸續啟用統一的《內
地海關及香港海關陸路進／出境載貨清單》、全部公
路口岸啟動查驗結果參考互認、創新深圳灣口岸「一
地兩檢」模式，大大提升了深港口岸的通關能力，有
效促進了深港經貿交流。

同時，深圳海關還大力推行區域通關改革，以深圳
口岸為中心，將便捷通關服務擴大至整個泛珠三角區
域乃至全國。該關大力發展「跨境快速通關業務」模
式，應用衛星定位管理設備等監控手段實施途中監
控，實現了對車輛及其所載貨物在公路口岸的自動快
速核放，在通關效率大大提升的同時，還建立了覆蓋
整個珠三角地區的深港快速往來幹道。2011年，該關
共監管進出境跨境快速通關車輛近4萬輛次。同時深
圳海關還不斷拓展「屬地申報、口岸驗放」通關服務
範圍，截至2011年，已與全國27個直屬海關近450個業
務點完成跨關區「屬地申報、口岸驗放」結對手續。
「屬地申報、口岸驗放」模式減少了貨物在海關監管
場所之間的轉關運輸手續，降低了企業通關成本和物
流成本。一年來深圳海關共辦理跨關區該通關模式進
出口貨物約5萬票，為深圳及其他地區的企業節省了
大量的通關成本。

助推「深圳質量」起步騰飛海關

2011年，深圳市實現進出口值4040億美元，同比2010年增長19.4%，連續十九年穩

坐全國大中城市外貿出口的頭把交椅。同時，深圳市綜合經濟實力穩步增長，全年

GDP達1.1萬億元，成為國內第四個經濟總量超過萬億元的城市。

在當前世界經濟復甦緩慢，主要國際市場陷入低迷的形勢下，外貿依存度非常高的

深圳依然保持了經濟快速增長的勢頭。

深圳海關關長李書玉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這與由政府主導、企業參與的經濟結構調

整和產業轉型升級密不可分，也是深圳外貿經濟不斷攀升的關鍵所在。

改革開放30年來，深圳迅速崛起，創造了舉世聞名的「深圳速度」，而現在深圳正

處於由「深圳速度」向「深圳質量」發展轉變的關鍵節點。作為國家進出口的監督管

理者，同時也是深圳經濟的建設者，深圳海關主動融入深圳經濟發展大局，以「深圳

質量」為導向，從調結構、擴內需等方面入手，積極優化通關模式，不斷豐富服務措

施，採取有效措施切實提升深圳經濟的地區集群效應和區域帶動效應，為2012年「深

圳質量」起步跨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香港文匯報記者謝志林、通訊員王碧原

——深圳海關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紀實

■海關高效服務

港口業務發展

■
海
關
關
員
到
企
業
實
地
調
研

■服務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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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關助力鹽田港集裝箱進出口量再創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