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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新驱动湖北商务经济崛起新高地分析

姚海峰

(湖北省商务厅法规处,湖北武汉 430015)

【摘 要】:湖北缺煤少油乏气,要素驱动是之“短”；作为科教大省,创新驱动是之“长”｡面对新一轮区域竞争,

唯创新者赢,唯创新者强｡用创新驱动湖北商务经济崛起新高地,必须扬长避短,切实将发展基点放在“新”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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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助力鄂商网站新升级

巧借“互联网+”的翅膀,依托政务网站､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 等互联网平台,把鄂商网站建成线上线下互动的重要门户｡比如,

运用 DT 云计算体系,推行“一站式､一窗口､一条龙”服务；完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招商引资､对外投资与合作等信息栏目,优化

单一窗口､原产地证明､服务贸易开放承诺查询等常用功能,推行行政许可备案类事项网上办理,实现“一网全贯通､事项全覆盖､

流程全优化､承接全落地”；打造“京东､美团､携程､赶集､58 同城”湖北产品特色馆,掀起湖北旅游､湖北老字号､“荆楚美味”在

线销售热潮｡

2 加速电商扶贫新发展

整合扶贫资源,以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建设为“点”,带动全省电商普遍进农村的“面”,帮助农村居民跨越“数字鸿

沟”｡比如,依托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建设,着力发展农村电商产业,推动湖北优质农产品“诚信天下,品誉全球”；为贫困

地区网店提供策划､培训､IT 外包､美工等专业服务；开通“电商+店商”双平台营销,实行线上下单､线下提货配送的 O2O 电商模

式；加强与邮政､中通等快递企业合作,形成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解决“网货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最后一厘米”问题｡

3 推出消费升级新举措

今年1-2月,湖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23.8亿元,同比增长 10.7%,高于全国1.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在由生

存型向发展型､由物质型向服务型､由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为此,要加快发展“旅游､文化､健康､养老､体育”五大幸福产业,

扩大服务消费；要深入开展“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增加高质量､高水平产品的有效供给,促进中高端消费；要推进

信息软件､工业设计､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跨界融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要合理布局社区超市､便利店､家政服务等商业网点,培

育智慧商店｡

4 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适应经济中低速增长新常态,巩固外贸回稳向好势头,实施“优质优价优进优出”,提升湖北产品､产业在外国市场上的开拓､

占据并获得利润的能力｡为此,要以经营权做多､小企业做大､大企业做强为原则,加快外贸主体多元化步伐；要精心培植大型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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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企业,引导企业提质增效,增强国际竞争力；要用好用足国家进口贴息政策,引导企业扩大先进技术设备､重要资源能源性产

品､新型环保装备等进口；要依托在鄂知名高校,培训一支会管理､善经营､懂业务､熟悉国际市场惯例的专业化人才队伍｡

5 激发会展经济新活力

会展经济是朝阳产业､无烟工业｡仅省会武汉,就有 40 多家会展场所｡湖北已成为会展业发展的黄金宝地｡要充分利用“天时地

利人和”,把会展经济作为湖北经济增长的“助推器”,通过“市场+展会”､“商贸经济+会展经济”模式,支持培育农产品云端

交易市场､在线采购平台等新型农产品经营,以贸促展；密切与“阿里巴巴”等电商巨头开展战略合作,搭建会展经济网络平台；

提升机博会､食博会等展会品牌,办好华创会､楚商大会等重大活动,通过专业会展､节日会展拉动居民消费｡

6 打造物流服务新格局

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智慧流通､绿色流通｡为此,要支持发展第三方物流､电子商务物流､冷链物流､农产品物流,做大物流

产业规模；要培养､重组和引进一批国家 4A､5A 级物流企业落户湖北,做强物流市场主体；要加快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长江中

游航运中心建设,升级宜昌和荆州水运口岸､武汉铁路口岸､宜昌航空口岸建设,加速江海直达､铁路直达､空港联运；要进一步促进

武汉(城市圈)物流圈､鄂西物流圈､长江物流带､汉江物流带与湘赣豫陕渝等周边省市物流合作,变交通走廊为经济走廊｡

7 突出国内投资新领域

国内有效投资对稳增长有“定海神针”的作用｡启动国内投资引擎,要在抓好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好

实体经济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下滑､金融“脱实向虚”等突出问题,将投资重点转向产业发展,转向工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和大数

据､云计算等新兴产业；要高度重视民间投资,在抓紧建成一批“PPP”示范项目的同时,继续加大防范､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力度,

加强金融新业态风险管控；要激发政府和民间共同投资,比如,在“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双重动力下加速城镇化步伐；

要鼓励可持续行业投资,比如,水利､环保､节能汽车､旅游休闲､文化创意等行业,既能推动就业,又能适时带动需求,可谓一举多得

｡

8 营造招商引资新环境

稳定可预期的招商引资新环境,利好专业招商､以商招商､资本招商､校友招商､“互联网+”招商和引资､引技､引智深度融合｡

为此,要抓好产业招商,创新“鄂港粤”､“鄂沪(长三角)”等招商品牌,打造好“湖北之窗”､“世界 500 强对话湖北活动”两个

新的省级平台,直接与世界 500 强对话；要整治“新衙门作风”,切实做到审批环节最少､服务项目最优､办事效率最高；要定期督

办签约项目进展情况,为招商引资工作加压力､添活力､增动力；要积极探寻省域社会综合治理平衡点,建设“理治､情治､法治”并

举的“湖北环境”｡

9 拓宽外投合作新视野

当前,湖北已与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往来关系,在鄂投资的世界 500 强企业达 254 家｡我省对外投资与合作的

视野还可进一步拓宽｡比如,把实业投资作为主攻方向,做大做多做强外贸主体；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疗､光电子､新能源汽

车等领域企业开展境外并购､合资合作；鼓励企业把从境外获取的高端技术､品牌返回国内市场经营,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支

持企业境外抱团投资开发资源､能源,继续发挥好“莫桑比克湖北农业园”､“波兰湖北汽配工业园”､“比利时湖北高新技术产业

园”等一批境外基地的集群效应｡

10 抢抓自贸建设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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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武汉､襄阳､宜昌三个自贸片区,是湖北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加快“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的重大机遇｡要以制度创新塑造

开放新局面,创新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创新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创新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

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创新以金融服务开放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深化商务领域“放管服”改革,将主体

责任下放到各自贸区,进一步推进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监管法治化,创造出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