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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專題 

雲南省加快建設面向西南開放重要橋頭堡 

 

（一）背景 

5 月 6 日，國務院批准並出臺了《國務院關於支持雲南省加快建設面向西南開放重要橋頭堡的意見》

（以下簡稱《意見》）。 

 

 《意見》提出，雲南是我國向西南開放的重要門戶；是我國沿邊開放的試驗區和西部地區實施“走

出去＂戰略的先行區；是西部地區重要的外向型特色優勢產業基地；是我國重要的生物多樣性寶庫

和西南生態安全屏障；是我國民族團結進步、邊疆繁榮穩定的示範區。 

 

 《意見》從基礎設施建設、產業體系完善、開放型經濟發展、對外交流合作、城鄉居民收入、基本

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體系、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確立了雲南 2015 年及 2020 年的發展目標，

並明確了 7 個方面的主要任務、工作重點：一是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支撐保障能力；二是依託

重點城市和內外通道，優化區域發展佈局；三是加強經貿交流合作，全面提升開放水平；四是立足

資源和區位優勢，建設外向型特色產業基地；五是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實現可持續發展；六

是大力發展社會事業，切實保障和改善民生；七是加快脫貧致富步伐，建設穩定繁榮邊疆。 

 

 《意見》從財稅、金融、投資與產業、土地、價格和生態補償、人才和體制機制改革等方面提出了

一系列支持橋頭堡建設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國家加大轉移支付和投資力度；實行差別化的產業

政策，對雲南利用境外資源並且具有特色優勢的項目適當給予傾斜；對於邊境地區礦業與水電開發

相結合、技術水平先進的清潔載能工業給予優惠政策；對雲南省年度建設用地計劃實行傾斜，保障

重點工程建設用地；把雲南作為全國電力價格改革試點省；鼓勵先行先試，形成有利於橋頭堡建設

的體制機制。 

 

（二）相關內容 

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支撐保障能力——構建比較完善的綜合交通體系 

 抓緊實施昆明——長沙——杭州客運專線、雲桂鐵路，大理——瑞麗鐵路，以及成都——昆明鐵路

擴能等工程建設，推進中老泰、中緬、中越鐵路等國際鐵路境內段及昆明——重慶鐵路的規劃和建

設。 

 實施中緬、中老泰、中越公路雲南境內路段的高速化改造。 

 重點推進重慶——昆明、汕頭——昆明、杭州——瑞麗、廣州——昆明等國家高速公路雲南段建設，

加快省內州市間快速通道、滇中城市經濟圈城際快速交通、興邊富民沿邊幹線公路、重要旅遊區快

速通道建設，加快實施通村瀝青（水泥）路等農村公路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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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進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航運建設，加強國際航運合作。 

 逐步提升重要航道等級，加快百色水利樞紐通航設施和富寧港建設，實現右江——珠江千噸級航道

貫通。 

 加快瀘沽湖、紅河機場建設，研究論證滄源、瀾滄等機場建設。 

 構建以昆明新機場為西部重要航空樞紐，麗江、西雙版納、芒市、大理、香格里拉、騰沖、文山等

支線機場為輔助的機場佈局網絡。 

 積極發展通勤航空和其他通用航空。鼓勵中外航空公司開闢和增加國際航線，重點發展鏈結東南亞、

南亞、西亞和歐美的航線。 

 

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支撐保障能力——建設安全穩定經濟清潔的能源保障體系 

 加快中緬汽油管道及配套設施建設。 

 建設以水電為主的綠色能源基地。 

 深化前期工作，在切實做好生態環境保護和移民安置以及兼顧下游地區的基礎上，積極穩妥推進金

沙江、瀾滄江水能資源開發，研究論證怒江水能開發問題； 

 積極推進重點水庫建設，協調發展高參數、大容量、高效率火電機組，以及燃氣調峰機組； 

 積極有序發展太陽能、風能和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大力推進與周邊國家的可再生能源資源開發

合作。 

 統籌考慮雲南和鄰近省區電源建設以及加強與周邊國家電力合作，加強西電東送通道和骨幹電網建

設，拓展電力外送通道，建設跨區域電力交換樞紐。 

 大力發展農村水電，積極開展水電新農村電氣化縣建設和小水電代燃料生態保護工程建設，繼續支

持農網改造和無電地區電力建設。 

 

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支撐保障能力——建設國際性的信息樞紐 

 將雲南建設成為面向東南亞、南亞的通信樞紐和區域信息彙集中心。 

 支持雲南與東南亞、南亞國家合作發展通信網絡和互聯網業務。 

 開展 1:10000 基礎地理空間資料資源建設，建立綜合衛星定位服務系統、政務地理信息應用系統。 

 加強寬頻通信網、數位電視網和下一代互聯網等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支持符合條件的地區開展“三

網融合＂試點。 

 加強電信普遍服務，促進少數民族地區通信發展。 

 

依託重點城市和內外通道，優化區域發展佈局——提升滇中城市經濟圈的輻射帶動能力 

 將滇中地區培育成為雲南省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加快建設以昆明為中心、包括曲靖、玉溪、楚

雄的滇中城市經濟圈，使之成為重要的區域性國際交通樞紐，全國重要的煙草、旅遊、文化、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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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貿物流基地，以化工、有色冶煉加工、生物為重點的區域性資源深加工基地，承接產業轉移基

地和出口加工基地。 

 加快昆明裝備製造業、戰略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強化科技創新、商貿流通、信息、旅遊、

文化和綜合服務功能，充分發揮面向東南亞和南亞，服務廣闊腹地的西南地區重要中心城市作用。 

 加快曲靖煤電及新能源基地、重化工基地、有色金屬及新材料基地和省內交通樞紐、物流中心建設。 

 加快玉溪裝備製造業發展，建設休閒旅遊基地。 

 加快楚雄綠色產業基地、冶金化工基地、民族文化旅遊產業基地建設。 

 大力推進滇中城市經濟圈一體化建設，加快滇南、滇西城市群發展，合理引導滇西南、滇西北、滇

東北城市佈局。 

 

依託重點城市和內外通道，優化區域發展佈局——建設重要的沿邊開放經濟帶 

 以邊境經濟合作區、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為重點，完善跨境交通、口岸和邊境通道基礎設施，加快

形成沿邊經濟帶。 

 具備條件時，建設中緬瑞麗——木姐、中越河口——老街、中老磨憨——磨丁跨境經濟合作區和麻

栗坡（天保）、耿馬（孟定）、騰沖（猴橋）、孟連（猛阿）、瀘水（片馬）邊境經濟合作區。 

 建立瑞麗沿邊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地區按程序申請設立海關特殊監管區域。 

 規範並促進邊民互市貿易區（點）的發展，積極發展保稅物流、跨境旅遊。 

 推進與周邊國家的貿易便利化合作，加快雲南電子口岸建設，推進通關便利化，改善對外貿易軟環

境，提高口岸通行能力。 

 繼續支持口岸聯檢設施、查驗貨場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檢驗檢疫能力建設，提高監管水平。 

 

依託重點城市和內外通道，優化區域發展佈局——完善對外經濟走廊 

 依託昆明——河口高速公路及國際航空港，加快推進昆明——河內經濟走廊建設。 

 以個（舊）開（遠）蒙（自）城市群和河口為載體，重點發展以現代物流、礦產開採加工和煙草生

產加工為主的產業集群，與南寧——河內經濟走廊、環北部灣經濟圈協調互動、合作發展。 

 以泛亞鐵路西線、中緬公路、中緬國際陸水聯運線及中緬油氣管道為依託，著力推進昆明——皎漂

經濟走廊建設。 

 以楚雄、大理、保山、瑞麗等城市為節點，重點發展石油化工、現代物流、農產品替代種植、寶玉

石加工和旅遊業，推動與環孟加拉灣國家的區域合作。 

 以泛亞鐵路中線、昆曼高速公路及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航道為依託，穩步推進昆明——曼谷經濟

走廊建設。 

 以玉溪、普洱、景洪、磨憨、臨滄等城鎮為載體，重點發展以農林產品深加工、生物產業、商貿旅

遊服務業為主的產業集群，務實推進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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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緬（北）公路、鐵路建設為契機，積極謀劃以保山、騰沖為節點的昆明——密支那經濟走廊建

設，適度發展鋼鐵、有色等產業，大力發展現代物流、旅遊產業。 

 

依託重點城市和內外通道，優化區域發展佈局——增強對內經濟走廊的紐帶作用 

 以南昆鐵路、雲貴鐵路、廣昆高速公路和西江航運幹線為依託，建設昆明——文山——廣西北部

灣——廣東珠三角經濟走廊，重點發展特色旅遊、生物醫藥及礦冶加工產業。 

 以成昆鐵路、滬昆鐵路和滬昆客運專線、內昆鐵路、渝昆高速公路和蘭州至磨憨 213 國道為依託，

建設昆明——昭通——成渝經濟區走廊，重點發展清潔能源和石油化工產業。 

 以滇藏鐵路、滇藏公路為依託，建設昆明——麗江——香格里拉——西藏昌都經濟走廊，重點發展

礦產資源、可再生清潔能源、雪域高原民族特色文化旅遊產業。 

 

加強經貿交流合作，全面提升開放水平——全面提升對外經貿合作水平 

 充分利用中國——東盟自由貿易區平臺，進一步加強中國——東盟湄公河流域開發合作機制、大湄

公河次區域合作機制，提升孟中印緬合作層次。 

 支持雲南省與東南亞、南亞國家和亞洲開發銀行等國際組織建立全方位、多層次的經貿合作機制。 

 支持雲南省與東南亞、南亞市場，合理擴大礦產和農產品等資源性產品進口，支持機電、化工、紡

織、日用品、成套設備、特色食品和互補性農產品等優勢產品出口。 

 加強檢驗檢疫，不斷提升進出口產品質量水平。 

 將雲南出口貨物人民幣結算退（免）稅試點擴大到省內所有邊境口岸和指定的重點通道。 

 加大外事協調力度，實施好《大湄公河次區域便利客貨跨境運輸協定》等協議。進一步提高利用外

資便利化程度。充分利用中國——東盟合作投資合作基金，擴大雲南與周邊國家經濟技術合作。 

 

加強經貿交流合作，全面提升開放水平——積極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 

 把實施“走出去＂戰略作為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的重點。在周邊國家建立境外經貿合作區，推進老撾

萬象、緬甸皎漂和密支那經濟合作區建設。 

 引導金融機構為符合國家政策導向的“走出去＂企業提供出口信用保險等各類保險和信貸服務。 

 支持“走出去＂企業品牌國際化建設，加強在通訊領域的對外應用合作。 

 進一步推廣投資便利化，建立外經和境外投資項下人員物資出入綠色通道。 

 研究進一步加大資金支持力度，鼓勵企業到境外開展替代種植，根據雲南省替代種植農產品返銷實

際情況，安排有關農產品免稅返銷的品種和數量。加強對替代種植企業的管理。 

 

加強經貿交流合作，全面提升開放水平——深入開展對內區域經濟合作 

 積極引導中央企業和省外企業到雲南投資興業，支持雲南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打造承接產業轉

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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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進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加強珠江中上游資源、水運的綜合開發和生態建設，搞好重大項目建設協

調。 

 進一步擴大與長三角地區的合作領域，增進上海市與雲南省的對口幫扶合作關係。 

 加強雲南省與其他西部省（區、市）的合作，以改善鐵路、航空、內陸水運條件為重點，推動西南

地區共同向東南亞、南亞開放。 

 

立足資源和區位優勢，建設外向型特色產業基地——積極培育戰略性新興產業 

 依託國家級產業園區，加快培育生物醫藥、生物技術服務、光電子、新材料、新能源、高端裝備製

造等新興產業。 

 實施生物醫藥產業創新發展、生物質能應用示範、綠色食品保健品、生物化工產品開發等工程，建

設生物資源開發創新產業基地。 

 做大做強昆明光電子產業基地，加快發展光伏、半導體照明、紅外及微光夜視產業鏈。 

 著力打造稀貴金屬新材料產業鏈，建設有色金屬和稀貴金屬新材料產業基地。 

 打造昆明高技術服務產業基地，進一步扶持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發展。 

 國家在戰略性新興產業發展專項資金安排方面對雲南給予傾斜。 

 

立足資源和區位優勢，建設外向型特色產業基地——加快發展物流、會展等現代服務業 

 推進現代物流服務和信息平臺建設，把昆明建設成為全國性物流節點城市和區域性國際物流中心。 

 建設大理、景洪、蒙自、臨滄等地區性物流節點，推進磨憨、河口、瑞麗、猴橋、孟定口岸物流基

地建設，鼓勵有條件的基地發展保稅物流，完善專業物流體系。 

 積極發展會展產業，支持在雲南舉辦各類大型會議。在昆明逐步培育和建設國際性礦業交易綜合市

場。 

 

立足資源和區位優勢，建設外向型特色產業基地——大力提升金融業的支撐服務能力 

 支持把昆明建成面向東南亞、南亞的區域性金融中心。增加雲南跨境貿易人民幣結算試點企業數量，

積極推進與周邊國家簽訂雙邊本幣結算協定，建立雙邊銀行間的支付清算機制，為雙邊貿易、投資

提供支持。 

 推進貿易投資使用人民幣，加快自由兌換進程。支持符合條件的雲南企業上市融資，發行企業債券、

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中小企業集合債及集合票據。 

 鼓勵企業利用期貨市場開展套期保值，進行風險管理。支持保險產品和服務創新，推動開展與邊境

貿易和國際物流相關的保險業務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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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足資源和區位優勢，建設外向型特色產業基地——推動旅遊業跨越式發展 

 充分利用和挖掘雲南自然、歷史文化資源，以文化豐富旅遊內涵，促進文化與旅遊的融合，把雲南

建成國內一流、國際知名的旅遊目的地。 

 形成滇中昆明國際旅遊休閒區、滇西北香格里拉生態旅遊區、滇西南大湄公河跨境旅遊區、滇西火

山熱海文化旅遊區、滇東南喀斯特、哈尼梯田、少數民族特色村寨等山水文化旅遊區和滇東北生態

及歷史文化旅遊區，加快推進雲南旅遊業綜合改革。 

 支持雲南舉辦國際公路自行車賽等旅遊體育活動。 

 將雲南有條件的旅遊城市機場建成對外開放口岸。簡化旅遊出入境手續，研究推動大湄公河次區域

內人員往來正常、有序開展，適時研究推進相關出入境便利措施。 

 對雲南省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供地政策的重大旅遊產業項目，在新增建設用地計劃指標安排上予以

傾斜。 

 

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實現可持續發展——推進節能減排和循環經濟發展 

 繼續加大對高耗能行業節能改造的支持力度，組織實施好節能產品惠民工程。深化主要污染物總量

控制，突出結構減排，加強工程減排，強化管理減排。 

 規範各類工業園區管理，推進清潔生產和污染集中治理。重點支持主要污染物、溫室氣體減排能力

建設和節能減排、低碳工程項目建設。 

 開展排污權有償使用和排污交易試點工作，探索建立交易政策與總量減排的銜接機制。 

 開展循環經濟重點工程建設，做好大宗產業廢物綜合利用示範基地試點工作，促進循環經濟產業鏈

結技術的研發和推廣，對具有資源優勢和產業特色的循環經濟相關產業和項目給予優惠扶持政策。 

 制定廢棄物資源化再利用優惠政策，鼓勵共伴生礦、尾礦及大宗產業廢物綜合利用，全面推進危險

廢物規範化管理。 

 支持普洱市發揮自然生態和資源環境優勢，大力發展循環經濟，建設重要的特色生物產業、清潔能

源、林產業和休閒度假基地。 

 

大力發展社會事業，切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優先發展教育事業 

 科學整合教育資源，合理規劃中小學佈局，方便學生就近入學，邊遠地區中小學逐步實現相對集中

辦學。加快普及學前教育，加大對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的支持力度，實施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薄弱學

校改造計劃。 

 逐步提高農村中小學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生活補助標準，改善農村教師工作生活條件，提高農村教

師待遇。擴大高中階段教育規模，2015 年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率達到 80%以上。 

 加強雲南高校重點學科專業建設，適當擴大國家重點院校對雲南的招生規模，支持區域性高水平大

學建設，加強專業技術人才、高技能人才和緊缺人才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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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落實中等教育免學費政策，整合現有教育培訓資源，形成一批區域性專業教育中心和實訓基地，加

強職業培訓。 

 支持雲南高校與東南亞、南亞國家開展教育交流與合作。加強民族地區雙語教育，採取定向招生、

定向培養等措施，加大少數民族人才培養力度。推進教育信息化建設。 

 

大力發展社會事業，切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發展醫療衛生事業 

 以邊境州（市、縣）、邊境口岸（通道）、交通沿線州（市、縣）為重點，加強醫療衛生服務網絡

建設，提高緊急救援、醫療救治、疾病預防、衛生監督及食品藥品安全監測能力，加強食品藥品監

管基礎設施建設。 

 建設中醫藥、民族醫藥研發基地，加強對外交流與合作，提高民族醫藥研發能力和診療水平。 

 建立與周邊國家疾病信息溝通、防治技術交流的聯防聯控和衛生應急救治聯動機制，建立和完善邊

境地區傳染病聯防聯控模式。 

 加強愛滋病防治，加大結核病、瘧疾等重大疾病防控力度，完善基層計劃生育服務體系，穩定低生

育水平。 

 加強與東南亞、南亞國家在臨床醫療教學科研、傳統醫藥、熱帶病防治和食品藥品檢驗檢測等方面

的交流與合作。依託省級重點醫院，把昆明建設成為面向東南亞、南亞的國家醫療和技術、人才交

流區域中心。 

 

加大政策支持力度，創新體制機制——財稅政策 

 國家加大轉移支付和投資力度，支持雲南橋頭堡建設和發展。加大邊境地區專項轉移支付力度，加

強邊界日常維護和邊界管控，促進邊境貿易發展，改善邊境地區民生。 

 研究中小企業信貸增量獎勵政策，加大涉農信貸增量獎勵支持力度，鼓勵地方出臺相應補貼和獎勵

政策。加大對雲南貧困地區的信貸貼息支持力度。 

 鼓勵地方政府開展優勢特色農業保險保費補貼試點工作。 

 

加大政策支持力度，創新體制機制——金融政策 

 鼓勵銀行業金融機構為符合國際政策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提供信貸支持。 

 鼓勵和引導外資銀行到雲南設立機構和開辦業務，支持符合審慎監管要求的銀行業金融機構根據業

務需要在周邊國家設立分支機搆。 

 支持符合條件的大中型優勢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市和發行債券。 

 支持符合條件的境內外保險機構在昆明設立區域性總部、後援服務中心、培訓基地等。 

 

加大政策支持力度，創新體制機制——投資於產業政策 

 中央安排的公益性建設項目，取消縣以下（含縣）及集中連片困難地區市地級配套資金。 



 9

 支持雲南利用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金、中國——東盟專項信貸資金建設有關項目。 

 施行差別化產業政策。對邊境地區礦業與水電開發相結合、技術水平先進的清潔載能工業給予優惠

政策。 

 

加大政策支持力度，創新體制機制——土地政策 

 對雲南年度建設用地計劃實行傾斜，改革完善建設用地審批制度，簡化手續，保障重點工程建設用

地。 

 支持探索水電站、水庫等重大能源和水利基礎設施建設涉及的淹沒區及生態修復整體綠化的用地方

式改革。 

 支持建立耕地保護補償機制，充分調動基層政府和農民保護耕地積極性，鼓勵通過市場化的耕地佔

補平衡模式合理有序地開發利用土地資源。 

 

加大政策支持力度，創新體制機制——價格和生態補償政策 

 把雲南作為全國電力價格改革試點省，實施發電企業與電力用戶直接交易試點。 

 開展國際重要濕地、以滇池為重點的九大高原湖泊等重點流域生態補償。 

 

加大政策支持力度，創新體制機制——人才政策 

 根據國家規定，逐步提高雲南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工資水平，落實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動態調整機制，

中央財政按規定政策給予適當補助。 

 支持中央國際機關、重點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業選派人才對雲南實施人才幫扶。在實施邊遠貧

困地區、邊疆民族地區和革命老區人才支持計劃時，加大對雲南省人才和智力支持力度。 

 

加大政策支持力度，創新體制機制——體制機制改革 

 深化行政管理體制改革，推進涉外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外貿管理體制改革，完善境外投資、外商投

資、口岸管理體制。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 

 優化所有制結構，繼續深化國有企業產權制度改革。 

 大力推進非公經濟和中小企業加快發展，積極引導民營資本參與橋頭堡建設。鼓勵先行先試，形成

有利於橋頭堡建設的體制機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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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駐成都辦動態 

 

駐成都辦於 2011 年 6 月間舉辦和參與的主要活動包括： 

 

6 月 1 日，香港模具及產品科技協會考察團拜訪駐成都辦。駐成都辦主任與代表團成員會面，並向

他們介紹了駐成都辦的職能及近期的工作計劃。代表團成員亦與大家分享了在四川考察期間的見聞感受。 

 

6月1日至3日，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和社會福利署代表到達四川，先後以觀察員身份參加了朝天區社

會福利綜合服務中心兩個子項目的工程竣工驗收，跟進該項目另一個子項目的整改工作，亦視察了旺蒼

縣社會福利綜合服務中心、大邑悅來敬老院等特區政府援建的社會福利類項目。駐成都辦災後重建組協

助聯絡安排及參加。 

 

6 月 2 日，駐成都辦舉行在蓉港商交流晚宴，與部分港商會面，並交流近期的發展計劃，亦借此機

會感謝各位港商為推動香港與內地經貿交流所作的工作。 

 

6 月 2 日至 3 日，駐成都辦投資推廣組與投資推廣署助理署長及中國事務主管在湖南省長沙市拜會

了湖南省國資委、湖南省金融辦、湖南省商務廳、湖南省貿促會及湖南省工商聯，就 7 月擬舉行的“立

足香港·邁向國際＂研討會合作事宜進行了商討。另外，駐成都辦投資推廣組拜訪了當地 1 家對在香港設

點發展感興趣的企業，介紹了香港的營商環境及投資推廣署的服務。  

 

6 月 5 日至 6 日，駐成都辦訪問雲南省昆明市。期間，於 5 日參加了第六屆中國——南亞商務論壇，

出席了當晚雲南省人民政府“第十九屆中國昆明進出口商品交易會＂歡迎晚宴及開幕式。6 日上午，駐

成都辦參加了本次昆交會的開館儀式。隨後，駐成都辦主任視察了駐成都辦在昆交會上設立的展位，並

在展位上同雲南省貿促會會面，之後亦拜訪了來參加本次昆交會的港商。駐成都辦投資推廣組亦在此期

間進行了投資推廣探訪活動，拜訪了當地 2 家並聯絡了昆交會上對香港設點發展感興趣的企業，向他們

介紹了香港的營商環境及投資推廣署的服務。  

 

6 月 6 日至 10 日，駐成都辦參展了由商務部、重慶、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西藏、成都（省、

自治區、市）人民政府聯合主辦的“第十九屆中國昆明進出口交易會＂。這是駐成都辦連續第四次在昆

交會上搭設展臺，本次昆交會駐成都辦宣傳和推廣了辦事處的服務和職能以及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

風采。此外，亦透過宣傳的材料，向公眾宣傳香港在十二五規劃下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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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駐成都辦主任與香港旅遊發展局駐成都首席代表、港龍航空公司中國華西地區經理進行

交流活動，三方分享了各自最新動態及近期工作安排，並探討了如何更好的在西部地區推廣香港，加強

香港與西部地區之間的交流與合作。 

 

6月12日至15日，負責四川西部檢視的獨立顧問公司代表到達四川，先後視察了德陽市第二人民醫

院、德陽市東汽職工醫院、旌陽區中醫院、德陽市中西醫結合醫院等特區政府援建的醫療設施類項目。

駐成都辦災後重建組協助聯絡及安排。 

 

6 月 13 日，李慧婷女士履新駐成都辦副主任。 

 

6 月 14 日，駐成都辦赴西安與陝西省港澳辦會面，並就西安世園會香港周開幕酒會與有關單位進行

溝通和交流。 

 

6 月 15 日，駐成都辦主任與駐成都辦新近履新的副主任一行拜訪了四川省商務廳，雙方交流了近期

的工作計劃，並表示將加強雙方的合作以促進川港兩地的經貿交流。 

 

6月16日，駐成都辦組織了第四次香港非政府機構參與四川地震災後恢復重建的經驗分享，計有無國

界社工、青年發展基金、香港復康會、香港雅博慈善基金會、香港賽馬會，以及四川省港澳辦等代表共

14人參加。除了繼續給予各個非政府機構有機會介紹自己援建的部分災後重建項目的近況和發展，分享

在川開展重建工作中所遇到的問題與經驗外，此次聚會亦安排了各非政府機構代表前往北川縣探訪了無

國界社工擂鼓社區服務處、青年發展基金擂鼓安置點、香港復康會在北川新縣城的工作點，以及由特區

政府援建的北川縣殘疾人康復服務中心項目。駐成都辦主任亦有出席。 

 

6 月 16 日至 17 日，駐成都辦投資推廣組與投資推廣署助理署長及中國事務主管在四川省成都市進

行了一天的投資推廣探訪活動，拜訪了當地 4 家對在香港設點發展感興趣的企業，介紹了香港的營商環

境及投資推廣署的服務。另外，亦拜會了四川省飯店與餐飲娛樂行業協會，商討日後如何加強合作，以

協助當地企業利用香港作為邁向國際的平臺。駐成都辦主任及副主任參加了此次拜訪活動。 

 

6 月 17 日，駐成都辦與四川省港澳辦會面，就近期雙方的活動安排和工作計劃進行交流。 

 

6月19日至24日，負責四川東部檢視的獨立顧問公司代表到達四川，先後視察了北川縣殘疾人康復服

務中心、江油市殘疾人康復服務中心、南江縣殘疾人康復服務中心、小河職業中學、白塔中學、玉井鄉

中心小學、恩陽中學、三台縣殘疾人康復服務中心、魏城鎮中心小學、通江縣第二中學、遊仙區社會福

利綜合服務中心、綿陽市中醫院等特區政府援建項目。駐成都辦災後重建組協助聯絡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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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至25日，負責四川西部檢視的獨立顧問公司代表到達四川，先後視察了崇州市殘疾人康復服

務中心、石棉縣殘疾人康復服務中心、石棉縣幼兒園、雅安市婦幼保健院、天全縣初級中學、漢源縣殘

疾人康復服務中心、名山縣人民醫院、永興鎮初級中學、滎經中學、興賢小學、蘆山縣初級中學、蘆山

縣殘疾人康復服務中心、寶興縣殘疾人康復服務中心、隴東中學等特區政府援建項目。駐成都辦災後重

建組協助聯絡及安排。 

 

6 月 20 日至 24 日，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及香港工程師學會代表到達四川，先後視察了綿陽市中心

醫院、綿陽市中醫院、綿陽市婦幼保健院、雅安市婦幼保健院、雅安市中醫院、名山縣人民醫院等特區

政府援建的醫療設施類項目，並分別與四川省衛生廳、綿陽市發改委、綿陽市衛生局、綿投公司、雅安

市發改委、雅安市衛生局、雅投公司，以及各項目單位代表召開工作會議，交流港方顧問的技術檢查及

溝通機制，回饋了港方視察意見，討論了綿陽、雅安兩地醫療項目需急切關注的跟進等事宜。駐成都辦

災後重建組協助聯絡安排及參加。 

 

6 月 22 日，駐成都辦赴重慶同重慶市外經委及重慶市交通大學會面，就正在進行的調研《CEPA 在

重慶落實情況的研究》進行討論和協商。 

 

6月22日至28日，臥龍紀錄片拍攝團隊到達四川，先後前往都江堰、臥龍自然保護區、省道303、雅

安碧峰峽熊貓基地等地對臥龍重建項目進行了實地考察拍攝，在行程中，團隊亦採訪了部分重建項目的

主管人員和建設方代表。駐成都辦災後重建組協助聯絡及安排。 

 

6 月 22 日至 29 日，為更好地宣傳及推廣香港，駐成都辦新聞及公關組會見了十多家成都公關公司

代表，其中包括國際大型公關公司駐成都的分支機搆和本地優秀公關企業，瞭解他們的公司背景和優勢

服務領域。各公司亦分享了其近期的成功案例，希望能與駐成都辦拓展合作關係。 

 

6 月 23 日，駐成都辦參加了第七屆泛珠市長論壇——第一次籌備工作聯席會議，亦與出席會議的成

都市發改委、成都市貿促會以及成都市博覽局會面。 

 

同日，駐成都辦新聞及公關組與中央電視臺駐成都骨幹記者會面，介紹了辦事處近期的動態和工作

計劃，就雙方共同關注的“成渝經濟區規劃＂及川港之間的文化交流等問題進行了討論。 

 

6 月 24 日，香港文匯報四川分社記者做客駐成都辦，並拜訪新到任的駐成都辦副主任，介紹近期的

工作計劃及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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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在成都，與四川省林業廳、四川省發改委聯合舉辦了香港特區支援四川

災後重建「臥龍自然保護區‧可持續發展」工作坊，希望通過工作坊增加各有關部門對臥龍長遠、可持

續發展的認識，並通過交流經驗，比較國內外的管理模式，探討臥龍管理方案的關鍵，從而制定一套符

合實際環境，有利實際需要的發展和管理策略。國家林業局、臥龍自然保護區管理局、香港大學、香港

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理工大學、香港海洋公園、四川大學，及美中環境基金會亦有代表和專

家出席工作坊。駐成都辦災後重建組協助聯絡安排及參加。 

 

6 月 26 日至 28 日，駐成都辦一行赴陝西省西安市。期間，拜訪了陝西省商務廳、工商聯以及貿促

會，就近期的活動及工作計劃進行了交流。駐成都辦亦發揮香港與西部的橋樑作用，協調 2011 西安世界

園藝博覽會港方參與及舉辦香港周的籌辦工作，並於 6 月 28 日與民政事務局合辦西安世界園藝博覽會香

港周開幕酒會，邀請了多家本地媒體到場訪攝。2011 西安世園會於四月至十月在西安舉行，期間香港周

為期 5 天（6 月 27-7 月 1 日），上演多場露天音樂會及三個不同形式的音樂節目，以展現中西融合的文

化特色，並藉此支持香港本土青年藝術家出外作交流演出。 

 

6 月 26 日至 30 日，負責基建和臥龍項目檢視的獨立顧問公司代表到達四川，先後視察了綿茂公路，

三江保護站，標樁、標牌項目，自然與地震博物館災後重建，大熊貓棲息地植被恢復項目等特區政府援

建的項目。駐成都辦災後重建組協助聯絡及安排。 

 

同期，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教育局代表到達四川，以觀察員身份先後參加了石棉縣幼稚園、雅安

隆興中心校工程竣工驗收；夾江中學、寶飛鎮初級中、東汽小學部份工程竣工驗收，亦視察了上述三個

項目和德陽市羅江縣金山鎮一小的部份整改工程。駐成都辦災後重建組協助聯絡安排及參加。 

 

6 月 27 日至 30 日，受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邀請，四川省發改委、四川省林業廳和臥龍自然保護區

管理局等參與臥龍重建的有關人員代表赴港考察，學習、瞭解香港的動物保護及生態旅遊設施和營運管

理情況，以更好地將臥龍建設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生態保育和科研基地。駐成都辦災後重建組協助聯絡及

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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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法規 

四川： 

《四川省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土地管理工作的意見》 

 

2011 年 6 月 27 日，《四川省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土地管理工作的意見》發佈，並

自 2011 年 6 月 27 日起施行，至 2016 年 6 月 26 日有效（有效期 5 年）。該意見包括：嚴守耕地紅線，

切實保護基本農田；嚴格規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管理，強化土地節約集約利用；進一步嚴格規範增減掛

鈎試點和農村土地整治工作；進一步加強執法監察工作，維護農村土地管理秩序。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sc.gov.cn/10462/10883/11066/2011/6/30/10167476.shtml  

 

 

四川： 

《中藥現代化科技產業（四川）基地建設實施方案要點（2011—2015）》 

 

2011 年 6 月 22 日，四川省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中藥現代化科技產業（四川）基地建設實施方案

要點（2011—2015）》。該實施方案要點在保障措施部分提出： 

 

（一）加強資源集成，加大產業推進工作力度 

（二）加大資金投入，鼓勵技術創新 

（三）強化政策措施，營造產業發展良好環境 

（四）加強國內外交流合作，積極拓展市場 

（五）加強知識產權保護，保障產業健康發展 

（六）加強人才隊伍建設，提供堅實智力保障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sc.gov.cn/10462/10883/11066/2011/6/23/10166574.shtml  

 

 

 

 

 

 

http://www.sc.gov.cn/10462/10883/11066/2011/6/30/10167476.shtml
http://www.sc.gov.cn/10462/10883/11066/2011/6/23/101665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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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四川省房地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 

 

2011 年 6 月 9 日，四川省城鄉建設廳印發《四川省房地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該規劃主要目

標部分內容包括： 

 

 房地產開發投資穩步增長。“十二五＂期間，全省房地產開發投資計劃完成 10000 億元，年均增長

10%。其中，完成住宅投資 8000 億元，年均增長 10%。 

 城鎮住房建設步伐加快。“十二五＂期間，新建商品住房 250 萬套，新建保障性住房和改造棚戶區

150 萬套。 

 住房供應結構明顯改善。到 2015 年，保障性住房供應比重由 2010 年的 10%提高到 20%。商品住房供

應中，中小戶型住房比重達到 70%以上。 

 城鎮人均居住面積進一步提高。到 2015 年底，城鎮人均住宅建築面積達到 35 平方米。 

 住宅產業化加快發展。到 2015 年底，新建住宅的全裝修比例達到 40％以上，建築節能比率達到 50%

以上。 

 物業管理覆蓋面進一步拓展。城市新建住宅小區（大廈）物業管理面達到 100%，舊住宅小區（大廈）

物業管理覆蓋面達到 60%以上。“十二五＂期間，全省“物業管理國家示範小區（大廈）＂力爭達

到 20 個，“省級優秀小區（大廈）＂力爭達到 100 個。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eb.scjst.gov.cn/webSite/main/pageDetail.aspx?fid=64c806ac-9ffb-4b04-af94-a2bcdad809c6&fcol=160013  

 

 

湖南： 

《湖南省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併重組的實施意見》 

 

2011 年 6 月 15 日，湖南省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湖南省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

併重組的實施意見》。該意見提出用 3 年左右的時間，通過兼併重組，形成一批年產 100 萬噸以上的煤

礦企業集團，全省 80%以上煤礦企業年均產能達 30 萬噸以上，到 2013 年底，全省煤礦企業總數控制在

180 個以內。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hunan.gov.cn/xxgk/fz/zfwj/szfbgtwj/201106/t20110622_374346.html 

 

http://web.scjst.gov.cn/webSite/main/pageDetail.aspx?fid=64c806ac-9ffb-4b04-af94-a2bcdad809c6&fcol=160013
http://www.hunan.gov.cn/xxgk/fz/zfwj/szfbgtwj/201106/t20110622_3743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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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關於貫徹落實<國土資源部關於建立健全礦業權有形市場的通知>的通知》 

 

2011 年 6 月 13 日，湖南省國土資源廳發佈《關於貫徹落實<國土資源部關於建立健全礦業權有形市

場的通知>的通知》。該通知內容包括：進一步完善礦業權有形市場體系；實行礦業權出讓轉讓進場公

開交易制度；全面推行礦業權網上交易；進一步規範礦業權出讓轉讓程序以及加強對礦業權有形市場的

監督管理。其中，實行礦業權出讓轉讓進場公開交易制度部分提出： 

 

礦業權出讓轉讓交易一律進入礦業權交易機構公開進行，未進入礦業權交易機構進行交易的，國土資

源部門不予辦理相關審批和登記手續。 

 

（一）以招標拍賣掛牌方式出讓礦業權的，國土資源部門下達交易任務書後，由交易機構承辦出讓交易

資料和檔編制、發佈公告、組織實施、結果確認等工作。 

 

（二）申請以協定方式出讓探礦權、採礦權（含劃定礦區範圍申請和採礦權登記申請）、探礦權轉採礦

權（含劃定礦區範圍申請和採礦權登記申請）的，國土資源部門受理申請後，應以公告的方式在政務大

廳、門戶網站、交易機構的交易大廳對礦業權申請人及礦業權基本情況予以公開。其中協定出讓探礦權

的，由交易機構承辦交易檔編制、公告發佈、結果確認等工作；協議出讓採礦權和探礦權轉採礦權且需

進行有償處置的，由交易機構承辦出讓交易資料和交易檔編制、公告發佈、結果確認等工作。 

 

（三）委託礦業權交易機構尋找受讓人和自行尋找受讓人轉讓礦業權的，一律在交易機構中進行公開交

易，轉讓人和受讓人在交易機構的鑒證下進場簽訂轉讓合同。國土資源部門憑交易機構出具的鑒證文書

和其他按規定應提交的資料辦理轉讓審批和變更登記。 

 

協議轉讓國有及國有控股或參股企業的礦業權，原則上必須公開競爭交易，協定成交價明顯低於市

場價的，交易機構應提請審批發證機關重新委託評估，並按評估價進行鑒證。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hunan.gov.cn/xxgk/fz/zfwj/szfzcbm_19689/sgtzyt_19762/gfxwj_19763/201106/t20110613_372325.html  

 

 

 

 

 

 

http://www.hunan.gov.cn/xxgk/fz/zfwj/szfzcbm_19689/sgtzyt_19762/gfxwj_19763/201106/t20110613_3723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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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2011 年全省食品安全重點工作安排》 

 

2011 年 6 月 10 日，湖南省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2011 年全省食品安全重點工作安排》。該安排在

重點工作部分的內容包括： 

（一）嚴厲打擊食品安全違法違規行為 

 食用農產品環節 

 食品生產加工和進出口環節 

 食品流通環節 

 餐飲服務環節 

 環境保護環節 

 

（二）突出抓好重點品種綜合治理 

 加強乳製品綜合治理 

 加強食用油綜合治理 

 加強保健食品綜合治理 

 加強鮮肉和肉製品綜合治理 

 加強食品添加劑綜合治理 

 加強酒類綜合治理 

 

（三）著力提升企業食品安全管理能力 

 監督企業嚴格落實食品安全管理制度 

 鼓勵支持食品企業推廣應用先進管理制度和技術 

 提高食品行業自律水平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hunan.gov.cn/xxgk/fz/zfwj/szfbgtwj/201106/t20110622_374345.html 

 

 

陝西： 

《陝西省人民政府關於加快會展業發展的意見》 

     

2011 年 6 月 2 日，陝西省人民政府發佈《陝西省人民政府關於加快會展業發展的意見》。該意見在

加大政策扶持力度部分提出： 

http://www.hunan.gov.cn/xxgk/fz/zfwj/szfbgtwj/201106/t20110622_3743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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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重點展會引導和扶持力度。對於來陝舉辦的大型國際性會議或國家各部委主辦的全國性會議，

報經省市政府同意，方可以省市政府名義作為主辦單位；凡被列入重點品牌展會、特色專業展會和

會展龍頭企業的，政府可給予適當補助。全省各級政府要營造濃厚的會展業發展氛圍，安排部分廣

告資源，用於改善會展環境、推介會展項目和重要會展活動的宣傳。 

 

 配套服務和協調保障。各級商務、工商、公安、市政、城管、交通運輸、衛生、質監、旅遊、海關

等部門和單位，要增強服務意識，簡化程序，減免費用，提高效率，切實做好展會前期及期間的廣

告宣傳、安全保衛、交通疏導、環境整治、食品衛生、展品檢驗等工作，在優化會展環境上下功夫，

提升服務水平。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shaanxi.gov.cn/0/103/8439.htm  

 

 

陝西： 

《陝西省人民政府關於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若干財稅政策措施的意見》 

 

2011 年 6 月 7 日，《陝西省人民政府關於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若干財稅政策措

施的意見》發佈。根據《陝西省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年規劃綱要》確定的目標，就“十二五＂

期間陝西省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財稅政策措施提出意見。該意見的部分內容包括： 

 

 完善扶持政策，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包括壯大優勢特色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新興戰

略產業；大力發展現代服務業；支持文化產業發展；支持現代農業發展；支持擴大對外貿易以及促

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幾部分。 

 

 統籌科技資源，支持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包括支持企業加大科技研發投入；支持企業應用科技創

新成果；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推進軍民科技資源融合以及支持企業專利申請幾部分。 

 

 推進節能減排，促進可持續發展。包括加快淘汰落後產能；大力推進合同能源管理；大力實施“節

能產品惠民工程＂以及支持主要污染物減排幾部分。 

 

 強化政策引導，鼓勵金融和民間資金加大投入。包括完善金融業激勵機制；加強融資擔保體系建設；

鼓勵企業上市融資以及支持發展產業基金幾部分。 

http://www.shaanxi.gov.cn/0/103/84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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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shaanxi.gov.cn/0/103/8441.htm  

 

 

陝西： 

《陝西省人民政府關於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理層級行政審批項目的決定》 

 

2011 年 4 月 22 日，《陝西省人民政府關於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理層級行政審批項目的決定》發佈。

陝西省政府組織對省級 60 個部門的行政審批項目進行了新一輪集中清理。經過嚴格審核論證，陝西省政

府決定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理層級行政審批項目 147 項。其中，取消的行政審批項目 120 項，下放管理

層級的行政審批項目 27 項。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shaanxi.gov.cn/0/103/8388.htm  

 

 

貴州： 

《貴州省人民政府關於振興文化產業的意見》 

 

2011 年 5 月 17 日，《貴州省人民政府關於振興文化產業的意見》發佈。該意見提出： 

 

 重點發展的產業包括文化旅遊業；民族民間演出業；民族民間工藝美術業；會展廣告與民族節慶業；

廣播電影電視業；新聞出版業；休閒娛樂業；網絡、新媒體與動漫網游業以及文化藝術創意設計業。 

 

 主要措施包括培育骨幹文化企業；推進文化產業園區和特色文化產業群建設；大力發展新興文化業

態；擴大文化消費；建設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擴大對外文化貿易；實施重大項目帶動；加強知識產

權保護以及加大招商引資力度。 

 

 配套政策包括增加財政投入；落實優惠政策；加強金融支持；鼓勵社會資本進入文化產業領域以及

確保土地供給。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gzgov.gov.cn/gzgov/217582360315559936/20110610/273766.html  

http://www.shaanxi.gov.cn/0/103/8441.htm
http://www.shaanxi.gov.cn/0/103/8388.htm
http://www.gzgov.gov.cn/gzgov/217582360315559936/20110610/2737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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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 

《重慶市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行政處罰裁量基準》 

 

2011 年 6 月 10 日，重慶市公安局印發《重慶市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行政處罰裁量基準》，並自印

發之日起施行。基準包括總則；裁量適用規則；裁量基準以及附則四部分。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cq.gov.cn/gw/FaguiQuery/GwShowWithLogo.aspx?gwz=%E6%B8%9D%E6%96%87%E5%AE%A1&gw

nh=2011&gwqh=39  

 

 

重慶： 

《重慶市國家稅務局關於調整房地產開發經營業務企業計稅毛利率和核定應稅所得率的公告》 

 

2011 年 5 月 31 日，《重慶市國家稅務局關於調整房地產開發經營業務企業計稅毛利率和核定應稅

所得率的公告》印發。該公告自 2011 年 1 月 1 日起執行，對企業 2011 年第一季度銷售未完工開發產品

已按原規定的計稅毛利率計算預繳申報的，在 2011 年度匯算清繳時統一調整。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cq.gov.cn/gw/FaguiQuery/GwShowWithLogo.aspx?gwz=%E6%B8%9D%E6%96%87%E5%AE%A1&gw

nh=2011&gwqh=46  

 

 

重慶： 

《重慶市審計行政處罰裁量基準（試行）》 

 

2011 年 6 月 28 日，重慶市審計局辦公室印發《重慶市審計行政處罰裁量基準（試行）》。基準包

括總則；審計裁量程序；審計裁量監督以及附則四部分。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cq.gov.cn/gw/FaguiQuery/GwShowWithLogo.aspx?gwz=%E6%B8%9D%E6%96%87%E5%AE%A1&gw

nh=2011&gwqh=49  

 

 

http://www.cq.gov.cn/gw/FaguiQuery/GwShowWithLogo.aspx?gwz=%E6%B8%9D%E6%96%87%E5%AE%A1&gwnh=2011&gwqh=39
http://www.cq.gov.cn/gw/FaguiQuery/GwShowWithLogo.aspx?gwz=%E6%B8%9D%E6%96%87%E5%AE%A1&gwnh=2011&gwqh=39
http://www.cq.gov.cn/gw/FaguiQuery/GwShowWithLogo.aspx?gwz=%E6%B8%9D%E6%96%87%E5%AE%A1&gwnh=2011&gwqh=46
http://www.cq.gov.cn/gw/FaguiQuery/GwShowWithLogo.aspx?gwz=%E6%B8%9D%E6%96%87%E5%AE%A1&gwnh=2011&gwqh=46
http://www.cq.gov.cn/gw/FaguiQuery/GwShowWithLogo.aspx?gwz=%E6%B8%9D%E6%96%87%E5%AE%A1&gwnh=2011&gwqh=49
http://www.cq.gov.cn/gw/FaguiQuery/GwShowWithLogo.aspx?gwz=%E6%B8%9D%E6%96%87%E5%AE%A1&gwnh=2011&gwqh=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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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 

《重慶市規劃局行政處罰裁量基準》 

 

2011 年 6 月 29 日，重慶市規劃局印發《重慶市規劃局行政處罰裁量基準》，並附重慶市規劃局行

政處罰裁量標準（試行）。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cq.gov.cn/gw/FaguiQuery/GwShowWithLogo.aspx?gwz=%E6%B8%9D%E6%96%87%E5%AE%A1&gw

nh=2011&gwqh=53  

 

 

∗∗∗∗∗∗ 

 

 

四、經貿資料 

 

以下是駐成都辦負責聯絡的五省一市最新經貿資料： 

 

（1）五省一市國內生產總值（2011 年 1-3 月）                                                

 

貨幣單位：億元 

 四川 雲南 貴州 湖南 陝西 重慶 

國內生產總值 4257.6 1739.1 849.8 3646.6 2343.4 2061.1 

同比增長 15.0% 12.5% 14.8% 13.9% 13.6% 16.3% 

 

 

 

 

 

 

 

 

 

 

http://www.cq.gov.cn/gw/FaguiQuery/GwShowWithLogo.aspx?gwz=%E6%B8%9D%E6%96%87%E5%AE%A1&gwnh=2011&gwqh=53
http://www.cq.gov.cn/gw/FaguiQuery/GwShowWithLogo.aspx?gwz=%E6%B8%9D%E6%96%87%E5%AE%A1&gwnh=2011&gwqh=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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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出口（2011 年 1-5 月） 

貨幣單位：億美元 

 四川 雲南 貴州 湖南 陝西 重慶 

出口總值 82.7 34.1 7.9 36.6 28.0 41.8 

進口總值 70.6 25.4 7.0 36.0 30.2 32.2 

合計 153.3 59.5 14.9 72.6 58.2 74.0 

進出口比去年 

同期增長 

16.4% 31.3% 46.4% 43.9% 31.5% 79.3% 

 

 

（3）利用外資情況（2011 年 1-5 月） 
貨幣單位：億美元  

 四川 

(2011 年 1-3 月) 

雲南 貴州 

(2011 年 1-3 月) 

湖南
1 陝西2 重慶 

實際利用外資金額 21.8 4.4 0.7 27.7 8.7 18.7 

比去年同期增長 44.8% 82.4% 114.3% 27.8% 26.1% 98.4% 

 

∗∗∗∗∗∗ 

 

五、經貿活動 

 

四川： 

       

時間 活動 地點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2011 年 7 月 21

日—23 日 

2011 第 13 屆中

國西部國際汽

車製造及零部

件展覽會 

成 都 世

紀 城 新

國 際 會

展中心 

中國機械工業聯

合會、成都市人

民政府 

 

電話：028-83312398  

手機：15719467023 

傳真：028-66751976 

電郵：ztb118@126.com 

聯 系 人：張先生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

01/35543/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1 实际利用外商直接投资 
2 实际利用外商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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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 地點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2011 年 7 月 21

日—23 日 

2011 第十三屆

中國西部國際

裝備製造業博

覽會 

成 都 世

紀 城 新

國 際 會

展中心 

中國國際貿易促

進委員會、中國

機 械 工 業 聯 合

會、成都市人民

政府、西安市人

民政府 

電話：15229296549、15229296836 

手機：15229296549、15229296836 

電郵：xbzbh2011@126.com 

聯系人：李建峰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

01/35938/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2011 年 8 月 12

日—15 日 

2011 中國西部

國際服裝服飾

博覽會 

成 都 世

紀 城 新

國 際 會

展中心 

中國國際貿易促

進委員會、四川

省人民政府 

 

電話：028-61963041、61963055、61963046

電郵：nacecheng@yahoo.com.cn 

聯系人：唐友均、譚朝宏、程欣、張金

蝶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

01/35541/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湖南： 

 

時間 活動 地點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2011 年 7 月 15

日—17 日 

2011 第五屆湖

南酒店用品展

覽會 

 

長沙紅

星國際

會展中

心  

 

中部酒店用品採

購網 
電話：0731-85717281 

電郵：1462886352@qq.com 

聯繫人：陳經理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

05/40742/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2011 年 10 月

20 日—22 日 

2011 中國長沙

世界叉車與物

流倉儲設施展

覽會 

長沙紅

星國際

會展中

心 

長沙世界機械工

業 博 覽 會 組 委

會、湖南省機械

工程學會 

 

電話：0731－84468085、84467498 

手機：13548717522 

傳真：0731－84461049、84468087 

電子郵件：408524869@qq.com 

聯繫人：江雪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

04/39763/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hall/200602/864/index.shtml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hall/200602/864/index.shtml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hall/200602/864/index.shtml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hall/200602/864/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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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 

 

時間 活動 地點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2011 年 7 月 21

日—23 日 

2012 第十四屆

西 部 制 博

會——航天航

空暨國防軍工

裝備逆向採購

洽會 

 

西 安 曲

江 國 際

會 展 中

心 

中國國際貿易促

進委員會 

 

電話：029-88153858 

電郵：13319246579@sohu.com 

聯繫人：李朝輝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

05/40269/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2011 年 8 月 23

日—25 日 

2011 年西安電

子元器件及儀

器設備展覽會 

陝 西 國

際 展 覽

中心 

中國電子器材總

公司 
電話：010-63939368 

手機：13521835891 

傳真：010-51661100 

電郵：sunxu120@126.com 

聯系人：孫先生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0

10/32742/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2011 年 8 月 25

日—27 日 

2011 年中國（西

安）電子展——

夏季電子展 

 

西 安 曲

江 國 際

會 展 中

心 

中國電子器材總

公司 
電話：010-63939979 

手機：13810788214 

傳真：010-51661100 

電郵：houxuhai@126.com 

聯系人：侯旭海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0

10/32618/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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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 

 

時間 活動 地點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2011 年 8 月 19

日—23 日 

2011 昆明泛亞

國際民族民間

工藝品博覽會 

昆 明 國

際 會 展

中心 

雲南省文化體制

改革和文化產業

發展領導小組辦

公室、雲南省文

化廳、雲南省旅

遊局、雲南世博

旅遊控股集團有

限公司 

電話：0871-5391966 

手機：15925125960 

傳真：0871-5391966 

電郵：kmweiqiao@163.com 

聯繫人：石明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

05/40893/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貴州： 

 

時間 活動 地點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2011 年 8 月 12

日—14 日 

2011 中國·貴

陽國際特色農

產品交易會 

 

貴 州 省

展覽館 

中華人民共和國

農業部、貴州省

人民政府 

 

電話：023－88161963 

手機：15223291595 

傳真：023－67739340 

電郵：1206255039@qq.com 

聯繫人：劉陽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0

6/41720/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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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 

 

時間 活動 地點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2011 年 7 月 14

日—17 日 

2011 中國（重

慶）國際茶業博

覽會暨茶產品

交易會 

 

重 慶 國

際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中國流通行業協

會、重慶市農業

委員會、重慶市

渝台經濟和信息

化交流促進會 

電話：023-86875782、86837085 

手機：13101169977 

傳真：023-88163995、88160897 

電郵：cqmhhz@163.com 

聯系人：李小姐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0

1/35470/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2011 年 8 月 25

日—28 日 

2011 第二屆中

國（重慶）婚慶

文化節暨第六

屆重慶婚禮博

覽會 

重 慶 國

際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重慶市人民政府

 
電話：13527327943 

手機：13527327943 

電郵：583908716@qq.com 

聯繫人：羅先生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0

2/36907/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 

 

 

 

 

 

 

 

 

 



其他經貿信息網頁 

《 駐成都經貿辦通訊》集中報導四川、雲南、貴州、湖南、陝西及重慶的經貿信息。如欲獲取

全國性或上述省份以外 其 他 省 份 的 經 貿 信 息 ， 請 流 覽 以 下 網 頁 ：  

 

(1)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工 業 貿 易 署 「 商 業 資 料 通 告  –  內 地 商 貿 資 料 庫 」 網 頁  

 網 址 ： http://www.tid.gov.hk/sc_chi/trade_relations/mainland/cic.html 

(2)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網 頁  

 網 址 ： http://www.bjo.gov.hk 

(3)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駐 上 海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網 頁  

 網 址 ： http://www.sheto.gov.hk 

(4)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駐 粵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網 頁  

 網 址 ： http://www.gdeto.gov.hk 

(5) 泛 珠 三 角 合 作 網  

 網址：http://www.pprd.org.cn   

 

免 責 聲 明  

 

《 駐 成 都 經 貿 辦 通 訊 》 是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駐 成 都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為 公 眾 提 供 的 信

息 服 務，資 料 搜 集 自 有 關 網 站、報 刊 媒 體 及 其 它 機 構 等 渠 道，並 僅 供 參 考 之 用。該《 通

訊 》 所 載 數 據 已 經 力 求 準 確 ， 惟 本 辦 對 於 因 使 用 、 複 製 或 發 佈 該 《 通 訊 》 而 招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 一 概 不 負 任 何 責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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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id.gov.hk/sc_chi/trade_relations/mainland/cic.html
http://www.bjo.gov.hk/
http://www.shet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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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prd.org.cn/

	結構書籤
	                                
	                                
	  
	 
	 
	 
	 
	 
	 
	 
	第7期    總第47期                                        2011年7月10日                  
	編者按：本《通訊》自2007年9月起於每月上旬出版，並上載至本辦的網站（網址：  
	http://www.cdeto.gov.hk
	http://www.cdeto.gov.hk


	中“駐成都經貿辦通訊＂欄目）。各位亦可於本辦網站瞭解到本辦為港商提供的服務和活動的詳情。 
	 
	一、
	本期專題  

	    雲南省加快建設面向西南開放重要橋頭堡 
	 
	二、  
	駐成都辦動態

	 
	三、政策法規  
	四川《》 
	四川省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土地管理工作的意見

	《》 
	中藥現代化科技產業（四川）基地建設實施方案要點（2011—2015）

	《》 
	四川省房地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

	湖南《》 
	關於貫徹落實<國土資源部關於建立健全礦業權有形市場的通知>的通知

	《》 
	2011年全省食品安全重點工作安排

	《》 
	湖南省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併重組的實施意見

	陝西《》 
	陝西省人民政府關於加快會展業發展的意見

	《》 
	陝西省人民政府關於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若干財稅政策措施的意見

	《》 
	陝西省人民政府關於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理層級行政審批項目的決定

	貴州《》 
	貴州省人民政府關於振興文化產業的意見

	重慶《》 
	重慶市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行政處罰裁量基準

	《》 
	重慶市國家稅務局關於調整房地產開發經營業務企業計稅毛利率和核定應稅所得率的公告

	《》 
	重慶市審計行政處罰裁量基準（試行）

	《》 
	重慶市規劃局行政處罰裁量基準

	 
	四、經貿資料 
	 
	五、經貿活動 
	 
	*注：以上目錄中標題及內容均可通過按Ctrl鍵並按一下鼠標左鍵直接進入內容 
	                            Hong Kong Economic & Trade Office in Chengdu  
	                            Hong Kong Economic & Trade Office in Chengdu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駐成都經濟貿易辦事處 

	Shape
	Shape
	Shape
	一、本期專題 
	雲南省加快建設面向西南開放重要橋頭堡 
	 
	（一）背景 
	5月6日，國務院批准並出臺了《國務院關於支持雲南省加快建設面向西南開放重要橋頭堡的意見》（以下簡稱《意見》）。 
	 
	L
	LI
	Lbl
	 《意見》提出，雲南是我國向西南開放的重要門戶；是我國沿邊開放的試驗區和西部地區實施“走出去＂戰略的先行區；是西部地區重要的外向型特色優勢產業基地；是我國重要的生物多樣性寶庫和西南生態安全屏障；是我國民族團結進步、邊疆繁榮穩定的示範區。 
	 《意見》提出，雲南是我國向西南開放的重要門戶；是我國沿邊開放的試驗區和西部地區實施“走出去＂戰略的先行區；是西部地區重要的外向型特色優勢產業基地；是我國重要的生物多樣性寶庫和西南生態安全屏障；是我國民族團結進步、邊疆繁榮穩定的示範區。 



	 
	L
	LI
	Lbl
	 《意見》從基礎設施建設、產業體系完善、開放型經濟發展、對外交流合作、城鄉居民收入、基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體系、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確立了雲南2015年及2020年的發展目標，並明確了7個方面的主要任務、工作重點：一是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支撐保障能力；二是依託重點城市和內外通道，優化區域發展佈局；三是加強經貿交流合作，全面提升開放水平；四是立足資源和區位優勢，建設外向型特色產業基地；五是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實現可持續發展；六是大力發展社會事業，切實保障和改善民生；七是加快脫貧致富步伐，建設穩定繁榮邊疆。 
	 《意見》從基礎設施建設、產業體系完善、開放型經濟發展、對外交流合作、城鄉居民收入、基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體系、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確立了雲南2015年及2020年的發展目標，並明確了7個方面的主要任務、工作重點：一是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支撐保障能力；二是依託重點城市和內外通道，優化區域發展佈局；三是加強經貿交流合作，全面提升開放水平；四是立足資源和區位優勢，建設外向型特色產業基地；五是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實現可持續發展；六是大力發展社會事業，切實保障和改善民生；七是加快脫貧致富步伐，建設穩定繁榮邊疆。 



	 
	L
	LI
	Lbl
	 《意見》從財稅、金融、投資與產業、土地、價格和生態補償、人才和體制機制改革等方面提出了一系列支持橋頭堡建設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國家加大轉移支付和投資力度；實行差別化的產業政策，對雲南利用境外資源並且具有特色優勢的項目適當給予傾斜；對於邊境地區礦業與水電開發相結合、技術水平先進的清潔載能工業給予優惠政策；對雲南省年度建設用地計劃實行傾斜，保障重點工程建設用地；把雲南作為全國電力價格改革試點省；鼓勵先行先試，形成有利於橋頭堡建設的體制機制。 
	 《意見》從財稅、金融、投資與產業、土地、價格和生態補償、人才和體制機制改革等方面提出了一系列支持橋頭堡建設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國家加大轉移支付和投資力度；實行差別化的產業政策，對雲南利用境外資源並且具有特色優勢的項目適當給予傾斜；對於邊境地區礦業與水電開發相結合、技術水平先進的清潔載能工業給予優惠政策；對雲南省年度建設用地計劃實行傾斜，保障重點工程建設用地；把雲南作為全國電力價格改革試點省；鼓勵先行先試，形成有利於橋頭堡建設的體制機制。 



	 
	（二）相關內容 
	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支撐保障能力——構建比較完善的綜合交通體系 
	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支撐保障能力——構建比較完善的綜合交通體系 

	L
	LI
	Lbl
	 抓緊實施昆明——長沙——杭州客運專線、雲桂鐵路，大理——瑞麗鐵路，以及成都——昆明鐵路擴能等工程建設，推進中老泰、中緬、中越鐵路等國際鐵路境內段及昆明——重慶鐵路的規劃和建設。 
	 抓緊實施昆明——長沙——杭州客運專線、雲桂鐵路，大理——瑞麗鐵路，以及成都——昆明鐵路擴能等工程建設，推進中老泰、中緬、中越鐵路等國際鐵路境內段及昆明——重慶鐵路的規劃和建設。 


	LI
	Lbl
	 實施中緬、中老泰、中越公路雲南境內路段的高速化改造。 
	 實施中緬、中老泰、中越公路雲南境內路段的高速化改造。 


	LI
	Lbl
	 重點推進重慶——昆明、汕頭——昆明、杭州——瑞麗、廣州——昆明等國家高速公路雲南段建設，加快省內州市間快速通道、滇中城市經濟圈城際快速交通、興邊富民沿邊幹線公路、重要旅遊區快速通道建設，加快實施通村瀝青（水泥）路等農村公路建設。 
	 重點推進重慶——昆明、汕頭——昆明、杭州——瑞麗、廣州——昆明等國家高速公路雲南段建設，加快省內州市間快速通道、滇中城市經濟圈城際快速交通、興邊富民沿邊幹線公路、重要旅遊區快速通道建設，加快實施通村瀝青（水泥）路等農村公路建設。 


	LI
	Lbl
	 推進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航運建設，加強國際航運合作。 
	 推進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航運建設，加強國際航運合作。 


	LI
	Lbl
	 逐步提升重要航道等級，加快百色水利樞紐通航設施和富寧港建設，實現右江——珠江千噸級航道貫通。 
	 逐步提升重要航道等級，加快百色水利樞紐通航設施和富寧港建設，實現右江——珠江千噸級航道貫通。 


	LI
	Lbl
	 加快瀘沽湖、紅河機場建設，研究論證滄源、瀾滄等機場建設。 
	 加快瀘沽湖、紅河機場建設，研究論證滄源、瀾滄等機場建設。 


	LI
	Lbl
	 構建以昆明新機場為西部重要航空樞紐，麗江、西雙版納、芒市、大理、香格里拉、騰沖、文山等支線機場為輔助的機場佈局網絡。 
	 構建以昆明新機場為西部重要航空樞紐，麗江、西雙版納、芒市、大理、香格里拉、騰沖、文山等支線機場為輔助的機場佈局網絡。 


	LI
	Lbl
	 積極發展通勤航空和其他通用航空。鼓勵中外航空公司開闢和增加國際航線，重點發展鏈結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歐美的航線。 
	 積極發展通勤航空和其他通用航空。鼓勵中外航空公司開闢和增加國際航線，重點發展鏈結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歐美的航線。 



	 
	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支撐保障能力——建設安全穩定經濟清潔的能源保障體系 
	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支撐保障能力——建設安全穩定經濟清潔的能源保障體系 

	L
	LI
	Lbl
	 加快中緬汽油管道及配套設施建設。 
	 加快中緬汽油管道及配套設施建設。 


	LI
	Lbl
	 建設以水電為主的綠色能源基地。 
	 建設以水電為主的綠色能源基地。 


	LI
	Lbl
	 深化前期工作，在切實做好生態環境保護和移民安置以及兼顧下游地區的基礎上，積極穩妥推進金沙江、瀾滄江水能資源開發，研究論證怒江水能開發問題； 
	 深化前期工作，在切實做好生態環境保護和移民安置以及兼顧下游地區的基礎上，積極穩妥推進金沙江、瀾滄江水能資源開發，研究論證怒江水能開發問題； 


	LI
	Lbl
	 積極推進重點水庫建設，協調發展高參數、大容量、高效率火電機組，以及燃氣調峰機組； 
	 積極推進重點水庫建設，協調發展高參數、大容量、高效率火電機組，以及燃氣調峰機組； 


	LI
	Lbl
	 積極有序發展太陽能、風能和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大力推進與周邊國家的可再生能源資源開發合作。 
	 積極有序發展太陽能、風能和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大力推進與周邊國家的可再生能源資源開發合作。 


	LI
	Lbl
	 統籌考慮雲南和鄰近省區電源建設以及加強與周邊國家電力合作，加強西電東送通道和骨幹電網建設，拓展電力外送通道，建設跨區域電力交換樞紐。 
	 統籌考慮雲南和鄰近省區電源建設以及加強與周邊國家電力合作，加強西電東送通道和骨幹電網建設，拓展電力外送通道，建設跨區域電力交換樞紐。 


	LI
	Lbl
	 大力發展農村水電，積極開展水電新農村電氣化縣建設和小水電代燃料生態保護工程建設，繼續支持農網改造和無電地區電力建設。 
	 大力發展農村水電，積極開展水電新農村電氣化縣建設和小水電代燃料生態保護工程建設，繼續支持農網改造和無電地區電力建設。 



	 
	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支撐保障能力——建設國際性的信息樞紐 
	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支撐保障能力——建設國際性的信息樞紐 

	L
	LI
	Lbl
	 將雲南建設成為面向東南亞、南亞的通信樞紐和區域信息彙集中心。 
	 將雲南建設成為面向東南亞、南亞的通信樞紐和區域信息彙集中心。 


	LI
	Lbl
	 支持雲南與東南亞、南亞國家合作發展通信網絡和互聯網業務。 
	 支持雲南與東南亞、南亞國家合作發展通信網絡和互聯網業務。 


	LI
	Lbl
	 開展1:10000基礎地理空間資料資源建設，建立綜合衛星定位服務系統、政務地理信息應用系統。 
	 開展1:10000基礎地理空間資料資源建設，建立綜合衛星定位服務系統、政務地理信息應用系統。 


	LI
	Lbl
	 加強寬頻通信網、數位電視網和下一代互聯網等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支持符合條件的地區開展“三網融合＂試點。 
	 加強寬頻通信網、數位電視網和下一代互聯網等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支持符合條件的地區開展“三網融合＂試點。 


	LI
	Lbl
	 加強電信普遍服務，促進少數民族地區通信發展。 
	 加強電信普遍服務，促進少數民族地區通信發展。 



	 
	依託重點城市和內外通道，優化區域發展佈局——提升滇中城市經濟圈的輻射帶動能力 
	依託重點城市和內外通道，優化區域發展佈局——提升滇中城市經濟圈的輻射帶動能力 

	L
	LI
	Lbl
	 將滇中地區培育成為雲南省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加快建設以昆明為中心、包括曲靖、玉溪、楚雄的滇中城市經濟圈，使之成為重要的區域性國際交通樞紐，全國重要的煙草、旅遊、文化、能源和商貿物流基地，以化工、有色冶煉加工、生物為重點的區域性資源深加工基地，承接產業轉移基地和出口加工基地。 
	 將滇中地區培育成為雲南省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加快建設以昆明為中心、包括曲靖、玉溪、楚雄的滇中城市經濟圈，使之成為重要的區域性國際交通樞紐，全國重要的煙草、旅遊、文化、能源和商貿物流基地，以化工、有色冶煉加工、生物為重點的區域性資源深加工基地，承接產業轉移基地和出口加工基地。 


	LI
	Lbl
	 加快昆明裝備製造業、戰略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強化科技創新、商貿流通、信息、旅遊、文化和綜合服務功能，充分發揮面向東南亞和南亞，服務廣闊腹地的西南地區重要中心城市作用。 
	 加快昆明裝備製造業、戰略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強化科技創新、商貿流通、信息、旅遊、文化和綜合服務功能，充分發揮面向東南亞和南亞，服務廣闊腹地的西南地區重要中心城市作用。 


	LI
	Lbl
	 加快曲靖煤電及新能源基地、重化工基地、有色金屬及新材料基地和省內交通樞紐、物流中心建設。 
	 加快曲靖煤電及新能源基地、重化工基地、有色金屬及新材料基地和省內交通樞紐、物流中心建設。 


	LI
	Lbl
	 加快玉溪裝備製造業發展，建設休閒旅遊基地。 
	 加快玉溪裝備製造業發展，建設休閒旅遊基地。 


	LI
	Lbl
	 加快楚雄綠色產業基地、冶金化工基地、民族文化旅遊產業基地建設。 
	 加快楚雄綠色產業基地、冶金化工基地、民族文化旅遊產業基地建設。 


	LI
	Lbl
	 大力推進滇中城市經濟圈一體化建設，加快滇南、滇西城市群發展，合理引導滇西南、滇西北、滇東北城市佈局。 
	 大力推進滇中城市經濟圈一體化建設，加快滇南、滇西城市群發展，合理引導滇西南、滇西北、滇東北城市佈局。 



	 
	依託重點城市和內外通道，優化區域發展佈局——建設重要的沿邊開放經濟帶 
	依託重點城市和內外通道，優化區域發展佈局——建設重要的沿邊開放經濟帶 

	L
	LI
	Lbl
	 以邊境經濟合作區、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為重點，完善跨境交通、口岸和邊境通道基礎設施，加快形成沿邊經濟帶。 
	 以邊境經濟合作區、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為重點，完善跨境交通、口岸和邊境通道基礎設施，加快形成沿邊經濟帶。 


	LI
	Lbl
	 具備條件時，建設中緬瑞麗——木姐、中越河口——老街、中老磨憨——磨丁跨境經濟合作區和麻栗坡（天保）、耿馬（孟定）、騰沖（猴橋）、孟連（猛阿）、瀘水（片馬）邊境經濟合作區。 
	 具備條件時，建設中緬瑞麗——木姐、中越河口——老街、中老磨憨——磨丁跨境經濟合作區和麻栗坡（天保）、耿馬（孟定）、騰沖（猴橋）、孟連（猛阿）、瀘水（片馬）邊境經濟合作區。 


	LI
	Lbl
	 建立瑞麗沿邊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地區按程序申請設立海關特殊監管區域。 
	 建立瑞麗沿邊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地區按程序申請設立海關特殊監管區域。 


	LI
	Lbl
	 規範並促進邊民互市貿易區（點）的發展，積極發展保稅物流、跨境旅遊。 
	 規範並促進邊民互市貿易區（點）的發展，積極發展保稅物流、跨境旅遊。 


	LI
	Lbl
	 推進與周邊國家的貿易便利化合作，加快雲南電子口岸建設，推進通關便利化，改善對外貿易軟環境，提高口岸通行能力。 
	 推進與周邊國家的貿易便利化合作，加快雲南電子口岸建設，推進通關便利化，改善對外貿易軟環境，提高口岸通行能力。 


	LI
	Lbl
	 繼續支持口岸聯檢設施、查驗貨場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檢驗檢疫能力建設，提高監管水平。 
	 繼續支持口岸聯檢設施、查驗貨場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檢驗檢疫能力建設，提高監管水平。 



	 
	依託重點城市和內外通道，優化區域發展佈局——完善對外經濟走廊 
	依託重點城市和內外通道，優化區域發展佈局——完善對外經濟走廊 

	L
	LI
	Lbl
	 依託昆明——河口高速公路及國際航空港，加快推進昆明——河內經濟走廊建設。 
	 依託昆明——河口高速公路及國際航空港，加快推進昆明——河內經濟走廊建設。 


	LI
	Lbl
	 以個（舊）開（遠）蒙（自）城市群和河口為載體，重點發展以現代物流、礦產開採加工和煙草生產加工為主的產業集群，與南寧——河內經濟走廊、環北部灣經濟圈協調互動、合作發展。 
	 以個（舊）開（遠）蒙（自）城市群和河口為載體，重點發展以現代物流、礦產開採加工和煙草生產加工為主的產業集群，與南寧——河內經濟走廊、環北部灣經濟圈協調互動、合作發展。 


	LI
	Lbl
	 以泛亞鐵路西線、中緬公路、中緬國際陸水聯運線及中緬油氣管道為依託，著力推進昆明——皎漂經濟走廊建設。 
	 以泛亞鐵路西線、中緬公路、中緬國際陸水聯運線及中緬油氣管道為依託，著力推進昆明——皎漂經濟走廊建設。 


	LI
	Lbl
	 以楚雄、大理、保山、瑞麗等城市為節點，重點發展石油化工、現代物流、農產品替代種植、寶玉石加工和旅遊業，推動與環孟加拉灣國家的區域合作。 
	 以楚雄、大理、保山、瑞麗等城市為節點，重點發展石油化工、現代物流、農產品替代種植、寶玉石加工和旅遊業，推動與環孟加拉灣國家的區域合作。 


	LI
	Lbl
	 以泛亞鐵路中線、昆曼高速公路及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航道為依託，穩步推進昆明——曼谷經濟走廊建設。 
	 以泛亞鐵路中線、昆曼高速公路及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航道為依託，穩步推進昆明——曼谷經濟走廊建設。 


	LI
	Lbl
	 以玉溪、普洱、景洪、磨憨、臨滄等城鎮為載體，重點發展以農林產品深加工、生物產業、商貿旅遊服務業為主的產業集群，務實推進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 
	 以玉溪、普洱、景洪、磨憨、臨滄等城鎮為載體，重點發展以農林產品深加工、生物產業、商貿旅遊服務業為主的產業集群，務實推進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 


	LI
	Lbl
	 以中緬（北）公路、鐵路建設為契機，積極謀劃以保山、騰沖為節點的昆明——密支那經濟走廊建設，適度發展鋼鐵、有色等產業，大力發展現代物流、旅遊產業。 
	 以中緬（北）公路、鐵路建設為契機，積極謀劃以保山、騰沖為節點的昆明——密支那經濟走廊建設，適度發展鋼鐵、有色等產業，大力發展現代物流、旅遊產業。 



	 
	依託重點城市和內外通道，優化區域發展佈局——增強對內經濟走廊的紐帶作用 
	依託重點城市和內外通道，優化區域發展佈局——增強對內經濟走廊的紐帶作用 

	L
	LI
	Lbl
	 以南昆鐵路、雲貴鐵路、廣昆高速公路和西江航運幹線為依託，建設昆明——文山——廣西北部灣——廣東珠三角經濟走廊，重點發展特色旅遊、生物醫藥及礦冶加工產業。 
	 以南昆鐵路、雲貴鐵路、廣昆高速公路和西江航運幹線為依託，建設昆明——文山——廣西北部灣——廣東珠三角經濟走廊，重點發展特色旅遊、生物醫藥及礦冶加工產業。 


	LI
	Lbl
	 以成昆鐵路、滬昆鐵路和滬昆客運專線、內昆鐵路、渝昆高速公路和蘭州至磨憨213國道為依託，建設昆明——昭通——成渝經濟區走廊，重點發展清潔能源和石油化工產業。 
	 以成昆鐵路、滬昆鐵路和滬昆客運專線、內昆鐵路、渝昆高速公路和蘭州至磨憨213國道為依託，建設昆明——昭通——成渝經濟區走廊，重點發展清潔能源和石油化工產業。 


	LI
	Lbl
	 以滇藏鐵路、滇藏公路為依託，建設昆明——麗江——香格里拉——西藏昌都經濟走廊，重點發展礦產資源、可再生清潔能源、雪域高原民族特色文化旅遊產業。 
	 以滇藏鐵路、滇藏公路為依託，建設昆明——麗江——香格里拉——西藏昌都經濟走廊，重點發展礦產資源、可再生清潔能源、雪域高原民族特色文化旅遊產業。 



	 
	加強經貿交流合作，全面提升開放水平——全面提升對外經貿合作水平 
	加強經貿交流合作，全面提升開放水平——全面提升對外經貿合作水平 

	L
	LI
	Lbl
	 充分利用中國——東盟自由貿易區平臺，進一步加強中國——東盟湄公河流域開發合作機制、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機制，提升孟中印緬合作層次。 
	 充分利用中國——東盟自由貿易區平臺，進一步加強中國——東盟湄公河流域開發合作機制、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機制，提升孟中印緬合作層次。 


	LI
	Lbl
	 支持雲南省與東南亞、南亞國家和亞洲開發銀行等國際組織建立全方位、多層次的經貿合作機制。 
	 支持雲南省與東南亞、南亞國家和亞洲開發銀行等國際組織建立全方位、多層次的經貿合作機制。 


	LI
	Lbl
	 支持雲南省與東南亞、南亞市場，合理擴大礦產和農產品等資源性產品進口，支持機電、化工、紡織、日用品、成套設備、特色食品和互補性農產品等優勢產品出口。 
	 支持雲南省與東南亞、南亞市場，合理擴大礦產和農產品等資源性產品進口，支持機電、化工、紡織、日用品、成套設備、特色食品和互補性農產品等優勢產品出口。 


	LI
	Lbl
	 加強檢驗檢疫，不斷提升進出口產品質量水平。 
	 加強檢驗檢疫，不斷提升進出口產品質量水平。 


	LI
	Lbl
	 將雲南出口貨物人民幣結算退（免）稅試點擴大到省內所有邊境口岸和指定的重點通道。 
	 將雲南出口貨物人民幣結算退（免）稅試點擴大到省內所有邊境口岸和指定的重點通道。 


	LI
	Lbl
	 加大外事協調力度，實施好《大湄公河次區域便利客貨跨境運輸協定》等協議。進一步提高利用外資便利化程度。充分利用中國——東盟合作投資合作基金，擴大雲南與周邊國家經濟技術合作。 
	 加大外事協調力度，實施好《大湄公河次區域便利客貨跨境運輸協定》等協議。進一步提高利用外資便利化程度。充分利用中國——東盟合作投資合作基金，擴大雲南與周邊國家經濟技術合作。 



	 
	加強經貿交流合作，全面提升開放水平——積極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 
	加強經貿交流合作，全面提升開放水平——積極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 

	L
	LI
	Lbl
	 把實施“走出去＂戰略作為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的重點。在周邊國家建立境外經貿合作區，推進老撾萬象、緬甸皎漂和密支那經濟合作區建設。 
	 把實施“走出去＂戰略作為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的重點。在周邊國家建立境外經貿合作區，推進老撾萬象、緬甸皎漂和密支那經濟合作區建設。 


	LI
	Lbl
	 引導金融機構為符合國家政策導向的“走出去＂企業提供出口信用保險等各類保險和信貸服務。 
	 引導金融機構為符合國家政策導向的“走出去＂企業提供出口信用保險等各類保險和信貸服務。 


	LI
	Lbl
	 支持“走出去＂企業品牌國際化建設，加強在通訊領域的對外應用合作。 
	 支持“走出去＂企業品牌國際化建設，加強在通訊領域的對外應用合作。 


	LI
	Lbl
	 進一步推廣投資便利化，建立外經和境外投資項下人員物資出入綠色通道。 
	 進一步推廣投資便利化，建立外經和境外投資項下人員物資出入綠色通道。 


	LI
	Lbl
	 研究進一步加大資金支持力度，鼓勵企業到境外開展替代種植，根據雲南省替代種植農產品返銷實際情況，安排有關農產品免稅返銷的品種和數量。加強對替代種植企業的管理。 
	 研究進一步加大資金支持力度，鼓勵企業到境外開展替代種植，根據雲南省替代種植農產品返銷實際情況，安排有關農產品免稅返銷的品種和數量。加強對替代種植企業的管理。 



	 
	加強經貿交流合作，全面提升開放水平——深入開展對內區域經濟合作 
	加強經貿交流合作，全面提升開放水平——深入開展對內區域經濟合作 

	L
	LI
	Lbl
	 積極引導中央企業和省外企業到雲南投資興業，支持雲南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打造承接產業轉移基地。 
	 積極引導中央企業和省外企業到雲南投資興業，支持雲南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打造承接產業轉移基地。 


	LI
	Lbl
	 推進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加強珠江中上游資源、水運的綜合開發和生態建設，搞好重大項目建設協調。 
	 推進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加強珠江中上游資源、水運的綜合開發和生態建設，搞好重大項目建設協調。 


	LI
	Lbl
	 進一步擴大與長三角地區的合作領域，增進上海市與雲南省的對口幫扶合作關係。 
	 進一步擴大與長三角地區的合作領域，增進上海市與雲南省的對口幫扶合作關係。 


	LI
	Lbl
	 加強雲南省與其他西部省（區、市）的合作，以改善鐵路、航空、內陸水運條件為重點，推動西南地區共同向東南亞、南亞開放。 
	 加強雲南省與其他西部省（區、市）的合作，以改善鐵路、航空、內陸水運條件為重點，推動西南地區共同向東南亞、南亞開放。 



	 
	立足資源和區位優勢，建設外向型特色產業基地——積極培育戰略性新興產業 
	立足資源和區位優勢，建設外向型特色產業基地——積極培育戰略性新興產業 

	L
	LI
	Lbl
	 依託國家級產業園區，加快培育生物醫藥、生物技術服務、光電子、新材料、新能源、高端裝備製造等新興產業。 
	 依託國家級產業園區，加快培育生物醫藥、生物技術服務、光電子、新材料、新能源、高端裝備製造等新興產業。 


	LI
	Lbl
	 實施生物醫藥產業創新發展、生物質能應用示範、綠色食品保健品、生物化工產品開發等工程，建設生物資源開發創新產業基地。 
	 實施生物醫藥產業創新發展、生物質能應用示範、綠色食品保健品、生物化工產品開發等工程，建設生物資源開發創新產業基地。 


	LI
	Lbl
	 做大做強昆明光電子產業基地，加快發展光伏、半導體照明、紅外及微光夜視產業鏈。 
	 做大做強昆明光電子產業基地，加快發展光伏、半導體照明、紅外及微光夜視產業鏈。 


	LI
	Lbl
	 著力打造稀貴金屬新材料產業鏈，建設有色金屬和稀貴金屬新材料產業基地。 
	 著力打造稀貴金屬新材料產業鏈，建設有色金屬和稀貴金屬新材料產業基地。 


	LI
	Lbl
	 打造昆明高技術服務產業基地，進一步扶持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發展。 
	 打造昆明高技術服務產業基地，進一步扶持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發展。 


	LI
	Lbl
	 國家在戰略性新興產業發展專項資金安排方面對雲南給予傾斜。 
	 國家在戰略性新興產業發展專項資金安排方面對雲南給予傾斜。 



	 
	立足資源和區位優勢，建設外向型特色產業基地——加快發展物流、會展等現代服務業 
	L
	LI
	Lbl
	 推進現代物流服務和信息平臺建設，把昆明建設成為全國性物流節點城市和區域性國際物流中心。 
	 推進現代物流服務和信息平臺建設，把昆明建設成為全國性物流節點城市和區域性國際物流中心。 


	LI
	Lbl
	 建設大理、景洪、蒙自、臨滄等地區性物流節點，推進磨憨、河口、瑞麗、猴橋、孟定口岸物流基地建設，鼓勵有條件的基地發展保稅物流，完善專業物流體系。 
	 建設大理、景洪、蒙自、臨滄等地區性物流節點，推進磨憨、河口、瑞麗、猴橋、孟定口岸物流基地建設，鼓勵有條件的基地發展保稅物流，完善專業物流體系。 


	LI
	Lbl
	 積極發展會展產業，支持在雲南舉辦各類大型會議。在昆明逐步培育和建設國際性礦業交易綜合市場。 
	 積極發展會展產業，支持在雲南舉辦各類大型會議。在昆明逐步培育和建設國際性礦業交易綜合市場。 



	 
	立足資源和區位優勢，建設外向型特色產業基地——大力提升金融業的支撐服務能力 
	L
	LI
	Lbl
	 支持把昆明建成面向東南亞、南亞的區域性金融中心。增加雲南跨境貿易人民幣結算試點企業數量，積極推進與周邊國家簽訂雙邊本幣結算協定，建立雙邊銀行間的支付清算機制，為雙邊貿易、投資提供支持。 
	 支持把昆明建成面向東南亞、南亞的區域性金融中心。增加雲南跨境貿易人民幣結算試點企業數量，積極推進與周邊國家簽訂雙邊本幣結算協定，建立雙邊銀行間的支付清算機制，為雙邊貿易、投資提供支持。 


	LI
	Lbl
	 推進貿易投資使用人民幣，加快自由兌換進程。支持符合條件的雲南企業上市融資，發行企業債券、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中小企業集合債及集合票據。 
	 推進貿易投資使用人民幣，加快自由兌換進程。支持符合條件的雲南企業上市融資，發行企業債券、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中小企業集合債及集合票據。 


	LI
	Lbl
	 鼓勵企業利用期貨市場開展套期保值，進行風險管理。支持保險產品和服務創新，推動開展與邊境貿易和國際物流相關的保險業務試點。 
	 鼓勵企業利用期貨市場開展套期保值，進行風險管理。支持保險產品和服務創新，推動開展與邊境貿易和國際物流相關的保險業務試點。 



	 
	 
	 
	立足資源和區位優勢，建設外向型特色產業基地——推動旅遊業跨越式發展 
	L
	LI
	Lbl
	 充分利用和挖掘雲南自然、歷史文化資源，以文化豐富旅遊內涵，促進文化與旅遊的融合，把雲南建成國內一流、國際知名的旅遊目的地。 
	 充分利用和挖掘雲南自然、歷史文化資源，以文化豐富旅遊內涵，促進文化與旅遊的融合，把雲南建成國內一流、國際知名的旅遊目的地。 


	LI
	Lbl
	 形成滇中昆明國際旅遊休閒區、滇西北香格里拉生態旅遊區、滇西南大湄公河跨境旅遊區、滇西火山熱海文化旅遊區、滇東南喀斯特、哈尼梯田、少數民族特色村寨等山水文化旅遊區和滇東北生態及歷史文化旅遊區，加快推進雲南旅遊業綜合改革。 
	 形成滇中昆明國際旅遊休閒區、滇西北香格里拉生態旅遊區、滇西南大湄公河跨境旅遊區、滇西火山熱海文化旅遊區、滇東南喀斯特、哈尼梯田、少數民族特色村寨等山水文化旅遊區和滇東北生態及歷史文化旅遊區，加快推進雲南旅遊業綜合改革。 


	LI
	Lbl
	 支持雲南舉辦國際公路自行車賽等旅遊體育活動。 
	 支持雲南舉辦國際公路自行車賽等旅遊體育活動。 


	LI
	Lbl
	 將雲南有條件的旅遊城市機場建成對外開放口岸。簡化旅遊出入境手續，研究推動大湄公河次區域內人員往來正常、有序開展，適時研究推進相關出入境便利措施。 
	 將雲南有條件的旅遊城市機場建成對外開放口岸。簡化旅遊出入境手續，研究推動大湄公河次區域內人員往來正常、有序開展，適時研究推進相關出入境便利措施。 


	LI
	Lbl
	 對雲南省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供地政策的重大旅遊產業項目，在新增建設用地計劃指標安排上予以傾斜。 
	 對雲南省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供地政策的重大旅遊產業項目，在新增建設用地計劃指標安排上予以傾斜。 



	 
	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實現可持續發展——推進節能減排和循環經濟發展 
	L
	LI
	Lbl
	 繼續加大對高耗能行業節能改造的支持力度，組織實施好節能產品惠民工程。深化主要污染物總量控制，突出結構減排，加強工程減排，強化管理減排。 
	 繼續加大對高耗能行業節能改造的支持力度，組織實施好節能產品惠民工程。深化主要污染物總量控制，突出結構減排，加強工程減排，強化管理減排。 


	LI
	Lbl
	 規範各類工業園區管理，推進清潔生產和污染集中治理。重點支持主要污染物、溫室氣體減排能力建設和節能減排、低碳工程項目建設。 
	 規範各類工業園區管理，推進清潔生產和污染集中治理。重點支持主要污染物、溫室氣體減排能力建設和節能減排、低碳工程項目建設。 


	LI
	Lbl
	 開展排污權有償使用和排污交易試點工作，探索建立交易政策與總量減排的銜接機制。 
	 開展排污權有償使用和排污交易試點工作，探索建立交易政策與總量減排的銜接機制。 


	LI
	Lbl
	 開展循環經濟重點工程建設，做好大宗產業廢物綜合利用示範基地試點工作，促進循環經濟產業鏈結技術的研發和推廣，對具有資源優勢和產業特色的循環經濟相關產業和項目給予優惠扶持政策。 
	 開展循環經濟重點工程建設，做好大宗產業廢物綜合利用示範基地試點工作，促進循環經濟產業鏈結技術的研發和推廣，對具有資源優勢和產業特色的循環經濟相關產業和項目給予優惠扶持政策。 


	LI
	Lbl
	 制定廢棄物資源化再利用優惠政策，鼓勵共伴生礦、尾礦及大宗產業廢物綜合利用，全面推進危險廢物規範化管理。 
	 制定廢棄物資源化再利用優惠政策，鼓勵共伴生礦、尾礦及大宗產業廢物綜合利用，全面推進危險廢物規範化管理。 


	LI
	Lbl
	 支持普洱市發揮自然生態和資源環境優勢，大力發展循環經濟，建設重要的特色生物產業、清潔能源、林產業和休閒度假基地。 
	 支持普洱市發揮自然生態和資源環境優勢，大力發展循環經濟，建設重要的特色生物產業、清潔能源、林產業和休閒度假基地。 



	 
	大力發展社會事業，切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優先發展教育事業 
	L
	LI
	Lbl
	 科學整合教育資源，合理規劃中小學佈局，方便學生就近入學，邊遠地區中小學逐步實現相對集中辦學。加快普及學前教育，加大對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的支持力度，實施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薄弱學校改造計劃。 
	 科學整合教育資源，合理規劃中小學佈局，方便學生就近入學，邊遠地區中小學逐步實現相對集中辦學。加快普及學前教育，加大對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的支持力度，實施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薄弱學校改造計劃。 


	LI
	Lbl
	 逐步提高農村中小學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生活補助標準，改善農村教師工作生活條件，提高農村教師待遇。擴大高中階段教育規模，2015年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率達到80%以上。 
	 逐步提高農村中小學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生活補助標準，改善農村教師工作生活條件，提高農村教師待遇。擴大高中階段教育規模，2015年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率達到80%以上。 


	LI
	Lbl
	 加強雲南高校重點學科專業建設，適當擴大國家重點院校對雲南的招生規模，支持區域性高水平大學建設，加強專業技術人才、高技能人才和緊缺人才培養。 
	 加強雲南高校重點學科專業建設，適當擴大國家重點院校對雲南的招生規模，支持區域性高水平大學建設，加強專業技術人才、高技能人才和緊缺人才培養。 


	LI
	Lbl
	 落實中等教育免學費政策，整合現有教育培訓資源，形成一批區域性專業教育中心和實訓基地，加強職業培訓。 
	 落實中等教育免學費政策，整合現有教育培訓資源，形成一批區域性專業教育中心和實訓基地，加強職業培訓。 


	LI
	Lbl
	 支持雲南高校與東南亞、南亞國家開展教育交流與合作。加強民族地區雙語教育，採取定向招生、定向培養等措施，加大少數民族人才培養力度。推進教育信息化建設。 
	 支持雲南高校與東南亞、南亞國家開展教育交流與合作。加強民族地區雙語教育，採取定向招生、定向培養等措施，加大少數民族人才培養力度。推進教育信息化建設。 



	 
	大力發展社會事業，切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發展醫療衛生事業 
	L
	LI
	Lbl
	 以邊境州（市、縣）、邊境口岸（通道）、交通沿線州（市、縣）為重點，加強醫療衛生服務網絡建設，提高緊急救援、醫療救治、疾病預防、衛生監督及食品藥品安全監測能力，加強食品藥品監管基礎設施建設。 
	 以邊境州（市、縣）、邊境口岸（通道）、交通沿線州（市、縣）為重點，加強醫療衛生服務網絡建設，提高緊急救援、醫療救治、疾病預防、衛生監督及食品藥品安全監測能力，加強食品藥品監管基礎設施建設。 


	LI
	Lbl
	 建設中醫藥、民族醫藥研發基地，加強對外交流與合作，提高民族醫藥研發能力和診療水平。 
	 建設中醫藥、民族醫藥研發基地，加強對外交流與合作，提高民族醫藥研發能力和診療水平。 


	LI
	Lbl
	 建立與周邊國家疾病信息溝通、防治技術交流的聯防聯控和衛生應急救治聯動機制，建立和完善邊境地區傳染病聯防聯控模式。 
	 建立與周邊國家疾病信息溝通、防治技術交流的聯防聯控和衛生應急救治聯動機制，建立和完善邊境地區傳染病聯防聯控模式。 


	LI
	Lbl
	 加強愛滋病防治，加大結核病、瘧疾等重大疾病防控力度，完善基層計劃生育服務體系，穩定低生育水平。 
	 加強愛滋病防治，加大結核病、瘧疾等重大疾病防控力度，完善基層計劃生育服務體系，穩定低生育水平。 


	LI
	Lbl
	 加強與東南亞、南亞國家在臨床醫療教學科研、傳統醫藥、熱帶病防治和食品藥品檢驗檢測等方面的交流與合作。依託省級重點醫院，把昆明建設成為面向東南亞、南亞的國家醫療和技術、人才交流區域中心。 
	 加強與東南亞、南亞國家在臨床醫療教學科研、傳統醫藥、熱帶病防治和食品藥品檢驗檢測等方面的交流與合作。依託省級重點醫院，把昆明建設成為面向東南亞、南亞的國家醫療和技術、人才交流區域中心。 



	 
	加大政策支持力度，創新體制機制——財稅政策 
	L
	LI
	Lbl
	 國家加大轉移支付和投資力度，支持雲南橋頭堡建設和發展。加大邊境地區專項轉移支付力度，加強邊界日常維護和邊界管控，促進邊境貿易發展，改善邊境地區民生。 
	 國家加大轉移支付和投資力度，支持雲南橋頭堡建設和發展。加大邊境地區專項轉移支付力度，加強邊界日常維護和邊界管控，促進邊境貿易發展，改善邊境地區民生。 


	LI
	Lbl
	 研究中小企業信貸增量獎勵政策，加大涉農信貸增量獎勵支持力度，鼓勵地方出臺相應補貼和獎勵政策。加大對雲南貧困地區的信貸貼息支持力度。 
	 研究中小企業信貸增量獎勵政策，加大涉農信貸增量獎勵支持力度，鼓勵地方出臺相應補貼和獎勵政策。加大對雲南貧困地區的信貸貼息支持力度。 


	LI
	Lbl
	 鼓勵地方政府開展優勢特色農業保險保費補貼試點工作。 
	 鼓勵地方政府開展優勢特色農業保險保費補貼試點工作。 



	 
	加大政策支持力度，創新體制機制——金融政策 
	L
	LI
	Lbl
	 鼓勵銀行業金融機構為符合國際政策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提供信貸支持。 
	 鼓勵銀行業金融機構為符合國際政策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提供信貸支持。 


	LI
	Lbl
	 鼓勵和引導外資銀行到雲南設立機構和開辦業務，支持符合審慎監管要求的銀行業金融機構根據業務需要在周邊國家設立分支機搆。 
	 鼓勵和引導外資銀行到雲南設立機構和開辦業務，支持符合審慎監管要求的銀行業金融機構根據業務需要在周邊國家設立分支機搆。 


	LI
	Lbl
	 支持符合條件的大中型優勢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市和發行債券。 
	 支持符合條件的大中型優勢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市和發行債券。 


	LI
	Lbl
	 支持符合條件的境內外保險機構在昆明設立區域性總部、後援服務中心、培訓基地等。 
	 支持符合條件的境內外保險機構在昆明設立區域性總部、後援服務中心、培訓基地等。 



	 
	加大政策支持力度，創新體制機制——投資於產業政策 
	L
	LI
	Lbl
	 中央安排的公益性建設項目，取消縣以下（含縣）及集中連片困難地區市地級配套資金。 
	 中央安排的公益性建設項目，取消縣以下（含縣）及集中連片困難地區市地級配套資金。 


	LI
	Lbl
	 支持雲南利用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金、中國——東盟專項信貸資金建設有關項目。 
	 支持雲南利用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金、中國——東盟專項信貸資金建設有關項目。 


	LI
	Lbl
	 施行差別化產業政策。對邊境地區礦業與水電開發相結合、技術水平先進的清潔載能工業給予優惠政策。 
	 施行差別化產業政策。對邊境地區礦業與水電開發相結合、技術水平先進的清潔載能工業給予優惠政策。 



	 
	加大政策支持力度，創新體制機制——土地政策 
	L
	LI
	Lbl
	 對雲南年度建設用地計劃實行傾斜，改革完善建設用地審批制度，簡化手續，保障重點工程建設用地。 
	 對雲南年度建設用地計劃實行傾斜，改革完善建設用地審批制度，簡化手續，保障重點工程建設用地。 


	LI
	Lbl
	 支持探索水電站、水庫等重大能源和水利基礎設施建設涉及的淹沒區及生態修復整體綠化的用地方式改革。 
	 支持探索水電站、水庫等重大能源和水利基礎設施建設涉及的淹沒區及生態修復整體綠化的用地方式改革。 


	LI
	Lbl
	 支持建立耕地保護補償機制，充分調動基層政府和農民保護耕地積極性，鼓勵通過市場化的耕地佔補平衡模式合理有序地開發利用土地資源。 
	 支持建立耕地保護補償機制，充分調動基層政府和農民保護耕地積極性，鼓勵通過市場化的耕地佔補平衡模式合理有序地開發利用土地資源。 



	 
	加大政策支持力度，創新體制機制——價格和生態補償政策 
	L
	LI
	Lbl
	 把雲南作為全國電力價格改革試點省，實施發電企業與電力用戶直接交易試點。 
	 把雲南作為全國電力價格改革試點省，實施發電企業與電力用戶直接交易試點。 


	LI
	Lbl
	 開展國際重要濕地、以滇池為重點的九大高原湖泊等重點流域生態補償。 
	 開展國際重要濕地、以滇池為重點的九大高原湖泊等重點流域生態補償。 



	 
	加大政策支持力度，創新體制機制——人才政策 
	L
	LI
	Lbl
	 根據國家規定，逐步提高雲南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工資水平，落實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動態調整機制，中央財政按規定政策給予適當補助。 
	 根據國家規定，逐步提高雲南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工資水平，落實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動態調整機制，中央財政按規定政策給予適當補助。 


	LI
	Lbl
	 支持中央國際機關、重點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業選派人才對雲南實施人才幫扶。在實施邊遠貧困地區、邊疆民族地區和革命老區人才支持計劃時，加大對雲南省人才和智力支持力度。 
	 支持中央國際機關、重點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業選派人才對雲南實施人才幫扶。在實施邊遠貧困地區、邊疆民族地區和革命老區人才支持計劃時，加大對雲南省人才和智力支持力度。 



	 
	加大政策支持力度，創新體制機制——體制機制改革 
	L
	LI
	Lbl
	 深化行政管理體制改革，推進涉外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外貿管理體制改革，完善境外投資、外商投資、口岸管理體制。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 
	 深化行政管理體制改革，推進涉外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外貿管理體制改革，完善境外投資、外商投資、口岸管理體制。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 


	LI
	Lbl
	 優化所有制結構，繼續深化國有企業產權制度改革。 
	 優化所有制結構，繼續深化國有企業產權制度改革。 


	LI
	Lbl
	 大力推進非公經濟和中小企業加快發展，積極引導民營資本參與橋頭堡建設。鼓勵先行先試，形成有利於橋頭堡建設的體制機制。 
	 大力推進非公經濟和中小企業加快發展，積極引導民營資本參與橋頭堡建設。鼓勵先行先試，形成有利於橋頭堡建設的體制機制。 



	 
	 
	∗∗∗∗∗∗  
	 
	 
	 
	二、駐成都辦動態 
	 
	駐成都辦於2011年6月間舉辦和參與的主要活動包括： 
	 
	6月1日，香港模具及產品科技協會考察團拜訪駐成都辦。駐成都辦主任與代表團成員會面，並向他們介紹了駐成都辦的職能及近期的工作計劃。代表團成員亦與大家分享了在四川考察期間的見聞感受。 
	 
	6月1日至3日，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和社會福利署代表到達四川，先後以觀察員身份參加了朝天區社會福利綜合服務中心兩個子項目的工程竣工驗收，跟進該項目另一個子項目的整改工作，亦視察了旺蒼縣社會福利綜合服務中心、大邑悅來敬老院等特區政府援建的社會福利類項目。駐成都辦災後重建組協助聯絡安排及參加。 
	 
	6月2日，駐成都辦舉行在蓉港商交流晚宴，與部分港商會面，並交流近期的發展計劃，亦借此機會感謝各位港商為推動香港與內地經貿交流所作的工作。 
	 
	6月2日至3日，駐成都辦投資推廣組與投資推廣署助理署長及中國事務主管在湖南省長沙市拜會了湖南省國資委、湖南省金融辦、湖南省商務廳、湖南省貿促會及湖南省工商聯，就7月擬舉行的“立足香港·邁向國際＂研討會合作事宜進行了商討。另外，駐成都辦投資推廣組拜訪了當地1家對在香港設點發展感興趣的企業，介紹了香港的營商環境及投資推廣署的服務。  
	 
	6月5日至6日，駐成都辦訪問雲南省昆明市。期間，於5日參加了第六屆中國——南亞商務論壇，出席了當晚雲南省人民政府“第十九屆中國昆明進出口商品交易會＂歡迎晚宴及開幕式。6日上午，駐成都辦參加了本次昆交會的開館儀式。隨後，駐成都辦主任視察了駐成都辦在昆交會上設立的展位，並在展位上同雲南省貿促會會面，之後亦拜訪了來參加本次昆交會的港商。駐成都辦投資推廣組亦在此期間進行了投資推廣探訪活動，拜訪了當地2家並聯絡了昆交會上對香港設點發展感興趣的企業，向他們介紹了香港的營商環境及投資推廣署的服務。  
	 
	6月6日至10日，駐成都辦參展了由商務部、重慶、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西藏、成都（省、自治區、市）人民政府聯合主辦的“第十九屆中國昆明進出口交易會＂。這是駐成都辦連續第四次在昆交會上搭設展臺，本次昆交會駐成都辦宣傳和推廣了辦事處的服務和職能以及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風采。此外，亦透過宣傳的材料，向公眾宣傳香港在十二五規劃下的定位。 
	 
	6月9日，駐成都辦主任與香港旅遊發展局駐成都首席代表、港龍航空公司中國華西地區經理進行交流活動，三方分享了各自最新動態及近期工作安排，並探討了如何更好的在西部地區推廣香港，加強香港與西部地區之間的交流與合作。 
	 
	6月12日至15日，負責四川西部檢視的獨立顧問公司代表到達四川，先後視察了德陽市第二人民醫院、德陽市東汽職工醫院、旌陽區中醫院、德陽市中西醫結合醫院等特區政府援建的醫療設施類項目。駐成都辦災後重建組協助聯絡及安排。 
	 
	6月13日，李慧婷女士履新駐成都辦副主任。 
	 
	6月14日，駐成都辦赴西安與陝西省港澳辦會面，並就西安世園會香港周開幕酒會與有關單位進行溝通和交流。 
	 
	6月15日，駐成都辦主任與駐成都辦新近履新的副主任一行拜訪了四川省商務廳，雙方交流了近期的工作計劃，並表示將加強雙方的合作以促進川港兩地的經貿交流。 
	 
	6月16日，駐成都辦組織了第四次香港非政府機構參與四川地震災後恢復重建的經驗分享，計有無國界社工、青年發展基金、香港復康會、香港雅博慈善基金會、香港賽馬會，以及四川省港澳辦等代表共14人參加。除了繼續給予各個非政府機構有機會介紹自己援建的部分災後重建項目的近況和發展，分享在川開展重建工作中所遇到的問題與經驗外，此次聚會亦安排了各非政府機構代表前往北川縣探訪了無國界社工擂鼓社區服務處、青年發展基金擂鼓安置點、香港復康會在北川新縣城的工作點，以及由特區政府援建的北川縣殘疾人康復服務中心項目。駐成都辦主任亦有出席。 
	 
	6月16日至17日，駐成都辦投資推廣組與投資推廣署助理署長及中國事務主管在四川省成都市進行了一天的投資推廣探訪活動，拜訪了當地4家對在香港設點發展感興趣的企業，介紹了香港的營商環境及投資推廣署的服務。另外，亦拜會了四川省飯店與餐飲娛樂行業協會，商討日後如何加強合作，以協助當地企業利用香港作為邁向國際的平臺。駐成都辦主任及副主任參加了此次拜訪活動。 
	 
	6月17日，駐成都辦與四川省港澳辦會面，就近期雙方的活動安排和工作計劃進行交流。 
	 
	6月19日至24日，負責四川東部檢視的獨立顧問公司代表到達四川，先後視察了北川縣殘疾人康復服務中心、江油市殘疾人康復服務中心、南江縣殘疾人康復服務中心、小河職業中學、白塔中學、玉井鄉中心小學、恩陽中學、三台縣殘疾人康復服務中心、魏城鎮中心小學、通江縣第二中學、遊仙區社會福利綜合服務中心、綿陽市中醫院等特區政府援建項目。駐成都辦災後重建組協助聯絡及安排。 
	 
	6月19日至25日，負責四川西部檢視的獨立顧問公司代表到達四川，先後視察了崇州市殘疾人康復服務中心、石棉縣殘疾人康復服務中心、石棉縣幼兒園、雅安市婦幼保健院、天全縣初級中學、漢源縣殘疾人康復服務中心、名山縣人民醫院、永興鎮初級中學、滎經中學、興賢小學、蘆山縣初級中學、蘆山縣殘疾人康復服務中心、寶興縣殘疾人康復服務中心、隴東中學等特區政府援建項目。駐成都辦災後重建組協助聯絡及安排。 
	 
	6月20日至24日，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及香港工程師學會代表到達四川，先後視察了綿陽市中心醫院、綿陽市中醫院、綿陽市婦幼保健院、雅安市婦幼保健院、雅安市中醫院、名山縣人民醫院等特區政府援建的醫療設施類項目，並分別與四川省衛生廳、綿陽市發改委、綿陽市衛生局、綿投公司、雅安市發改委、雅安市衛生局、雅投公司，以及各項目單位代表召開工作會議，交流港方顧問的技術檢查及溝通機制，回饋了港方視察意見，討論了綿陽、雅安兩地醫療項目需急切關注的跟進等事宜。駐成都辦災後重建組協助聯絡安排及參加。 
	 
	6月22日，駐成都辦赴重慶同重慶市外經委及重慶市交通大學會面，就正在進行的調研《CEPA在重慶落實情況的研究》進行討論和協商。 
	 
	6月22日至28日，臥龍紀錄片拍攝團隊到達四川，先後前往都江堰、臥龍自然保護區、省道303、雅安碧峰峽熊貓基地等地對臥龍重建項目進行了實地考察拍攝，在行程中，團隊亦採訪了部分重建項目的主管人員和建設方代表。駐成都辦災後重建組協助聯絡及安排。 
	 
	6月22日至29日，為更好地宣傳及推廣香港，駐成都辦新聞及公關組會見了十多家成都公關公司代表，其中包括國際大型公關公司駐成都的分支機搆和本地優秀公關企業，瞭解他們的公司背景和優勢服務領域。各公司亦分享了其近期的成功案例，希望能與駐成都辦拓展合作關係。 
	 
	6月23日，駐成都辦參加了第七屆泛珠市長論壇——第一次籌備工作聯席會議，亦與出席會議的成都市發改委、成都市貿促會以及成都市博覽局會面。 
	 
	同日，駐成都辦新聞及公關組與中央電視臺駐成都骨幹記者會面，介紹了辦事處近期的動態和工作計劃，就雙方共同關注的“成渝經濟區規劃＂及川港之間的文化交流等問題進行了討論。 
	 
	6月24日，香港文匯報四川分社記者做客駐成都辦，並拜訪新到任的駐成都辦副主任，介紹近期的工作計劃及動態。 
	 
	同日，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在成都，與四川省林業廳、四川省發改委聯合舉辦了香港特區支援四川災後重建「臥龍自然保護區‧可持續發展」工作坊，希望通過工作坊增加各有關部門對臥龍長遠、可持續發展的認識，並通過交流經驗，比較國內外的管理模式，探討臥龍管理方案的關鍵，從而制定一套符合實際環境，有利實際需要的發展和管理策略。國家林業局、臥龍自然保護區管理局、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理工大學、香港海洋公園、四川大學，及美中環境基金會亦有代表和專家出席工作坊。駐成都辦災後重建組協助聯絡安排及參加。 
	 
	6月26日至28日，駐成都辦一行赴陝西省西安市。期間，拜訪了陝西省商務廳、工商聯以及貿促會，就近期的活動及工作計劃進行了交流。駐成都辦亦發揮香港與西部的橋樑作用，協調2011西安世界園藝博覽會港方參與及舉辦香港周的籌辦工作，並於6月28日與民政事務局合辦西安世界園藝博覽會香港周開幕酒會，邀請了多家本地媒體到場訪攝。2011西安世園會於四月至十月在西安舉行，期間香港周為期5天（6月27-7月1日），上演多場露天音樂會及三個不同形式的音樂節目，以展現中西融合的文化特色，並藉此支持香港本土青年藝術家出外作交流演出。 
	 
	6月26日至30日，負責基建和臥龍項目檢視的獨立顧問公司代表到達四川，先後視察了綿茂公路，三江保護站，標樁、標牌項目，自然與地震博物館災後重建，大熊貓棲息地植被恢復項目等特區政府援建的項目。駐成都辦災後重建組協助聯絡及安排。 
	 
	同期，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教育局代表到達四川，以觀察員身份先後參加了石棉縣幼稚園、雅安隆興中心校工程竣工驗收；夾江中學、寶飛鎮初級中、東汽小學部份工程竣工驗收，亦視察了上述三個項目和德陽市羅江縣金山鎮一小的部份整改工程。駐成都辦災後重建組協助聯絡安排及參加。 
	 
	6月27日至30日，受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邀請，四川省發改委、四川省林業廳和臥龍自然保護區管理局等參與臥龍重建的有關人員代表赴港考察，學習、瞭解香港的動物保護及生態旅遊設施和營運管理情況，以更好地將臥龍建設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生態保育和科研基地。駐成都辦災後重建組協助聯絡及安排。 
	 
	 
	∗∗∗∗∗∗ 
	 
	 
	 
	 
	 
	三、政策法規 
	四川： 
	《四川省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土地管理工作的意見》 
	 
	2011年6月27日，《四川省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土地管理工作的意見》發佈，並自2011年6月27日起施行，至2016年6月26日有效（有效期5年）。該意見包括：嚴守耕地紅線，切實保護基本農田；嚴格規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管理，強化土地節約集約利用；進一步嚴格規範增減掛鈎試點和農村土地整治工作；進一步加強執法監察工作，維護農村土地管理秩序。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sc.gov.cn/10462/10883/11066/2011/6/30/10167476.shtml

	 
	 
	四川： 
	《中藥現代化科技產業（四川）基地建設實施方案要點（2011—2015）》 
	 
	2011年6月22日，四川省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中藥現代化科技產業（四川）基地建設實施方案要點（2011—2015）》。該實施方案要點在保障措施部分提出： 
	 
	（一）加強資源集成，加大產業推進工作力度 
	（二）加大資金投入，鼓勵技術創新 
	（三）強化政策措施，營造產業發展良好環境 
	（四）加強國內外交流合作，積極拓展市場 
	（五）加強知識產權保護，保障產業健康發展 
	（六）加強人才隊伍建設，提供堅實智力保障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sc.gov.cn/10462/10883/11066/2011/6/23/10166574.shtml

	 
	 
	 
	 
	 
	 
	四川： 
	《四川省房地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 
	 
	2011年6月9日，四川省城鄉建設廳印發《四川省房地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該規劃主要目標部分內容包括： 
	 
	L
	LI
	Lbl
	 房地產開發投資穩步增長。“十二五＂期間，全省房地產開發投資計劃完成10000億元，年均增長10%。其中，完成住宅投資8000億元，年均增長10%。 
	 房地產開發投資穩步增長。“十二五＂期間，全省房地產開發投資計劃完成10000億元，年均增長10%。其中，完成住宅投資8000億元，年均增長10%。 


	LI
	Lbl
	 城鎮住房建設步伐加快。“十二五＂期間，新建商品住房250萬套，新建保障性住房和改造棚戶區150萬套。 
	 城鎮住房建設步伐加快。“十二五＂期間，新建商品住房250萬套，新建保障性住房和改造棚戶區150萬套。 


	LI
	Lbl
	 住房供應結構明顯改善。到2015年，保障性住房供應比重由2010年的10%提高到20%。商品住房供應中，中小戶型住房比重達到70%以上。 
	 住房供應結構明顯改善。到2015年，保障性住房供應比重由2010年的10%提高到20%。商品住房供應中，中小戶型住房比重達到70%以上。 


	LI
	Lbl
	 城鎮人均居住面積進一步提高。到2015年底，城鎮人均住宅建築面積達到35平方米。 
	 城鎮人均居住面積進一步提高。到2015年底，城鎮人均住宅建築面積達到35平方米。 


	LI
	Lbl
	 住宅產業化加快發展。到2015年底，新建住宅的全裝修比例達到40％以上，建築節能比率達到50%以上。 
	 住宅產業化加快發展。到2015年底，新建住宅的全裝修比例達到40％以上，建築節能比率達到50%以上。 


	LI
	Lbl
	 物業管理覆蓋面進一步拓展。城市新建住宅小區（大廈）物業管理面達到100%，舊住宅小區（大廈）物業管理覆蓋面達到60%以上。“十二五＂期間，全省“物業管理國家示範小區（大廈）＂力爭達到20個，“省級優秀小區（大廈）＂力爭達到100個。 
	 物業管理覆蓋面進一步拓展。城市新建住宅小區（大廈）物業管理面達到100%，舊住宅小區（大廈）物業管理覆蓋面達到60%以上。“十二五＂期間，全省“物業管理國家示範小區（大廈）＂力爭達到20個，“省級優秀小區（大廈）＂力爭達到100個。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eb.scjst.gov.cn/webSite/main/pageDetail.aspx?fid=64c806ac-9ffb-4b04-af94-a2bcdad809c6&fcol=160013

	 
	 
	湖南： 
	《湖南省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併重組的實施意見》 
	 
	2011年6月15日，湖南省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湖南省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併重組的實施意見》。該意見提出用3年左右的時間，通過兼併重組，形成一批年產100萬噸以上的煤礦企業集團，全省80%以上煤礦企業年均產能達30萬噸以上，到2013年底，全省煤礦企業總數控制在180個以內。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hunan.gov.cn/xxgk/fz/zfwj/szfbgtwj/201106/t20110622_374346.html 
	http://www.hunan.gov.cn/xxgk/fz/zfwj/szfbgtwj/201106/t20110622_374346.html 

	 
	湖南： 
	《關於貫徹落實<國土資源部關於建立健全礦業權有形市場的通知>的通知》 
	 
	2011年6月13日，湖南省國土資源廳發佈《關於貫徹落實<國土資源部關於建立健全礦業權有形市場的通知>的通知》。該通知內容包括：進一步完善礦業權有形市場體系；實行礦業權出讓轉讓進場公開交易制度；全面推行礦業權網上交易；進一步規範礦業權出讓轉讓程序以及加強對礦業權有形市場的監督管理。其中，實行礦業權出讓轉讓進場公開交易制度部分提出： 
	 
	礦業權出讓轉讓交易一律進入礦業權交易機構公開進行，未進入礦業權交易機構進行交易的，國土資源部門不予辦理相關審批和登記手續。 
	 
	（一）以招標拍賣掛牌方式出讓礦業權的，國土資源部門下達交易任務書後，由交易機構承辦出讓交易資料和檔編制、發佈公告、組織實施、結果確認等工作。 
	 
	（二）申請以協定方式出讓探礦權、採礦權（含劃定礦區範圍申請和採礦權登記申請）、探礦權轉採礦權（含劃定礦區範圍申請和採礦權登記申請）的，國土資源部門受理申請後，應以公告的方式在政務大廳、門戶網站、交易機構的交易大廳對礦業權申請人及礦業權基本情況予以公開。其中協定出讓探礦權的，由交易機構承辦交易檔編制、公告發佈、結果確認等工作；協議出讓採礦權和探礦權轉採礦權且需進行有償處置的，由交易機構承辦出讓交易資料和交易檔編制、公告發佈、結果確認等工作。 
	 
	（三）委託礦業權交易機構尋找受讓人和自行尋找受讓人轉讓礦業權的，一律在交易機構中進行公開交易，轉讓人和受讓人在交易機構的鑒證下進場簽訂轉讓合同。國土資源部門憑交易機構出具的鑒證文書和其他按規定應提交的資料辦理轉讓審批和變更登記。 
	 
	協議轉讓國有及國有控股或參股企業的礦業權，原則上必須公開競爭交易，協定成交價明顯低於市場價的，交易機構應提請審批發證機關重新委託評估，並按評估價進行鑒證。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hunan.gov.cn/xxgk/fz/zfwj/szfzcbm_19689/sgtzyt_19762/gfxwj_19763/201106/t20110613_372325.html

	 
	 
	 
	 
	 
	 
	湖南： 
	《2011年全省食品安全重點工作安排》 
	 
	2011年6月10日，湖南省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2011年全省食品安全重點工作安排》。該安排在重點工作部分的內容包括： 
	（一）嚴厲打擊食品安全違法違規行為 
	L
	LI
	Lbl
	 食用農產品環節 
	 食用農產品環節 


	LI
	Lbl
	 食品生產加工和進出口環節 
	 食品生產加工和進出口環節 


	LI
	Lbl
	 食品流通環節 
	 食品流通環節 


	LI
	Lbl
	 餐飲服務環節 
	 餐飲服務環節 


	LI
	Lbl
	 環境保護環節 
	 環境保護環節 



	 
	（二）突出抓好重點品種綜合治理 
	L
	LI
	Lbl
	 加強乳製品綜合治理 
	 加強乳製品綜合治理 


	LI
	Lbl
	 加強食用油綜合治理 
	 加強食用油綜合治理 


	LI
	Lbl
	 加強保健食品綜合治理 
	 加強保健食品綜合治理 


	LI
	Lbl
	 加強鮮肉和肉製品綜合治理 
	 加強鮮肉和肉製品綜合治理 


	LI
	Lbl
	 加強食品添加劑綜合治理 
	 加強食品添加劑綜合治理 


	LI
	Lbl
	 加強酒類綜合治理 
	 加強酒類綜合治理 



	 
	（三）著力提升企業食品安全管理能力 
	L
	LI
	Lbl
	 監督企業嚴格落實食品安全管理制度 
	 監督企業嚴格落實食品安全管理制度 


	LI
	Lbl
	 鼓勵支持食品企業推廣應用先進管理制度和技術 
	 鼓勵支持食品企業推廣應用先進管理制度和技術 


	LI
	Lbl
	 提高食品行業自律水平 
	 提高食品行業自律水平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hunan.gov.cn/xxgk/fz/zfwj/szfbgtwj/201106/t20110622_374345.html 
	http://www.hunan.gov.cn/xxgk/fz/zfwj/szfbgtwj/201106/t20110622_374345.html 

	 
	 
	陝西： 
	《陝西省人民政府關於加快會展業發展的意見》 
	     
	2011年6月2日，陝西省人民政府發佈《陝西省人民政府關於加快會展業發展的意見》。該意見在加大政策扶持力度部分提出： 
	 
	L
	LI
	Lbl
	 加大重點展會引導和扶持力度。對於來陝舉辦的大型國際性會議或國家各部委主辦的全國性會議，報經省市政府同意，方可以省市政府名義作為主辦單位；凡被列入重點品牌展會、特色專業展會和會展龍頭企業的，政府可給予適當補助。全省各級政府要營造濃厚的會展業發展氛圍，安排部分廣告資源，用於改善會展環境、推介會展項目和重要會展活動的宣傳。 
	 加大重點展會引導和扶持力度。對於來陝舉辦的大型國際性會議或國家各部委主辦的全國性會議，報經省市政府同意，方可以省市政府名義作為主辦單位；凡被列入重點品牌展會、特色專業展會和會展龍頭企業的，政府可給予適當補助。全省各級政府要營造濃厚的會展業發展氛圍，安排部分廣告資源，用於改善會展環境、推介會展項目和重要會展活動的宣傳。 



	 
	L
	LI
	Lbl
	 配套服務和協調保障。各級商務、工商、公安、市政、城管、交通運輸、衛生、質監、旅遊、海關等部門和單位，要增強服務意識，簡化程序，減免費用，提高效率，切實做好展會前期及期間的廣告宣傳、安全保衛、交通疏導、環境整治、食品衛生、展品檢驗等工作，在優化會展環境上下功夫，提升服務水平。 
	 配套服務和協調保障。各級商務、工商、公安、市政、城管、交通運輸、衛生、質監、旅遊、海關等部門和單位，要增強服務意識，簡化程序，減免費用，提高效率，切實做好展會前期及期間的廣告宣傳、安全保衛、交通疏導、環境整治、食品衛生、展品檢驗等工作，在優化會展環境上下功夫，提升服務水平。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shaanxi.gov.cn/0/103/8439.htm

	 
	 
	陝西： 
	《陝西省人民政府關於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若干財稅政策措施的意見》 
	 
	2011年6月7日，《陝西省人民政府關於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若干財稅政策措施的意見》發佈。根據《陝西省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年規劃綱要》確定的目標，就“十二五＂期間陝西省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財稅政策措施提出意見。該意見的部分內容包括： 
	 
	L
	LI
	Lbl
	 完善扶持政策，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包括壯大優勢特色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新興戰略產業；大力發展現代服務業；支持文化產業發展；支持現代農業發展；支持擴大對外貿易以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幾部分。 
	 完善扶持政策，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包括壯大優勢特色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新興戰略產業；大力發展現代服務業；支持文化產業發展；支持現代農業發展；支持擴大對外貿易以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幾部分。 



	 
	L
	LI
	Lbl
	 統籌科技資源，支持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包括支持企業加大科技研發投入；支持企業應用科技創新成果；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推進軍民科技資源融合以及支持企業專利申請幾部分。 
	 統籌科技資源，支持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包括支持企業加大科技研發投入；支持企業應用科技創新成果；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推進軍民科技資源融合以及支持企業專利申請幾部分。 



	 
	L
	LI
	Lbl
	 推進節能減排，促進可持續發展。包括加快淘汰落後產能；大力推進合同能源管理；大力實施“節能產品惠民工程＂以及支持主要污染物減排幾部分。 
	 推進節能減排，促進可持續發展。包括加快淘汰落後產能；大力推進合同能源管理；大力實施“節能產品惠民工程＂以及支持主要污染物減排幾部分。 



	 
	L
	LI
	Lbl
	 強化政策引導，鼓勵金融和民間資金加大投入。包括完善金融業激勵機制；加強融資擔保體系建設；鼓勵企業上市融資以及支持發展產業基金幾部分。 
	 強化政策引導，鼓勵金融和民間資金加大投入。包括完善金融業激勵機制；加強融資擔保體系建設；鼓勵企業上市融資以及支持發展產業基金幾部分。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shaanxi.gov.cn/0/103/8441.htm

	 
	 
	陝西： 
	《陝西省人民政府關於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理層級行政審批項目的決定》 
	 
	2011年4月22日，《陝西省人民政府關於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理層級行政審批項目的決定》發佈。陝西省政府組織對省級60個部門的行政審批項目進行了新一輪集中清理。經過嚴格審核論證，陝西省政府決定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理層級行政審批項目147項。其中，取消的行政審批項目120項，下放管理層級的行政審批項目27項。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shaanxi.gov.cn/0/103/8388.htm

	 
	 
	貴州： 
	《貴州省人民政府關於振興文化產業的意見》 
	 
	2011年5月17日，《貴州省人民政府關於振興文化產業的意見》發佈。該意見提出： 
	 
	L
	LI
	Lbl
	 重點發展的產業包括文化旅遊業；民族民間演出業；民族民間工藝美術業；會展廣告與民族節慶業；廣播電影電視業；新聞出版業；休閒娛樂業；網絡、新媒體與動漫網游業以及文化藝術創意設計業。 
	 重點發展的產業包括文化旅遊業；民族民間演出業；民族民間工藝美術業；會展廣告與民族節慶業；廣播電影電視業；新聞出版業；休閒娛樂業；網絡、新媒體與動漫網游業以及文化藝術創意設計業。 



	 
	L
	LI
	Lbl
	 主要措施包括培育骨幹文化企業；推進文化產業園區和特色文化產業群建設；大力發展新興文化業態；擴大文化消費；建設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擴大對外文化貿易；實施重大項目帶動；加強知識產權保護以及加大招商引資力度。 
	 主要措施包括培育骨幹文化企業；推進文化產業園區和特色文化產業群建設；大力發展新興文化業態；擴大文化消費；建設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擴大對外文化貿易；實施重大項目帶動；加強知識產權保護以及加大招商引資力度。 



	 
	L
	LI
	Lbl
	 配套政策包括增加財政投入；落實優惠政策；加強金融支持；鼓勵社會資本進入文化產業領域以及確保土地供給。 
	 配套政策包括增加財政投入；落實優惠政策；加強金融支持；鼓勵社會資本進入文化產業領域以及確保土地供給。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gzgov.gov.cn/gzgov/217582360315559936/20110610/273766.html

	重慶： 
	《重慶市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行政處罰裁量基準》 
	 
	2011年6月10日，重慶市公安局印發《重慶市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行政處罰裁量基準》，並自印發之日起施行。基準包括總則；裁量適用規則；裁量基準以及附則四部分。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cq.gov.cn/gw/FaguiQuery/GwShowWithLogo.aspx?gwz=%E6%B8%9D%E6%96%87%E5%AE%A1&gwnh=2011&gwqh=39

	 
	 
	重慶： 
	《重慶市國家稅務局關於調整房地產開發經營業務企業計稅毛利率和核定應稅所得率的公告》 
	 
	2011年5月31日，《重慶市國家稅務局關於調整房地產開發經營業務企業計稅毛利率和核定應稅所得率的公告》印發。該公告自2011年1月1日起執行，對企業2011年第一季度銷售未完工開發產品已按原規定的計稅毛利率計算預繳申報的，在2011年度匯算清繳時統一調整。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cq.gov.cn/gw/FaguiQuery/GwShowWithLogo.aspx?gwz=%E6%B8%9D%E6%96%87%E5%AE%A1&gwnh=2011&gwqh=46

	 
	 
	重慶： 
	《重慶市審計行政處罰裁量基準（試行）》 
	 
	2011年6月28日，重慶市審計局辦公室印發《重慶市審計行政處罰裁量基準（試行）》。基準包括總則；審計裁量程序；審計裁量監督以及附則四部分。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cq.gov.cn/gw/FaguiQuery/GwShowWithLogo.aspx?gwz=%E6%B8%9D%E6%96%87%E5%AE%A1&gwnh=2011&gwqh=49

	 
	 
	重慶： 
	《重慶市規劃局行政處罰裁量基準》 
	 
	2011年6月29日，重慶市規劃局印發《重慶市規劃局行政處罰裁量基準》，並附重慶市規劃局行政處罰裁量標準（試行）。 
	 
	詳細內容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cq.gov.cn/gw/FaguiQuery/GwShowWithLogo.aspx?gwz=%E6%B8%9D%E6%96%87%E5%AE%A1&gwnh=2011&gwqh=53

	 
	 
	∗∗∗∗∗∗ 
	 
	 
	四、經貿資料 
	 
	以下是駐成都辦負責聯絡的五省一市最新經貿資料： 
	 
	（1）五省一市國內生產總值（2011年1-3月）                                                
	 
	貨幣單位：億元 
	 
	 
	 
	 
	 

	四川 
	四川 

	雲南 
	雲南 

	貴州 
	貴州 

	湖南 
	湖南 

	陝西 
	陝西 

	重慶 
	重慶 



	國內生產總值 
	國內生產總值 
	國內生產總值 
	國內生產總值 

	4257.6 
	4257.6 

	1739.1 
	1739.1 

	849.8 
	849.8 

	3646.6 
	3646.6 

	2343.4 
	2343.4 

	2061.1 
	2061.1 


	同比增長 
	同比增長 
	同比增長 

	15.0% 
	15.0% 

	12.5% 
	12.5% 

	14.8% 
	14.8% 

	13.9% 
	13.9% 

	13.6% 
	13.6% 

	16.3% 
	16.3% 




	 
	 
	 
	 
	 
	 
	 
	 
	 
	 
	（2）進出口（2011年1-5月） 
	貨幣單位：億美元 
	 
	 
	 
	 
	 

	四川 
	四川 

	雲南 
	雲南 

	貴州 
	貴州 

	湖南 
	湖南 

	陝西 
	陝西 

	重慶 
	重慶 


	出口總值 
	出口總值 
	出口總值 

	82.7 
	82.7 

	34.1 
	34.1 

	7.9 
	7.9 

	36.6 
	36.6 

	28.0 
	28.0 

	41.8 
	41.8 


	進口總值 
	進口總值 
	進口總值 

	70.6 
	70.6 

	25.4 
	25.4 

	7.0 
	7.0 

	36.0 
	36.0 

	30.2 
	30.2 

	32.2 
	32.2 


	合計 
	合計 
	合計 

	153.3 
	153.3 

	59.5 
	59.5 

	14.9 
	14.9 

	72.6 
	72.6 

	58.2 
	58.2 

	74.0 
	74.0 


	進出口比去年 
	進出口比去年 
	進出口比去年 
	同期增長 

	16.4% 
	16.4% 

	31.3% 
	31.3% 

	46.4% 
	46.4% 

	43.9% 
	43.9% 

	31.5% 
	31.5% 

	79.3% 
	79.3% 




	 
	 
	（3）利用外資情況（2011年1-5月） 
	貨幣單位：億美元  
	 
	 
	 
	 
	 

	四川 
	四川 
	(2011年1-3月) 

	雲南 
	雲南 

	貴州 
	貴州 
	(2011年1-3月) 

	湖南
	湖南
	1 


	陝西
	陝西
	2 


	重慶 
	重慶 


	實際利用外資金額 
	實際利用外資金額 
	實際利用外資金額 

	21.8 
	21.8 

	4.4 
	4.4 

	0.7 
	0.7 

	27.7 
	27.7 

	8.7 
	8.7 

	18.7 
	18.7 


	比去年同期增長 
	比去年同期增長 
	比去年同期增長 

	44.8% 
	44.8% 

	82.4% 
	82.4% 

	114.3% 
	114.3% 

	27.8% 
	27.8% 

	26.1% 
	26.1% 

	98.4% 
	98.4% 




	 
	∗∗∗∗∗∗ 
	 
	五、經貿活動 
	 
	四川： 
	       
	時間 
	時間 
	時間 
	時間 
	時間 

	活動 
	活動 

	地點 
	地點 

	主辦機構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查詢方式 



	2011年7月21日—23日 
	2011年7月21日—23日 
	2011年7月21日—23日 
	2011年7月21日—23日 

	2011第13屆中國西部國際汽車製造及零部件展覽會 
	2011第13屆中國西部國際汽車製造及零部件展覽會 

	成都世紀城新國際會展中心 
	成都世紀城新國際會展中心 

	中國機械工業聯合會、成都市人民政府 
	中國機械工業聯合會、成都市人民政府 
	 

	電話：028-83312398  
	電話：028-83312398  
	手機：15719467023 
	傳真：028-66751976 
	電郵：ztb118@126.com 
	聯 系 人：張先生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01/35543/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2011年7月21日—23日 
	2011年7月21日—23日 
	2011年7月21日—23日 

	2011第十三屆中國西部國際裝備製造業博覽會 
	2011第十三屆中國西部國際裝備製造業博覽會 

	成都世紀城新國際會展中心 
	成都世紀城新國際會展中心 

	中國國際貿易促進委員會、中國機械工業聯合會、成都市人民政府、西安市人民政府 
	中國國際貿易促進委員會、中國機械工業聯合會、成都市人民政府、西安市人民政府 

	電話：15229296549、15229296836 
	電話：15229296549、15229296836 
	手機：15229296549、15229296836 
	電郵：xbzbh2011@126.com 
	聯系人：李建峰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01/35938/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2011年8月12日—15日 
	2011年8月12日—15日 
	2011年8月12日—15日 

	2011中國西部國際服裝服飾博覽會 
	2011中國西部國際服裝服飾博覽會 

	成都世紀城新國際會展中心 
	成都世紀城新國際會展中心 

	中國國際貿易促進委員會、四川省人民政府 
	中國國際貿易促進委員會、四川省人民政府 
	 

	電話：028-61963041、61963055、61963046
	電話：028-61963041、61963055、61963046
	電郵：nacecheng@yahoo.com.cn 
	聯系人：唐友均、譚朝宏、程欣、張金蝶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01/35541/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1 实际利用外商直接投资 
	1 实际利用外商直接投资 
	2 实际利用外商直接投资 

	 
	湖南： 
	 
	時間 
	時間 
	時間 
	時間 
	時間 

	活動 
	活動 

	地點 
	地點 

	主辦機構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查詢方式 



	2011年7月15日—17日 
	2011年7月15日—17日 
	2011年7月15日—17日 
	2011年7月15日—17日 

	2011第五屆湖南酒店用品展覽會 
	2011第五屆湖南酒店用品展覽會 
	 

	  
	  
	長沙紅星國際會展中心

	 

	中部酒店用品採購網 
	中部酒店用品採購網 

	電話：0731-85717281 
	電話：0731-85717281 
	電郵：1462886352@qq.com 
	聯繫人：陳經理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05/40742/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2011年10月20日—22日 
	2011年10月20日—22日 
	2011年10月20日—22日 

	2011中國長沙世界叉車與物流倉儲設施展覽會 
	2011中國長沙世界叉車與物流倉儲設施展覽會 

	長沙紅星國際會展中心 
	長沙紅星國際會展中心 

	長沙世界機械工業博覽會組委會、湖南省機械工程學會 
	長沙世界機械工業博覽會組委會、湖南省機械工程學會 
	 

	電話：0731－84468085、84467498 
	電話：0731－84468085、84467498 
	手機：13548717522 
	傳真：0731－84461049、84468087 
	電子郵件：408524869@qq.com 
	聯繫人：江雪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04/39763/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陝西： 
	 
	時間 
	時間 
	時間 
	時間 
	時間 

	活動 
	活動 

	地點 
	地點 

	主辦機構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查詢方式 



	2011年7月21日—23日 
	2011年7月21日—23日 
	2011年7月21日—23日 
	2011年7月21日—23日 

	2012第十四屆西部制博會——航天航空暨國防軍工裝備逆向採購洽會 
	2012第十四屆西部制博會——航天航空暨國防軍工裝備逆向採購洽會 
	 

	西安曲江國際會展中心 
	西安曲江國際會展中心 

	中國國際貿易促進委員會 
	中國國際貿易促進委員會 
	 

	電話：029-88153858 
	電話：029-88153858 
	電郵：13319246579@sohu.com 
	聯繫人：李朝輝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05/40269/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2011年8月23日—25日 
	2011年8月23日—25日 
	2011年8月23日—25日 

	2011年西安電子元器件及儀器設備展覽會 
	2011年西安電子元器件及儀器設備展覽會 

	陝西國際展覽中心 
	陝西國際展覽中心 

	中國電子器材總公司 
	中國電子器材總公司 

	電話：010-63939368 
	電話：010-63939368 
	手機：13521835891 
	傳真：010-51661100 
	電郵：sunxu120@126.com 
	聯系人：孫先生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010/32742/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2011年8月25日—27日 
	2011年8月25日—27日 
	2011年8月25日—27日 

	2011年中國（西安）電子展——夏季電子展 
	2011年中國（西安）電子展——夏季電子展 
	 

	西安曲江國際會展中心 
	西安曲江國際會展中心 

	中國電子器材總公司 
	中國電子器材總公司 

	電話：010-63939979 
	電話：010-63939979 
	手機：13810788214 
	傳真：010-51661100 
	電郵：houxuhai@126.com 
	聯系人：侯旭海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010/32618/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雲南： 
	 
	時間 
	時間 
	時間 
	時間 
	時間 

	活動 
	活動 

	地點 
	地點 

	主辦機構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查詢方式 



	2011年8月19日—23日 
	2011年8月19日—23日 
	2011年8月19日—23日 
	2011年8月19日—23日 

	2011昆明泛亞國際民族民間工藝品博覽會 
	2011昆明泛亞國際民族民間工藝品博覽會 

	昆明國際會展中心 
	昆明國際會展中心 

	雲南省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產業發展領導小組辦公室、雲南省文化廳、雲南省旅遊局、雲南世博旅遊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雲南省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產業發展領導小組辦公室、雲南省文化廳、雲南省旅遊局、雲南世博旅遊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電話：0871-5391966 
	電話：0871-5391966 
	手機：15925125960 
	傳真：0871-5391966 
	電郵：kmweiqiao@163.com 
	聯繫人：石明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05/40893/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貴州： 
	 
	時間 
	時間 
	時間 
	時間 
	時間 

	活動 
	活動 

	地點 
	地點 

	主辦機構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查詢方式 



	2011年8月12日—14日 
	2011年8月12日—14日 
	2011年8月12日—14日 
	2011年8月12日—14日 

	2011中國·貴陽國際特色農產品交易會 
	2011中國·貴陽國際特色農產品交易會 
	 

	貴州省展覽館 
	貴州省展覽館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貴州省人民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貴州省人民政府 
	 

	電話：023－88161963 
	電話：023－88161963 
	手機：15223291595 
	傳真：023－67739340 
	電郵：1206255039@qq.com 
	聯繫人：劉陽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06/41720/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重慶： 
	 
	時間 
	時間 
	時間 
	時間 
	時間 

	活動 
	活動 

	地點 
	地點 

	主辦機構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查詢方式 



	2011年7月14日—17日 
	2011年7月14日—17日 
	2011年7月14日—17日 
	2011年7月14日—17日 

	2011中國（重慶）國際茶業博覽會暨茶產品交易會 
	2011中國（重慶）國際茶業博覽會暨茶產品交易會 
	 

	重慶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重慶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中國流通行業協會、重慶市農業委員會、重慶市渝台經濟和信息化交流促進會 
	中國流通行業協會、重慶市農業委員會、重慶市渝台經濟和信息化交流促進會 

	電話：023-86875782、86837085 
	電話：023-86875782、86837085 
	手機：13101169977 
	傳真：023-88163995、88160897 
	電郵：cqmhhz@163.com 
	聯系人：李小姐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01/35470/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2011年8月25日—28日 
	2011年8月25日—28日 
	2011年8月25日—28日 

	2011第二屆中國（重慶）婚慶文化節暨第六屆重慶婚禮博覽會 
	2011第二屆中國（重慶）婚慶文化節暨第六屆重慶婚禮博覽會 

	重慶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重慶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重慶市人民政府
	重慶市人民政府
	 

	電話：13527327943 
	電話：13527327943 
	手機：13527327943 
	電郵：583908716@qq.com 
	聯繫人：羅先生 
	查詢網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02/36907/exhi_detail_gaikuang.shtml 




	 
	 
	∗∗∗∗∗∗ 
	 
	 
	 
	 
	 
	 
	 
	 
	 
	其他經貿信息網頁 
	其他經貿信息網頁 
	其他經貿信息網頁 
	其他經貿信息網頁 
	其他經貿信息網頁 
	《駐成都經貿辦通訊》集中報導四川、雲南、貴州、湖南、陝西及重慶的經貿信息。如欲獲取全國性或上述省份以外其他省份的經貿信息，請流覽以下網頁： 
	 
	(1) 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易署「商業資料通告 – 內地商貿資料庫」網頁 
	 網址：
	http://www.tid.gov.hk/sc_chi/trade_relations/mainland/cic.html 

	(2) 香港特區政府駐北京辦事處網頁 
	 網址：
	http://www.bjo.gov.hk 

	(3)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易辦事處網頁 
	 網址：
	http://www.sheto.gov.hk 

	(4)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易辦事處網頁 
	 網址：
	http://www.gdeto.gov.hk 

	(5) 泛珠三角合作網 
	 網址：   
	http://www.pprd.org.cn

	 




	 
	 
	 
	免責聲明 
	免責聲明 
	免責聲明 

	 
	《駐成都經貿辦通訊》是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易辦事處為公眾提供的信息服務，資料搜集自有關網站、報刊媒體及其它機構等渠道，並僅供參考之用。該《通訊》所載數據已經力求準確，惟本辦對於因使用、複製或發佈該《通訊》而招致的任何損失，一概不負任何責任。 
	《駐成都經貿辦通訊》是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易辦事處為公眾提供的信息服務，資料搜集自有關網站、報刊媒體及其它機構等渠道，並僅供參考之用。該《通訊》所載數據已經力求準確，惟本辦對於因使用、複製或發佈該《通訊》而招致的任何損失，一概不負任何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