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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和阿拉有啥关系
近日，市民在联洋广场一家饭店就餐时发现了新变化：

走进饭店入口，只见醒目的玻璃幕墙里是开放式厨房，厨师
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再往里走，还可以看到一块电子显示
屏，屏幕上不间断地播放着这家餐厅两个厨房的内景监控
画面；在下方的电子信息栏，可以查询到该餐厅的营业许可
证件、所有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明、所有食材的供货商信息和
厨房废弃物的处理信息。“今天吃的蔬菜是哪里采购的、什
么时候采购等，只要点击屏幕都看得一清二楚，吃起来放心
多了。”一位前来就餐的市民告诉记者。

原来，这样的“明厨亮灶”是浦东市场监管局结合自贸
区和浦东特点，探索将传统的“隔断矮墙、透明玻璃幕墙”等
“明厨亮灶”形式，升级为“视频显示、网络展示”的新模式。
目前已有 !"个街镇的 !#$家餐饮企业签约，完成安装设备
##%家。市场监管局还将探索在网络订餐平台对餐厅后厨进
行网上直播，接受消费者监督。

在上海自贸区成立伊始，许多市民表示疑惑，“高大上”
的自贸区和阿拉有啥关系？就在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当月，即
!&#$年 '月，浦东新区率先在上海启动市场监管体制改革，
并历经 $个多月完成原工商、质监、食药监三局整合。

从最早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到最新的事中事后监管
体系建设，浦东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中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正
是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诠释，通过体制上的“大动干戈”为老
百姓把好监管关，同时也成为制度创新这一自贸区改革发
展核心理念的实践样本。

海归乐到自贸区落户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当下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之

一。位于金桥的美安康质量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是上
海自贸区成立后首家设立的第三方食品研发认证机构。记
者在现场看到，一些市民常用的水果、蔬菜、零食等，均已经
列入了检测范围。
“没有自贸区，就没有企业的今天。”执行总裁斯榕是名

海归，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她在国外生活了多年后，于 !&#(年
和另外几名“中国合伙人”一起申请成立了这家公司。按照
之前的政策，外资独资无法进入这个领域；整个公司申请流
程也十分繁复。

但在上海自贸区，“法无禁止皆可为”，一切皆有可能的
大胆创新思维已经深入人心。接轨国际通行惯例，加大开放
力度，尤其是制定负面清单、对外资准入的管理由审批制向
备案制转变等举措，大大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让各类市场
主体纷至沓来，更为区域经济注入了转型升级的活力。

搭上自贸区的“快车道”后，美安康不但顺利落地，公司
的整个申请流程仅在两周左右。更让他们欣喜的是，由于自
贸区试点放宽引进外籍专家年龄等人才新政，公司已经在
和外籍专家商谈来沪工作事宜，大大便利了为实验室引进

海外“智囊团”。
制度创新成功不成功，市场的数字最有发言权。据统计，

今年 #月至 "月，上海自贸试验区新设企业 )!"*户，其中外
资企业 #$$&户，上半年上海全市近一半的外资企业都落户
在自贸试验区，新设外资企业数的占比也从三年前的 (+上
升到接近 !&+。

既要放得开也要管得住
三年前，在上海自贸区成立伊始，到基隆路排队注册公司

的企业、个人一度排到了马路上，这样的盛况维持了相当长时
间。人们在为上海自贸区迸发出的经济活力欣喜的同时，也有
人担心，市场主体迅速扩容后如何“放得开也管得住”？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自贸区制度创新伊始，许多部门
确实面临能否“管得住”的困扰。上海自贸试验区世博管理局
副局长袁涛告诉记者一个曾经的“烦恼”：世博会成功举办
后，世博地区目标是打造世界级中央活动聚集区。其中，梅赛
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已经成为上海最热门的场馆之一，许多
大型活动、演出等都在这里举办。但大型活动由审批制改为
备案制后，场馆的管理人员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门槛降低，
风险也大大增加。检查出安全隐患时，却不能马上叫停；但不
叫停，又会给观众带来安全隐患。

自贸区制度创新，倒逼政府转变职能，但这不能意味着
监管的放松甚至缺位。为此，今年 %月，世博地区文化场馆联
盟成立，通过引进专业机构、行业自我监管的模式，让市场主
体之间互相约束、动态管理，解决了一系列管理难题。比如，
针对临时舞台安全搭建与搭台企业监管问题，场馆联盟建立
了一套评分与惩戒机制，还邀请社会监督员抽查，根据安全
情况、工程材质等综合情况打分。如果搭台企业分数线低于
标准控制线，那么这家企业就将丧失一年的活动举办权，被
拒之门外，这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利益，为企业戴上了
“紧箍咒”。这也让世博管理局在无综合执法权的情况下，顺
利规范了辖区内文化演艺活动的大环境。
今年 *月 !(日，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正式投入运

作，陆家嘴金融城理事会也于同日挂牌成立，标志着陆家嘴
金融城在全国率先探索构建了“业界共治!法定机构”的公共
治理架构。上海自贸试验区陆家嘴管理局局长王华表示，这
个架构成立一个多月来，陆家嘴金融城各项工作的国际化程
度在进一步提升。原本金融城的楼宇之间仿佛有一条无形的
“红线”，让彼此的资源无法共享，制约了综合环境的提升。他
透露，依托这个平台，东亚,太平地块金融综合改造项目已经
提上议事日程，未来有望整合出更多公共空间，让工作生活
在陆家嘴的白领们拥有更舒适的车行、人行环境。
不当“盆景”，勇当“苗圃”。三年来，上海自贸试验区落实

中央深化改革的要求，围绕“放得更活、管得更好、服务更优”
的理念，利用“试验田”的属性优势，大胆展开一系列改革举
措。在一项项润物细无声的制度创新中，上海自贸区不辱使
命，并仍将砥砺前行。

! ! ! !随着上海自贸区三周年的到来，越来越多福利惠及“自贸
人”。昨天，张江行政服务中心在全国率先推出外国人证件“五
证联办、平行受理”的服务新模式，解决企业融资难的新型孵
化平台、用互联网思维构建生态企业社区等举措也纷纷推出。
张江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五证”即外国人就业证、专

家证、海外人才居住证（-证）、居留许可、永久居留证。“联
办”即对外国人居留许可、就业证、专家证等证件实施同时、
同地受理，一并予以发证。
“五证联办”试点改革前，涉及海外人才就业证、专家证、

居住证 -证由浦东新区人保局所属人才服务中心、就业服务
中心的不同窗口分别受理。涉及海外人才的居留许可申请由
浦东新区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办公室直接受理审批。由于两
个部门不联动，造成企业、人才需要多部门来回跑，申请周期
长，流程复杂。
改革后，浦东新区人保局和浦东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办

公室在张江行政服务中心实现了“五证联办”，企业和海外人
才申请办理从原来往返多个部门窗口审批，变成一口受理，申
请材料可以共享，简化了申请办理手续，大大缩短海外人才办
证周期，并首次实现了就业和居留“两证齐发”。
在上海自贸区，不仅人才问题得到越来越高度重视，为企

业“输血”、缓解融资难等举措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在近日举办
的浦江论坛之“创·未来”亚洲创新创业合作论坛上发布的《走
进创时代,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报告（!&##,!&#(）》报告
显示，要助推企业创新创业，需要形成政府推动、市场主导、各
类主体广泛参与的全链条、多层次创业孵化新格局。
为此，张江在全国首创了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平台，并于昨

天正式发布第一期技术项目模块，向全球的创业者招募合作
伙伴。首批签约的基本都是世界 (&&强的“大腕”。张江管委会
主任杨晔表示，张江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平台，是全新理念和运
营模式的孵化基地，它以创业者为本，立足他们的需求，将创
业者的激情和智慧、跨国企业的核心优势技术、本土优秀企业
的资源资本打通对接，形成一个高效的联合孵化“航母”，让更
多创业者享受到“双自联动”的巨大红利。

在自贸区金桥片区，昨天，在自贸区三周年前夕，成立了
“金桥企业联盟”。上海自贸区金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成
立该联盟是希望以互联网思维，探索形成类似于人与人社交
的新型服务模式，通过构建金桥生态产业社区，进一步增强政
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间的信息互通，更好地为自贸区企业提
升能级和转型发展提供精准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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