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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任务 序号 具体举措 责任分工

    （一） 全面
探索完善管理体
制
    深入推进“放
管服”改革，努力
形成职能更加优化
、权责更加一致、
统筹更加有力、服
务更加到位的服务
行业与贸易管理体  
制。

1

加强国务院服务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对服务贸易扩大开放、政策创新、贸易促进、信息共享
、监管协调等重大事项的统筹协调，以及全面深化试点任务、具体举措、政策保障措施的出台
与落实的督促协调，对试点地区探索创新遇到的问题、困难与诉求的协调推动解决，对各部门
和各试点地区在全面深化试点中取得的经验做法的提炼、总结和推广。地方服务贸易发展统筹
协调机制重点强化决策功能。

国务院服务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商务部）牵头，
各成员单位和有关部门共同负责推进；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2
在试点地区实行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和高级管理人员准入方式改革，取消对保险支公司高管人员
任职资格的事前审批，由省级银保监机构实施备案管理。

银保监会制订政策保障措施；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各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3
在试点地区开展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允许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或注册人委托具备相应生
产条件的企业生产样品或产品。

药监局制订政策保障措施；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4

推进工程造价深化改革工作，在有条件的试点地区的国有资金投资工程项目率先开展工程造价
改革试点，同时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目前已具备一定基础的房地产开发领域率先推行工程造价
改革，建立已竣工工程造价数据库、完善人材机价格信息发布机制、改革工程计价方法、改进
招标评标制度、加强造价咨询行业监管等，并总结推广经验。

住房城乡建设等制订政策保障措施；北京、深圳、武汉、广
州等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5

探索国际通用的建筑工程设计咨询服务模式，在有条件的试点地区和建筑工程项目开展建筑师
负责制试点，发挥建筑师对建筑品质的管控作用，发挥勘察设计工程师的技术主导作用，推动
设计单位提供城市设计、前期策划、工程设计、招标投标、咨询顾问、施工指导等全过程咨询
服务。

住房城乡建设等支持和指导；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6
探索国土空间规划资质管理，统一资质名称和管理要求，通过创新政策体系，积极培育市场主
体。

自然资源部制订政策保障措施；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7
进一步下放港澳服务提供者投资设立旅行社的审批权限至试点地区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港澳办制订政策保障措施；有关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各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8
将试点地区所在省份内注册的国内水路运输企业经营的沿海省际客船、危险品船《船舶营业运
输证》的配发、换发、补发、注销等管理事项，下放至企业所在地省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

交通运输部制订政策保障措施；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各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9 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探索将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审批权从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进一步下放。
教育部制订政策保障措施；北京、天津、上海、海南、厦门
、深圳、杭州、广州、武汉、成都、西安、西咸新区等试点
地区负责推进

10
为重要展品进出境创造更大贸易便利，对已获得我国检疫准入涉及检验检疫行政审批事项的有
关展会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委托各直属海关办理。

海关总署、商务部制订政策保障措施；有关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各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11
简化试点地区外资旅行社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限；实行企业承诺制，由企业提供办公地址证
明替代现场查看办公场所环节；提交申请资料时，仅需提供从业资格相关证明及身份证明，不
必提供旅行社从业人员就业履历；将审批时限由现在的30个工作日缩短至15个工作日。

文化和旅游部制订政策保障措施；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12
在试点地区，推进医疗机构审批登记全程电子化和电子证照发放，采取“流程再造、分类审批
、提前介入、告知承诺、多评合一、多图联审、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等举措，优化健康服务
业建设投资项目审批流程。

卫生健康委、住房城乡建设部支持和指导；试点地区负责推
进

13
建立技术进出口安全管理部省合作快速响应通道，协助有条件的试点地区对禁止类和限制类技
术进出口进行科学管控，防范安全风险。

商务部支持和指导；北京、天津、上海、海南负责推进

14 在符合条件的试点地区，探索取消拍卖许可，建立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体制。 商务部支持和指导；海南负责推进

15
在海南省内（非跨省）从事商业特许经营活动的特许人，可不进行商业特许经营备案，在首次
订立特许经营合同之日前至少30日，在商务部网站向被特许人进行信息披露。

商务部支持和指导；海南负责推进

16
在试点地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向更多服务贸易事项拓展；将服务出口退税申报纳入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加快推动“单一窗口”功能由口岸通关执法向口岸物流、贸易服务等环节
拓展，逐步覆盖国际贸易管理全链条。

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商务部等制订政策保障措施

    （二） 全面
探索扩大对外开
放
    坚持要素型开
放与制度型开放相
结合、开放与监管
相协调、准入前与
准入后相衔接，从
制度层面和重点领
域持续发力，提升
开放水平。

17
在符合条件的试点地区，研究在技术进出口经营活动中依法不再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扩大技术进出口经营者资格范围，激发各类技术进出口市场主体活力。

商务部牵头制订政策保障措施；海南负责推进

18
在符合条件的试点地区，推动允许外国机构独立举办冠名“中国”“中华”“国家”等字样以
外的涉外经济技术展；外国机构独立举办或合作主办的上述涉外经济技术展行政许可委托省级
商务主管部门实施并开展有效监管。

商务部支持和指导；海南负责推进

19
在试点地区，分类简化航空公司开辟至共建“一带一路”航权开放国家国际航线的经营许可审
批手续。

民航局、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制订政策保障措施；试点地区
负责推进

20 支持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通第五航权航线。
民航局、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制订政策保障措施；大连、厦
门、深圳、武汉、杭州、成都、威海等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21 在中国境内经营无船承运，无须为中国企业法人。 交通运输部制订政策保障措施；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22 允许特定条件下租用外籍船舶从事临时运输。 交通运输部制订政策保障措施；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23 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银行业、保险业企业在试点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银保监会、商务部、港澳办制订政策保障措施；试点地区负
责推进

24
支持在试点地区设立外资专业健康保险机构，支持医疗机构加强与国内外保险公司的合作，开
展国际商业医疗保险结算试点，为来华外籍人士就医提供结算服务；探索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
疗、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创新重大疾病、长期护理等方面的保险产品和服务。

银保监会、商务部等制订政策保障措施，卫生健康委支持和
指导；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25 在符合条件的试点地区，支持与境外机构合作开发跨境商业医疗保险产品。
银保监会、商务部制订政策保障措施；海南、深圳、广州等
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26

在条件具备的试点地区，将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主体资格范围扩大至境内外机构在该试点地区
发起设立的投资管理机构。在条件相对成熟的试点地区，支持符合条件的机构申请合格境内机
构投资者（QDII）、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业务资格，将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主体资格范围扩大



38 支持试点地区开展面向港澳的高级经济师、信息通信高级工程师等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认可。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制订政策保
障措施；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39 支持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与港澳专业服务资质互认试点。
商务部、港澳办支持和指导；海南、深圳、广州等试点地区
负责推进

40

推动境外人才参加职称评审和执业，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可自主组织在当地工作的金融、电子
信息、建筑规划等领域境外专业人才职称申报评审工作。允许取得国际专业资质或具有特定国
家和地区职业资格的金融、规划等领域现代服务业专业人才经备案后，在试点地区提供服务，
其在境外的从业经历可视同国内从业经历（有行业特殊要求的除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住房
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制订政策保障
措施；北京、天津、上海、海南、厦门、深圳、南京等试点
地区负责推进

41
支持试点地区放宽港澳专业人才执业资质，复制推广北京与港澳专业资格“一试三证”评价模
式，即一次考试可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认证、港澳认证、国际认证，港澳专业人士在港澳从业经
历可视同内地从业经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港澳办等制订政策保障措
施；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42

支持试点地区出台政策建设国际服务贸易合作园区。发挥试点地区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开放合
作上先行先试的优势，加强与重点服务贸易伙伴的项目合作，引进跨国公司国际或地区总部、
功能性机构。依托国际合作园区，集中精力打造中日成都服务业开放合作、中韩威海服务贸易
合作、中俄哈尔滨服务贸易合作、中新（加坡）（苏州、重庆）服务贸易合作、中英上海服务
贸易合作、中德南京服务贸易合作等合作典范。

商务部支持和指导；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三） 全面
探索提升便利水
平
    树立在发展中
规范、在规范中发
展的理念，坚持包
容审慎原则，构建
有利于服务贸易自
由化便利化的营商
环境，积极促进资
金、技术、人员、
货物等要素跨境流
动。

43

实行进口研发（测



51
支持在试点地区率先建立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和再融资服务体系，为跨境贸易提供人民币融资
服务。支持设立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支持平台。

人民银行支持和指导；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52 支持在试点地区保税燃料油供应以人民币计价、结算。
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资委等支持和指导；试
点地区负责推进

53
在试点地区持续优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支持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进行直接投资，以人民币参与
境内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交易。

人民银行、外汇局、证监会、国资委等支持和指导；试点地
区负责推进

54
支持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支持试点地区符合条件的机构开展合格境
内有限合伙人境外投资试点，允许合格机构向合格投资者募集人民币资金，并将所募集资金投
资于海外市场。

人民银行、外汇局、证监会支持和指导；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55
支持试点地区符合条件的内资和外资机构依法申请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参与国内人民币银行
卡清算市场。

人民银行制订政策保障措施；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56 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支持条件成熟的试点地区探索服务贸易分类管理。
外汇局制订政策保障措施；北京、天津、上海、海南、厦门
、深圳、哈尔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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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推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科技人员往来畅通、财政科研资金跨境使用、科研仪器设备通关便利
、大型科学设施和科技资源共用共享。

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港澳办等制订政策保障措施；海
南、深圳、广州等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四） 全面
探索创新发展模
式
    努力形成有助
于服务贸易业态创
新的多元化、高效
能、可持续发展模
式和发展路径。

81
在符合条件的试点地区深入推进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允许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
角地区医疗器械注册人委托区域内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生产医疗器械，助推“注册+生产”跨区
域产业链发展。

药监局制订政策保障措施；北京、天津、上海、海南、石家
庄、深圳、南京、杭州、合肥、广州、苏州、雄安新区等试
点地区负责推进

82
支持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试点地区创立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艺术创研
中心。

文化和旅游部、港澳办等支持和指导；北京、天津、上海、
海南、深圳、石家庄、南京、杭州、合肥、广州、苏州、雄
安新区等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83
支持试点地区发展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大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分析、挖掘和交易等跨境服
务；探索数据服务采集、脱敏、应用、交易、监管等规则和标准；推动数据资产的商品化、证
券化，探索形成大数据交易的新模式；探索对数据交易安全保障问题进行研究论证。

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证监会等支持和指
导；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84 组建国家数字贸易专家工作组，举办专题培训班，指导地方制订数字贸易发展工作计划。 中央网信办、商务部负责推进

85 出台支持政策，在试点地区率先推进中外数字创意、影视培训等合作。
中央宣传部支持和指导，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商务部
等制订政策保障措施；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86 在符合条件的试点地区设立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推动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央宣传部负责在有关试点地区推进

87
着力打造以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为龙头，地方版权博览会、交易会、授权展会为身翼的全国版
权展会授权交易体系，推动版权实际运用和价值转化，活跃版权贸易。

中央宣传部、广电总局等支持和指导；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88 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探索完善（民办成人）在线教育培训机构监管机制。
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等制订政策保障措施；北京、天津、
上海、海南、厦门、深圳、武汉、威海等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89
在确保有效监管和执行相关税收政策的前提下，对“两头在外”的研发、检测等服务业态所需
进口料件实行保税监管。

商务部、海关总署制订政策保障措施，财政部、税务总局支
持和指导；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90
推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国际机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扩大以货运为主的航空运输
服务。

民航局、邮政局等支持和指导；北京、天津、上海、海南、
大连、厦门、深圳、哈尔滨、南京、杭州、广州、成都、西
安、乌鲁木齐、西咸新区等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91

在试点地区率先推动移动支付、消费服务等便利化；开通移动支付用户注册时境外人员的身份
信息验证便捷通道，方便境外人士在国内消费；实现旅游景点、酒店和大中型商品在线支付、
终端支付全覆盖；在口岸统一设立境内移动消费支付办理窗口，提升境外游客在境内消费便利
化水平。

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制订
政策保障措施；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92
在试点地区率先推进便利外国人在中国使用移动支付试点，不预设业务实现路径，按照“成熟
一个上线一个”原则逐步推进，并视展业和和合规情况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人民银行制订政策保障措施；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93 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
人民银行制订政策保障措施；先由深圳、成都、苏州、雄安
新区等地及未来冬奥场景相关部门协助推进，后续视情扩大
到其他地区







    （八） 全面
探索健全统计体
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