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构改革、机关内部管理和企业管理方面：按照

“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建立健全区党委、管理

委员会“两委”内部机构，明确各部门职能，理顺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关系，使机关各项工作走上正轨。着手

进行全区配套综合改革，制定《广州保税区管委会财

务管理制度》，《管委会办公用品管理制度》、《事业

单位人事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促进机关各项工作

规范化、正规化和科学化，切实加强对企业的管理，

提高机关对企业的服务质量，为企业排忧解难。认真

贯彻《劳动法》，全面推行企业全员劳动合同制，抓

好养老保险为核心的社会劳动保险制度建设。

（广州保税区财税局供稿，刘家荣执笔）

大连保税区

1995 年大连保税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

资、软环境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基本实

现了三年打基础的目标。

一、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保税区发展的基

础

1995 年，大连保税区克服了资金短缺的困难，

动员各方面力量进行投资硬环境的建设，全区累计投

入基础设施资金达 2.2 亿元，共挖填土石方 880 万立

方米，铺设区内道路 5.9 公里，完成 5.9 公里长的封

闭围网，12 公里长的雨水、污水管网已铺设完毕。

主要干道路灯已安装就绪。3000 门通讯线路已开

通，ED I系统已投入试运行，现代化的 80 吨锅炉房

和两个开关站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主干道及海关门

前绿化工程已完成，门禁监控系统已正式运行。1.67

平方公里起步区已基本达到“七通一平”的标准。

良好的投资硬环境吸引了中外投资者。截至

1995 年底，保税区共向 34 家企业转让了 63 万平方

米的土地，土地使用转让金收入 2 000 万美元。区内

开工建设企业 27 家，开工建筑面积 60 万平方米，

累计固定资产投资 6.3 亿元人民币。其中已竣工建筑

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基本上满足了进区经营企业的

需要。

二、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保税区项目已初具规

模

1995 年保税区招商引资工作在保税区管理委员

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克服困难，坚持多渠

道、全方位的招商工作方针，突出保税“境内关外”环

境优势的宣传，始终围绕构造物流中心、吸引外资发

展加工产业和扩区开发的目标开展工作。截至 1995

年底，累计批准进区企业已过 1 000 家，协议投资总

额达 17.6 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 441 家，协

议外资额为 4.8 亿美元。在项目构成上形成了以房地

产、物流仓储和贸易为支柱的产业结构特征。其中，

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工企业提供服务为主要对象

的日本通运、金门物流和大九公司，已正式运营并取

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三、紧密连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保税区企业经

营态势良好

大连保税区充分发挥保税区的特殊贸易功能，鼓

励进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在企业经营范围上允许一

业为主，多种经营。

为创造仿真的国际市场环境尽快形成保税区内的

经营环境，大连保税区在市政府的支持下，组建了生

产资料交易市场，吸引了近 150 家企业加入市场，

1995 年实现市场交易额 12亿元，历年累计实现交易

额已达 25 亿元人民币。

市场带动了整个区内经济，1995 年全区实现国

内生产总值 3 亿元，社会总产值 3.5 亿元。三年来，

保税区累计实现财政收入 1.5 亿元人民币，实现进出

口总额 2.5 亿美元，累计实现商品销售收入 30 亿元

人民币，从而奠定了保税区发展的经济基础。

四、加强法规建设，投资软环境不断改善

为创造仿真的自由贸易环境，营造市场运作机

制，在借鉴其他保税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大连保税

区的特殊情况，大连保税区制定了《大连保税区管理

条例》，并由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后正式颁布实施。同

时还制定了项目审批、土地管理、规划管理、劳动管

理等专项管理办法。

围绕软环境建设，大连保税区除贯彻国家已赋予

保税区的各项功能和优惠政策外，还结合保税区的特

殊情况，研究和制定为周边地区服务的各项具体措

施。如鼓励保税区的企业从事委托加工，鼓励开展商

品展示活动等。

（大连保税 区财政税 务局供稿， 李汉国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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