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表

序号 工　作　任　务
负责单位
（列第一位的
为牵头单位）

时间进度

１

建立不 同 层 级 的 重 点 服 务 贸 易 企 业 联 系 制
度，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优化企业发展
环境，落实 国 家 扶 持 政 策，增 强 企 业 实 力，
扶持企业做大做强，夯实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的产业基础。

省商务厅 ２０１５年
下半年启动

２
鼓励企业通过兼并、收购、重组、上市等多
种方式扩大规模和提升层次，形成一批具有
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服务贸易企业。

省商务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金融办
持续实施

３
引进具有实力的域外服务贸易企业，推进本
省企业国际化进程。

省经合局
省商务厅

２０１５年
下半年启动

４

根据各地服务 业 发 展 实 际，依 托 产 业 优 势，
以长春市、吉林市和延边州为区域重点，以
点带面，带动其他地区挖掘潜力，发展各具
区域特色的服务贸易。

省商务厅
长春市政府
吉林市政府
延边州政府

持续实施

５

依托我省优势产业，加快推进服务外包、动
漫游戏原创、文化创意、科技创新等产业园
区主 体 建 设，形 成 我 省 服 务 贸 易 发 展 集
聚区。

省商务厅
省文化厅
省科技厅

持续实施

６

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产业园区
道路运输、教育、医疗、商业、文化娱乐等
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和各类公共服务平台，使
服务贸易发展环境更加适宜。

省商务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教育厅

省卫生计生委
省文化厅

持续实施

７

在有条件地区探索 建 设 特 色 服 务 出 口 基 地，
拓展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的服
务出口功能，扩充国际物流、中转服务、研
发、国际结算、分销、仓储等功能，逐步形
成我省对韩、对日、对俄特色服务贸易功能
实验区。

省商务厅
长春海关

省交通运输厅
持续实施

８
鼓励外资参与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
计、商贸物流等服务业领域。 省经合局 持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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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增加我省与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国的直航
航线，增 强 我 省 与 东 北 亚 地 区 及 “一 带 一
路”沿线国家服务 贸 易 相 关 领 域 人 员 往 来，
疏通引进和输出专业人才与专业服务渠道。

省商务厅
省旅游局

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

２０１５年
下半年启动

１０

支持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服务业企业在境外
开展投资合作，大力推动境外商业存在模式
服务贸 易 发 展。结 合 我 省 服 务 贸 易 重 点 国
别，支 持 企 业 在 旅 游、运 输、教 育、文 化、
建筑工程、餐饮、中医药和服务外包等领域
的对外投资。

省商务厅
省发展改革委

持续实施

１１

以重点服务贸易企业为支撑，进一步巩固和
扩大我省在欧盟、美国、日本、韩国、俄罗
斯和澳大利亚等主要服务贸易市场的贸易规
模。围绕 “一 带 一 路”沿 线 国 家 的 市 场 需
求，推动企业在东南亚、中亚、东欧和非洲
等地区开拓市场。抓住新一轮服务业跨国转
移和国内沿海向内 陆 省 份 转 移 的 战 略 机 遇，
构建我省服务贸易国际市场新格局。

省商务厅 持续实施

１２

落实国家外经贸发展专项扶持政策，支持服
务贸易企业发展。统筹用好我省对外文化贸
易、服务外包等领域的财政政策，逐步建立
和完善涵盖服务贸易各领域的扶持政策。创
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加大投
入。探索建立服务贸易产业发展基金，引导
和推动产业发展。

省财政厅
省商务厅

持续实施

１３
切实执 行 服 务 出 口 零 税 率 或 免 （退）税 政
策，为服务出口企业办理免 （退）税业务提
供便利。

省国税局
省商务厅

持续实施

１４

组织和支持企业赴境外参加服务贸易相关领
域重点展会，组成专业团组开展境外业务交
流洽谈活动，推动贸易规模的扩大。利用中
国 （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 （上
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中国国际软件
和信息服务交易会、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服
务贸易大会、中国·吉林松花湖服务外包发
展论坛等促进平台，推介我省服务贸易优势
领域 和 重 点 企 业，开 展 洽 谈 交 流，寻 求 合
作，宣 传 展 示 我 省 服 务 贸 易 品 牌 和 企 业
形象。

省商务厅 持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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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扩大跨境电子商务在服务贸易领域应用，充
分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加强与境外信息往来与
业务交流，拓展海外营销渠道，探索服务贸
易发展新方式。逐步与主要服务贸易合作伙
伴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定期互访交
流机制，增进贸易往来。

省商务厅 持续实施

１６

利用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对服务贸易企业的
支持政 策，推 进 我 省 服 务 贸 易 重 点 项 目 建
设。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在现有业务范围内
加大对服务贸易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开展国
际并购等业务的支持力度。

省金融办
省商务厅

持续实施

１７

鼓励保险机构探索研究推出更多、更便捷的
外贸汇率避险等险种，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采取灵活承保政策，简化投保手续，支持服
务贸易发展。

吉林保监局 持续实施

１８

高等学校结合服务贸易各领域发展实际，科
学制定专业培 养 方 案，优 化 相 关 课 程 体 系，
建立服务贸易专业人才实习实训基地。着眼
产业发展，培养人才，将服务贸易人才纳入
各类技术技能人才培训范围。

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
省商务厅

２０１５年
下半年启动

１９
完善省级服务贸易发展协调机制，加强对服
务贸易工作的宏观指导。 省商务厅 ２０１５年

下半年启动

２０
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统计监测、运行和分析
体系，开展重点企业数据直报工作。

省商务厅
省统计局

省外汇管理局
持续实施

—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