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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拓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功能推动提升平台应用率
建设以国家标准版为主，边民

互市管理系统等地方特色应用为辅

的重点功能，超前启动电子口岸建

设及推广，实现“单一窗口”业务

全覆盖，加大培训力度，强化服务

保障，认真做好宣传推广工作，平

台运行稳定、良好，业务量快速上

升，率先完成国家要求年底主要业

务应用率达到100%的工作目标，口

岸通关效率持续提升。其中，边民

互市管理系统是全国第一个省级集

中建设的边民互市贸易政务服务平

台，开发了边民互市公共服务（商

品和车辆申报）、商务管理、海关

监管、检验检疫监管、卡口数据采

集、数据报文处理等功能。

10  以跨境物流信息平台创新跨

境甩挂直达运输模式
基于“互联网+现代物流”，搭

建“跨境物流信息大数据中心”，

创新两国牌照跨境挂车直达运输模

式，以“智慧跨境物流枢纽”项目

提供线上线下、全链条系统性解决

跨境物流方案，打通跨境直达运输

物流通道，解决信息化程度低、物

流信息不对称等导致的跨境运输时

间长、成本高、口岸通关效率低等

问题。

11  以“政府+职能部门+基地+

协会”新模式搭建翡翠规范交

易平台
本着开放、包容的理念，先

行先试，破难堵疏，以搭建规范

平台、健全制度体系、加强宣传引

导、完善共同监管等举措，探索出

“政府+职能部门+基地+协会”的事

中事后监管新模式，规范和有效管

理网络消费时代下新兴业态快速成

长过程中出现的线上交易监管问题

及局部市场乱象，做大市场，积极

培育新业态。

12  “一口岸多通道”实现边境

口岸就近监管通道新模式
实行人、车、货专业化分流，

实行“一套班子”管理模式，提

高通关效率，积极推动边境通道纳

入口岸监管范围，创新“一口岸多

通道”监管模式，疏导口岸通关压

力，加强和规范边境通道管理，提

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有效促进对外

贸易、富民兴边、加快对外开放。

13  沿边地区涉外矛盾纠纷快捷

处理机制
建立边境边民纠纷联合调处机

制，成立涉外调解室和调处中心，

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完

善涉外调处沟通积极探索行之有

效、施之得道的涉外矛盾调处机

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

法调解相互衔接。

14  创新“跨境直通、电子批

量”边民互市结算新模式
聚焦沿边金融和跨境金融中的

难点痛点问题，充分发挥母行与境

外子行“母子联动”互相呼应的优

势，创新实现“跨境直通、电子批

量”的结算模式，进一步推动了贸

易投资便利化，并向以边民互市贸

易为代表的跨境经贸往来提供合规

便利、安全高效的跨境金融服务，

加快实现兴边富民步伐。

15  政府职能前置实现外籍务工

人员全时全域管理
积极推动涉外政府之间人力资

源合作，优化跨境务工手续办理流

程，实现多部门同地办公，让外籍

务工人员入境务工手续全流程一窗

办理，同时建立健全外籍务工人员

的管理体系，有效保障了外籍务工

人员权益，有效节约了时间成本。

16  跨境车辆保险代查勘代定损

合作新模式提升跨境车辆保险

便利化
针对跨境车辆投保难、出险

慢等问题，充分发挥沿边和跨境优

势，通过与外方签订出境保险车辆

代查勘、代定损合作协议，建立有

效的车辆保险代查勘、代定损合作

机制，优化出险流程，提升查勘、定损

时效，提升了跨境车辆保险便利化。

17  创新监管模式有效化解和处

置村镇银行风险
针对个别村镇银行偏离支农支

小市场定位，资产质量快速下滑并

引致监管指标恶化，存在重大风险

隐患，主动压实主发起银行风险处

置责任取得显著成效，实现高风险

村镇银行风险得到有效化解和处置。

18  构建体制机制创新开展跨境

反假货币工作制度试点
立足人民币在云南相邻国家

和地区流通的实际，按照“创新理

念、端口前移、打防并举、健全机

制、推进合作”思路，建立“跨境

人民币反假工作中心”，按照“创

新思路、统一规划、先易到难、分

步实施”要求，逐步建立州（市）

分中心、县（区）工作站，开展跨

境人民币反假货币交流、培训和宣

传工作，开展假人民币跨境流通

监测，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和长

效化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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