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改革与发展 

文/梁 爽 

   一、我国保税区转型自由贸易区的改革 
   （一）我国保税区的改革方向及指导思想 
   面对挑战，我国保税区必须走改革发展之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保税区应当
向自由贸易区的方向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我国保税区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
峻挑战，我们应当继续提高沿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建成几个具有国际水平的自由贸易区，作为我
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尖兵。 
   （二）我国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模式  
   目前全世界的自由贸易区有1200多个，其规模、功能、管理模式、绩效各不相同，根据研究
国外自由贸易区发展情况，结合我国保税区具体情况，我国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模式如下。 
   1、境内关外，适当放开 
   我国自由贸易区的性质应当明确规定为与国际惯例相符的、处于“境内关外”的特殊经济区
域。所谓“境内”是指只要明确处于我国边境之内，是我国拥有主权的区域，在区内活动的法人和
自然人都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和法规，接受我国区内管理当局的管理，包括接受我国海关的监督。
所谓“关外”就是处于我国海关管辖界限之外，并按照这一性质对区内的企业、人员和货物实行一
些特殊的管理办法，以尽量减少由于关税和复杂的海关手续所造成的贸易障碍。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根据非歧视原则，我国保税区对外资的减免税等优惠政策将
逐步取消，而与境内其他地区实行同样的税率。因此应当促使我国保税区不失时机地向自由贸易区
转变，按照“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国际上通行的自由贸易区模式运作，使其具有
“境内关外”的独特政策优势，以保持并扩大其对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 
   2、物流主导，综合配套 
   现代物流管理已经成为跨国公司运营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方面。利用信息技术将供应商、生
产商、运输商、经销商、直到顾客这一条供应链合理地组织起来并优化管理，可以进一步提高效
率、降低成本。 
   与此同时，现有自由贸易区的功能也在不断地调整，其国际物流的功能日益突出，可以认为
自由贸易区正在从贸易主导型和加工主导型向物流主导型过渡。在物流主导型的自由贸易区内并不
排斥其他方面的功能，包括贸易、加工、展示、金融、生活服务等功能。工贸结合型或单纯贸易型
的企业都可以利用自由贸易区的区位优势和物流设施开展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等方面的业务，跨
国公司在某些地理位置适中的自由贸易区内也可以开展贸易业务，并将这些业务与其物流管理功能
结合起来，形成以物流功能为主，综合配套其他功能。 
   3、区港结合，协调发展 
   目前世界上知名的自由贸易区多半与港口相连，并实行区港一体化管理，例如德国的汉堡自
由港、荷兰的鹿特丹港、巴拿马的科隆自由贸易区等。 
   实现区港一体化就要求区港规划呈“前港后区”的态势，即实现港口作业区、保税仓储区、
出口加工区、对外贸易区等功能小区的合理布局。在自由贸易区内不仅与港口直接相关的产业和功
能小区要与港口联动发展，而且与港口间接相关的贸易、房地产、出口加工、商展、金融、中介服
务等产业也要协同发展，促使港口发展成为国际枢纽港。 
   二、我国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基础保证 
   （一）“区港联动”拉开了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序幕 
   所谓“区港联动”，即保税区与临近的港区合作，在港区划出部分区域，实行保税区叠加出
口加工区政策。该区域作为保税物流园区，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充分利用临近港口货物集散便利的
交通优势，简化货物流转手续，提高货物流转速度，降低企业成本，推动保税区物流仓储发展。
“区港联动”是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第一步。 
   “区港联动”政策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以往运入保税区的货物，要等到离境后才可享受出口
退税，现在货物进入园区即享受出口退税；打破以往集装箱只能原箱进原箱出的“规矩”，在保税
区物流园区内，船运公司可以把两个或多个发往同一目的港的未满集装箱“拼”成一个整箱，由此
大大节省成本。 
   上海保税区某电子物流公司老总感慨道“以往我们在天津有一家客户，专门生产电子零部
件，其产品销售对象是江苏无锡的组装出口企业。前者预交的增值税，要等到后者产品出境才能进
行退税，得等一年以上。有的企业选择了‘香港一日游’的方式，将零部件产品运至香港，获得退
税，再运回国内提供给组装企业。从天津海运到香港，再到无锡，至少8至10天，且出境、入境，
必须两次报关。如今，国内货物进了物流园区，视同出口，只须一次报关，且可立即实行退税，时
间节省一半以上。” 
   而对航运公司来说，进出境及中转货物可进行分拆和集拼的功能，更具吸引力。如果航运公
司有一个北方客户，产品分别出口至美国的东海岸和西海岸。以往，航运企业将货物运至台湾高雄
港进行分拆，再与其他相同目的地的货物进行集拼。如今，这些在外高桥物流园区就可进行，长江



 

流域的货物出口美国，在物流园区分拆、集拼后，费用可降低25%～30%。 
   自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实施区港联动以来，2004年8月16日，国务院在外高桥试点的基础上同意
进一步扩大区港联动试点范围，青岛、宁波、大连、张家港、厦门象屿、深圳、天津等7个保税区
也开展了区港联动试点。至此，全国15个保税区实施区港联动的试点港口已达8个。有关专家认
为，区港联动拉开了我国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序幕。 
   此轮海关总署对“区港联动”的试点，可谓在全球经济大趋势下的主动应变，得到了各地的
支持，也得到了企业的好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正致力于打造中国第一个，也
是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天津和大连保税区提出打造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深圳也在加快步伐，积极推
动福田保税区率先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国务院联合验收组组长、国家海关总署党组成员叶剑说“区
港联动”实现了“境内关外”的自由贸易区功能，是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扩大对外开放，探
索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迈出实质性第一步，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 
   （二）保税港建设推动了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进程 
   我国保税港的建设 
   在保税区实行“区港联动”试点的基础上，国家政府又提出扩大“区港联动”的范围。2005
年6月22日，国务院以“国函〔2005〕第54号”批复同意在上海设立洋山保税港区，批准面积是
8.14平方公里，成为国家批准的第一个保税港区。上海已经提出把洋山港1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建
成“保税港”。2005年11月底通过国家有关部委联合验收，2005年12月10日，在洋山深水港开港的
同时正式启用。 
   根据国务院对设立洋山保税港区的功能定位，保税港区将主要发展集装箱港口运输服务、国
际中转、配送、采购、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等业务。同时积极拓展区域功能，大力培育国际航运市
场服务以及为物流和制造业提供支持和配套的其他各类业务。洋山保税港区集中了我国港口和海关
特殊监管区的所有核心政策，也充分体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精神。除集装箱枢纽港口的基本功能
外，目前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物流园区所施行的海关、检验检疫、外汇、税收等方面的政
策，在保税港区也都有效，实现了“三合一”叠加政策，使保税港区成为国内在优惠性、开放性和
便利性方面与特殊经济区域国际惯例最为接近的区域，保税港区具备更多的政策优势和监管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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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上海投资促进平台 
   保税港区模式符合现代口岸加工物流产业发展的新潮流，政策方面还具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继上海洋山保税港后，天津滨海新区、大连大窑湾港区也被相继批复同意设立保税港区。 
   天津港东疆港区设立保税港区，面积达10平方公里，是继上海洋山保税港区后，中国批准设
立的第二个保税港区，也是目前中国面积最大的保税港区。保税区的设立将有助于吸引更多外资企
业到天津滨海新区来投资。中国海关总署日前印发《海关总署关于支持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总体意
见》，提出支持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建设，逐步建立具有全面保税功能的大型综合性海关保税监管区
域等14项措施，以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支持保税物流体系建设，以东疆
保税港区建设为龙头，促进发展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国际中转、集装箱拆拼箱等现代物流业务，支
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联动试点。还包括加强跨区域口岸协作，发展海铁联运、海陆中转联运、空陆
联运、沿海内支线中转等多种新型转关业务，简化大陆桥进出境货物通关、转关、过境手续，支持
天津电子口岸建设，创新加工贸易监管制度,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等。 
   保税港区是目前中国对外开放层次最高、政策最优惠、功能最齐全、区位优势最明显的特殊
经济功能区，它整合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等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政策优势、
功能优势和区位优势，具有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国际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等功能。目

 



前，国家已批准的上海洋山、天津东疆和大连大窑湾三大保税港区的建设无疑又推动了保税区向自
由贸易区转型的进程（作者单位：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国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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