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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试验田"迈向更高水平开放形态

　　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

方案》）。这是我国在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支持海南深化改革开放方面

取得的重大进展。在当前全球经济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陷入严重衰退、单边主义和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激流汹涌的背景下，开启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充分彰显了我国

深化改革开放、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和经验、用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坚定信

心，对于加快实现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由“试验田”向更高水平开放形态的历史性跨越，

具有重要意义。

　　自由贸易区（港）建设的国际经验 

　　国际上的自由贸易区（港）建设已有数百年历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和成功

经验。自由贸易区一般指一国关境内的特别经济区，各国具有给予特殊监管与政策安排的

自主权，其中开放度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当属自由贸易港。

　　自由贸易港或自由港，是自贸区的一种特殊形态，一般指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

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国际上早期的自贸港，

只是在港口实行促进商品流通和发展对外贸易的开放政策，在为各地船只往来提供方便和

安全保护的同时，免征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随着国际贸易活动不断扩大，其形态更加多

样化，逐渐新增仓储、物流、加工和金融服务等功能，与产业、城市、社会相融合，形成

较大规模的临港经济圈和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对带动当地经济繁荣、提升本

国（地区）经济国际化水平和全球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中国香港、荷兰鹿特丹港等

都是国际公认的自贸港。

　　我国自贸区发展历程 

　　1990年，我国在上海外高桥设立了第一个保税区，之后陆续在全国各地设立一大批海

关特殊监管区，包括保税区、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出口加工区、保税港区等。这

些特殊区域，功能和国外早期的自贸区相近，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分工合作的重要载

体，发挥了对外贸易“窗口”作用。

　　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设立，开启了中国自贸区发展的历史

新阶段。自贸试验区，是基于传统自贸区内涵的重大创新和功能拓展，承担着为我国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大历史使命，制度创新取得的成功经验要在

更大范围内复制和推广；先行先试的内容不仅涉及贸易投资准入等“边境上”的开放领

域，而且涉及广泛的经济制度和政策等“边境后”的改革议题，具有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

试验田的综合性功能。过去7年的建设实践表明，自贸试验区在政府职能调整、投资管理

制度改革、贸易发展和监管方式转型、金融开放创新、法制环境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大批制

度创新成果并在全国复制推广。从对外贸易“窗口”到改革开放“试验田”，这是我国自

贸区功能的一次显著提升。

　　自贸区通常是以物理或电子围网与一般区域相隔离的特殊监管区，自贸试验区地域覆

盖范围既包括海关监管区，也包括非海关监管区，并不具备全域“境内关外”的特殊监管

条件。为此，区内的保税政策仅在其中海关监管区的较小范围内实施，投资准入开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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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闫琪）

与一般区域的高度差较为有限，放开资金、人员和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尚不具备必要监管条

件和制度支撑；整体开放水平和自由化标准与国际上成熟的自贸区，特别是自贸港相比还

有较大差距。

　　迈向更高水平开放形态的新跨越 

　　海南自贸试验区是我国设立的第一个全域型自贸试验区，承担着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打基础的重大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要体现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符

合海南发展定位，学习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总体方案》

进一步明确了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目标要求。可见，建设海南自贸港是我国自贸区建设从

“试验田”向更高水平开放形态的又一次历史性跨越。

　　在一国领土内设立自贸港等特殊经济功能区，国家必须从法律上明确并保障其区别于

境内一般区域的特殊功能和地位，并依法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2019年3月，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立法工作的决议，在提升海南自贸港治理体系法

治化国际化现代化水平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建立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基础，以地方性

法规和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为重要组成的海南自贸港法治体系，能够明确特殊经济区的特殊

法律地位，充分保障区域内的例外安排和自主决策权，为特殊经济区进行制度与政策创新

提供法律依据，充分保障自贸港自主创新功能。

　　实现制度建设阶段性目标的对策建议 

　　把海南自贸港建成全球最高水平开放形态，需要较长期不懈努力。《总体方案》给出

了时间表和阶段性目标：一是到2025年初步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营商环境达到

国内一流水平，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改善。这一时期是“建制度”阶段，主要任务是

逐步落实总体方案部署的各项制度建设举措，实施自贸港早期安排政策、开展全域型海关

特殊监管区基础性建设、完成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立法、海南经济特区立法和多元化商事纠

纷解决机制运作办法并颁布实施。二是到2035年，自贸港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熟，

营商环境更加优化，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这一时期是海南自贸港政策制度体系的

“全运行”阶段，主要应在海南全岛封关运行基础上，全面实行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重

点，资金、人员、运输跨境移动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自贸港制度和政策，形成

适应自贸港建设需要的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制度，以及现代化安全风险防护和社会治

理体系。三是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这是海

南自贸港“强特色”阶段，全球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特色和成果将持续展现。

　　2020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起步之年，在随后的“建制度”阶段，如何全面落实《总体

方案》最为关键。建议从以下方面发力：对《总体方案》涉及的中央事权尽快进行一揽子

集中授权；限期完成调法调规工作；通过中央授权或特区立法形成早期收获期间过渡性制

度安排；准入负面清单和鼓励类正面清单的开放度应显著高于国内现有水平；“二线”监

管制度和标准设计必须优先保障国内企业、居民往来海南的便利性。

　　在“全运行”阶段，建议把强化运行纠错机制和安全风险评估及防控机制、提升事中

事后监管和危机应对能力等作为确保海南自贸港成功运行的关键举措。

    （作者：赵晋平，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海南省自由贸

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咨询委员会委员、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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