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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自贸港对接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的
可行性基础及法律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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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自贸港对标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是我国适应全球高规格新型全球经济一体化

发展的新趋势新需要。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高起点、高开放、高标准等特征，成为我国加入ＣＰＴＰＰ的新目标。发挥中国特

色自贸港作为我国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作用，对接ＣＰＴＰＰ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成为自贸港重

要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自贸港的特殊战略地位、立法权优势、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以及叠加ＲＣＥＰ政策效应等因

素，为对接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提供了充分可行的优势条件，很大程度上也倒逼自贸港法治创新和构建自贸港涉外经贸法

治体系，构建与ＣＰＴＰＰ相适应的自贸港经贸法治体系将助力国家开放战略目标的实现。自贸港对接ＣＰＴＰＰ规则也面

临着国内外的复杂因素、自身约束性条件和风险性，提出树立对标ＣＰＴＰＰ规则的法治理念、加快调法调规工作、强化涉

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构建对标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风险防控机制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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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ＣＥＰ主要涵盖２０个章节，通过给予欠发达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实现了高质量和包容性的统一，协定生效后实现区域内９０％零
关税；ＣＰＴＰＰ文本一共３１章，除去导言一共是３０章，在贸易协定的规则标准上，ＣＰＴＰＰ明显高于ＲＣＥＰ，例如在货物贸易的国民待遇和
市场准入上，ＣＰＴＰＰ关税减让力度很大，将实现９９％商品零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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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港是我国不断拓展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试验田和新高地，在当今西方
国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的时代背景下，自由贸易港成为了我国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主导和
引领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上与西方博弈的主阵地。２０１８年４月，习近平总书记“４·１３重要讲话”［１］发
表和中央“１２号”文件发布，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分阶段建立自贸港政策
和制度体系［２］。在各方面试点工作经实践检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基础上，中国积极打造
自贸试验区的升级版———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贸港，以全球最高开放水平来应对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
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升我国在参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制度竞争力。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ＲＣＥＰ）生效以来，我国正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ＣＰＴＰＰ）的谈判工作①。自２０２１年９月我国正式递交加入ＣＰＴＰＰ的申
请后，同年１１月１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中国申请加入ＣＰＴＰＰ，将
在谈判进程中继续压减外商准入负面清单，推动农业和制造业开放，为亚太经济发展提供助力。ＣＰ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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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以全方位、高标准、高质量并强调约束性、强制性的基本特征被称之为“２１世纪最高规格的经贸协
定”，代表着当今国际经贸规则的最新标准和发展走势①。与签署ＲＣＥＰ的过程相比，我国签署加入

ＣＰＴＰＰ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和挑战，ＣＰＴＰＰ无论是开放程度还是涉及领域都比ＲＣＥＰ更高更广，尤其在
电子商务（跨境数据流通）、劳工标准、国有企业、竞争政策的协定内容上对我国目前的制度体系和法律
制度都有很大程度的影响。海南自贸港作为我国对接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的最前沿，建设国内国际双
循环格局的重要窗口，并且拥有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和新型地方授权立法的法制优势，未来可能成为我
国进行ＣＰＴＰＰ高水平规则压力测试的主阵地。２０２１年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
指出，将在海南自贸港做好高水平压力测试，坚定不移地推进自贸港高水平开放［３］。总的来说，在自贸
港进行ＣＰＴＰＰ的规则试行是一项系统性的课题，也是实现封关运作前的一项关键性工作，更是彰显我
国在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中主动保持与国际经贸规则一致性的决心。

一、新发展格局下自贸港对接ＣＰＴＰＰ规则的意义

（一）服务于制度型开放和自贸港国际化建设的总体战略
借鉴先进的国际经验，主动制定、引领、对接主流的国际经贸制度体系和管理体制，关系到自贸港建

设的成效和国家构建制度型开放的发展格局。“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要稳步实现商品和要素流
动型开放向规则、管理、规制、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型和发展。２０２１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始终坚持多边主义，主动对标国际经贸规则，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改革。从我国加入 ＷＴＯ到

ＲＣＥＰ生效以来，自贸区战略与国家对外开放大局有着紧密的关系。探索实施ＣＰＴＰＰ投资与贸易的
新规则，在“一线全面放开”的贸易管理制度下提升海南自贸港与境外主体经济活动的畅通性与活跃度
可以真正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加速海南“三区一中心”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当今世界经济复苏受阻和新
冠疫情变异毒株反复困扰的国际形势下，“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单边主义思潮不断抬头，加上俄乌战争
冲突引发的各种经济制裁，严重冲击了二战以后形成的以规则为主导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②。传统的

ＷＴＯ协商机制已无法解决各国间的贸易摩擦和非理性博弈；此时，以区域经济集团化为核心的经贸外
交因具有发展共同体的特征，能够成为我国融入全球新一轮开放格局的重要依托［４］。海南自贸港在对
标全球高水平经贸规则上探索与ＣＰＴＰＰ相关规则对接，例如在协定第二章、第九章、第十章、第二十四
章中关于贸易投资便利化、跨境服务贸易、电子商务、中小企业等章节，正是海南自贸港当前重点发展的
产业领域，应发挥为国家先行尝试制度的特色功能，构建与ＣＰＴＰＰ高水平规则相符合的政策和制度体
系，成为我国打造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创新高地。

此外，国际化是自贸港的基本特征，海南自贸港不仅立足中国特色，也体现出国际知名自贸港的一
般共性，即生产经营国际化、资本输出国际化、旅游消费国际化、规则体系国际化等特征［５］。海南自贸港
的规则体系国际化是适应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变革的高度体现，以ＣＰＴＰＰ为代表的高水平经贸规则体
系是未来自贸港制度规则体系完善的目标导向，精准研判ＣＰＴＰＰ各项经贸规则的差异化和兼容性，有
针对性的先行与国家发展需求相符，兼顾海南实际的有关规则，促升海南自贸港制度规则体系更加符合
国际贸易的主流标准，形成具有高水平竞争力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二）助推自贸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法治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０年８月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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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ＰＴＰＰ前身是ＴＰＰ，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一，原本由美国牵头的１２国组成，特朗普在２０１７年退出ＴＰＰ后，其余１１国
在日本的主导下签署了新的ＣＰＴＰＰ。成员国包括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秘鲁、墨西哥、智利１１
个国家，是一个约５亿人口的经济圈。

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以规则秩序为核心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在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实
行的以孤立主义为主的逆全球化形式。如今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下，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正将自身制定的规则沦为制裁他国的武
器，非理性的动摇着全球化的根基，也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２０２２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陆续推出加快海南自
贸港开放建设的重大举措，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海南独特的
地理优势和区位优势成为双循环建设的关键节点，是国内企业“走出去”和境外企业“引进来”的新型窗
口［６］。依托于国内１４亿消费人口的内需市场和域外临近的亚太经济腹地，截止２０２２年６月，海南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大约７４６亿元，同比增长约６１％，增速位于全国第二；在连结内地消费市场上，由于新
冠疫情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冲击，中央在疫情之下积极完善海南离岛免税销售政策，在离岛免税新政的有
力刺激下，２０２１年海南１０家免税店离岛免税销售额突破了６００亿人民币，有效吸引了境外消费回流，

释放了疫情下的消费活力［７］。

２０２２年海南自贸港充分利用ＲＣＥＰ生效后的新机遇，上半年与ＲＣＥＰ各成员国贸易往来频繁，贸
易进出口额达２５７．９亿元，占全省对外贸易总额的４０％左右；而ＲＣＥＰ和ＣＰＴＰＰ的各大经济体中有多
数重叠，超半数以上的成员国都是ＲＣＥＰ国家①，特别是日本作为ＲＣＥＰ中第二大经济体和ＣＰＴＰＰ的
主导国，受益于我国与日本首次在自贸协定下达成自贸伙伴关系②，贸易便利化的相关措施使海南也成
为了日本重要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地区。例如海南的鰤鱼苗是日本重要的渔业产品，海南出口日本的量
占全国出口量的７０％。加上海南自贸港正好位于该区域的中心位置，ＣＰＴＰＰ各成员国中日本、新加
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都位于海南４小时飞行经济圈内，而澳大利亚、新西兰也位于海南８小时飞行
经济圈之中。基于地缘和经济上的关联性有助于海南有选择性地试行ＣＰＴＰＰ中高标准且创新性强的
内容③，事实上，ＣＰＴＰＰ和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是一个叠加效应，自贸港是当今世界开放水平最高的经济
形态，如果中国未来顺利加入ＣＰＴＰＰ，可以同时享受区域多边开放的红利，海南自贸港有望在封关运作
后成为四个大市场的重要交汇点———内地消费大市场、ＲＣＥＰ大市场、ＣＰＴＰＰ大市场和全球大市场。

另外，未来海南封关运作后自贸港开放水平将会高于中国申请加入ＣＰＴＰＰ所作的承诺水平，而且也会
对自贸港各项硬软性机制建设起到倒逼作用。为此，海南在对接ＣＰＴＰＰ相关经贸规则上要加强制度
集成创新和风险测试，为我国在签署ＣＰＴＰＰ的谈判中积累经验，掌握国际经贸制度重构的竞争话语
权，促升海南自贸港在封关运作之后成为对内联动１４亿内需的大市场，对外连接亚太、跨越北美和南美
的双循环主枢纽。

（三）促进自贸港适应全球经贸规则重构，开创开放型法治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战略已取得了阶段性成就④，在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趋势

下，我国日益成为全球经贸规则变革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与协调者，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
求，并积极地行使国际话语权。ＲＣＥＰ的成功签署标志着我国在推动全球经贸制度改革过程中取得的
重要进展，而申请加入ＣＰＴＰＰ则是我国未来融入更高水平经贸体系的新格局需要，对打造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制度型开放体系有着全局性意义。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贸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环，是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和开放型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从ＣＰＴＰＰ发展进程来
看，ＣＰＴＰＰ的前身ＴＰＰ（以下简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在美国主导下体现贸易霸权主义的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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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ＲＣＥＰ是当今全球覆盖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自贸协定，也是我国目前已经签署的自贸协定中最高水准的自贸协定，但ＲＣＥＰ中
的成员结构、规则标准要求、国民人均收入都远低于ＣＰＴＰＰ，ＣＰＴＰＰ虽然经济规模总量仅占全球的１３％，但协定覆盖的地域范围和涉及
的领域最广，成员的结构以发达国家为主无欠发达国家，发展的潜力巨大，被誉为２１世纪高标准经贸协定的代表。

有学者认为，在美国退出ＴＰＰ后，日本成为了ＣＰＴＰＰ的主导国，但以日本的经济体量和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日本主导下的

ＣＰＴＰＰ作用并不大，因为亚太地区若没有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或中国参加，它的影响力和体量是不够的。如果中国能加入ＣＰＴＰＰ，中
日联系会更加紧密，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互相配合会更多。参见王卓：《介于ＴＰＰ和ＣＰＴＰＰ间的印太经济框架———美国的另起炉灶、日本
的追随与中国的应对》，《东北亚经济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５期，第１１３－１１４页。

海南自贸港政策和ＣＰＴＰＰ协定内容都包含着一整套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和规则，涉及面很广，但海南自贸港是高水
平开放的自主平台，ＣＰＴＰＰ是协定义务，而且自贸港的零关税是广义的零关税包括进口环节税，ＣＰＴＰＰ的零关税是狭义的零关税，仅指
进口关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历经了三次大的浪潮，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启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浪潮、２１世纪初
加入 ＷＴＯ后开启的第二次对外开放浪潮、２０１２年底中共十八大召开开启的第三次开放浪潮。



准经贸协定，主要目的在于以高严苛、排他性、封闭性的规则企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外，以维
护美国在全球经贸格局中的贸易霸权地位。后来在美国退出ＴＰＰ后，其他缔约国在日本主导下修改了
部分条款，并搁置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条款，开始更名为ＣＰＴＰＰ。日本主导下的ＣＰＴＰＰ，以实现全球
自由贸易和高度开放的理念降低了中国加入ＣＰＴＰＰ的谈判难度。当前，在世纪疫情灾难和俄乌战争
冲突给世界经济发展造成的双重阴霾下，全球的经济、政治、军事、国际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
了解决当前全球性的发展困境，就需要各国积极优化涉外经贸体制建设，适应全球最新经贸规则的变
革。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日益复杂的局面下，美国奉行的激进式贸易保护主义、单边制裁主义和外交孤
立主义不断冲击着经济全球化，企图通过挑起贸易摩擦，制造规则壁垒来制约中国的崛起。然而，在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通过高标准建设中国特色自贸港，对标世界先进的经贸规
则，以实际行动证明通过自贸港建设来推动中国新一轮的高水平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而且，中国特色自
贸港建设和ＣＰＴＰＰ的开放其本质要求都是一致的，在自贸港进行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的压力测试，为中
国加入曾经美国用来对抗中国的ＣＰＴＰＰ积累经验，这不仅是对美国非理性贸易霸权主义的有力回击，
也能有效对冲中美贸易摩擦下的负面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还彰显了中国开放包容的格局和决心，更是
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经济思想和外交思想的深度践行，高度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经济思想和外交思
想的强大力量［８］。

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所体现的本质理念和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
共同体”精神是高度契合的，其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港所倡导的“资本逐利”“利益价值至上”理
念。建设中国特色自贸港虽然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但本质上是面向全球高度开放的主动平台，让全
球资本共享中国改革开放的机遇和红利。适应高标准的开放要求，对接全面进步性的自贸协定规则，是
体现自贸港最高开放水平形态的应有之义，根据《自贸港法》第九条规定①，在最高开放形态视域下，积
极对标最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不断借鉴国际经验，促进自贸港国际化发展。为了在２０２５年封关运
作时实现国内一流营商环境的目标［９］，海南自贸港必须建立一套衔接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的高水平国际
经贸规则对接体系，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完善，不断优化区域法治化营商环境。例如２０２１年９月

２９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强调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
关键职责，明确省政府要参照国际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标国际高水平营商环境规则，坚持以市场
主体为导向的立场，构建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的优质营商环境。这与ＣＰＴＰＰ的３０个章节里优化营
商环境的相关内容基本相符，ＣＰＴＰＰ第九章、第十章和第二十八章中关于投资、跨境服务贸易、争端解
决中有关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去行政化的专业性和市场化的监管模式，对未
来自贸港负面清单的缩减、提升市场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建设性的借鉴范例。

（四）自贸港助力我国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开放新目标
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５日我国正式签署ＲＣＥＰ，再到２０２１年９月我国正式申请加入ＣＰＴＰＰ。从世界

经济史来看，自冷战之后经济全球化实现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间投资贸易往来的依存度更加紧
密［１０］。而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８年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中美贸易摩擦，使得经济全球化增速放缓，逆
全球化产生。在有限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搞经济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粹主
义的情况下，我国始终坚持做经济全球化的最后捍卫者，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在３．５４万
平方千米如此大的地域里探索建设全球首个社会主义性质的自贸港，并试行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
中国特色自贸港与ＣＰＴＰＰ在制度基础、规则模式、开放水平上有着明显差异，自贸港加强与ＣＰＴＰＰ规
则的衔接有助于我国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实现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目标有着重要意
义［１１］。

从我国加入 ＷＴＯ以来，不断在国内法律制度改革上加强与国际规则的衔接，通过修改法律法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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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贸港法》第九条规定：国家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主动适应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新趋势，积极开展
国际交流合作。



符合国际法治的最新标准，在受逆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消极因素制约下，自贸港不仅要担
负我国吸引境外优质资本的“桥头堡”作用，而且更要发挥在“双循环”格局下连接国内外市场的最高开
放形态试验区功能。借鉴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成熟经验，积极推动自贸港贸易投资活动规则
的法治创新，着力对标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和标准体系，探索海南自贸港法治创新的作为和担当，发展提
升自贸港法治环境的软实力。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对标ＣＰＴＰＰ等国际最高水平经贸规则，提升自贸
港的世界影响力和竞争力，为我国促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参与国际经贸制度重构中的话语权竞争做出自
贸港开放优势的法治引领、促进和保障新贡献①。

二、海南自贸港与ＣＰＴＰＰ实现制度衔接的综合可行性

（一）自贸港战略位置特殊性是试行ＣＰＴＰＰ规则的先决基础
中央１２号文件明确了海南自贸港“三区一中心”的重要战略定位，独特的地缘优势和资源环境特色

是自贸港发展世界开放型经济的先天条件，《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自贸港方案）提出，海
南自贸港建设的地域范围是海南全岛，建设覆盖面积为当今全球所有自由港之最。与国内其他自贸试
验区的发展定位和功能属性不同，海南自贸港是全国最高开放水平的特殊功能区域，以打造全球最高层
次的开放属性为根本目标。基于岛屿型经济体的省情，使得海南自贸港在我国发展的某些关键性领域
试行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比国内其他地区更具备一定的比较性优势。

ＣＰＴＰＰ的生效与实施，影响着世界国际贸易规则的动态变化和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经贸环境，也
对我国法治现代化、国际化建设有着深远性的影响。在对接国际最新标准规则的目标进程中，应选择在
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环境下进行制度先行，由于在全国开展ＣＰＴＰＰ规则全方位推行的条件尚不成熟，
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对开展全面对接ＣＰＴＰＰ经贸新规则的试验是符合
试行要件的。海南作为我国第二大岛和全国海洋面积最大的省份，四面环海，与内地位置相对隔离，拥
有着天然的屏障，相对独立的地理位置便于控制货物进出、资金流动、人员往来和数据安全的有序流动，
实施特殊的管理体制和差异化的法律制度也利于试验国际上通行的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有效性［１２］。海
南自贸港利用其广阔的岛屿面积，便于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隔离性海洋环境，适当试行

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率先与国际接轨，同时兼顾海南实际情况和风险防控监管体系要求，建设国际先进经
贸规则的创新先行先试法治秩序。

自贸港封关运作，其高水平开放的经济属性和特殊区域制度的创新体制优势，更适合试行ＣＰＴＰＰ
经贸规则，并先行测试其可能产生的有关风险、利益及其相关因素变化等情形，以便更好地制定出相应
的风险防控措施机制。鉴于我国在参与ＣＰＴＰＰ谈判上还存在部分成员国意见分歧大、服务贸易全面
性承诺要求高、高门槛严要求贸易规则带来的新挑战等突出问题，通过在具备条件的最高开放水平综合
区域开展压力测试，积累制度集成创新经验，为我国逐渐打开对接ＣＰＴＰＰ最高开放标准规则的突破
口。海南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岛，与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探索开放可能产生的影响相比，海南的探索风险
相对有限。只需要形成与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相适应的监管体系，自贸港即使试行ＣＰＴＰＰ与我国现
行法律制度不一致的规则，对内地经济体以及国家整体的制度体系造成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可以将自贸
港率先尝试的一些风险降至可控的范围，使其不至于发生系统性的风险。正如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４年２
月２４日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特区是技术的窗口，是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１３］。

（二）地方立法权的多重性和聚焦性是对接ＣＰＴＰＰ规则的法治基础
海南自贸港立法权的多重性且立法权的特点更加聚焦和创新，是新时期自贸港进一步拓展更深层

次的开放、参与国际交流协作和竞争的法治保障。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通过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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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显示，若中国加入ＣＰＴＰＰ，２０３０年时中国国民收入有望增加２９８０亿美元，将给ＣＰＴＰＰ的现
有成员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使贸易额有望增长约５０％，全球收入有望增长７６．７％，达到６　３２０亿美元。



第十条赋予海南省人大及常委会制定“自由贸易港法规”的立法权①，这是一种有别于经济特区法规且
具有高水平开放属性的全新立法形态。对此，海南自贸港地方法规立法权已形成集一般地方性法规立
法权、经济特区立法权、自贸港法规立法权和民族自治地方法规立法权的四种立法权集合的多重形态，

是国内省级行政区域里拥有立法权种类最多且权限内容较为独特的区域［１４］。《自贸港方案》提出，要有
序推进构建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基础的地方法治体系，海南自贸港在制定地方法规方面可以比全
国其他省市、自贸试验区更加有自主性，创新性和灵活性更为突出。自贸港法第十条授予自贸港法在遵
守宪法规定及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立法创制和变通权限上可以涉及国家法律保留的条
款，这就使自贸港在法规体系创新上更加符合当今世界经贸规则发展的新趋势，突破与当前世界经贸规
则与国际商务惯例不符合的旧体制机制，在国内率先完成对接ＣＰＴＰＰ等先进性国际经贸规范的国际
合规性测试［１５］。

《自贸港方案》将法治制度列入自贸港“６１４”制度中②，显现了自贸港法治制度是自贸港建设的重要
内容之一。中央授予海南自贸港特殊的授权立法模式下的法治创新优势，为对接ＣＰＴＰＰ规则提供了
创新空间③，且海南自贸港地方法规体系的建设将积极探索“小切口，短快灵”的特点，立法内容更加贴
合实际和发展所需，具备可操作性和灵活性。由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政策和制度体系还处在初级建设
阶段，而ＣＰＴＰＰ是一个体现时代进步性、规则高要求性的世界先进经贸规范，涉及的领域和内容十分
广泛，发挥“小切口，短立法”的地方立法精细化模式，有选择性的借鉴和吸收ＣＰＴＰＰ引领全球高水平
开放的内容，运用海南自贸港法规立法权转化为试验性的立法内容，并加强立法前调研和立法后的评
估。例如服务贸易自由化是ＣＰＴＰＰ的重点内容，第八章的服务贸易章节规定除了采取负面清单管理
制度外，还对禁止业绩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的国籍限制条件要求作出了规定［１６］；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一直对境外商业存在机构的人员任职国籍条件持谨慎态度，但海南作为承担建设全球最大的中
国特色自贸港的实践重地，应在服务贸易准入条件上放宽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国籍限制，融贯ＣＰＴＰＰ规
则。诸如《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可以在海南
自由贸易港独立办学。因此，未来基于建设国际教育创新示范岛的实践需要，可以适当发挥自贸港法规
的灵活性和创新性优势，加之我国《高等教育法》只对国内高等院校的法定代表人作出国籍限制规定，并
未对境外独立办学的高等院校法定代表人国籍作出规定，所以可以利用自贸港法规立法权的特殊创制
功能，对境外理工农医高等院校的校长任职国籍条件放宽约束，发挥特殊立法权与ＣＰＴＰＰ服务贸易规
则的有限衔接，以此更好地在双循环格局下推进自贸港教育国际化水平。

（三）自贸港部分前瞻性的先行探索使自贸港积累了对接ＣＰＴＰＰ规则的独特优势
自贸港的核心是实现制度集成创新，承担试点高水平开放政策和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使命任务。

自习近平总书记发表４１３重要讲话以来，四年多来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贸港的进程稳步推进，海南外向
型经济发展成效和国际化水平都达到了全新的高度［１７］。根据党中央部署，海南不断对标国际高标准高
水平，不断探索试行ＣＰＴＰＰ等高水平经贸规则，主动适应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的趋势。事实上，海南自贸港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全国第１２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封关运作前
的攻坚阶段，已在部分领域的开放度上做到了与ＣＰＴＰＰ相关领域的开放水平相当，甚至比ＣＰＴＰＰ某
些领域更加超前。例如宽松便利的人员出入境管理制度，作为ＣＰＴＰＰ中投资和服务贸易的配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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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地方立法权中，海南除了省级和设区的市级人大及常委会的立法权外，还有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经济特区法
规制定权。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通过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创造性地规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这一全新的立法形
式，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的立法需求提供了新的路径。

“６１４”制度，即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规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构建６个自由便利制度（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

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１个现代产业体系和４个配套制度（税收制度、社会治理、法治制度、风险防控体
系）。

自贸港法规体系构建的内容，聚焦自贸港自由便利制度、政府与社会治理体系制度集成创新、风险管理控制体系、生态环境保护
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现代产业发展和竞争政策、“三区一中心”战略协同发展等内容。



性措施，ＣＰＴＰＰ第十二章的自然人临时出入境章节里作出了高度开放便利的商务投资人员临时入境和
居留承诺，并扩大了商务人员和投资活动的范围。由此可知，无论是ＲＣＥＰ还是ＣＰＴＰＰ等区域多边自
贸协定，人员出入境免签的范围一般限于商务和投资事由，而海南自贸港的人员出入境免签政策范围更
为宽泛，也是我国内地唯一实行单向免签入境的省份。在２０１８年出台的５９国人员旅游免签入境的政
策基础上，《自贸港方案》进一步扩大外籍人员免签入境的事由，允许以商贸、探亲、就医、体育竞技等事
由免签入境，体现了更高水平的开放程度，也比ＲＣＥＰ、ＣＰＴＰＰ自贸协定里自然人流动规则的开放性程
度更高。另外，在宽松便利的人员跨境流动政策基础上，２０２０年６月９日中国民航局正式出台《海南自
由贸易港试点开放第七航权实施方案》，支持外航在现有航权安排的基础上，在海南经营客、货第七航
权。其中，客运第七航权是除海南外国际上其他国家或地区均未涉及的，包括ＣＰＴＰＰ第十章跨境服务
贸易中空运服务业的适用范围，其也并未包括航权事项。因此，海南自贸港开放客运第七航权是我国超
出现有双边航权安排的最高水平开放，符合海南自贸港要对标ＣＰＴＰＰ全方位、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战略
目标定位。

由上述可知，海南自贸港在主动适应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革新的新趋势下，充分发挥敢闯敢试、改
革创新的探索精神，在对标ＣＰＴＰＰ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高标准规则上已实施了部分创新性的
规定，积累了在高起点、高水平基础上谋划自身制度体系建设的国际先进经验。因此，在已有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ＣＰＴＰＰ有关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竞争中立规则在自贸港内的适用条件和标准，为加快海南
自贸港具备封关运作的硬性条件，进行更为开放前瞻的经贸规则压力测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ＲＣＥＰ生效为自贸港对接ＣＰＴＰＰ的制度实践提供了文本参照

ＲＣＥＰ和ＣＰＴＰＰ都属于全球范围内区域自贸港协定的典型代表，都代表着当今全球较为开放和
内容高质量的经贸协定。其中，ＲＣＥＰ目前是我国缔结的自贸协定中最为开放的规则文本，我国同时也
在积极努力为加入ＣＰＴＰＰ进行全方位的规则改革和发展转型。ＣＰＴＰＰ的成员国中有７个都属于

ＲＣＥＰ成员国，两者的成员主体范围有一定重叠性，虽然ＣＰＴＰＰ和ＲＣＥＰ中涉及的领域、开放性承诺
以及对成员国的义务要求有较大差别，ＣＰＴＰＰ的规则内容里包含了大多数的义务性规则，对各成员国
有严格的约束性和义务性，ＲＣＥＰ则更多的是鼓励性的义务，但是两者的基本出发点、原则精神、价值理
念都是相当吻合的，都是致力于推进经济全球化，消除全球性的贸易壁垒，实现自由贸易①。事实上，我
国在ＣＰＴＰＰ谈判中的一些较难接受的条款已在ＲＣＥＰ中达成一致。可以说，中国作为ＲＣＥＰ中的重
要主导国和经济体量最大的成员，落实和履行ＲＣＥＰ协定中的各项内容和承诺关系到协定履行的最终
成效，也会影响我国在加入ＣＰＴＰＰ谈判工作中的具体进展，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系统性的影
响。在加入ＣＰＴＰＰ前，中国以ＲＣＥＰ中的倡导性规则作为对接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的基本参照，先行
部分投资贸易自由化和监管透明性的鼓励类义务，不断完善我国的政策模式和涉外法治体系，以对接

ＲＣＥＰ规则作为我国适应ＣＰＴＰＰ经贸体系的重要驱动因素，倒逼各项领域的规则调整和转型升级。

海南自贸港位于ＲＣＥＰ区域的中心位置，自ＲＣＥＰ生效后，积极梳理和研究协定中的各项条款，

２０２２年１月８日海南省政府出台了《海南落实ＲＣＥＰ　２０条行动方案》②，要求吃透ＲＣＥＰ高水平的经贸
规则，引领和推动本省的高水平开放。同时，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的知识产权规则，运用海南
自贸港地方立法权，先行先试ＲＣＥＰ鼓励性义务，参考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ＨＰＯＶ）１９９１年文
本的主要条款，出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植物新品种保护管理办法（试行）》，创新植物新品种保护范围。

—８５—

①

②

ＣＰＴＰＰ是一个强制性、制约性更强的组织。ＲＣＥＰ只是货物贸易，涉及服务贸易较少，ＣＰＴＰＰ有许多服务贸易包括数据流动等，

在国际生产链上实现了市场的全面融合，产业链广，产业互补性也比ＲＣＥＰ强，总的来说，ＣＰＴＰＰ在重建产业链、经济一体化上起的作用
比ＲＣＥＰ更大。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正式生效实施。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ＲＣＥＰ协定对海南自贸港建
设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早研究早部署，先后成立由各职能部门组成的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研究工作专班，海南省政府在扩大货物贸
易规模、创新服务贸易规模、推动双向投资和跨境产业链合作、深化区域一体化和互联互通水平、推动制度创新和优化营商环境五个方
面出台了２０条落实举措，抓紧抓好ＲＣＥＰ实施机遇，对有关工作进行了全方位部署。



结合２０２２年一季度以来海南高质量实施ＲＣＥＰ工作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其得益于良好的地理优势
和一流的生态环境，海南与ＲＣＥＰ各国间在货物贸易规模、服务贸易往来、对外投资等方面的增速已位
于全国前列，多个ＲＣＥＰ成员国项目落地海南，例如新加坡莱佛士国际医院项目落地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自贸港在推动我国参与亚太地区经贸交流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对接经贸规则、密
切与成员国间的经贸往来方面已有一定基础，为我国加快实现与ＣＰＴＰＰ更高水准的规则对接，从而加
入ＣＰＴＰＰ奠定了规则先行的探索基础。

三、海南自贸港试行对接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的法治对策

（一）树立自贸港对标ＣＰＴＰＰ规则的法治创新理念
海南自贸港对接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这是一个总的发展思路，须通过法治化将其设想有步骤、分阶

段依法有序推动。探究自贸港法治创新的路径与轨道，吸纳ＣＰＴＰＰ的自由便利创新等理念规则，这才
是推进自贸港法治创新的核心价值。体现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ＣＰＴＰＰ协定，被誉为２１世纪最高标
准、最高质量、最高层次的自贸协定之一，涉及政治、投资、贸易、金融、关税、人权、清廉建设、环境等多方
面议题，诸多创新性的经贸规则在全球的区域自贸协定中属于首创，也对中国制度改革带来了许多压

力［１８］。ＣＰＴＰＰ的本质是致力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其法治理念仍是依法推动自贸港构建法治引领、促

进和保障的客观理念要求。自贸港高度开放、高度自由、高度法治的核心特征与ＣＰＴＰＰ的总体规则宗
旨是相吻合的。ＣＰＴＰＰ条款的形式和实质体现了关税减让的全面性、原产地规则的灵活性、投资准入
的便利性、知识产权保护的严格性、反腐败规则的清廉性和效力性等。具体体现在：ＣＰＴＰＰ对成员国货
物贸易“零关税”水平达到９９％，协议生效后立即“零关税”的范围达到８０％以上，并且６个国家在协议
生效后将立即实现９０％以上的商品零关税；投资准入上倡导非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的完整规则体
系，知识产权保护突出“权利人本位”，取消货主反担保放行权；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要求缔约方消除腐败
和贿赂行为，要求各成员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等。这些规则内容都体现了ＣＰＴＰＰ的规则法治
理念和法治规则内容。ＣＰＴＰＰ的这些内容将为自贸港立法创新提供大量的“素材”，尤其是这些经贸活
动的法治创新空间非常大，极易推动海南自贸港贸易投资法治创新范例，这充分彰显了自贸港法治新秩
序新理念的话语权，也进一步优化了自贸港营商环境。

基于此，ＣＰＴＰＰ全面统一和高效治理的规则理念，有效推动了区域内经贸活动实现有法可依、秩序
可循的法治体系，强化了自贸港法治思维及法治体系的重要性，极大促升了海南自贸港法治水平。自贸
港法治思维凸显了法治程序的规则性、自贸港法治体系的前瞻性，这是全面实现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基
本内容要求，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基础；这是依靠法律的规范力、执行力、强制力，促使我国全面朝

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和发展［１９］。海南自贸港要进行规则先

行压力测试，首要前提在于转变规则对接法治规范的思路，应当从调整扩大“零关税”清单、全面推行服
务贸易负面清单、扩大自贸港原产地加工增值政策适用范围、转变海关监管理念、强化规范自贸港政府
治理和法治政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吸收ＣＰＴＰＰ的精神和原则，促进自贸港的法规和政策制定
者在压力测试工作中强化法治思维和能力，确保政策法规与ＣＰＴＰＰ的兼容性，借鉴ＣＰＴＰＰ监管的一
致性和非歧视原则。诸如在货物贸易全面实现零关税上，海南自贸港四张“零关税”清单的实际减让水
平、免税种类与ＣＰＴＰＰ的关税减让目录有较大差距，自贸港可尝试对接ＣＰＴＰＰ试行“零关税”清单，放
宽“一线”放开的空间，推进实施“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缩小与ＣＰＴＰＰ的差距。同时，各级部门要积极
开展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的研究以及普及工作，树立以规则为导向的治理理念，培育自贸港对接ＣＰＴＰＰ
的国际化意识、市场竞争意识、高效监管意识，加快出台试行ＣＰＴＰＰ投资贸易机制相对应的自贸港配
套专项措施制度，做到规则对接的精准性和科学性，形成以ＣＰＴＰＰ全面完善的经贸制度体系引领自贸
港涉外法治理念的革新。

—９５—



（二）推进自贸港对标ＣＰＴＰＰ规则的调法调规工作
我国加入 ＷＴＯ后，根据 ＷＴＯ机制要求对国内法律法规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调整工作。海南自

贸港开展试行ＣＰＴＰＰ规则压力测试工作，也应借鉴加入 ＷＴＯ后国内进行调法调规的经验做法，使海
南自贸港涉外经贸法规体系与ＣＰＴＰＰ体制精准对接，以适应自贸港高水平规则高标准发展的法治引
领、促进和保障新要求。通过依法授权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
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改革开放和法治建构“双轮驱动”，通过“立改废释”对海南经济
特区法规等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法调规修订，构建自贸港涉外经贸法规体系。实施高水平经贸规则的压
力测试工作，将会涉及投资、贸易、关税、金融、环境及争端解决等领域的国家事权与地方事权，因此必须
就与自贸港建设相适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相应的调法调规。

海南自贸港对标ＣＰＴＰＰ进行相应的调法调规，主要就是将不符合《自贸港方案》和与ＣＰＴＰＰ主要
规则法治理念不相吻合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诸如ＣＰＴＰＰ有关电子商务、中小企业、发展、合作能力
建设的章节，与《自贸港方案》中的构建自贸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相符，可以充分运用自贸港立法权
进行创新立法，尤其是ＣＰＴＰＰ有关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环境、反腐败等章节内容，其内容的创新性和
超前性较高，促进调法调规对实现高标准对接ＣＰＴＰＰ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意义。可以发挥自贸港变
通立法的优势，推动创新性、变通性立法并加以对接完善。再如有关劳工、数据流动等与我国基本法律
制度相冲突的敏感性议题，应结合《宪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和《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法》《网
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有关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本地化的规定，研究对接ＣＰＴＰＰ的相关内容，可
以从具备先行先试成熟条件的领域、在争取中央授权支持的条件下，用好用足《自贸港法》有关立法创新
的规定，对接ＣＰＴＰＰ有关数据传输、劳工保护标准等高难度规则，进行渐进式推进，在对开展跨国投资
贸易数据往来进行限制时要遵循合理性和比例性原则。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为
适应数字贸易发展的新趋势，探索跨境数据流动在保证国家网络安全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商业、旅游数据
自由便利传输，同时放宽对于数据本地化认定的分类标准；对劳工保护方面，在立足国家劳动法制度的
基础上，创新自贸港的劳工保障水平，完善外籍劳工的权益保障，构建外商投资者投资权益保障与劳动
者权利维护相协调的利益冲突纠纷协调解决机制。

以对接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为契机，推动海南充分用足自贸港立法权，实施调法调规工作，加快构建
对标国际经贸规则法律制度体系，加快构建高端涉外法律事务的法律服务机构。自贸港法治建设，需要
把握好自贸港法治服务特色，诸如突出家族信托财产理财经营特色法律问题［２０］。同时，在自贸港法治
保障服务方面，促进建设高效能司法裁判体系、高起点国际仲裁中心、高标准国际调解中心等。

此外，也要充分借鉴国内涉外经贸法治建设示范型省份的成功经验，例如以浙江省的涉外调法调规
工作为例，浙江省作为国内建设法治中国示范区的重点省份之一，自中国加入 ＷＴＯ以来，浙江的涉外
经贸法治建设在全国走在前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涉外经贸法治建构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示范性经
验［２１］。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浙江任职省委书记时，统筹国际国内大环境，围绕浙江发展的具体实际，进
一步发挥浙江的综合优势，系统性地提出了“八八战略”①作为推动浙江发展的顶层设计。２００６年时任
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带领中共浙江省委制定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为浙江
适应以 ＷＴＯ为代表的国际贸易规则新体系、加快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法治保障，特别是以中国
“入世”为契机，积极配合国家开展大规模的法律、法规清理工作②，在省内也积极开展地方性法规和规
章的法规体系创新工作，履行中国“入世”承诺，确保自身法规机制与 ＷＴＯ开放要求相符，以此推动了
涉外经贸法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０６—

①

②

２００３年７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带领中共浙江省委首次系统提出了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
措”的“八八战略”，要求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

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的对外开放，从此前的政策性、区域型、局部性开放进入规则型、全方位开放阶段，并按照 ＷＴＯ的要求和中国
入世承诺，对涉外经济体制作出重大调整改革，修订了２３００多部法律法规，清理了数十万份政府相关文件，废止了不符合世贸组织要求
的政府文件。



（三）强化自贸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围绕海南自贸港开展对接ＣＰＴＰＰ规则的法治创新方向，自始至终在于培养适合国际化发展需要

的涉外法治人才。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强化自贸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渠
道是自贸港对接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的最核心要求。自贸港建设的关键要素还是人才、法治人才、涉外法
治人才，这是涉及自贸港法治环境持续竞争力的核心问题。高标准、高质量、高起点建设自贸港，对标国
际经贸规则，协同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制度创新，构建自贸港新体制新优势，
探寻发展新机制、法治新秩序、服务新标准新要求。“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成为习近平
法治思想体系的新内容新发展，即从十个坚持发展到十一个坚持，将此前的“坚持处理好全面依法治国
的辩证关系”，发展完善为“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要坚持统筹
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海南自贸港对标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构建自贸港涉外人才培养机制，最大
化提供服务企业“引进来”“走出去”所需要的涉外法治人才。

当下海南自贸港法治创新和先行先试对标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更要强化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中国
特色自贸港法治创新的伟大实践，认真学习把握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新”“三基”“六论”等学理范
式［２２］。立足对标ＣＰＴＰＰ等国际最高水平的经贸规则，培养涉外法治人才，从更长远的视角构建和打造
自贸港涉外法治人才的高端培养基地。研究自贸港法治人才培养标准，尝试推进涉外人才多元化培养
机制，尤其要与ＣＰＴＰＰ成员国建立联合培养经贸法治人才机制，开拓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交流服务模
式，争取凭借高水平的对外经贸法治建设工作，提升自贸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

此外，也要重视自贸港国际法治人才培养质量，注重自贸港涉外高端法治人才培养，强化培养精通
并运用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处理国际投资争端和企业跨境服务贸易的、国际合规性审查的实用
性法治人才。加快培养一批熟练掌握ＣＰＴＰＰ关税减让、原产地管理制度、数据流动、竞争政策、知识产
权保护、劳工保障等方面的涉外法治人才，打造法治化、国际化、现代化的营商环境，争取凭借高水平的
对外经贸法治建设工作，提升自贸港的国际竞争力。

（四）构建自贸港对接ＣＰＴＰＰ的风险防控机制
海南自贸港试行对接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将会遇到许多风险，有必要适时选择相应的试行环节进行

风险压力测试工作。对接ＣＰＴＰＰ的风险防控涉及领域广、任务量大，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课题，是服
务于新时代国家开放型经济建设的国际化发展重大战略，需要中央会同海南共同推进。自贸港对接

ＣＰＴＰＰ有关货物贸易全面“零关税”、负面清单全覆盖、知识产权高标准保护、数字贸易新模式等内容，
关系到封关运作工作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和ＣＰＴＰＰ的新一轮谈判工作，是一项国家层面的战略性任务。
从国家战略全局高度出发，推进海南自贸港对标ＣＰＴＰＰ，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加强指导和协调自
贸港对标ＣＰＴＰＰ规则的压力测试工作，要充分发挥中央统筹、部门督促、地方落实的监督指导协调机
制，重视中央部门和海南省政府的会同立法研究，加快制定自贸港对标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的过渡性办
法。积极争取中央部门对海南自贸港常态化指导协调，整合专业化人才队伍和国内智库资源，做到产学
教研的智能结合，开展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先行先试的实地调查和指导监督工作，系统评估ＣＰＴＰＰ试行
的利弊权衡及其风险防控指标体系。着重研究分析自贸港对标试行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的发展机遇，综
合分析试行ＣＰＴＰＰ规则的贸易投资经济效应、系统性风险防控以及国家法制统一等的关联性，平衡好
压力测试的利益得失，为我国全面加入ＣＰＴＰＰ提供可行的经验。

海南自贸港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和对标全球高标准贸易规则的试验田，这就要求海南自贸港
不仅要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承诺，而且还要努力接受ＣＰＴＰＰ等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做好风险压
力先行先试的实践测试，以此构建自贸港法治创新和法治体系，适应和助推自贸港国际化发展，以更高
的站位、更大的力度、更广阔的视野谋划和推进改革开放，提升自贸港在ＣＰＴＰＰ成员国中的吸引力和
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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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自贸港是我国深度融入高层次ＦＴＡ的试验首选和前沿高地

建设中国特色自贸港须有与之相配套的完善的经贸法治制度，以适应当今国际经贸环境的深度调
整。我国正式申请加入ＣＰＴＰＰ，标志着我国从被动地接受国际经贸规则转变为主动地融入国际经贸规
则，成为国际区域新型多边贸易体制的主力军［２３］。自贸港对标ＣＰＴＰＰ规则，整体上契合了新型经济全
球化的发展主流，客观上也为我国未来加入ＣＰＴＰＰ提供了自贸港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推动了我国打
造开放型经济体制的结构优化发展。在全面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新时
代背景下，海南自贸港主动接受和适应ＣＰＴＰＰ为代表的高水准国际经贸规则，对标推动自贸港涉外法
治现代化发展，促成自贸港法治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贸港。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ＣＰＴＰＰ机制的复杂性和发展融合性，自贸港对标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也具有较大
的风险性和挑战性。自贸港对标ＣＰＴＰＰ存在的风险性，主要聚焦自贸港产业开放带来的不确定性及

ＣＰＴＰＰ成员国产业升级发展优势，使自贸港产业竞争压力加大，旅游市场挑战性更尖锐。有压力、有挑
战，也会有发展机遇。自贸港主动对标ＣＰＴＰＰ，争取早对标早主动，就能早化被动弱势为有势或优势，
尤其是围绕自贸港旅游业发展升级做文章，提升现代服务业质量，做强自贸港国际消费中心市场功能。
当前国际经贸环境要面临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新型冷战思维、数字经济等众多问题［２４］，尤其是近几年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美国倒行逆施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再加上我国还
未完全参与到世界经济治理中，制定国际贸易活动更高标准更公平的国际经贸规则［２５］，这些让我们更
加清晰地看到海南自贸港对标ＣＰＴＰＰ经贸规则的时代感和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的紧迫性。自贸港作
为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具有更多改革开放创新先行先试的责任担当和使命责任。
《自贸港方案》明确了自贸港“６１４”制度及其法治体系，这与ＣＰＴＰＰ主要规则的法治理念极其吻合，自
贸港率先对标ＣＰＴＰＰ构建法治体系，敢想敢干，先行先试，强化对接ＣＰＴＰＰ的压力测试和风险防控，
这是海南自贸港打造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更是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贸港的
先行先试之创举。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０４－１４（２）．
［２］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０４－１４（１）．
［３］习近平．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１－１１－０５（１）

［４］王晓红．加入ＣＰＴＰＰ：战略意义、现实差距与政策建议［Ｊ］．开放导报，２０２２（１）：１４－２０．
［５］刘云亮，卢晋．ＲＣＥＰ视域下中国特色自贸港国际化建设的法治路径［Ｊ］．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２２（７）：７３．
［６］朱福林．“十四五”期间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思路与路径［Ｊ］．国际贸易，２０２０（４）：１５－１９．
［７］王岩．新发展格局下海南免税零售发展的对策建议［Ｊ］．国际贸易，２０２２（４）：１２－１４．
［８］王俊生，田德荣．正确义利观与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与实践［Ｊ］．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２（７）：５７－６１．
［９］刘云亮．中国特色自贸港法规体系建构论［Ｊ］．政法论丛，２０２１（６）：１７－１９．
［１０］崔凡．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发展趋势与对接内容［Ｊ］．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２２（７）：７４－７７．
［１１］周汉民．从 ＷＴＯ到ＣＰＴＰＰ：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Ｊ］．国际商务研究，２０２１（６）：３－８．
［１２］胡加祥．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立法模式研究［Ｊ］．法治研究，２０２１（３）：１５１－１５５．
［１３］蒋映光．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３７．
［１４］谭波．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体系定位与衔接分析［Ｊ］．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５）：３４．
［１５］于鹏，廖向临，杜国臣．ＲＣＥＰ和ＣＰＴＰＰ的比较研究与政策建议［Ｊ］．国际贸易，２０２１（８）：２７－３０．
［１６］王跃生，边恩民，张羽飞．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三次浪潮及其演进逻辑———兼论ＲＣＥＰ、ＣＥＣＡＩ、ＣＰＴＰＰ的特征和影

响［Ｊ］．改革，２０２１（５）：７７－８０．
［１７］李猛，孙鸽平．探索建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治保障体系———以完善国家立法为视角［Ｊ］．西北

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４）：９０－９２．

—２６—



［１８］孙忆．ＣＰＴＰＰ与ＲＣＥＰ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景［Ｊ］．东北亚论坛，２０２２（４）：１０１－１０３．
［１９］徐泉，耿旭洋．边境后措施国际监管合作发展趋势与问题阐释［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５）：８３－８４．
［２０］刘云亮．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价值及规制［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１）：８１－８２．
［２１］何志鹏．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统筹互动［Ｊ］．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２２（５）：９－１３．
［２２］陈利强．中国特色自贸区（港）法治建构论［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９１－９４．
［２３］江国华．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学理阐释［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１）：３３．
［２４］张慧智，汪君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加入ＣＰＴＰＰ的政治经济思考［Ｊ］．东北亚论坛，２０２１（３）：４７－４９．
［２５］赵骏，顾天杰．国际法律斗争的攻防策略与法治破局：以国内法为视角［Ｊ］．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２（７）：３－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ｒ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Ｄｏｃ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ＰＴＰ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Ｌｉｕ　Ｙｕｎｌｉａｎｇ，Ｌｕ　Ｊ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Ｈａｉ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ｉｋｏｕ　５７０２２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ｒｔ＇ｓ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ＣＰＴＰ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ｉｓ　ａ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ｇ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ＰＴＰ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ｈｉｇｈ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ｏａｌ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ｊｏｉｎ　ＣＰＴＰＰ．Ｔｏ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ｒ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ｚｏｎｅ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ｔｈｅ　ｄｏｃ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ＣＰＴＰ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ｒｔ．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ｒｔ，ｉｔｓ　ｓｐｅ－
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　ＲＣＥＰ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ｈａｖｅ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ｏｃ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ＰＴＰ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ｗｉｌｌ　ｂｅ　ａ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ａ　ｇｒｅａｔ　ｅｘｔ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ｒ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ＣＰＴＰＰ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ｏ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Ｔｈｅ　ｄｏｃ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ｒｔ
ｗｉｔｈ　ＣＰＴＰ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ｅ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ｉｔｓ　ｏｗｎ　ｒｅｓｔｒｉｃ－
ｔｉｖ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ｓ．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ｃｏｎ－
ｃｅｐｔ　ｏｆ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ＣＰＴＰＰ　ｒｕｌｅｓ，ｓｐｅｅｄ　ｕｐ　ｒｕ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ｒｉｓｋ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ＣＰＴＰ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ｅｔ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ａｉｎａｎ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ｒ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ＣＰＴＰＰ；ｌｅｇ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ｔｒｅｓ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责任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张瑞珊）

—３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