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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29 日，中国 （上海） 自由贸
易试验区揭牌。时任自贸试验区企业服务处
副处长的杜燕英，接到了紧急电话通知，她
被调到自贸试验区企业服务大厅。“开办企业
的人太多了，必须加强服务力量。”

杜燕英去企业服务大厅一看，人头攒
动。她 10 月 1 日直接上班，从此连续几个月
没休息过。

“场面真的火爆！大厅挤得满满当当，场
外还有很多人。”杜燕英的工作，是针对出现
的问题不断作出调整，优化办事流程。

开办企业的人太多，服务大厅每晚七八
点才能下班。早上四五点，门外就开始排队。

“我们及时调整，早上 6点就开门，同时工作人
员进行预审核，减少投资人在柜台前咨询、审
核材料的时间，同时还启动了预约办理。”

自贸试验区备受关注，各部委办、兄弟

省份、高等院校纷纷组织前来观摩，服务大
厅一天就能接待30多批次人员，“大家对自贸
试验区充满了热情和期待。”杜燕英说。

此后，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投资服务中
心，杜燕英任中心主任。“中心率先实行企业
办事‘单一窗口’服务，线上线下结合，实
现企业新设、变更和境外投资的‘一口受
理、信息共享、并联办事、统一发证’。在这
里，海关、工商、商检、公安、外汇等部门
协同办公，形成一支服务市场主体的团队。”

在负面清单制度推动下，外商在自贸试
验区投资手续流程大大缩减。杜燕英见证了
第一家通过备案制诞生的合资企业。

如今，企业服务大厅重新装修了，从办
事者的角度出发调整布局，更舒适、更智
能。大厅的名称也由“企业服务大厅”更名
为“行政服务大厅”，服务领域更广了。

上海浦东，基隆路 9号。2013年 9月 29日，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挂牌。

随后，《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
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发布。这是中国
第一次用负面清单管理外商对华投资，迅速
点燃了市场热情。

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的企业办事大厅，投
资人和创业者挤得水泄不通。2013 年国庆黄
金周，浦东工商局注册科的陈逸霏被紧急抽
调，接收企业开办申请，“忙得抬不了头，拿
到申请材料就往后面房间送，一天下来，材
料堆满屋子，人都走不进去。”

不到半年，自贸试验区新增中外企业
7700 多家，人们看好的是国内首个自贸试验
区的改革红利。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提出明确要求：对照最高标准、查找短板
弱项，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进一步彰
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的作用，
亮明我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鲜明态度。

弹指7年多，“试验田”从28.78平方公里
扩展到 120.72 平方公里，又添临港新片区。
截至 2020 年底，上海自贸试验区累计新设企
业 6.9 万户，是前 20 年同一区域的 1.7 倍，其
中新设外资企业 1.2 万户，更有 328 项制度创
新成果从上海推广至全国。

自贸区试验，“试”出了中国开放新境界。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
好水平，开展自贸区试验

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中
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主任翁祖
亮表示，上海自贸试验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开
展自由贸易试验，为今后参与双边、多边以
及区域合作奠定基础，为开展国际贸易新格
局的相关谈判积累经验，进而为我国参与国
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撑。

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上海就设立了保税
区。“对外开放，上海经验丰富，率先开展自
贸区试验是最佳选择。”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沈
玉良说。

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中国人民银
行、海关总署等多部门支持下，上海市针对
各项国际贸易规则，组建了 18 个研究团队逐
条对标，让自贸试验区做到与国际最高标准
接轨。

先行先试，涉及国家多个部门，必须争
取改革共识。历时一年，中国特色的自由贸
易试验区方案出台。

时任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
年说：“乘着巨轮启航，担着使命奋楫，历史
或将写下：自贸区，中国开放新起点！”

以开放促改革，理顺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一位委员说，
“自贸试验区为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找到
了具体抓手。”

推出“负面清单”，并根据改革进展不断
完善。最初的负面清单，设立了 18 个行业门
类 190 条不予准入或有限制的“禁区”，非禁
止即准入。此后数次“瘦身”，2020年负面清
单仅剩30条。

改革接踵而来：注册资本实缴制变认缴
制，审批改备案、实施告知承诺，先照后
证、证照分离、一业一证……上海社科院研

究员徐明祺认为，自贸试验区以开放促改
革，确立了一套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市场
准入方式。

以前，开一间便利店，办齐各种行业许
可证得奔忙数月。自贸试验区“一业一证”
改革，把一个行业准入的多个审批事项，整
合为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审批时限压减
近90%，申请材料压减近70%。

2020 年 11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上海浦东
新区开展“一业一证”改革试点。

海关通关改革让企业更便利。上海自贸
试验区探索实施了近百项创新举措，如“单
一窗口”等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贸易监管制
度，促进区内货物、服务等要素自由流动，
建立国际自由贸易区通行的“一线放开、二线
管住、区内自由”新模式……口岸整体通关时
间压缩50%以上，每年降低费用超4亿元。

金融改革稳步推进。2014年5月，自贸试
验区分账核算体系建立，自由贸易账户推
出，区内主体可以通过自由贸易账户开展投
融资汇兑等创新业务。2015年 10月，人民银行
等部门和上海市发布《进一步推进中国 （上
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 加快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 的“金改 40
条”，金融制度创新框架基本形成。人民币跨
境使用和外汇管理创新进一步深化，一批面
向国际的金融交易平台有序运行。

截至 2020年底，有 61家不同类型的金融
机构直接接入自由贸易账户监测管理信息系
统，开立自由贸易账户 13.2 万个，获本外币
境外融资总额折合人民币2.1万亿元。

临港新片区闯新关，
扩大开放再升级

披襟向洋的临港，距上海市中心 70 多公
里，每逢节假日，滴水湖畔游人如鲫。

2018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将增设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2019年 8月，临港
新片区揭牌。有人这样评价临港新片区：“敢
闯、敢试、敢改。”

敢闯——投资自由，全国首个由外资控
股的合资理财公司汇华理财设立；资金自
由，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本外币合一跨
境资金池等业务相继落地；运输自由，首艘

“中国洋山港”籍船舶完成登记……
敢试——引进人才，减少审核的条条框

框。一系列突破性人才政策，不断优化人才服
务综合环境。位于临港新片区的榕融新材料
公司，有一批学历不高却技术过硬的产业工
人，临港不但为其落户，更安排入住公租房。

敢改——临港审批管理模式“改”向扁
平化：市级、区级 1170 项事权直接下放到临
港一级，许多事项由原管理部门的三级或四
级审批压缩为二级。

揭牌一年多，临港新片区在“特殊功
能”上做足文章：初步构建开放型政策制度
体系，一批首创模式、首发项目、首个业务
落地实施；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二期封关验
收完成，特殊经济功能逐步显现；加快建设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前沿产业集群，重点聚焦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
等领域，始终保持招商和投资热度……2020
年，临港新片区签约重大项目365个，涉及投
资额超过 2542.38亿元，平均每天落地一个重
大项目。

“ 临 港 新 片 区 正 作 为 ‘ 新 平 台 、 新 窗
口’，参与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产业分工
和国际经济治理，更好地代表国家参与国际
合作与竞争。”上海市委常委、临港新片区管
委会常务副主任朱芝松说。

2013年的秋天，“负面
清单”出现在新生的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
由上海开始的自由贸

易区试验，堪称一场政府
职能转变的自我革命，更
多 着 眼 于 制 度 层 面 的 创
新、制度环境的供给，是
制度创新的新时代探索。
通过对标高标准，以扩大
开放促进政府职能改革，
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大幅
提高行政效率。

扩大开放，必须直面
深化改革的挑战。

中国由高速增长转向
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步
入深水区。改革必须拿出
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勇
气，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在法治化、国际化、
便利化上提供更多有效的
制度供给，打造更优化、
更开放、更符合高质量发
展所需的营商环境。

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
清单、先照后证、证照分
离、自由贸易账户……自
贸区改革，每一项都是难
啃的“硬骨头”，且牵一发
而动全身。怎样规避系统
性风险？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沿用了渐进式改革的
成功经验：先行先试、由
点及面，统筹兼顾、协调
推进，探索出新的发展模
式和制度创新的重要路径。

“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同时必须
“可复制、可推广”。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
制度创新成果，渐次放大，逐步扩展。从临
港新片区到海南自由贸易港，渐次推进的改
革，充分显示了顶层设计的高瞻远瞩、基层
创新的充沛活力。

自贸区试验仍在继续，仍有许多课题待
“破”，难题待“克”。值得一提的是，7年多的
试验过程，让人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政府

“放、管、服”改革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推
进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这不但成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的常态，也成为全国各地政府部门的改革方
向，有力推动了扩大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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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上海陆家嘴地标性建筑。
王 初摄 （影像中国）

图②：上海洋山港集装箱码头。
本报记者 钱一彬摄

图③：上海浦东杨高北路上的中国 （上
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海鸥门。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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