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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

设，以国家战略为崇高使命，以可复制可

推广为基本要求，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主题，

以开放倒逼改革为推进思路，以发展模式转

型为主要任务，以防范风险为约束条件，

“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通过一系列富

有成效的实践，为国家战略的推进做了成功

探索，为中国参与更高水平的国际竞争提供

了有益经验。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立一年后，中央将自贸区战略扩大到广东、

天津和福建，形成从北到南各具特色的发展新

格局。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生动实践，浓墨重彩

地印证了改革开放正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以负面清单管理改革为核心，推动政府职能

转变，释放改革新红利。负面清单模式要求政府

在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同时，不断完善事

中事后监管，加强对市场主体“宽进”以后的过

程监督和后续管理，促使以审批制为主的政府管

理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提高开放环境下的政府

监管水平，做到放得更开、管得更好、服务更优。

以加快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重点，改革贸易

监管制度，拓展开放新空间。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围绕创造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营

商环境这一目标不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创新

“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贸易便利化监管制

度，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开展货物状态

分类监管试点，推进贸易功能拓展和新型贸易发展，

各项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叠加效应日益显现。

以法治保障为底线，推进金融创新，防范管控潜

在风险。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坚持以

宏观审慎、风险可控为前提，以自由贸易账户为载

体，促进投融资汇兑便利化，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金融

创新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动，建立完善金融监管

和防范风险的机制，为金融开放创新提供“压力测试”。

以系统集成制度创新为目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成

果，催生改革倍增效应。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

务，是制度创新。没有制度创新，谈不上先行先试，也

就谈不上可复制可推广。与以往改革往往有优惠政策不同

的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没有特殊政策，只有

任务清单，形成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的责任。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建立起社会信用体系制

度、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制度、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和经营

异常名录制度、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督制度及各部门的专

业监管制度等基本制度。自贸试验区依托浦东扩区后，自贸

区先行先试的改革扩展到一级地方政府，建立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规律相符合、与开放型经济体系相适应的一级地方政

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全面启动。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改革开放再突破，制度创新上水平的“国家实验”，其复杂

性、艰巨性可谓前所未有。这就要求

始终把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

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贯穿在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实践中，使自贸区

改革实践能够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

性，富有创造性。

（作者为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摘编略有改动）

11个，这是中国自贸区的数量。已成规模，已成气候，
其意义不言自明。自2013年8月22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
在上海设立第一个自贸区以来，这一新兴概念，就始终是舆
论的焦点。

11月10日，《国务院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新一批改
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发布，将广东、天津、福
建、上海四个自贸试验区的19项改革试点经验向全国范围内
复制推广。这已是第三批向全国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试点
经验。2014年，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运行一周年后，国务院向
全国推广34项试点经验。

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设立自贸区具有特殊的
意义。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自贸区成为中国向改革深水
区挺进的重要抓手，也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今天，成为
这个国家向外部世界打开更多窗口的先行军。

而自贸区本身，也在3年多的探索中，逐渐摸索出许多
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经验。

这里是“苗圃”不是“盆景”
自贸区在中国改革中发挥何种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曾打过比方，自贸试验区是“制度创
新的高地”而非“优惠政策的洼地”，是“苗圃”而不是“盆
景”。

在国家现有的自贸区里，到目前为止，上海自贸试验区
已运行3年，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及上海自贸区扩
展区域已满1年，4个自贸试验区在投资、贸易、金融、创业
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自贸试验
区的营商环境受到境内外投资者欢迎。

数据显示，仅在4个自贸区，各项试点任务的总体方案实
施率就超过90%。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介绍，今年前5
个月，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共设立企业69177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第三方机构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的
联合评估显示，82%的受访企业反映营商环境进步明显，95%
以上的企业看好后续发展；有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对
自贸试验区政府部门服务效率、企业设立便捷度、办事透明
度等都打了高分。

值得注意的是， 自贸区并非因为“实惠”而引人注目。
其对中国改革的推动作用，才真正让外界关注。除了直接让
企业得好处的税收优惠外，真正值得探索的是逐步与国际接
轨。
“我们现在要研究的不是税收的优惠，而是一个崭新的、

吸引我们现在服务业参与投资竞争的税收制度，从这个意义
上说，我们4个自贸区都要进一步研究，向中央提出在国际
上有竞争优势的东西。这不是税收优惠，而是一个与国际惯
例接轨，推动高速发展的税收制度。”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协
调中心秘书长徐明棋这样认为。

自贸区的脚步越来越快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八届三

中、五中全会进一步要求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

战略以来，中国已逐渐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
网络。

步伐不断加快，2014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
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3个自贸区。

2016年 8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辽宁）自
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河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中
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7个自贸区。鉴于公布的时间节
点恰好在G20杭州峰会之前，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
院副院长孙元欣认为，此举显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和部
署。

尽管自贸区数量越来越多，依然难以满足各省市的需
求。据统计，今年至少有16个省（区市）将申请自贸区明确
列入2016年度工作计划中。

值得注意的是，自贸区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在发展定位
和特色上作出了明显的区分。此前，上海、广东、福建和天
津自贸区都是综合性改革，但2016年新设立的自贸区则有着
明显的地方特色。

例如，辽宁省主要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市场取向体制机制
改革、推动结构调整的要求，着力打造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
发展整体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新引擎；而浙江省则主要
是落实中央关于“探索建设舟山自由贸易港区”的要求，就
推动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进行
探索；河南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贯通南北、连接
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的要求，着力建设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即便是此前通过的四个自贸区，也不断推出差异化措
施。比如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上海自贸区设立亚太
示范电子口岸网络，广东自贸区则选择与伊朗等国的自贸园
区合作，天津自贸区推出“一带一路”过境货物专享便利检
验检疫制度，福建自贸区的重点则放在中欧班列（厦门）的
常态化运营上。

边试点、边总结、边推广
“边试点、边总结、边推广”是自贸试验区工作的重要原

则之一，主要通过集中推广、各部门自行推广和地方推广三
种方式进行复制推广。

举例来说，最近国务院发出的19项改革试点经验向全国
范围内复制推广，就属于集中推广。而各部门自行推广和地
方推广则更为灵活。这其中既包括各部门将看得准、效果好
的试点经验及时复制推广，也包括不少地方向自贸区相关省
市取经。例如，去年12月，广东省政府公布了27条自贸区改
革创新经验，其中有23项在广东全省范围内复制推广。

而各地推广自贸区经验的措施，更是接踵而至。在安
徽，“游戏机禁令”解除，企业涉税事物足不出户就能办理以
及外商投资广告企业门槛降低等，都来自上海自贸区的改革

试点经验；在山东
青岛，纳税通道容
量提升、融资租赁
创新制度、扩大服
务业对外开放、“多
证 联 办 、 一 步 到
位”等多项改革，
同样受益于自贸区
的探索；在福建厦
门，学习相关改革
经验的同时，还突
出了地域优势，加
强与台湾自由经济
示范区的对接，扩
大对台先行先试。

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商务部部长
高虎城总结说，自
贸试验区建设工作
启动以来，上海、
广东、天津、福建4
个自贸试验区在投

资、贸易、金融、创业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多个方面
进行了大胆探索，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推动了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

以这次推广的19项改革经验为例，在专家看来，这些
更具针对性、更接地气。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
副院长李光辉认为，前两批推广的经验都是以上海自贸区
为基础，存在全国其他地区条件可能有所差别的问题，所
以有的项目目前还没能落地。这次是根据四个自贸区不同
条件下的运行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得出在全国大部分地
区具有普遍推广性的19项经验。“这就进一步扩大了改革
开放的力度。”

尽管趋势良好，但自贸区在中国才起步几年，尚有
不少待解决的问题。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表示，自贸
区仍有需要深化探索的问题。一是制度创新与高标准
的投资贸易规则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二是部分领域的
改革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三是制度创新的系统集成
度有待提高；四是自由贸易区与国家战略的联动有待
加强。

试点探索开启新航程
顶层设计与试点结合，是当下中国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要特点。而试点的质量，也直接决定着改革
所能达到的纵深。
“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早在上海自贸区

成立之后，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就在发布
的报告中，作出这样的预测。如今看来，自贸区
在中国的确成为推动改革前进的重要角色。

各地自贸区对这样的探索都有着很高的积极
性和效率。以广东自贸区前海蛇口自贸片区为
例，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累计推出146项扩大
开放的创新举措。其中，全国首创达23项，14
项已在广东全省复制推广，具有片区特色的制
度创新框架体系初步成型。

站在全国层面，高虎城将自贸区的探索
总结为，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投资管理
体制改革持续深化；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
贸易监管制度创新成效明显；以提升服务实
体经济质量和水平为目标，金融开放创新举
措稳步推出；以防控风险为底线，严密高
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初步形成；以鼓励
创业创新为着眼点，公共服务支撑体系不
断完善；以服务国家战略为根本，差别化
功能举措不断推出。

除了向全国各地推广可复制的经验之
外，自贸区的很多探索正在上升为制
度，甚至推动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

以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
例，今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外资企业法
等4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此前，2013
年 8月 30日，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停实施外资企
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
作经营企业法规定的部分行政审批事
项，改为备案管理，但该授权已于今
年9月到期。经有关方面评估，在自
由贸易试验区进行的有关试点取得
了显著成效，具备了复制推广的条
件。通过后，将为我国对外商投资
全面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奠定
法律基础。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
军看来，现在全球贸易增长在不
断回落，这种情况下，中国正在
推进的自由贸易战略，对全球来
说是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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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探索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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