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建设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

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战略举

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

里程碑意义。如何理解这项战略

举措的里程碑意义？

黄建忠：十年来，我国先后六批部
署设立了21个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由

贸易港，其片区与扩展区覆盖了全国

2/3省份，基本形成“海陆联动、东西互

济、内外协调”的覆盖东西南北中的网

络化体系。据商务部统计，我国21个

自贸试验区占全国国土面积不到千分

之四，贡献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到全国

的 17.3%，吸 收 外 资 占 到 全 国 的

18.5%，并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企

业“走出去”中扮演了积极重要的“桥

头堡”角色，共计302项自贸试验区制

度创新成果得以在国家层面复制推

广。自贸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体制机

制创新的“试验田”、产业集聚发展的

“增长极”和扩大开放合作的“新高地”，

构成了我国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

重要基础、实践载体和行动平台。

2023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

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

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

作的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

配套政策措施，积极主动把中国对外开

放提高到新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自贸区战略和制度型开放的系列重要

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和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提供了科学指引。

罗长远：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进，民粹主义蔓延、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和供应链发生重组，再次

思考设立自贸区的意义有特别的价

值。在我看来，主要是三个方面。一

是，十年前，“以设促谈”。十年前，在

国际贸易环境趋于不利的背景下，上

海自贸试验区逆势设立，所进行的开

放实践和制度试验，在促成中美和中

欧投资协定（BIT）谈判、促进中日韩自

贸区（FTA）谈判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扮演了“以设促谈”的角色，改善

了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二是，十年

间，“以建展拓”。十年间，尽管贸易保

护花样翻新和不断加剧，中国的高水

平对外开放不曾动摇，自贸区的建设

和扩容稳步推开，中国的国际贸易空

间得到拓宽和延展，升级了与东盟、智

利、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

FTA，积极参与的RCEP完成谈判并付

诸实施，完成了与欧盟的全面投资协定

（CAI）的谈判。三是，十年后，“以提减

排”。十年后，全球最大的现实是供应

链重组，存在“脱钩断链”的风险。自贸

区制度试验所形成的成果，让中国可以

从容地推出自贸区提升战略和自贸协

定升级战略，“朋友圈”有望回稳、夯实

和扩大，大多数贸易伙伴并没有追随

美国而进行“选边站”，减轻了中国在

供应链领域受到的打压与排挤。

赵晓雷：建设自贸试验区是国家
战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自贸试验区以构

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战略牵引，一

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开放促进我们自

身加快制度建设、法规建设，改善营商

环境和创新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

提升国际竞争力。自贸试验区主动对

标国际贸易投资最高标准，在接轨国

际贸易投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方

面率先实践，形成适应国际国内要素

有序自由流动、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所以，自贸试验区

的战略定位、开放发展目标之高，试验

突破、全面引领功能之强，在我国改革

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主持人：无论是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还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这一改革

开放重大举措，并时刻关注从“总

蓝图”迈向“实景图”的施工进展。

这十年，自贸试验区建设走出了一

条怎样的路？

黄建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经
济特区建设起步，逐步扩大到沿海、沿

江、沿边和内陆区域开放，实现“入世

景气”和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奇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并时刻关注从“总蓝图”

迈向“实景画”的施工进展；提出“人类

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地区

缔结众多自贸协定和打造“进博会”等

国际公共服务产品，为世界经济注入

新动力的同时亲手擘画了我国改革开

放的创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自贸试验区“是种苗圃，不是做盆

景”“是改革开放新高地，不是政策洼

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

书记更加明确地提出聚焦投资、贸易、

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

域，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实现更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要求。这些重要指

示和系列讲话，为我国从“边境上开

放”迈向“边境后开放”、从要素流动性

开放转向制度创新型开放提供了科学

的思想和行动指南。

罗长远：自贸区是新时代中国对
外开放的“试验田”。一是制度型开放

的“试验田”。自贸区是制度高地，而

不是政策“洼地”，“洼地”拷贝不难，高

地复制却不易。自贸区将改革从“浅

水区”引向“深水区”，离不开破冰和探

索精神。自贸区聚焦的是“软环境”，

却件件“硬核”，需要啃骨头的勇气。

二是全方位开放的“试验田”。对象是

全方位的，涉及金融、贸易、投资等，覆

盖市场准入、海关通关、知识产权等，

需要系统集成。区域是全方位的，横

跨东西南北中，包括沿海、沿江、沿河、

沿边等，需要协同推进。伙伴是全方

位的，既面向发达国家，又面向发展中

国家，包容而非排他，不走“小院高墙”

之路。三是高水平开放的“试验田”。

从低收入国家走向中等和中高收入国

家发展阶段，开放要有新的内涵。对

接高水平投资贸易规则，开放要有新

的参照系。兼顾效率与安全，开放要

有新的技巧。

主持人：在国家层面复制推
广的302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

成果中，近一半源自上海首创或

同步先行先试，上海自贸试验区

及临港新片区的制度创新成果主

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晓雷：自贸试验区肩负着加快
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

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为全面深化改

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

验的重要使命。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

港新片区的制度创新成果主要体现在

以下4个方面。

第一，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

新构建成熟定型的现代商事登记制

度、市场准入制度和以政府职能转变

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体系。第

二，与高标准国际投资规则相衔接的

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第三，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管理制度创新，率

先实施“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

住、区内流转自由”海关监管模式和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制度。第四，深化

金融领域开放创新，首创自由贸易账

户（FT账户）分账核算体系和境外融资

与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

黄建忠：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
片区制度创新的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

第一，思想引领，创新发展。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亲自莅临、亲切指导，发

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对中央赋

予上海的三大任务、一大平台建设进

展进行把脉问诊，对临港新片区建设

提出“五个重要”的具体要求，发挥了

举旗定向的作用。上海市委、市政府

和社会各界在认真领会和创造性落实

基础上，对标国际经验与对标高标准

规则加紧建设，实现了创新发展。

第二，法制先行、依法改革。在全

国人大和上位法指导下，在充分调查

研究基础上，根据市场主体的需求和

坚持问题任务导向，积极开展地方立

法工作，针对具体细分领域出台了大

量政令法规，在市级事权范围内最大

限度地支持了自贸区及新片区的差异

化制度探索，各项制度创新和工程建

设均实现了有法可依、举措合度。

第三，机制联动，系统推进。在投

资、贸易、金融、创新等领域开展了大

量贸易便利化、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

面清单、事中事后监管、金融和服务开

放、数字跨境安全流动、行政体制改革

等机制性改革，围绕优化“单一窗口”

和完善营商环境等重要节点进行联动

性创新，系统集成改革成果和实现了

流程再造。

第四，产业兴城，产城融合。聚焦

三大先导产业和六大产业集群打造未

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

集群。实施特殊支持政策，谋划建设

临港独立综合性节点滨海城市，助力

临港新片区高质量发展。奋力推进浦

东引领区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建设

进程。产业兴城和产城融合取得了积

极成效。

罗长远：上海自贸区作为中国的
第一个自贸区，在制度创新方面走在

前列，并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

是法治思维。发挥“刀刃向内”的精

神，政府以“法无授权不可为”为标尺，

在证照分离、照后减证、一业一证等方

面，做出开创性、可复制、易推广的实

践。改善治理能力、提升服务水平，对

行政流程进行再造。二是国际视野。

上海自贸区建设与“五个中心”建设相

辅相成、相互给力，这决定了上海自贸

区的制度创新始终需要、也始终拥有

国际视野，具体体现在外资准入的负

面清单、报关通关的快捷高效、商事登

记的便利化、外籍人才永居推荐“直通

车”等多个方面。上海自贸区主动适

应升级版的双边FTA和RCEP的要求，

并把中欧CAI和CPTPP的承诺和要求

纳入到制度创新中。三是前瞻布局。

近些年来不断涌现出金融贸易的新业

态和产业的新形态。上海自贸区的制

度创新积极呼应这些新的变化，设立

上海数据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所国

际板、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启动运

营国家（上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

推出集成电路监管创新试点，实施“全

球运营商”计划和“大企业开放创新中

心”计划。

主持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

“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

等制度型开放”。各个自贸试验

区在改革试验中如何突出自身特

色，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创新激发

开放型经济活力？

黄建忠：我国自贸试验区的建设
发展正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以上海自

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为典型代表，

我国21个自贸试验区在改革试验中根

据自身的区位和产业突出其特色、发

挥其优势，在复制推广中坚持差异化

发展，以创新激发开放型经济活力，实

现了高质量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

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稳步扩

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

放”，这无疑是向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出

了更高、更快、更好的要求。在当前世

界经济“风高浪急”和不确定性显著加

强、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

重”的条件下，自贸试验区唯有勇于改

革、大胆创新，方能不辱使命、继续前

行，为全方位、全局性改革开放作出更

大的贡献。

赵晓雷：在十年发展基础上，上海
自贸试验区要高起点、高目标设计新

一轮发展路径。

第一，精准定位对标维度。把握

国际经贸规则的底层逻辑和国际竞争

的核心要素，对接高水平国际经贸规

则，建立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

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实现与境外投

资经营便利，货物自由进出，资金流动

便利，运输高度开放，人员自由执业，

信息快捷联通。第二，按照国务院印

发《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

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

度型开放若干措施》和商务部关于印

发《自贸试验区重点工作清单（2023-

2025年）》的通知，推动货物贸易创新

发展，推进服务贸易自由便利，便利商

务人员临时入境，促进数字贸易健康

发展，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力度，健全完

善风险防控制度。高质量完成打造国

际一流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国际金融

资产交易平台、以关键技术为突破口

打造前沿产业集群、加快建设世界级

生物医药集群、打造国际化数字经济

高地、建设国际油气交易和定价中心、

建设全球国际航运枢纽等重点工作，

着力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第

三，自贸试验区新一轮发展与浦东打

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联动，

成为引领区的制度型开放高地。上海

自贸试验区锚定全球货物、资金、信

息、人力资源等高端要素集聚配置这

一核心功能，聚焦构建离岸金融体系、

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推动境外投资

和跨境投资便利化、建设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科技创新生态和产业发展生

态、探索安全便利的数据跨境流动体

制机制、提升国际运输便利化水平助

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升级发展等重点

领域，实施精准性、高水平制度型开

放，构建制度型开放释放窗口，为打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提供高水

平改革开放标志性成果。

罗长远：在十周年之际，谋划上海
自贸区未来发展需要准确把握国际环

境的变化。首先，要呼应全球化的新

变化。当前，全球化面临新的发展趋

势，自由贸易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公平

贸易，便利化贸易一定程度上让位于

安全化贸易，性价比贸易一定程度上

让位于绿色贸易。在这一背景下，自

贸区建设要坚持自由贸易的大方向，

并注意呼应对公平贸易、绿色贸易、供

应链韧性和安全的诉求。其次，要推

动建立包容和安全的供应链。在新的

时期，自贸区建设要从对贸易和投资

的关注拓展到对供应链的关注，推动

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建立开放、包容、

安全和有韧性的供应链。最后，要有助

于促成供应链领域的广泛对话。受民

粹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裹挟，美欧日正在

强力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在此背

景下，在自贸区提升战略和自贸协定

升级战略的总体安排下，上海自贸区

要走在前列、先行一步，寻找和开辟中

国和美欧日在供应链领域的对话空

间，减轻中国在供应链领域受到的排

挤，稳定中国与他国的供应链关系，达

到“以提减排”和“以提稳链”的目的。

上海戏剧
与戏剧上海的共生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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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版 ·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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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中国式现代化动力

编者按 建设自贸试验区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
重要战略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
程碑意义。

今年是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2013

年9月29日，上海自贸试验区揭牌运行。十年
间，中国先后部署了21个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
由贸易港，基本形成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
放创新格局。它们成为我国体制机制创新的
“试验田”、产业集聚发展的“增长极”和扩大开
放合作的“新高地”。党的二十大作出了实行更
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
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大部署。

如何深刻理解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意
义？如何总结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成果？上
海自贸试验区如何继续发挥好“头雁”作用，为
高水平改革开放“破题”“探路”？本报约请三位
专家交流研讨。

观点

■主持人： 刘 迪 本报记者
■嘉 宾： 赵晓雷 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院长

黄建忠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会长
罗长远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学术圆桌

“ 自贸区制度试验所
形成的成果，让中国可以
从容地推出自贸区提升战
略和自贸协定升级战略，
“朋友圈”有望回稳、夯实
和扩大，大多数贸易伙伴
并没有追随美国而进行
“选边站”，减轻了中国在
供应链领域受到的打压与
排挤。上海自贸区要走在
前列、先行一步，寻找和开
辟中国和美欧日在供应链
领域的对话空间，减轻中
国在供应链领域受到的排
挤，稳定中国与他国的供
应链关系，达到“以提减
排”和“以提稳链”的目的。

罗
长
远

图
片
来
源
：

视
觉
中
国

黄
建
忠

赵
晓
雷

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 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加快建设海南自
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
试验区提升战略”，这无
疑是向自贸试验区建设
提出了更高、更快、更好
的要求。在当前世界经
济“风高浪急”和不确定
性显著加强、国内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
的条件下，自贸试验区唯
有勇于改革、大胆创新，
方能不辱使命、继续前
行，为全方位、全局性改
革开放作出更大的贡献。

“ 在十年发展基础
上，上海自贸试验区要高
起点、高目标设计新一轮
发展路径。第一，精准定
位对标维度。第二，推动
货物贸易创新发展，推进
服务贸易自由便利，便利
商务人员临时入境，促进
数字贸易健康发展，加大
优化营商环境力度，健全
完善风险防控制度。第
三，自贸试验区新一轮发
展与浦东打造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联动，
成为引领区的制度型开
放高地。

体系化学理化
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

李正图 燕宗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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