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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三部委最近发文，拟允许在上海

等九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的消息传来，不少

熟悉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人都会感慨：听，那是

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的声音。

视线转回上海自贸试验区外高桥保税

区，全国首家外商独资医院——上海永远幸

妇科医院就坐落于此。开业至今，经过8年多

的积累与沉淀，永远幸累计服务30万余人

次，经助孕治疗出生2277名宝宝，成为全国

辅助生殖技术方案齐全、服务模式多样化的

专科医院。

播下一颗试验种子，孕育制度创新果实，

撒向全国更多地方，无疑是上海自贸试验区

所肩负的重大使命。从制定全国首张外商投

资准入负面清单、上线全国第一个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到创设第一个自由贸易账户、率

先试行“证照分离”，再到设立全国第一家外

商独资公募基金公司、第一家外商独资汽车

制造企业、首家外商独资船舶管理公司……

众多“全国首家”“全国第一”从这里诞生，标

注着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闯、大

胆试、自主改的光荣与梦想。

一张清单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外

高桥启航。作为一项最基石的改革创新，这里

推出了我国第一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列明190条外商投资特别管理措施，迈出与

国际通行投资规则接轨的重要一步。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指政府规定哪些

经济领域不开放，除了清单上的禁区之外，其

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一张小小的

清单，推开了一道市场开放的大门，上海永远

幸妇科医院也由此作为全国首家外商独资医

院落户外高桥。

在落户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持续“接力

跑”：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2014年底提出申

请，2015年1月就拿到医疗机构的设置许可，

随后在当年办好医院执业许可证。

入驻上海自贸试验区让上海永远幸妇科

医院享受到诸多制度创新红利。以申请工商

登记注册为例，上海自贸试验区内推进商事

登记制度改革，采取企业登记“单一窗口”模

式，申请人按照“一口受理”工作机制，向自贸

区工商部门递交材料，予以批准的，自贸区工

商部门在规定时间内统一向申请人送达医疗

机构设置批准书、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企

业营业执照等有关文书。

2016年，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顺利开

业。目前，医疗设施资源包括一期的50张床

位、3间层流手术室、300平方米层流专用实

验室、冷冻层流库房以及二期的18张床位和

2185.6平方米临床面积，队伍建设和床位规

模达到专科医院的设置标准，三期扩建项目

正在积极推进中。

以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为代表的医疗服

务机构逐步落地浦东，持续推动医疗开放：新

加坡莱佛士医疗集团在世博片区前滩设立并

独立运营和管理；上海和睦家金桥医院在自

贸区扩区区域面向国内外高端人群提供国际

标准的高端医疗服务，满足中外患者对多层

次医疗服务的需求……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如

今，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试点的外商投资“准

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已写入

《外商投资法》。就在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

网站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

清单）（2024年版）》，经过逐年瘦身之后，这

张清单上的限制措施已减少至29条，制造业

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

一场测试

2019年8月20日，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正式揭牌。新片区之新，不在于面积的

扩容，而是要用更多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

推进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变革，

从而撬动上海乃至全国发展能级的跃升，代表

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竞争。

一场为国家试制度、测压力、探新路的征程

由此启幕。5年来，临港新片区聚焦开放、创新

两大使命，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

由贸易园区，全力担负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和

全市经济发展增长极的重任，加快构建“五自由

一便利”制度体系。

推进更高标准的投资自由。新片区优化外

资准入管理和服务，先后落地全国首个外商独

资整车制造项目、首家外资控股的合资理财公

司、首家跨国金融集团独资的金融科技公司、首

家境外仲裁机构业务机构。

推进更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创新海关监管

模式，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首创以“一线径予放

行、二线单侧申报、区内不单独设立账册”为标

志的“六特”制度。创新实践国产大飞机“一司两

地”一体化监管模式，国内首个航空发动机快修

项目、首个二手汽车保税维修项目、首个二手电

脑保税维修项目相继落地，全球首台全高温超

导托卡马克装置保税研发项目建成。

推进更高效率的资金自由。新片区率先开

展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外汇管理改革试

点，围绕跨境投融资体制创新、市场化资源配置

效率等方面，推出9项资本项目改革措施和4项

经常项目便利化措施。上海国际再保险登记交

易中心建成全国首个“前市后司”再保险交易大

厅，已有15家再保险运营中心和3家保险经纪

公司获批入驻。

推进更高能级的运输自由。新片区实行“中

国洋山港”国际船籍港，建设洋山国际中转集拼

公共服务中心，4家外资船公司132艘船舶率先

获批开展沿海捎带业务，已累计捎带逾23万标

准集装箱。推进航运绿色化转型，落地首单国际

航行船舶保税LNG（液化天然气)、首单绿色甲

醇燃料“船到船”加注业务。

推进更具活力的人员从业自由。新片区实施

更加便利的出入境和停居留政策，落地我国首例

电子口岸签证试点。为海内外人才提供“一站式”

服务，开设外籍人才来华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

“单一窗口”，累计发放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超

1100份。人才引进落户年均增长率超过97%。

推进更加便利的信息快捷联通。在全国尚

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新片区在数据跨境流动

上率先开展一系列探索。今年1月，《临港新片

区数据跨境流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试行）》发

布；4月，作为一般数据清单操作落地实体窗口

的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启用，为企业

数据出境提供全流程服务；5月，新片区发布全

国首批数据跨境场景化一般数据清单，涉及智

能网联汽车、公募基金、生物医药3个领域的11

个场景、64个数据类别、600余个字段。

聚焦跨境数据、跨境金融、高能级航运服务

等领域，新片区落地开展一系列更高水平的开

放压力测试，形成突破性创新案例138个，其中

全国首创案例70个。

一条通道

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上海自贸试验区的

大胆探索仍在持续向前。浦东免予办理强制性

产品认证（CCC）改革正是又一鲜活案例。

作为一项重要的贸易便利化制度型开

放举措，CCC免办容纳多项具有开拓、引领

意义的改革。如今，全国首部CCC免办管理

措施——《上海市浦东新区免予办理强制性

产品认证若干规定》已出台实施，浦东可以根

据引领区建设和战略产业发展需要，将重点企

业纳入CCC免办便捷通道使用范围，最大限度

放大政策效应，助力企业提速降本增效，为服

务新企业“招商引资”和存量企业提质升级提

供政策“金砝码”。

罗氏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副总裁邓仕

华说：“2023年以来，罗氏诊断在区市场监管局

支持下，通过CCC免办贸易便利化政策进口

236批上万件维修用的医疗器械零部件，节省

我们60%的零部件进口时间，大幅提升进口零

部件供应效率，降低人工与物流成本。”

截至目前，浦东已发放CCC免办证明8万

余张，货值金额近30亿元。CCC免办量约占全

国的三分之一，惠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

智能、航空航天等战略产业企业超过500家，服

务下游使用单位超过6000家。

从一枝独秀到雁阵齐飞，全国已陆续建成

22个自贸试验区，形成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

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党的二十

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

略”，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高到新的战略层

面。《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再次强调，“实施自由贸

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

8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

升战略的意见》，对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进

行全面部署。

面向未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

将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实现制度型

开放水平、系统性改革成效、开放型经济质量全

面提升，用更多“全国第一”的创新实践，向全世

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生机勃勃的光明前景。

诞生众多“第一”，上海自贸区展现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的光荣与梦想——

听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的声音

1984年，新中国第一张规范化股票发

行；1990年，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

券交易所鸣锣开业；1994年，中国外汇交易

中心落成营业，上海成为人民币汇率诞生

地；1996年，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在沪

建立……如果说这些“全国第一”奠定了一

座金融中心城市的地基，那么，之后更多的

“全国第一”，则向世界展现了上海向顶级金

融中心加速奔跑的雄心壮志。

2023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同比增

长15%，跨境人民币结算量突破20万亿元；

各类持牌金融机构逾1770家，外资金融机构

占比近三分之一；“上海金”“上海油”“上海

铜”等价格影响力日益扩大；金融从业人员达

50万人……经过多年的持续奋斗，上海已基

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

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迈向全面提升能级

的新阶段。

从起步到冲刺

新中国成立75年来，金融事业走过了光

辉历程。数据显示，2001年末，我国全部金融

机构各项贷款余额11.2万亿元；截至2024年

8月末，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256.24

万亿元。金融事业蓬勃发展，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

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仅仅

是一城一地的区域性规划，而是一项国家战

略。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

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

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

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

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由此，中国外汇交易中

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等多个金融要

素市场先后在沪建立开业。

2008年5月9日，浦东香格里拉酒店，首

届陆家嘴论坛开幕。

现场有嘉宾公开提问：“伦敦和纽约是公

认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两个地区处于不同时

区。我们需要有第三个不同的金融时区，位于

东亚，这样整个世界才可以实现24小时全天

候交易。上海有多大机会成为第三个世界金

融中心？”

“这是一个时间问题，上海肯定会成为这

一区域的金融中心。”时任美洲银行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肯尼斯 ·刘易斯如此作答。

次年，《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

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

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发布，明确提出“到

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及

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

战略目标。自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开始

全力冲刺……

再起新征程

2021年8月，上海市政府印发《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总体目标为：

到2025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显著提

升，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进一步凸

显，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中心地位

更加巩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明显增强，为到

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

中心奠定坚实基础。

全国首家新设外资控股券商摩根大通证

券、首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公司贝莱德基金管

理、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安联保险控股……

上海是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窗口”，而在金融

业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更多的“全国第

一”频频在这座城市落地。目前，上海的中外金

融机构集聚效应明显，各类持牌金融机构达

1771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占比近三分之一；

持牌资管机构近200家，资管规模占全国比重

近30%。

今年陆家嘴论坛举办期间，安联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举行揭牌仪式。这是国内首家德国外

商独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也是第6家在上海

新设的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安联是欧洲最大金

融保险集团。安联投资成立于1998年，专注从

事资产管理业务，至今已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

主动型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管理的资产总值超

过5330亿欧元。

对于选择此时落户上海的原因，安联投资

亚太区总裁、安联基金董事长吴家耀表示，中国

的投资环境正在快速变化。养老金市场的开放、

金融素养的提高以及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都

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这正是投资中国的大好

时机”。

数据显示，除了6家新设外资独资公募基

金之外，国内五大行参与设立的外资控股合资

理财公司、超过一半的新设外资控股券商都落

户在上海；持续深化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

（QD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试点，92

家国际知名资管机构参与上海QFLP试点，63

家参与QDLP试点。

市委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维护国家

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上海将从金融管

道式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在更大范围、更广

领域、更高层次上推进金融高水平制度型对外

开放。

做好“五篇大文章”

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首次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

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明确了金融

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力点和经济金融结构

优化的方向。聚焦“五篇大文章”，上海也在持续

提高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今年5月，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通过其在临港新片区设立的SPV以租赁出口

的方式向印尼翎亚航空交付一架国产ARJ21飞

机，完成全国首单以国产商用飞机为标的、以跨

境人民币结算的租赁业务，这是国产飞机出海

的又一新突破。值得关注的是，依托临港新片区

跨境金融先行先试政策优势，此次业务在飞机

采购端和租赁端均采用了人民币结算。租金划

付由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中国银行上海市分

行人民币清算中心、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分行等

境内外中资金融机构跨境联动，有效保障租金

支付的时效性和安全性。这是中国民机产品和

人民币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的具体体现。

为更好服务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增

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今年

8月，《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修

订出台，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更为完

善的法律框架和清晰的目标指引。

经过多年奋斗，上海已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
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向世界展现一座金融中心城的雄心

鸟瞰临港新片区。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上海证券交易所铜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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