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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前，上海自贸试验区扩

容，福建、广东和天津自贸试验区

新设立，标志着自贸试验区进入

了2.0时代。回首过去的一年，四

个自贸试验区以国际高标准经贸

规则为标杆，在贸易、投资、金融、

政府职能转变等领域展开先行先

试，积极推进各项体制机制改革，

形成了数十项制度创新举措，真

正发挥了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

发展先行者的重要作用，奠定了

自 贸 试 验区 2.0的基 本 框 架。

    一是高水平贸易便利化体系

初步形成。四个自贸试验区积极

实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出台

了大量便利措施，建设智检口岸、

实施智能通关，推出加工贸易“自

主核销”、原产地证书管理创新、

“互联网+”免费报关等举措，通关

效率提高50%以上，企业通关、物

流成本也因此大幅降低。

    二是高水平投资管理体系初

步形成。四个自贸试验区以负面

清 译为核 心的投资 管理体 制改

革，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吸引了

外商投资企业在自贸试验区的集

聚。2015年，广东自贸试验区新设

外商投资企业2374家，伺比增长

287. 2%，占广东省新设外资企业

的42. 1%。自贸试验区在企业注册

与投资管理服务等方面推出一系

列创新举措，如“多证合一、一照

一码”“商事主体证照卡”“一口

受理”系统的推进，为企业节省了

时间与成本。

    三是高水平的地方政府治理

体系初步形成。天津、福建等自贸

试验区陆续出台了《自贸试验区

条例》，对自贸试验区的管理体制

进一步明确规定，对投资、贸易、

金融临管、财税、人才、法治等内

容进行具体规范，为自贸试验区

的运行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建

立高水平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搭

起了基本框架。

    四是金融开放创新体系日益

成熟。四个自贸试验区与人民银

行密切配合，在人民币跨境使用、

外汇管理改革、融资租赁、金融协

I司创新等领域出台了数十条改革

措施，进一步加大对跨境贸易和

投融资的金融支持，为促进实体

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

今年2月末，仅天津自贸试验区内

主体即累计新开立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13345个，外汇账户2066

个；跨境收支335.7亿美元，跨境

人民币结算业务867亿元人民币。

    五 是服务国 家战略作用突

出。福建自贸试验区推出了两岸

商品快速验放模式、台湾居民入

境签证便利政策等多项对台丌放

合作措施，天津自贸试验区针对

京津冀一体化，推进了“在京冀

地区复制推广进口商品保税展示

交易模式”“与北京市服务业扩

大开放综合试点对比互补试验”

等多项改革创新举措，广东自贸

试验区针对粤港澳一体化推出了

三方共同出资的青年创业投资基

▲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市民在风信子跨境商品直购体验中
L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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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取得了积极成效，体现了服务

国家战略的设计初衷。

    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之中，四

个自贸试验区各有特色、成绩斐

然，但也面临一些共性的困难与

挑战，如改革创新呈现碎片化、各

部门协同性不够、制度创新效果

难以科学评估、政府官员传统的

政治治理经验与自贸试验区丌放

创新的理念仍然存在差距等，多

种因素的存在制约了自贸试验区

的建设和发展，影响了成效的发

挥。下一步，要推进自贸试验区取

得更大成效，需要在以下几个方

面重点着力。

    一是加强对自贸试验区全盘

的战略考量，形成推进合力。自

贸试验区设立以来，各部委先后

出台了系列文件支持自贸试验区

建设，但这些文件仅从各自主管

工作层面提出一砦具体的政策措

施。2015年12月出台的《国务院关

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

干意见》仅提出要继续深化自由

贸易试验区试点，2016年3月公布

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提

高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质量，在

更大范围推广复制成功经验，也

没有明确自贸试验区的总体推进

思路，令各方认识存在较大差异，

在具体推进L作中步调也难以完

全合拍。自贸试验区的各项改节

分头推进，但牵一发而动全身，

需要从国家层面加强对自贸试验

区的总体谋划与战略考量，统筹

自贸试验区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关

系，使各方统一推进思路，形成更

大的合力。

    二是加强自贸试验区的互联

互通，推动改革创新措施落地。当

前，各自贸试验区充分发挥地方

积极性，推I叶J了许多特色鲜明的

改革创新措施，但同时也出现了

碎片化倾向，时常面临卜通下不

通、左通右不通的尴尬局面，影响

了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措施的落

地。为此，需要加强自贸试验区的

互联互通，打通自贸试验区与各部

委、自贸试验区各部门与当地政府

_j：级部门、自贸试验区内部各职能

部门以及四大自贸试验区之间的

阻塞环节，使自贸试验区既能内部

互联互通，也能上下、左右互联互

通，形成协同效应，从而更好地推

动改革创新措施的落地。

    三是理清自贸试验区制度创

新的路径与边界。当前，自贸试

验区制度创新的大方向已较为清

晰，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便利

化成为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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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与指引，但制度创新的路径和边

界并不清晰。实际操作中，自贸试

验区的改革创新措施自卜．而上，一

些可以由地方政府自主试验，而大

量的创新措施属于中央事权，白贸

试验区只能分头向国家各部委申

请，形成重复劳动，导致效率较低。

今后，我们需要充分发挥自贸试验

区联席会议机制的作用，进一步总

结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合理路

径，明确自贸试验区创新的基本边

界，使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举措

能够有章可循。

    四是加强对自贸试验区制度

创新的成效评估与研究。自贸试

验区由一个增加到四个，在短短

一年罩，形成了大量制度创新举

措。今后，如何评估这些制度创新

的效果，以何种标准判定可以在

全国进行复制，仍然是个难题，需

要进行科学细致的研究。我们既

需要考虑制度创新措施的静态效

应，也要考虑动态效应；既要考虑

单项措施的效果，还要考虑多项

措施累加的系统性效果；既需要

考虑制度创新带来的便利化，还

要考虑制度创新增加的监管成本

与风险。因此，廊从多个维度进行

科学细致的评估，才能得出相对

客观的结论。啊

策。其核心观点是中国必须始终坚

持“解放思想”，持续推进“改革开

放”，从经济发展的供给端和需求端

精准发力，不断促进“创新创造”，

进而产生不竭的财富源泉和内生发

展动力，促进中国成为全球最充满

生机和活力的“改革创新型国家”，

为促进包客性增长、可持续发展奠

定坚实的基础．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