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奔腾不息的黄浦江畔，挂牌满一年的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像一块能量
巨大的“磁铁”，牢牢吸引住世界的目光。
李克强总理在视察上海自贸区时说，“自
贸区有大未来，上海有大未来！”“祝愿上
海自贸区繁荣发达！”

核心功能是制度创新

上海自贸区肩负着前所未有的重任，
这是一块新形势下我国更好应对国际经
济贸易规则变化和挑战，提高对外开放水
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试验田”。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趋势，
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不断变化是现实。设
立上海自贸区，就是要在上海这个“离世
界最近的窗口”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
广”的新路，让中国更广大区域在与世界
经济接轨时少走弯路、快步向前。

以人们耳熟能详的负面清单管理模
式为例。目前，世界上已有 77 个国家实
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上海自贸区先后
推出了两个版本的负面清单，新版大幅

“瘦身”，见证了上海自贸区不断开放的步
伐，并迅速成为各地规范市场准入的利
器。这只是上海自贸区众多制度创新中
最广为人知的一项。

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上海自贸
区着眼于探寻“深水区”的突破口，既是国
家战略，也是未来发展的范本。在改革开
放前沿浦东辟出一块更加开放的“试验
田”，就是要探索建立符合更高开放水平
的经济发展体制机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韩正再三强调，上海自贸区的核心功能是
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真能激发市场活力、释放
制度红利吗？”这样的疑问一直伴随着上

海自贸区走过不寻常的 300 多天。在上
海市副市长、自贸区管委会主任艾宝俊那
里，记者得到了振奋人心的回答，“截至 9
月 15 日，上海自贸区共新设企业 12266
家，其中外资企业 1677 家，占 13.7%。社
会投资创业热情持续高涨，近 3 个月每月
新 设 企 业 七 八 百 家 ，其 中 外 资 企 业 占
20%，而挂牌之初，每月新设外资企业只
有 20多家。”

据了解，目前自贸区新设外资企业总
数突破 1600 家，增长后劲十足。外资企
业被制度创新的魅力吸引而来，纷纷用资
本为上海自贸区“点赞”。

试点成果逐步推开

今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鼓励上海自
贸区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上海
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指出，试验区允许
试错，但试错也要有底线思维，不能出现
系统性、颠覆性的错。

改革箭在弦上，创新时不我待。《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
经过两至三年的改革试验，为我国扩大开
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径。今
年 3 月初，韩正表示，力争在上海自贸区
运行一年之时，推出首批在全国范围内可
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和机制。

一年间，上海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突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实施了
一批改革措施，落实了一批开放举措，而
所有的改革措施、开放举措都涉及各部
门，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艾宝俊说，上海自贸区能否先行一步
试出名堂，对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具
有重要示范和带动作用。但他希望，上海
自贸区加强与各地、各部门的沟通联系、
形成共识，以利于上海自贸区改革的不断

深化和推广复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来改革的春

风，吹皱了上海自贸区一池春水。各部
门全力以赴支持上海自贸区改革。如
今，在自贸区初步形成了一些新的做法，
有些已经制度化，并有多项在上海乃至
全国推广。

注册登记制度改革事项已在全国推
广，取消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委托加工备
案事项已在上海推广，人民币跨境使用、
利率市场化试点和外汇管理改革等部分
金融制度创新内容已向上海和全国部分
地区推广，海关“先入关、后报关”等改革
措施已在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复制推
广，并将逐步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外地
区复制推广。

就在上海自贸区迎来“周岁”生日之
际，记者从自贸区管委会了解到，首批立
足于“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成果正在各
自领域内逐步推开。3 家社会评估机构
将于 9 月底基本完成对上海自贸区的评
估，国家主管部门将对试点成果进行深化
完善，让全国共享自贸区改革成果。

改革红利不断释放

今年 4 月起，外高桥保税区外一个保
税展示交易平台森兰商都和一个进口商
品直销中心正式营业，消费者可以在这里
买到比市区便宜不少的奢侈品和进口水
果海鲜。

森兰商都负责人王海松告诉记者，
“我们的税款不用事先垫付，在发生实际
交易后再定期向海关集中缴纳，资金周转
加快，成本相应降低，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惠利又返还给消费者；另一方面，在区外
进行保税展示方便了企业看货订货，会吸
引来更多代理商，市场竞争力也提高了。”

7月底，2014年上海自贸区境外新版
图书展在外高桥保税区国家对外文化贸
易基地举行。上海东方汇文国际文化服
务贸易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胡环中介
绍说，海外图书在保税状态下进入上海自
贸区，进口环节的关税、增值税先不用交，
成本就下来了，在这里仓储、展览，国内买
家购买之后再按一般贸易进口。今后，这
里将进行常态展示。

落户外高桥的伟创力集团今年 3 月
在海关支持下开展了境内外维修业务，预
计今年单个维修基地营业额将达 1000
万美元，较去年增长 10 倍。相关负责人
来栋文告诉记者，以前保税区内企业只能
开展区内生产出口产品返区维修业务。
实施全球维修产业监管制度后，可以接收
世界各地的维修订单了，企业已为不断增
长的业务准备了新的维修基地。

《经济日报》记者在上海自贸区采
访时，适逢亚马逊公司与上海自贸区开
展跨境电子商务合作。据悉，合作包括
建 设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平 台 、物 流 仓 储 平
台，利用自贸区金融创新政策，优化融
资结构，开展跨境电子支付服务等。亚
马逊将在上海自贸区内投资设立运营
主体，并将其打造成亚马逊中国的国际
贸易总部。

这就是上海自贸区。在这片28.78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因为制度创新，每天都在
发生变化、创造奇迹，从经济、文化、生活各
个层面影响社会进步。从这里，可以窥见
未来一个更加自信、开放和美好的中国。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上海自贸区正在
从“试验田”里收获沉甸甸的“果实”。艾
宝俊如此描述他和同事们这一年的所有
希冀，“播下良种，精心耕作，精心管理，期
待来年有好收成，并且把培育良种的经验
推广开来。”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未来两
年，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重点已全部
敲 定 —— 《上 海 国 际 贸 易 中 心 建 设
2014—2015年重点工作安排》 日前正式
发布，共囊括了围绕“两个创新”（推进
贸易制度创新、推进贸易方式创新）、

“两个提升”（提升贸易主体能级、提升
贸易服务功能）、“两个完善”（完善市场
体系建设、完善贸易投资环境） 等六大
方面，提出 35 项重点工作安排。其中，

“平台经济”有望在沪迎来大发展，自贸
试验区内将建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棉
花、液体化工品、白银、大宗商品、有
色金属等 8个国际交易平台。

在推进贸易制度创新上，上海将深化
自贸试验区投资管理制度创新，实施修订
后的 2014 年负面清单，研究编制 2015 年

负面清单。对一批服务业和制造业等领
域提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举措。借鉴自
贸试验区投资管理模式，推动“告知承
诺+格式审批”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并逐步
向全市推广。完善外商投资管理备案管
理办法和操作流程，推行以备案为主的境
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针对贸易监管制度，自贸试验区“一
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和“区内自
由”监管模式会继续深化，扩大“分送集
报、自行运输”试点范围。试点建立货物
状态分类监管模式，争取在洋山保税港区
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启动货物状态分
类监管模式试点。加快研究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管理制度的系统建设和可行性方
案，制定相应的管理规范和操作流程。

与此同时，上海还将加快与贸易投资

有关的金融制度创新，积极争取国家金融
监管部门支持，扩大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
汇资金集中运营试点企业范围，进一步简
化外币资金池管理，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
心外汇管理试点，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
化。研究制定自由贸易账户管理办法，推
动金融机构通过设立自贸试验区分账核
算单元的方式，为区内居民和非居民开立
自由贸易账户。继续推出新的场外大宗
商品价格指数衍生品中央对手清算服
务。鼓励金融机构围绕贸易融资需求创
新金融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未来两年“平台经济”
有望迎来迅速发展。上海将建立平台经
济市区合作联动机制，支持鼓励大宗商品
大数据平台、大宗商品交易服务平台、大
宗商品动产质押平台等一批重点平台经

济项目发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大宗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管理暂行规定》
有望完成制订并发布，在自贸试验区内建
设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棉花、液体化工
品、白银、大宗商品、有色金属等 8 个国际
交易平台。

依托自贸试验区，上海还要加强对离
岸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的研究，突破政策
瓶颈制约，逐步拓展试点专户收支范围以
及账户融资和账户理财功能，扩大离岸贸
易规模；推进全球维修检测基地建设，促
进服务外包等服务贸易发展。支持各类
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跨境融资租赁和租赁
产品创新；推动自贸试验区内“平行进口
汽车”政策试点，建设平行进口汽车展示、
体验、销售等综合性展示交易平台和平行
进口汽车综合维修中心。

上海自贸区横空出世，不见高楼林立，也未现政策洼

地，却有制度创新源源不断地推出，激起阵阵反响，引来

层层推广。上海自贸区从架构之初就立志“不栽盆景种

苗圃”，国家战略关注的是那“成片的森林”。

建设上海自贸区，是我国从发展大势出发，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中

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

放。上海自贸区是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起点上的先行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贸试验区建设是否成功的一

个重要标志，在于形成了多少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

果。没有现成办法，没有过往先例，制度创新一切都要从

头开始。从挂牌那一刻起，上海自贸区就深切体会到了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立足于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上海自贸区不

断自我加压，先行先试，围绕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监

管和事中事后监管全面开展制度创新工作，加快推动政

府职能转变，密集推出改革开放新举措。

制度创新是上海自贸区最吸引人眼球的探索之举。

重点推进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形成了更加开放透明的

投资管理制度；不断深化的贸易监管制度创新，提高了贸

易便利化水平；接连推出的金融制度创新举措，聚焦于服

务实体经济发展；对市场主体“宽进”以后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创新了政府管理方式。

一年来，上海自贸区着眼于同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

规则相衔接，加大自主改革力度，拓展改革试点新领域，

探索完善行政公开透明制度、公平竞争制度和权益保障

制度，其核心是扩大了公众参与，对各类市场主体实行公

平同等待遇，加大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了行政争议

解决机制。

一年届满，上海自贸区收获了制度创新的硕果和冲

出重围的信心。“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中，一

部分将在全国范围或特殊监管区域内复制、推广，另一部

分将在上海形成功能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紧密

联动，做到“可辐射、可服务”。

在全面开展制度创新实践的同时，上海自贸区将以

国际贸易、金融服务、航运服务、专业服务和高端制造五

大产业为导向，深化在功能创新拓展、产业转型升级等方

面的试点，着力打造总部经济，拓展贸易功能、金融功能

和航运功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形成与上海“四

个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为上海创新转型作出贡献。

如今，上海自贸区“苗圃”生机盎然。未来，更多

健壮的“小树苗”将从这里移植入广袤沃土，汇成茂密

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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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围绕投资管理、贸易

监管、金融监管和事中事后监管全面开展制

度创新工作，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密集

推出改革开放新举措

上图 上海洋山港正在装卸的外轮。

下图 上海外高桥港区的繁忙场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