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5月 2日 星期一2022年 5月 2日 星期一55 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②②

①①

天津自贸区全力推进制度创新
本报记者 周 琳

南航租赁日前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东疆综保

区设立项目公司，顺利将一架原境外某飞机租

赁公司拥有并租赁给南方航空使用的飞机资产

包购买到东疆项目公司，将飞机资产从境外转

移到东疆综保区。

东疆融资租赁局副局长时金凤介绍，整个

过程中，东疆管委会和东疆海关形成合力，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的作用，全过程飞机无

需实际进出境，仅用 1 天时间就完成了飞机退

租出口到东疆、退运出境、重新报关进境等系列

海关手续，为企业节省了可观的运营成本。

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东疆综保区，每一单飞机

租赁业务的落地仅仅是服务的开始。针对租期

内的管理、资产交易流转、退租飞机处置等产业中

后端环节，东疆加快发展“租赁+买卖”“租赁+维

修”“租赁+改装”等多种飞机资产处置模式。

截至 2021 年底，天津自贸试验区内各类租

赁 企 业 有 4009 家 ，注 册 资 本 6776.47 亿 元 。

2021 年天津自贸试验区在全国率先挂牌建设联

动创新示范基地，成功设立滨海高新区、中新生

态城部分区域作为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积

极推动滨海新区实现“全域自贸”。

制度创新是天津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

务之一，在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发展进程中占据

重要地位。挂牌以来，天津自贸试验区累计实

施 502 项制度创新措施，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

38 项试点经验和实践案例，有效发挥全国改革

开放先行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的引领作用。

得益于自贸政策溢出效应的持续显现，合

源生物获得天津市第一张细胞药品生产许可

证，高新区先进计算与关键软件（信创）、细胞生

态海河实验室挂牌成立，中新生态城获批设立

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

会办公室最新统计显示，2022 年 1 月至 2 月，天

津自贸试验区新设立企业 1190 家，其中外资企

业 18 家；备案境外投资机构 4 个；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 4.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54.53%；税收收入

（全口径）126.79 亿元，同比基本持平。

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唐中

赋介绍，天津自贸试验区在跨区域合作、承接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建立联动机制等方面持续

发力。随着华电集团、中国联通等一批央企项

目落地，目前已累计承接非首都功能重点项目

超 4000 个，注册资本近 6000 亿元。天津自贸试

验区建立政务服务京津自贸区通办联动机制，

以政务服务改革促进跨区域政务服务水平持续

提升，目前已推出 3 批 153 项“同事同标”事项。

京津两地市级政务服务中心通过采取互派人

员、互设窗口方式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推出

696 个事项办理服务。

自贸试验区硕果累累
本报记者 冯其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部署设立 21 个

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试

点格局，推出了一大批高水平制度创新成果，

建成了一批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为高质量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各自贸试验区大胆探索、勇于突破，

充分发挥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为我国构建更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实现高质量发展

奠定了良好基础。

形成一批制度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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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战略

举措。从 2013 年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开始，我

国不断优化自贸试验区布局，“十三五”时期，

又新设 17 个自贸试验区，总数达到 21 个，并增

设上海临港新片区，扩展浙江自贸试验区的区

域范围。2020 年 6 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正式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

展开。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块大试验田，要

播下良种，精心耕作，精心管护，期待有好

收成，并且把培育良种的经验推广开来。”这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自贸试验区建设寄予的殷

切期望。近年来，自贸试验区从要素开放上

升到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开放，是新时期我国

在投资、贸易、金融、外商投资服务和管理

等方面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的高地。

2021 年，我国在跨境服务贸易领域公布

了第一张负面清单，即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

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这张负面清单实现了我

国跨境服务贸易管理模式的一个重大突破，

为推动跨境服务贸易领域扩大开放迈出了重

要一步。

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特别

管理措施由最初的 190 项到“十三五”初期的

122 项，到 2021 年压减至 27 项，在投资领域扩

大开放稳步推进。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

受文表示，自贸试验区不只是为了特定区域的

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国家试点，创造出好的经

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十三五”时期，自贸试

验区探索形成 173 项制度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

推广，累计达到了 260 项。2021 年推出新一批

18 个最佳实践案例，至此，自贸试验区累计推

广 278 项制度创新成果。

同时，自贸试验区自身也得到了大发展。

2021 年，21 个自贸试验区利用外资增长 19%，

比全国高出 4.1 个百分点。外贸进出口增长

29.5%，比全国高出 8.1 个百分点。自贸试验区

面积虽小，却占到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 18.5%，

全国进出口总额的 17.3%。“自贸试验区为外贸

外资基本盘的稳定作出了贡献。”王受文表示。

差别化探索持续深化

这些年来，我国各地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

战略定位和区位优势，差别化探索推进国家战

略深入实施，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尤其是持

续深化差别化探索，加大压力测试，有力地推

动了自贸试验区的深化改革创新。

在东部，各自贸试验区加速集聚优质要素

资源，带动新产业、新模式发展。在中西部，各

自贸试验区着力打造内陆对外开放门户，通过

内陆畅通对外开放通道，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沿边地区找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互补

优势，探索跨境贸易、跨境物流、双向投资，服

务“一带一路”倡议。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

明表示，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深化，自贸试验区

将担当起各地改革发展“先行军”的重任。各

自贸试验区根据当地产业基础和发展方向等

因素，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打造各地开放优

势，有利于在全国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经验。

北京自贸试验区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需

要，建设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打造京津

冀联动的全球化协同创新服务模式。

湖南自贸试验区立足中部崛起战略，着力

打造联通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

投资贸易走廊，发展湘港澳直通物流链，打造

郴州国际内陆港和粤港澳大湾区保税货物中

西部集散第一站。

安徽自贸试验区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投资项目，通

过核心技术和成套生物设备输出，带动国际产

能合作。

海南自贸港建设虽然起步晚，但追赶的脚

步不停。几年来，我国重点加快构建自贸港政

策制度体系，出台实施了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

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跨境服务贸易负

面清单、两个 15%所得税等早期收获政策，配合

编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

法》；稳步推进极简行政审批改革、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等领域的改

革，着力推动制度集成创新等措施。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取得积极进

展，目前已经进入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

要阶段，高水平开放的成效逐步显现。”海南省

开放型经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发

展 研 究 中 心 对 外 经 济 研 究 部 原 部 长 赵 晋 平

表示。

政策制度框架基本构建

伴 随 着 我 国 自 贸 试 验 区 建 设 的 不 断 推

进，我国赋予了自贸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

权。目前，21 个自贸试验区共有 28 个建设方

案，总计推出了 3400 多项改革试点任务。改

革任务涉及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投资自由化

便 利 化 、金 融 服 务 实 体 经 济 、政 府 职 能 转 变

等，初步构建了自贸试验区政策制度的基本

框架。

与此同时，为了支持自贸试验区的发展，

国家推出了一批含金量比较高的专项政策文

件，以解决自贸试验区建设中遇到的一些专业

问题，拓展自贸试验区探索的深度和广度。

2018 年，《国务院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

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出台，推出

了 53 项改革措施，加大赋权力度。

2019 年，《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

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的通知》出台。

2020 年，《国务院关于支持中国（浙江）自

由贸易试验区油气全产业链开放发展若干措

施的批复》印发。

2021 年，《关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

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的若干措施》出台。

这些政策文件在进一步加大自贸试验区

改革创新力度的同时，助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措施实施后，也推动了各自贸试验区

外向型经济、外向型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浙江自贸试验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积极参与组建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实现浙

沪跨港区供油、助推海事服务一体化，发布中

国舟山低硫燃料油保税船供报价，推动期现联

动合作构建一体化油气交易市场。

2021 年，福建自贸试验区产业发展平台持

续壮大，新增企业约 1.19 万户。厦门集成电路

产业持续优化集成电路平台公共服务，深入推

进保税研发试点，2021 年完成对外付汇 2700 万

美元，同比增长 2.9 倍。

如今，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再出发。我国

应继续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赋予自由

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加强改革创新系

统集成，统筹开放和安全，及时总结经验并复

制推广，努力建成具有

国际影响力和竞争

力的自由贸易

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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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S2 沪芦高速上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海鸥门”。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图② 海南自贸港建设重要的集装箱航运枢纽——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内

的重庆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全

景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