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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再添 6 个自贸试验区开放拓展新格局 

 

2019 年 8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山东、江苏、广西、河

北、云南、黑龙江 6 个自贸试验区，并印发总体方案。至此，中

国自贸试验区增至 18 个。专家指出，新设一批自贸试验区将使

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更加完善，更

高水平的开放彰显中国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决心。 

一、4 个“突出”体现更高水平开放 

“中央决定在山东等 6 个省区设立新一批自贸试验区，目

的是要通过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多层次差别化探索，激发

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好服务于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布局。”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认为，6 个自贸试验

区整体方案有以下特点： 

——突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在充分借鉴现有自贸试验区

成功的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围绕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

后监管等方面，提出各具特色的具有系统性、集成性的改革试

点任务。 

——突出扩大开放。立足各自区位优势，深化与周边国家和

地区经贸合作，更好服务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布局。 

——突出引领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战略叠加优势，通过制

度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聚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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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进一步对标高标准国

际经贸规则，充分利用各地资源禀赋优势与区位优势，形成各

有侧重、各具特色的试点格局，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东北振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发展、海洋强国等国家战略。 

二、首次在沿边地区布局 

“在山东、江苏、河北新设自贸试验区，将实现中国沿海省

份自贸试验区的全覆盖。”王受文介绍，6 个新设自贸区中有 3

个在东部沿海，这样布局旨在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形成对外开

放的前沿地带，全方位发挥沿海地区对腹地的辐射带动作用，

更好地服务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总体布局。 

此次新设的 6 个自贸试验区中，广西、云南、黑龙江在沿

边地区，这是中国首次在沿边地区布局自贸试验区。王受文指

出，这将有利于通过改革创新助推沿边开放，辐射带动沿边发

展，为中国进一步密切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提升沿边地区开

放开发水平，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改革经验。 

具体来看，广西将通过深化与东盟的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国

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探索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等，形成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云南将通

过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周边国家合作发展，建设连接南亚东南

亚大通道的重要节点，推动形成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开放前沿；黑龙江将通过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着力

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建设面向俄罗斯及东北亚的交通物流枢纽，

打造对俄罗斯及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中心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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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赋予新自贸区更大改革自主权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

革创新自主权”。具体来看，主要在 5 个方面对新设 6 个自贸试

验区赋予更大改革自主权—— 

聚焦贸易便利化。6 个总体方案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提出一系

列政策措施，比如，江苏方案提出优化口岸通关流程、推进货物

平均放行和结关时间体系化建设；云南方案提出实施“一口岸

多通道”监管创新等。 

聚焦投资便利化。比如，将外资人才中介机构、无船承运、

外资经营国际船舶管理业务的审批或备案管理权限赋予自贸试

验区或有关地方。 

聚焦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河北方案提出金融监管“沙盒

机制”，在雄安股权交易所开展股权众筹试点；山东方案提出开

展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改革试点。 

聚焦引进人才便利化。比如，广西方案提出将有关外籍及港

澳台人才省级管理权限赋予自贸试验区；云南方案提出建立外

籍务工人员管理长效机制。 

聚焦体制机制创新。6 个总体方案均提出支持各地构建精简

高效、权责明晰的自贸试验区管理体制和用编用人制度，如山

东方案、江苏方案都提出将能下放的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全

部下放给自贸试验区。 

（信息来源：中国青年报、搜狐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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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综述】 

 

关于广西的自贸试验区建设与发展开放型经济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 

与会专家们认为，广西要搞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既要把

握住国家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战略机遇，同时还需抓住

国家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北部湾经济区建设、西部陆海新

通道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等重大战略带给广西的

机遇与挑战，发展开放型经济，实现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要抓住重要机遇。一是抓住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机遇，培育新产业和新动能，实现变道超车。广西要结合自身

现有的基础、优势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谋划好一两个产业，在

这个过程中科技、人才、知识很关键，要利用好本地教育资源，

办出广西的一流大学。二是抓住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构

建承接产业转移的新高地。东南亚国家很多产业还是劳动力密

集型产业，比如服装、电子等，他们的原料、化纤、面料都是我

国企业提供的，这些产业在从东部地区向外转移的时候，应努

力把它们弄到广西来。三是抓住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和跨国公

司产业链布局的机遇，共同构建中国-东盟的产业链。广西可以

提供上游的设备或者中高端的东西，越南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

组装环节，扩大同东盟国家的合作领域，就可以形成一个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就可以打好“东盟牌”。四是抓住广西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战略机遇，扩大投资领域，实现贸易转

型升级。努力开拓贸易新业务，实现管理模式创新，比如其他体

制和机制创新驱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从而推动广西经济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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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要积极应对挑战。一是应对引进外资困难的挑战。产业转

移有一个逐步转移的过程，现在面临着中美贸易战的大外部环

境，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有通过中西部地区转移到境外的趋势，

以东南亚国家为主，这给广西带来最大的挑战就是引进外资困

难。二是应对广西与东南亚国家竞争大于合作的挑战。广西与

东南亚国家在新兴产业的发展上处于同一起跑线，经济要实现

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靠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又靠技术，技术就是

靠人才，在技术、人才方面，广西与东盟国家都是竞争关系，竞

争大于合作。三是应对广西与南亚国家的合作动力发生转变的

挑战。广西于东南亚国家现在的合作动力就是市场，市场就会

带来产业合作，产业合作的动力是市场，有人口就有市场，东南

亚国家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有潜在的巨大市场，他们有市

场，广西本身没有市场，导致市场的合作动力发生转变。四是应

对云南至中南半岛铁路开通带来的挑战。广西同越南的交流始

终都有一些问题，铁路公路都不是很畅通，2021 年从云南到中

南半岛，到老挝的铁路要开通，加之陆路畅通，将来国内很多人

员、货物都可能从这个铁路往来，广西如果不行动，广西优势将

会被削弱。 

关于广西的自贸区建设与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建议 

第一，推进全面制度创新与重点打造广西特色。一是广西

的自贸区建设先行先试要试出广西的特色，既要有制度的创新，

也要做好制度的解读和宣传，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

的优势，优化政府职能，吸引投资者来广西投资。比如新疆霍尔

果斯的政策“五免五减半”，云南的“一次认证、一地两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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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等，抛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者来广西投资。

我们请很多专家写政策，但是没有人能够解读政策，政府需要

审清楚这些政策的可操作性。二是打造广西自贸试验区的特色，

突出名族特色和东盟特色，崇左片区的着力点放在越南、钦州

港的特色主要立足做门户、南宁的着力点就放建设面向东盟的

金融开放门户的核心区。 

第二，主动对接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一是广西要成为

大湾区的紧密层，主动参与它的分工、合作，让它带动广西发展。

二是建立自信，巩固广西跟东盟国家的合作，挖掘市场潜力，让

其他省区、周边的一些省区分享这个市场，以此对接粤港澳大

湾区。越南的加工很多，很多中间产品是从中国进口的，比如面

料、钮扣、拉链、机械设备，怎么把这些产业弄到广西配套？越

南加工的电子产品的元器件、元配件能否在广西生产？等等，

把产业链对接起来后，后端的产业、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配套起

来，相当于提高了整体大湾区的生产力。 

第三，打好陆海贸易新通道的牌。一是广西要在产业形成

的过程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构建同东盟国家的产业链和价值链。

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到新加坡，仍然要打好东盟牌。三是利用

广西的独特区位优势，从陆地上和海上两个方向同时发力，构

建双向连通我国西南和西北，以及与东盟国家的区域性的国际

物流中心，通过物流的畅通带动产业集聚，在广西打造中国-东

盟进口商品的集散中心。四是建议国家规划新建或者扩建跨省

区的基础设施，比如从云南腾冲经广西到广东湛江的高等级公

路和客货两用的快速铁路，从兰州、成都、重庆、昆明、贵阳一

直通高铁到防城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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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把握广西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机遇。一是制度创新，包

括投资政策、人才政策、税务政策等等，吸引、留住企业和人才。

二是争取中央指导、协调。广西、广东和海南三省以资产为纽带，

组建北部湾世界级的港口群，把广西、广东、海南的各个港口资

源通过这个纽带组建世界级的港口群，只求所在不求所有。三

是利用国家战略，整合北部湾的陆路、海路资产，为广西所用。

争取设立广西-云南中越边境 0-20 公里战后恢复区，特别是税

务区，税务区在里面举办实体企业，也有助于巩固边防。四是利

用自贸区建设平台，整合中国-东盟以及粤港澳大湾区这两大资

源，构建中国-东盟的进口商品的集散中心。 

第五，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

利化的营商环境，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一是优化政府职能，深

化“放管服”改革，主动做好公共服务工作，不与企业争利的同

时，建立一个企业诉求向上反映的通道，专门为企业家服务的

一个管理机构。二是政府部门承担应该承担的风险，将分担风

险作为政府为企业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分摊企业经营风险，

降低风险的不确定性，学习成都建立风险基金，在企业建立最

初面对风险时，政府就承担了风险的大头。三是培育企业家精

神，锻造出有生命力，能够抵抗各种各样风险的、真正能对广西

做出贡献的企业。 

第六，重视本土文化禀赋的引导和建设。致力于开放、不排

除新元素的文化建设，在强调资源禀赋优势的同时调动国民的

干劲、创业精神、学习知识热情；注重商业文化、培育小型的企

业主，要把最具有雄心、野心、有能力的人放到他该去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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