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贸试验区再迎新政  多点改革扩大开放

 

9 月 3 日，国务院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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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涉及贸易、投资、金融、运输、土地、司法等多个领域的 19项改革措施，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发挥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加快对外开放高地建设。主要关注点

如下： 

一是体现了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部署的有序安排。从 2013 年到 2017 年，前 3 批

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是每两年出台一批，并且在新一批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出台时，同

时出台原有自贸试验区的深化改革方案。从 2018年开始，自贸试验区工作提速，2018-

2020 年每年均设立一批新的自贸试验区。今年则是出台此次在所有自贸区实施的推进

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措施。这体现了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工作的节奏性和有序性。 

二是注重从面的布局到点的突破。从 2013 年 9 月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到 2020

年 9 月设立第 6 批北京、湖南，安徽等 3 个自贸试验区，自贸试验区数量已经达到 21

个，各个自贸试验区的战略目标、发展定位、主要任务各不相同，改革措施的覆盖领域

也因地制宜各有差异。此次集中出台的 19 项改革举措涉及多个领域、适用于所有自贸

试验区（除了 2 项适用于 3 个自贸试验区），体现了自贸试验区在实现地域布局覆盖

广泛的基础上，开始注重具体的点上的改革创新。 

三是制度创新从各自探索到集中突破。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以往采取的是各地先

开展试点、总结经验后再集中推广的模式，国务院先后在全国集中复制推广了 6 批试

点经验，国务院自贸试验区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了 4 批最佳实践案例。此次

改革措施则是集中进行突破，在通知中也明确了中央相关部委作为责任单位。此次 19

项改革创新措施中，有部分措施在部分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已有提及，比如，四川、

海南、湖南等有保税维修业务，四川有多式联运“一单制”， 天津、海南、北京、安

徽等知识产权证券化，此次集中在所有自贸区推动落地，应是基于在前期有所探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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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经验的基础。 

四是以深层次改革推动高水平开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进一步扩大金融改

革开放。此次 19 项措施中涉及金融领域的有 8 项，占比达 42%。其中，开展本外币合

一银行账户试点、提高离岸转手买卖贸易结算便利化水平等措施，针对当前金融开放

的难点，政策含金量高；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的推广，有利于拓展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

渠道，提高科创金融服务水平，促进科技创新。第二，税收和司法领域在以往的自贸试

验区政策中少有提及，此次提出研究论证离岸贸易的企业所得税和印花税相关政策、

支持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在自贸试验区运营，均是力度很大的突破。 

五是注重加快落地实施。通知明确提出简化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地程序和要求，对

确需制定具体意见、办法、细则、方案的，应子本措施印发之日起一年内完成，确保落

地见效。与以往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最短两到三年的时间要求相比，一年落地的时

间要求很高，体现了中央加快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发挥自贸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高

地引领作用的导向。 

 

（中国银行海南金融研究院   王方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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