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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四十多年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加入经济一体化、推动结构转型和

减贫进程。在其成就背后的多重因素中，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是理解其成功的关键

要点。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其在城市和乡村所开展的一系列试验，其中验证为成功

的则推广，验证不那么成功的则重新探讨或放弃。这种做法在不同领域和时期得以

采用。 

实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中国经济政策制定的主要两大特征，而中国在全球金融

危机后于2013年从上海开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自贸试验区）的战略也充分体

现了这一点。自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自贸试验区的数量已增至21个。尽管冠

名以自贸试验区，但实际上中国自贸试验区所涵盖的范畴已远远超出贸易（和投资）

促进领域，涉及政府职能和服务、制造业升级、服务业开放、金融深化、技能开发

和绿色城市发展等诸多层面。21家自贸试验区中，“试验”还包括了南南合作以及

其他许多内容。因此，制度创新被确定为自贸试验区战略的本质特征。 

本出版物致力于探讨自贸试验区战略的背景、主要特征及其成效，分析比较了

自贸试验区与本地区其他经济体的特殊经济园区的区别，并以具体案例剖析了自贸

试验区在促进可持续发展进程、产业发展和南南合作方面的作用。 

该项研究在中国自贸试验区战略实施十周年之际开展，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资

助支持。 

Richard Kozul-Wright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全球化与发展战略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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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发展本质上就是一个转型过程，是一系列因素，包括资源动员增加、资本积累

加速、收入提高、市场扩大、投资增加，相互作用和影响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UNCTAD, 2016）。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融入全球经济至关

重要，因为经济一体化有助于进入新的市场、获得新的投资机遇、接触更先进的技

术，以及参与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但同时，经济一体化也伴随着风险，一体化并不

会自动带来生产率提升和结构转型。 

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选择适当的发展战略，处理好经济一体化和政策空间的

关系，确保能够从经济一体化中获益。但具体何种战略是恰当的呢？在不断变化的

全球背景下，这个问题的答案因国别而异、因发展阶段而异，不存在“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解决方案。决策者需要学习、探索、试验，并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进行调

整。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自贸试验区）就是这样一种试验。 

2008 年至 2009 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并带来持久的

影响。2005 年至 2010 年，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6.57%和

0.77%。但在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发展中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降至 5.37%，而发

达经济体则增至 1.64%。在 2015 年至 2020 年期间，这一数字进一步变为 3.43%（发

展中经济体）和1.19%（发达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增长同样低迷。全球外

国直接投资再也未能恢复到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不确定性，中国政府探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的新途径1，于 2013 年 9 月设立自贸试验区。自 2013 年以来，中国已在 51 个城市设

立 21 家自贸试验区。 

从全球视角看，自贸试验区与经济特区具有共同点。尽管各国经济特区的名称

有所不同（如产业中心、出口加工区、产业园区和创新中心等），但都通过财政和

监管激励、基础设施支持等措施发展产业（UNCTAD，2019）。 

但是，自贸试验区也有别于典型的经济特区。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通过政策试点和试验，推动政务服务优化、经济一体化（特别是服务业）扩大、改

革深化并鼓励技术研发，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十年来，21 家自贸试验区推动了中国发展战略的升级，带动经济一体化深化、

促进贸易投资增长以及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据中国商务部2介绍，在制度创新方面，

 
1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https://www. gov.cn/zwgk/2013-

09/27/content_2496147.htm 
2 2023年9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发言
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9/ content_6906861.htm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促进制度创新、产业转型和南南合作中的作用 

2 

 

 

中国已在 21 家自贸试验区实施了 3400 多项“改革试点任务”，在全国复制推广了

302 项制度创新成果；在促进产业转型方面，自贸试验区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科

技等政策改革，推动了“产业高质量集聚发展”；在服务业方面，自贸试验区还支

持了金融、航运等服务业的发展。2022 年，自贸试验区以不到 0.4%的国土面积贡献

了中国 18.1%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 17.8%的进出口。在自贸试验区贸易和外国直接

投资强劲增长的同时，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已转向技术密集型商品，如电器、计算机、

车辆和机械，凸显了技术实力的进步。自贸试验区还强化了中国与其他区域发展中

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特别是与东盟的合作（南南合作），从而与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RCEP）、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ACFTA）和更紧密经贸关系的

安排（CEPA）等一体化倡议形成有效协同。 

本报告研究了中国自贸试验区的背景、基本原理和宗旨，并通过案例探讨了自

贸试验区在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和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作用。此外，报告还分析比较了

自贸试验区与经济技术开发区（ETDZ）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HIDZ）等中国其

他开发区的区别，并对自贸试验区与亚洲其他经济体（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

越南）的产业园区进行比较。 

本报告的结构如下：第一章回顾自贸试验区的背景、特征和治理架构；第二章

重点探讨自贸试验区与中国经济赶超；第三章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

人工智能产业为例，分析了自贸试验区在推动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第四章介绍了

自贸试验区在促进中国与东盟经济体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南南合作）中的作用，结

论部分介绍了主要研究成果、与其他亚洲经济体产业园区的简要比较以及对未来研

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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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自贸试验区：背景和特点 

（一）背景和进展 

2013 年 9 月第一个自贸试验区在上海设立。彼时，全球经济仍处于世界金融危

机的复苏阶段，但尚未回到强劲、可持续增长的状态（UNCTAD，2013 年）。国际

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均未恢复到危机前快速增长水平，外国直接投资在继金融危机

后连续三年微弱增长，随后于 2012 年大幅下降 18%。 

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以及出口市场的萎缩给中国也带来了挑战。金融危机后，中

国出台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推动中国经济增速在 2008-2011 年间保持在 9%以

上，但在 2012 年还是降至 8%以下区间。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以及产能过剩、粮食

安全、债务水平上升、结构性失业和环境恶化等国内问题，中国政府明确了“稳增

长、调结构、促改革”三个关键经济政策目标。启动自贸试验区建设是中国探索通

过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和战略之一。 

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务院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发布了首个自贸试验区方案——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自第一个自贸试验区在上海设立以来，

中国共设立了 21 个自贸试验区：2015 年在广东、天津和福建设立了自贸试验区；

2017 年扩大到中西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和浙江。

2018 年，海南也加入自贸行列。2019 年，中国又批准在山东、江苏、广西、河北、

云南和黑龙江设立自贸试验区。2020 年，最新一批自贸试验区在北京、湖南和安徽

获批。这些自贸试验区涉及 21 个省的 51 个城市，包括海南全岛。（见附录表 1）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建立了国务院自贸试验区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以

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制度包括约 30 个国家部委，如商务部、发改

委、财政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等。商务部通过其专设的自贸试

验区港建设协调司在联席会议机制中发挥协调作用。在地方层面，省市政府负责各

自贸试验区的实施和发展。这种治理结构表明，与中国其他开发区相比，自贸试验

区更加重要和敏感。相比之下，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管理分别

直属于商务部和科技部，而非国务院。 

（二）目标宽广、试验性方式和地方特色 

1．总体目标 

尽管冠之以“自由贸易”，但自贸试验区的政策范畴并不局限于贸易领域，而

是十分宽广。在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上海

自贸试验区的总体任务是为中国经济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路径”和“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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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通过政策制度的试点和创新，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复制推广为

原则，推动实现更大范围的政策溢出效应。表 1 总结了所有自贸试验区的主要特点。 

首先，政府认识到，提升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是要对标国际市场经济标准，

改革提升政府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衡量最佳实践案例和符合国家标准的基准

就是制度创新。此外，制度创新要有可复制可推广性，这也是政策学习的一个关键。 

其次，中国政府也认为需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研发

领域吸引资金、人才和技术，从而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再次，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的局面，中

国在外国直接投资领域和服务业领域探索试点各种政策，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负

面清单管理制度、汇率制度管理改革，试点进一步放开金融、保险、运输和其他商

业服务等领域。 

2．地方特色 

除了制度创新的共性特征外，各自贸试验区还结合各省的定位开展差异化设计，

强调因地制宜，突出区域优势和特色。因此，21 家自贸试验区并不“整齐划一”，

也不是“照方抓药”。表 1 总结了各自贸试验区的主要地方特色。 

例如，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重点是巩固其作为国际和全球金融物流枢纽的地位，

包括建设可与香港和新加坡媲美的领先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所在地，以及增强创新和

技术领先优势。湖南自贸试验区重点打造中非经济关系和粤湘区域经济走廊。云南

和广西自贸试验区着重谋划与东盟邻国开展跨境经济合作。成功与否参差不齐，一

系列因素决定了结果。对自贸试验区进行比较分析对于确保从所有自贸试验区（包

括失败、部分成功和成功的自贸试验区）中吸取经验教训至关重要。在政策设计和

实施的各个阶段，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因此，本报告对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

片区）的政策框架和对人工智能产业的影响，以及广西等几个自贸试验区对与东盟

经济体经济合作的影响进行了两个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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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贸试验区与中国其他开发区 

自贸试验区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四十年来将开发区作为开放和改革主要工具的

经验和知识，但与其他开发区在一些方面也有所不同。 

开发区是原有产业政策框架的一部分，通过试点和逐步推广，涉及大量的政策

学习。中国的经济开放进程始于 1979 年在深圳、珠海、汕头（广东省）和厦门（福

建省）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1988 年，海南省成为第五个经济特区。在早期阶段，

经济特区的重点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建立加工贸易和创汇。这五个经济特区与

邻近的中国香港、澳门和中国台湾省有历史渊源，它们是新兴的产业经济体，拥有

资金、技术、市场网络和管理经验。建立经济特区很快被证明是一项非常成功的决

策，尤其是在深圳，这给了中国领导层进一步扩大开发区的信心。1984 年，14 个沿

海城市（如天津和广州）被确定为“开放城市”，这些城市可通过经济政策融入全

球市场，但享受的优惠政策少于上述四个经济特区。 

在中国的经济政策背景下，经济特区特指上述五个省市，通常覆盖整个城市甚

至更大的区域。在海南成为经济特区之后，中国没有建立更多的经济特区，而是在

全国各地建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规模较小的开发

区。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最初建在沿海城市，后向中西部延伸。到 2023 年年中，

230 多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中国成为制造业和出口强国进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自

2012 年以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重心日趋成熟，已从扩张转向产业升级和发展

产业的技术密集度。各省市在拓展经济技术开发区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目前已

创建约 2000 个省级开发区。 

1988 年，中国政府在北京、上海等部分城市启动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这些开发区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和科研机构及大学网络。这些国家级开发区在全国

范围内逐步扩大。2023年，179个高科技园区重点发展创新和技术能力，培养人才，

并提供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和创新生态系统。另外还建设了 23 个自主创新示范区，

以促进当地创新。政府“十四五”规划明确，2020 年至 2025 年的目标是新建 50 个

高新区。 

除了在中国生产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外，

中国还发展了多种类型的开发区，用以应对特定的挑战和目标，包括改善海关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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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为重点的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主要集中在现有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新的区域

发展规划和自贸试验区则在 2010 年代得以引入（表 2）。3 

中国的开发区从一开始就具有共同的基础和特点（见表 2）。所有开发区或者自

贸试验区都服务于总体改革开放战略和与特定发展阶段相匹配的产业政策框架。4五

年计划和长期发展战略概述了这些计划。所有开发区以产业转型和技术实力为重点，

以吸引生产性投资，促进出口增长，提高整体经济竞争力为指导原则，提供所需的

产业生态系统。在促进经济一体化和产业能力建设的功能之外，完善治理体系也是

这些开发区的目的之一，并通过精心设计的试验和阶段性措施来获取经验。采用了

一套复杂的治理体系和政策工具，包括国务院和各部委的指令。自贸试验区的设立，

无疑借鉴了中国开发区实践的成功经验。但设立自贸试验区本身并不是目的，这些

区域可能承担着比以往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开发区更广泛、更重

要的使命。 

首先，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完善管理体制和经济治理。例如，在上海自贸试

验区的政策框架中，第一项“任务和措施”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服务方式，

包括加强机构间协调、提高行政透明度、建设信息平台等。政策框架强调政府职能

要从以“事前审批”为中心向以“监管”为中心转变。例如，青岛自贸片区应用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建立了智能企业注册系统。这些措施将推动政府服务

更加透明、高效和便捷，对经济持续增长和融入世界经济至关重要。 

其次，自贸试验区旨在通过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提升创新和研发能力，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产业升级。为此，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和改善贸易便利化管理

也被纳入了许多自贸试验区的计划中。这与经济技术开发区或中国五个经济特区的

目的相似。产业发展和升级是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自贸试验区的共同特征。但对于经

济技术开发区而言，其中一个关键方法是通过加工贸易等方式促进中国参与全球/区

域价值链（张等，2022 年）。因此，以优惠待遇为基础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是许多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主要特点。对于自贸试验区而言，重点是采用更全面、更具创新性

的政策措施——这远远超出了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范围——以建设国家规划中所确

定的先进制造业。上海、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自贸试验区尤其如此。虽然促进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偶有提及，但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是建设“特色产业

集聚区”，推进“产业集成创新”，以及“优化产业发展的营商环境”，包括通过

各政策领域的改革促进资本、技术、人才和数据等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动。5 

 
3 参见Lin, Xu, Xia (2020); Kuo和Zhang (2020); Yin (2020); Zheng和Aggarwal (2020). 
4 有关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参见 Oqubay, Cramer, Chang, and Kozul-wright (2020)。 
5 2023年9月28日商务部官员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9/content_69068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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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自贸试验区突出服务业进一步开放和金融一体化，如取消物流和航运服

务限制、启动银行业开放、扩大人民币结算和跨境登记、试行新的资本流动管理等。

服务业开放包括发展以电子商务和数字平台为主导的贸易模式。例如，在山东自贸

试验区青岛片区，通过建设智慧港口，形成航运服务要素集聚（包括港口服务、航

运金融服务、船舶管理和考试），完善政府海事管理。青岛已巩固了其在全球航运

业的优势，跻身全球最高效集装箱港口行列。2022 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2567 万标箱，

比上年增长 8.3%，成为世界第五大集装箱港口6。 

  

 
6 https://lloydslist.com/one-hundred-container-ports-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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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贸试验区与中国经济赶超 

自贸试验区和其他开发区一样，并非孤立或单独的实体，而是中国整体经济政

策框架的组成部分。由于自贸试验区的分散性、政策的差异性、试验特点以及数据

的可获得性，要全面评价自贸试验区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并非易事。但

可以从产业转型、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创新等几个维度来考察自贸试验区对推动

中国经济赶超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也为第三章和第四章案例研究提供了基础。 

（一）助力产业转型战略 

近年来中国推出的产业规划进一步聚焦智能产业和绿色产业。目前正在实施的

“十四五”规划中，在“制造强国战略”的统领下，出台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和《智能制造发展规划》两个重要的政策文件。 

在“十四五”规划及相关文件中，中国确定了一系列先进制造业和研发重点，

包括高端新材料、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智能工厂和供应链、重大技术装备（高速列

车、航空航天装备等）、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设备、新能源汽车、低碳技术等。 

此外，为促进产业转型，中国还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产业集聚化发展，

有效推动区域和城市发展。例如，从 2013 年到 2022 年间，中国的高速铁路线从 1.1

万公里扩展到超过 4.2 万公里（国家、区域和城际），拉近了时空距离，提升了经济

效率。也是在同一时期，中国还建成了超过 1 万公里的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和地铁系

统，有效助力城市交通和工业化发展。 

在国家产业转型战略的大背景下，自贸试验区越发强调制造业和产业发展的重

要性。这一点从安徽、湖北、上海（临港新片区）、浙江等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中能

明显看到例证。自贸试验区有助于促进特定产业领域吸引人才、促进研发，推动产

业集聚，促进形成城市间或省际经济走廊，有效支持产业发展。除制造业外，自贸

试验区还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电子商务、国际物流、航运和金融服务，这些

是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过的自贸试验区框架内的优先事项。第三章通过案例分析，

介绍了自贸试验区如何促进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二）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促进是自贸试验区功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其目的就

是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过去十年间，中国实际 GDP（按 2015 年美元价

格计算）从 2013 年的 9.62 万亿美元增至 2022 年的 16.28 万亿美元以上。从 2013 年

到 2022 年，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和改革促进了转型，进而服务建设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巨大，这可以从流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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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贸易增长、研发创新能力以及数字经济和人民币国际化等

服务领域的指标来衡量。 

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按美元现价计算）从

2013 年的 1239 亿美元增加到 2022 年的 1891亿美元，增长 52.6%，在 2021 年出现大

幅跃升。同期对外直接投资从 1079亿美元增长到 1465亿美元。在此期间，中国吸引

外资存量约为 3.8 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约为 2.9 万亿美元。（见图 1）。 

 

图 1：2013-2022 年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年流入量（单位：十亿美元，按现价计算）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 

中国货物出口从 2013 年的 2.21 万亿美元增至 2022 年的 3.6 万亿美元，增长

62.7%。商品结构已从轻工业制造品转向技术密集型商品。尽管这一增长速度低于

2000 年至 2006 年间的扩张速度，但考虑到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放缓，以及全球

新冠疫情和连锁危机的影响，这一趋势仍然较为乐观。2021 年和 2022 年的增长尤为

迅猛，2021 年货物出口额比 2020 年增长了 39%（见图 2）。服务出口增长更快，从

2013 年的 2070 亿美元增至 2022 年的 4241 亿美元，增长超过 100%。 

 

图 2：2013-2022 年货物出口额（单位：十亿美元，按现价计算）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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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13-2022 年的服务出口（单位：十亿美元，按现价计算）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 

（三）创新和技术能力 

创新始终是一个重点发力的领域。中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12年的1.9%

大幅提高到 2022 年的 2.6%。2022 年，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达到 3 万亿元人民币

（4500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在研发人员方面，研发人员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从 2012 年的 325 万人增加到 2022 年的 600多万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了解体制

和创新能力而设立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中国的综合排名从 2012年的第 34位

上升到 2022 年的第 11 位。 

在制度（政治、监管质量、营商环境）方面，指标显示，2012 年中国在 141 个

国家中排名第 121位，但到 2022年已跃升至第 42位，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积极成

果。然而，这也表明中国在治理体系完善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基础设施和人

力资本与研究方面，同期排名从第 84位上升到第 20位，进一步显示了自贸试验区在

这两个方面的坚实基础。与所有全球指标一样，这种衡量方法存在局限性和偏差。 

概括而言，中国的自贸试验区在过去十年中伴随着中国产业转型、贸易投资、

创新能力的扩大和进步。72022 年，21 家自贸试验区实现进出口总额 7.5 万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 14.5%。实际利用外资 2225.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5%。尽管自贸

试验区的面积不到中国总面积的 0.4%，但却贡献了 17.9%的进出口额和 18.1%的实

际利用外资额8。 

 
7 中国 国务院的指示（2023b）强调了制度开放和持续改革的重点，其中包括：“推动货物贸易创新发展，促进服

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便利企业人员临时入境，促进数字贸易健康发展，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力度，完善风险防

控体系。” 
8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http://www.scio.gov.cn/live/2023/32694/xgbd/202309/t20230926_7711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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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贸试验区还推进了中国经济改革，完善了政府服务体系，为营造更好

的营商环境做出了贡献。据商务部统计，近十年来，中国政府在 21 家自贸试验区开

展了 3400 多项政策试验，其中 302 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推广9。 

大量的具体案例表明，自贸试验区对推进中国经济赶超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例如，四川自贸试验区吸引了空客、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四川国际航空、

川航维修基地等多家重点企业入驻，为自贸试验区内部客户提供维修服务，推动了

该省航空维修制造产业的发展。截至 2022 年，天津自贸试验区外国直接投资存量

144.3 亿美元，约占全市的 40%，在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方面表现出色。广西自贸试验

区通过进口水果“绿色通道”措施，促进了东盟经济体易腐农产品的进口。在第四

章中，我们将通过案例研究更深入地探讨自贸试验区的作用。 

中国商务部列出了 21 家自贸试验区 2023-2025 年的重点工作清单，涵盖的发展

重点包括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建设（上海和江苏自贸试验区）、世界生物医药科技集

聚区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建设（江苏自贸试验区）、打

造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广州自贸试验区）、创新医疗健康服务（天津自贸试验

区）、创建知识产权保护新机制（浙江自贸试验区）、创建绿色制造中心（湖北自

贸试验区）等，以及深化与 RCEP 成员尤其是东盟的经贸合作10。 

  

 
9 中国商务部官员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https://www. gov.cn/zhengce/202309/content_6906861.htm 
10 政策重点的详细内容可从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https://www.gov.cn/zhengce/ 

zhengceku/202306/content_6887578.htm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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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案例 1：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 

上海自贸试验区是中国设立的首个自贸试验区，其经历了两次扩区过程。最初

设立时的范围为 28.8 平方公里，此后扩大至 120 平方公里，涵盖两个港口、一个国

际机场、一个金融区和数个高科技园区（见表 1），试验领域涵盖了从政府服务、金

融部门改革、服务业开放、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为核心的贸易便利化、以准入

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改革到高科技产业发展等广泛内容。

本案例重点介绍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就全市而言， 上海将人工智能产业确定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中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及应用示范区，

加快应用场景开放力度，推动智能汽车、智能制造、智能机器人等新产业新业态发

展。 

自建设以来，临港新片区吸引了国内国际创新资源不断集聚，打造了人工智能

等以关键核心技术为突破口的前沿产业集群，推动上海市 2022 年人工智能规模以上

企业产值突破 3800 亿元人民币11。依托临港新片区在“数字城、未来车、智能造”

方面的要素禀赋，构建全域人工智能场景和吸引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助力人工智能

产业快速发展12。 

（一）政策措施 

临港新片区在实施税收优惠、外汇收支便利化等资金支持、支持人工智能产业

平台建设、扩大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开放、强化数据、算力、算法等要素保障等方面

出台政策优惠措施，为企业发展提供诸多便利。 

首先，通过实施税收优惠和外汇收支便利化等措施促进资金流动。临港新片区

通过实施税费减免、跨境资金收支便利化等优惠政策，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充分的资金保障。 

临港新片区对区内符合条件从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等

关键领域核心环节生产研发的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该税收优惠政

策在企业开办或落户之日起五年内有效。此外，对在区内工作的境外高端、紧缺人

才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部分给予补贴。 

 
11 解放日报媒体报道：建设三大先导产业创新高地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听取讨论报告：
https://www.shanghai.gov.cn/nw4411/20230426/b6697d596dbd4eb49db7b5783bfce514. html 
12 媒体报道：临港新片区打造AI高地 将加快发展智能汽车产业，https://news.cnstock.com/ industry,rdjj-202302-

5023200.htm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促进制度创新、产业转型和南南合作中的作用 

13 

 

 

在外汇收支便利化方面，临港新片区推出了 9项资本项目改革措施和 4项经常项

目便利化措施。这些措施注重推进跨境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落实政府“放管服”

改革和提升市场化资源配置效率。 

其次，临港新片区通过支持研发平台、服务平台等平台建设，吸引了人工智能

企业在区内集聚，助力提升人工智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相关服务环境。 

在提升企业研发能力方面，临港新片区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人工智能领

域平台建设。2020 年发布的一项政策提出支持建设开源深度学习平台。通过这些平

台支持企业开发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开源框架，建设以深度学习框架为核心的开源

开放平台。2021 年 7 月出台的另一项政策则强调继续强化人工智能等高端产业的引

领作用，布局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平台。该政策提出充分发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

等单位的科创资源丰富的优势，建设视觉、语音识别等技术平台，打造“平台+应用”

人工智能生态链。 

这些政策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协会等机构在临港新片区

面向全球建设人工智能服务平台，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技术、市场、资本、进出口

贸易、法律、税务等服务，或建设各行业对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需求发布、人工智

能企业解决方案发布的供需信息匹配对接平台。 

再次，扩大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开放。通过采取这些举措增强技术实用性，从而

进一步支持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其中，临港新片区提出支持丰富场景实现示范应

用。区内实施“临港新片区 AI+”行动，引导全球人工智能最新成果在临港先试先

行，打造一批面向全球的创新应用13。临港新片区以智能网联汽车、服务机器人、交

互终端、智能穿戴和无人机领域为突破点，持续做大高端智能终端规模；以智能制

造、智慧城市、数字安全场景为关键点，不断扩大 AI应用示范场景。 

最后，临港新片区加大力度推动数据开放、算力开发和算法开源。临港新片区

提出支持建设用于人工智能的公开数据集，针对人工智能核心算法、深度学习、自

主协同控制等基础理论领域和智能芯片、人机交互、数据挖掘等核心关键技术领域，

面向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智能语音、自动驾驶等重点攻关方向、重点产品

研发需求，支持建立高质量、开放式的人工智能训练数据集、标准测试数据集等资

源库，为技术研发提供基础支撑。 

同时，临港新片区在人工智能关键领域积极发挥系统创新优势，加快推进国际

数据港、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超算中心等重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试点开展数据

 
13 临港新片区地方政府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集聚发展人工智能产业若干措施》

通知的政策，https://www.lingang.gov.cn/html/website/lg/index/government/ file/14815699233064509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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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流动安全评估，建立数据保护能力认证、数据流通备份审查、跨境数据流通和

交易风险评估等数据安全管理机制。通过多种方式探索，临港形成了“以场景创新

试点为基础，风险自评估与安全评估相结合”的方案。这些举措不仅为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提供规模大、质量高的数据，也确保了数据跨境流动安全可控。随着人工智

能产业的发展，临港新片区认识到人工智能企业不再简单关注补贴等支持政策，而

是更多关注是否能解决算力需求。针对此诉求，临港新片区于 2023 年 6 月发布方案，

提出提升算力供给能力、优化算力资源配置、夯实算力支撑基础、加速多行业多场

景应用落地等措施，争取到 2025 年形成以智算算力为主、基础算力和超算算力协同

的多元算力供给体系。临港新片区全方位布局人工智能算法，支持企业围绕核心算

法等基础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开展攻关，利用算法将行业数据转化为产业知识，

赋能产业发展。 

（二）上海自贸易试验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临港新片区出台的产业政策加快了区内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例如，这些政策

成功吸引了中国“AI 四小龙”之一的商汤科技公司将智算中心和智能汽车板块落户

临港。其中的智算中心在启动运营后将成为亚洲最大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之一，降

低各行业大规模人工智能应用的准入壁垒，不断拓展人工智能产业化的边界。 

外汇资金跨境流动便利化也是临港新片区迈出的重要一步。主要从事人工智能

领域技术研发的智臻人工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认为，“扩大资本项目收入使

用范围”的便利化政策成功解决了企业在募集资金回流以及协议控制企业资金使用

上的痛点。通过向非关联方发放贷款的方式，让境内协议控制企业更方便地使用境

外融资资金。由此可以助力企业在 2023 年完成境外上市后，成功将募集资金回流境

内，并投入企业进行生产使用。 

在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平台建设和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数据、算力、算法等

要素保障的政策支持下，临港新片区于 2022年 8月正式启动“滴水湖 AI创新港”建

设。通过集聚人工智能产业上下游企业，力争用 3年时间，集聚AI人才 20000-30000

人，汇集企业 500 家，产业规模升至 500 亿元人民币14。在启动建设当天，已吸引了

超 40 个人工智能产业重点项目入驻。这些项目不仅覆盖智能芯片、自动驾驶、机器

人、算力算法、数字孪生等多个热门领域，而且涉及图形引擎、汽车电子、AI 芯片

等多家细分赛道内领军企业。 

截至 2023 年 7 月，临港新片区已建立了临港智能系统关键技术科创型平台等科

技研发平台、上海临港国际人工智能研究院等新型科创转化平台、中国电信临港智

 
14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
https://www.lingang.gov.cn/html/website/lg/index/government/file/15592422701354147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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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平台等算力服务平台。区内还建立了商汤人工智能计算中心（AIDC）、有孚网络、

信息飞鱼等 8 个数据中心。截至目前，区内已集聚了一百多家人工智能企业。 

临港新片区通过聚焦智能工厂、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等重点应用领域，让更多

的开发者参与到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中去，为打造极具临港特色的人工智能创新应用

示范区，助力人工智能产业能级提升和规模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此外，临港新片

区拉动了人工智能产业与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等前沿产业形成联动、

相互赋能，助推城市数字化转型。例如，智能网联汽车是临港新片区规模最大的人

工智能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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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案例 2：推动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 

东盟和中国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10 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和 2022 年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加强了双方在贸易或更广泛层面的经济合作，

而中国的自贸试验区则为南南区域经济伙伴关系注入了新的推动力。 

（一）促进市场高效联通，扩大贸易规模 

贸易和投资政策是自贸试验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中国与东盟等区域

经济体的融合发展。 

首先，自贸试验区有助于提高中国与东盟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效率。例如，

为畅通中越边境友谊关口岸的跨境货车进出，广西自贸试验区崇左片区率先制定了

防拥堵政策，以保障货物畅通。所采取的方法包括将浦寨互市点作为进口榴莲等农

产品的通道。此外，采用智慧物流管控平台，对异常情况自动预警，做到及时研判

处置。推动上线的智能辅助查验系统升级，实现从进（出）口车辆进场到待查验，

再到靠台查验，最后到离台，全流程进系统、无人化。在上述措施带动下，崇左片

区的物流得到明显改善，查验车位周转效率提升 35%，进出口通关效率得到大幅提

升15。 

2023 年前 8 个月，中国经友谊关口岸浦寨通道进口的榴莲、菠萝蜜等东盟水果

约 125 万吨（价值超过 65 亿元人民币）16。 

其次，自贸试验区促进规则标准更好衔接，降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制

度性成本。当前，RCEP 的签署实施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在

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相关措施，例如对优惠贸易协定项

下原产地证书明确可接受的“微小差错”范围，以及推动与包括东盟在内的 RCEP

成员持续优化通关流程。2022 年 11 月，山东自贸试验区与泰国万鼎发展有限公司共

同签署了合作建设“东盟农产品数字化交易平台”的项目协议，17双方将搭建中国与

东盟区域国家间农产品交易数字化信息枢纽（总投资约为 5 亿美元），建设农产品

供应链的线上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和线下仓储物流体系，推动降低农产品贸易成本。

该平台正式运营后，预计年服务农产品进出口企业 100 家，每年带动农产品进出口

额可达 10 亿美元以上。 

 
15 广西地方政府官方网站：http://pxzhbsq.gxzf.gov.cn/xwzx/yqdt/t17014896.shtml 
16 广西地方政府官方网站：http://pxzhbsq.gxzf.gov.cn/xwzx/yqdt/t17167131.shtml 
17 山东地方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jinan.gov.cn/art/2022/1/25/ 

art_81014_49054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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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自贸试验区充分发挥先行先试优势，在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等领域积极探

索，推动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保税维修、离岸贸易、海外仓

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不断拓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空间。 

例如，浙江自贸试验区积极向东盟等地区布局海外仓，推动宁波成为中国跨境

电商、海外仓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之一，助力宁波与东盟经贸快速发展。2022 年，

宁波与东盟进出口额为 1494.8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9.6%。18再如，重庆自贸试验

区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新业态发展，打通跨境贸易新通

道。 

（二）投资便利化 

自贸试验区变革了中国外资管理体制，大幅提升了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

动更多发展中国家来华投资合作。 

自贸试验区吸引了更多发展中国家企业来中国投资。中国自 2013 年在上海自贸

区引入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此后，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历经 7 次修

订，特别管理措施从最初的 190项缩减至 2021年版的 27项。因此，多个行业已取消

投资准入限制，制造业限制条目归零。自贸试验区还引入了更为灵活的外汇和资本

账户管理，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大便利度。 

所有这些措施积极推动了包括东盟在内的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向中国投资。数

据显示，近年来东盟对华投资持续增长，投资额由 2020年的 79.5亿美元增长为 2021

年的 105.8 亿美元，2022 年增速为 8.2%19。 

再如，2023 年 7 月，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举办大湾区-东盟经济合

作（前海）论坛，旨在推动东盟企业更好了解和参与大湾区建设。活动现场签约金

额 121 亿元人民币，涉及产业园区建设、数字经济、农业合作等方面。此外，广西、

云南等自贸试验区积极发挥区位优势，推动与越南和缅甸发展跨境产业合作，吸引

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企业积极进入中国市场。 

截至 2023年 7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累计双向投资额超过 3800亿美元，中国在东

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超过 6500 家20。 

 
18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http://fgw.ningbo.gov.cn/art/2023/1/19/ art_1229020105_58962622.html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东盟使团经济商务处。http://asean.mofcom.gov.cn/article/o/r/202201/20220103239743.shtml 
20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https://www.gov.cn/lianbo/fabu/202308/content_69001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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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产业和创新合作 

近年来，自贸试验区通过“两国双园”模式推动产业领域的产业合作模式，创

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模式。“两国双园”是指两个主权国家在对方

境内互设园区、联动发展的一种产能合作方式。在自贸试验区的引领下，这一模式

得到快速发展。 

例如，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推动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双园”合作机制

持续升级发展，不断深化和拓展与东盟地区的国际合作。“两国双园”合作机制已

经从马来西亚向新加坡、印尼、文莱等国家拓展，产业合作已经从燕窝、橡胶、榴

莲等东盟传统优势领域向金融、绿色化工、新能源材料、棕榈油、再生金属等领域

拓展。 

再如，中国政府于 2023 年初批复设立中国-印尼、中国-菲律宾经贸创新发展示

范园区后，福建自贸试验区探索争取在园区层面实现“点对点”的政策制度突破。

通过更加开放、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制度加持，实现“两国双园”产业和经贸合作的

更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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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报告概述了自贸试验区战略的基本原理和进展情况，以及在促进产业转型和

通过加强南南合作等方式深化中国与全球经济联系方面的作用。 

自贸试验区有多个政策目标，其中制度创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始终

是政治领导层关注的重点，被视为推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通过

制度创新，中国试验了广泛的政策措施，旨在深化改革开放，改善政府服务和营商

环境，以对标国际高标准。自贸试验区并非千篇一律，各试验区基于区位特点、区

域特色和竞争定位被赋予特定的试验任务。 

自贸试验区包括了多项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政策。这些政策在过去十年不仅推动

了外贸外资发展，也促进了包括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在内的行业发展，推动了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这也是自贸试验区与其他开发区的主要区别——其他开发区的

政策框架的核心是政策优惠而非制度创新。 

从区域角度来看，中国的自贸试验区也与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其

他亚洲国家的产业中心不同。就开发区的建设而言，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发展

起来的韩国和新加坡以及七十年代崛起的马来西亚相比，中国是后来者，但是对于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才开始建设产业中心的越南而言，中国却是先驱。这四个经

济体均位于亚太地区，但其国情截然不同。尽管这些国家在开发区方面提出了很多

不同的概念和模式，但从未使用过“自贸试验区”这一模式。例如，韩国和新加坡

通常使用工业园区，马来西亚则称为自由贸易区，越南则使用工业区，此外，还出

现了面向特定行业的产业或创新中心。 

韩国更多依赖国内企业而非外资，这是因为国内企业是韩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

模式的主要驱动力，同时也是海内外战略产业的重要投资者。 

新加坡则持续建设最具活力和效率的政府机构，包括促进和监管机构，并已成

为一个营商环境出色的经济体21。但是，政府及关联组织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2。

新加坡在国际物流和国际金融中心等服务行业领域表现出色。中新两国在包括国企

改革在内的广泛经济合作中取得明显成效。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方面借鉴了

新加坡的经验，并将新加坡视为服务业开放、投资促进和贸易便利化的最佳实践和

国际标准的参考。 

 
21  韩国有901个工业园区，包括国家级40个、地方级434个、城市高科技园区6个和农业工业园区421个

（Oqubay，2020年；Kim和Song，2020年；Sonn和Kim，2020年）。 
22 新加坡的工业园区主要包括技术中心、商业中心和裕廊石化中心（Oqubay，2020年；Yeo、Giap、Yam和

Loo，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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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主要利用免税区和出口加工区来推动实现出口导向型工业化23。马来西

亚的产业转型发展创新能力尚无法与新加坡、韩国等相提并论。但是，通过长期实

行经贸促进和出口便利化政策，其在制度创新方面也表现了很高的雄心水平，同时

也打造了达到国际通行实践标准的国内营商环境。 

1986 年，越南开始了从中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改革时间晚

于中国24。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活力和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崛起，以及与日本

和韩国的邻近，为越南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和成熟的供应链。 

基于比较视角，本报告中的案例研究就自贸试验区在促进产业转型中的作用提

供了一些证据和见解，从中可以概要总结自贸试验区与其他特定亚洲经济体的产业

枢纽之间的异同。 

首先，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均推出了多种措施和改革。对中国而言，制度创

新是自贸试验区的核心，包括改善政府服务。新加坡在经济治理、外国投资管理和

充满活力的服务业的建设（国际金融、企业服务、物流）方面也出台了一些类似政

策，同时从战略角度注重发展制造业和创新。 

其次，在外国直接投资的管理和促进方面，韩国很少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而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则注重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尽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是重点，

但是国有企业始终发挥突出作用。中国和上述四个国家都走的是国家发挥战略作用

的发展道路，但是国有企业在新加坡、中国和越南持续发挥关键作用，韩国则更多

依靠私营部门尤其是国内财阀。 

再次，各国在开发区或产业中心的发展方式有一定差异。自贸试验区是中国独

特的发展模式，并催化了新的改革开放举措。但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自二十世

纪六十年代起已经施行了更加自由化的经济模式，因此这方面不是其重点。 

综上所述，中国的自贸试验区在促进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发展等方面与

亚洲其他经济体过往建设的开发区和产业中心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尤其

应指出的是，自贸试验区将制度创新置于政策框架的核心地位，在推进产业转型、

处理经济一体化和国内政策空间关系、改革政府职能和服务等方面的采取了更加全

面的政策框架。本报告中的官方总体数据和案例研究均表明自贸试验区在过去十年

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从区域和国际角度来看，中国自贸试验区可以为其他有意加强

 
23 马来西亚有500多个大小不一的工业园，其中40%是由政府建造的。槟城是出口加工区的聚集地（Rasiah和

Krishnan，2020年）。 
24 越南有326个工业园区，分布在63个省。其中大多数是工业区，包括17个沿海经济区和少数边境口岸经济区

（Tu-Anh和Anh-Tuan，2020年）。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促进制度创新、产业转型和南南合作中的作用 

21 

 

 

一体化但需要管理相关风险、改善政府服务和营商环境并通过鼓励创新和适当的投

资政策来实现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参考。 

鉴于中国是一个拥有复杂政府体系且各省市之间存在差异的庞大经济体，其国

内 21 家自贸试验区在不同地方背景下有着不同政策重点。本报告仅提供两个案例，

而这些案例仍然不足以显示自贸试验区的全貌。在未来的研究中，通过对每个自贸

试验区进行具体的检查和评估，预计将能提供更有价值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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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1  21 家自贸试验区汇总表 

自贸试验区 年份 重点领域 

第一阶段 2013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
25
 

2013年9月29

日 

国际金融中心 

金融服务、企业总部、国际物流枢纽、先进制造业、高

科技创新； 

物流枢纽：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

保税港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 

五个片区（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

保税港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 

第二阶段 2015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

试验区 

2015年4月21

日 

经济枢纽，与港澳深度合作 

现代产业新高地、综合服务枢纽：广州南沙新区片区； 

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服务业国际贸易重要

基地和国际枢纽港：深圳前海蛇口片区； 

文教开放试验区和国际商务服务休闲旅游基地：珠海横

琴新区片区； 

三个片区（南沙新区片区、前海蛇口片区、横琴新区片

区）。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

试验区 

2015年4月21

日 

聚焦与台湾省合作的贸易和经济中心 

海峡两岸制造业及新兴产业：厦门片区； 

作为先进制造业基地：福州片区； 

平潭片区作为旅游和贸易中心； 

三个片区（平潭片区、厦门片区、福州片区）。 

中国（天津）自由贸易

试验区 

2015年4月21

日 

现代服务和创新中心 

航运物流、国际贸易、融资租赁：天津港片区；研发和

高端制造业：天津机场片区； 

金融创新：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 

三个片区（天津港片区、天津机场片区、滨海新区中心

商务片区）。 

第三阶段 2017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

试验区 

2017年 4月 1

日 

物流枢纽和新兴产业 

港口和航运物流：大连片区； 

先进制造业：沈阳片区； 

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营口片区 ； 

三个片区（大连片区、沈阳片区、营口片区）。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 

2017年 4月 1

日 

经济和服务中心 

数字经济、新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创新中心：杭州片

区； 

零售和物流枢纽和“一带一路”平台：金义片区； 

先进制造、研发和服务中心：舟山南部片区； 

石化交易中心：舟山北部片区； 

绿色石化中心：舟山离岛片区； 

国际航运和物流枢纽：宁波片区； 

三个片区（舟山片区、舟山北部片区、舟山南部片

 
25 为便于参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本文中被称为“上海自贸试验区”，其他自贸试验区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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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 

2017年 4月 1

日 

高科技和服务中心 

先进制造业和跨境电商：郑州片区； 

服务和创意产业中心：开封片区； 

研发和高科技制造业：洛阳片区； 

三个片区（郑州片区、开封片区、洛阳片区）。 

中国（湖北）自由贸易

试验区 

2017年 4月 1

日 

高科技和创新中心 

高端绿色技术：襄阳片区； 

研发和信息通信技术服务：武汉片区； 

高科技和生物技术中心：宜昌片区； 

三个片区（武汉片区、襄阳片区、宜昌片区）。 

中国（重庆）自由贸易

试验区 

2017年 4月 1

日 

贸易枢纽、“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大开发 

高端和新兴制造业：两江片区； 

贸易和物流枢纽：西永片区； 

多式联运物流和服务中心：果园港片区； 

三个片区（两江片区、西永片区、果园港片区）。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

试验区 

2017年 4月 1

日 

经济、科技中心和“一带一路”倡议 

高端制造、研发和物流中心：成都天府新区片区； 

配送和物流枢纽：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区； 

现代服务和物流枢纽：川南临港片区； 

三个片区（天府新区片区、青白江铁路港片区、川南临

港片区）。 

中国（陕西）自由贸易

试验区 

2017年 4月 1

日 

先进制造业和农业中心 

新技术产业和航空物流：中心片区； 

物流枢纽和金融中心：西安国际港务区片区； 

农业和“一带一路”倡议：杨凌示范区片区； 

三个片区（中心片区、西安国际港务区片区、杨凌示范

区片区）。 

第四阶段 2018  

中国（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自贸港） 

 

2018年6月13

日 

海南全岛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加快服务业创新发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强

重大风险防范和管控体制机制建设；坚持和加强党对自

贸试验区建设的全面领导。 

第五阶段 2019  

中国（山东）自由贸

易试验区 
2019年8月 

国际技术和服务中心 

国际物流海运枢纽：青岛片区； 

高科技和先进制造：烟台片区； 

三个片区（济南片区、青岛片区、烟台片区）。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

试验区 
2019年8月 

创新科技中心 

高科技和国际创新：苏州片区； 

国际创新中心：南京片区； 

亚欧物流枢纽和门户：连云港片区；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 

三个片区（南京片区、苏州片区、连云港片区）。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

试验区 
2019年8月 

制造和贸易中心 

现代服务业和数字经济中心：南宁片区 ； 

国际物流和绿色技术中心：钦州港片区； 

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三个片区（南宁片区、钦州港片区、崇左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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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河北）自由贸易

试验区 
2019年8月 

制造和服务中心 

高科技产业和数字经济：雄安片区； 

国际物流和航空枢纽：正定片区； 

海事和能源中心：曹妃甸片区； 

航空技术和物流枢纽：大兴机场片区； 

四个片区（雄安片区、正定片区、曹妃甸片区、大兴机

场片区）。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 
2019年8月 

南亚和东南亚区域经济中心 

跨境旅游科教中心：红河片区； 

高端制造和服务中心：昆明片区； 

跨境经济中心：德宏片区； 

三个片区（昆明片区、红河片区、德宏片区）。 

中国（黑龙江）自由贸

易试验区 
2019年8月 

先进经济中心 

新兴产业和技术中心：哈尔滨片区； 

跨境经济中心：黑河片区； 

能源和贸易中心：绥芬河片区； 

三个片区（哈尔滨片区、黑河片区、绥芬河片区）。 

第六阶段 2020  

中国（北京）自由贸易

试验区 

2020年9月21

日 

创新驱动型经济和国际商业中心 

研发和尖端创新：科技创新片区； 

商业服务、国际金融、文化创意、生物技术：高端产业

片区； 

数字贸易、文化贸易、商业展览、医疗行业：国际商务

服务片区（临空经济）； 

三个片区（科技创新片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高端产

业片区）。 

中国（湖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 

2020年9月21

日 

内陆经济物流、中非合作中心 

先进制造中心：长沙片区； 

物流枢纽：岳阳片区； 

重工业和物流枢纽：郴州片区； 

三个片区（长沙片区、岳阳片区、郴州片区）。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

试验区 

2020年9月21

日 

先进制造中心 

高端制造：合肥片区； 

先进和新兴技术中心：芜湖片区； 

新型材料和稀有材料制造中心：蚌埠片区； 

三个片区（合肥片区、芜湖片区、蚌埠片区）。 

数据来源：中国国务院、中国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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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开发区分类表 
 

类型 总数 重点 

经济特区（SEZ） 5个
26
 

开放改革的初步试验，重点是吸引外资。 

这些经济特区采用了开创性的市场改革机制，提

供了创新空间、学习机会和推动改革开放的信

心。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ETDZ） 230个
27
 

1984年设立，旨在发展制造业、技术和出口行

业。 

主要集中在华东和华中地区。 

中国作为制造业强国崛起背后的主要推动力。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HTDZ） 177个
28
 

1988年设立，旨在发展科学、创新、技术和高科

技产业。 

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以及东部和沿海地区。 

新区开发（NEP） 19个
29
 

高质量城市发展。在选定城市实施，预计将大规

模推广。 

综合保税区（CBZ） 156个
30
 

海关通关流程和出口便利化。 

以上分类法包括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和免税区

等不同类型。重点在于促进贸易便利化和海关

改革。 

跨境经济合作区（BECZ） 19个
31
 促进边境合作 

自由贸易试验区 21个
32
 

2013年启动，重点关注制度创新和深化改革开

放。 

小计 627个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资料汇编（资料来源：商务部、科技部和其他出版物）。 

 
26 数据来源：https://www.gov.cn/xinwen/2021-07/27/content_5627807.htm?eqid=d737 

9d15001374990000000664647565. 
27 数据来源：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8606.htm. 
28 数据来源：http://v.people.cn/n1/2023/0224/c413792-32630618.html. 
29 数据来源：https://www.gov.cn/xinwen/2021-07/27/content_5627807.htm?eqid=d737 

9d15001374990000000664647565. 
30 数据来源：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xwfb34/mtjj35/4270451/index.html 
31 包括17个边境经济合作区。 

数据来源：https://m.gmw.cn/baijia/2022-06/16/35816263.html 
32 数据来源：https://www.gov.cn/xinwen/2021-12/28/content_56648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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