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极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司法规则衔接

机制，对于加速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合

作及融合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今年是南沙

自贸区法院挂牌成立5周年，回望过去，它

在促进粤港澳三地诉讼规则衔接上做出了

不懈努力和持续探索。

探索司法衔接机制
营造高效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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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评
□ 刘 萌

2020年末将至，这意味着“十三

五”规划执行已近尾声。“十三五”期

间，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了4次

扩容，从“十二五”期间的4个发展到

现在的21个。

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容提速，也与

资本市场发生着联动效应，近年来

自贸区概念相关板块成为A股市

场的热门板块之一。中国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

表示，受益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

红利，入驻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企业不

仅享受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便利化

服务，而且还容易获得更好的融资条

件和渠道。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深化改

革的‘试验田’。‘十三五’期间，我国

不仅从广度上扩大了试验的区域范

围，而且从深度上加大了制度创新的

力度，尤其为我国实现全方位高水平

对外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十四五’

期 间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应 对 接

CPTPP和RCEP等充分发挥其压力

测试作用，在金融业外资准入监管、

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进一步推进高

标准、高水平开放。”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副

院长肖本华表示。

制度创新成果显著

回顾“十三五”规划纲要，“自由

贸易试验区”共出现了两次。其中，

在“第五十章健全对外开放新体制”

中提到，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质

量，深化在服务业开放、金融开放和

创新、投资贸易便利化、事中事后监

管等方面的先行先试，在更大范围推

广复制成功经验；在“第五十五章推

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进

程”中提到，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中

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十三五’期间，我国自由贸易

试验区建设步伐加快，现已全面覆盖

全国各个主要区域，构建起东中西协

调联动、陆海统筹发展的全方位和高

水平区域开放的全新格局。从战略

上看，既能服务于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等重大国家战略，又能服务于西部大

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

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区域发展战

略，环环相扣，与国家新一轮改革开

放的总体布局高度吻合。而得益于

自由贸易试验区各方面优势的赋能，

我国在对外贸易质量、吸引外资、产

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成

就。”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付一夫认为。

2020年12月14日，商务部国际

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中国自由

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20）》（以下

简称《报告》）。根据《报告》，当前全

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扎实推进方案设

定的任务目标情况良好。截至2020

年9月底，前四批12个自由贸易试

验区总体方案和深化方案部署的试

点任务已基本实施或正在实施。

2019年设立的山东等6个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总体方案试点任务实施率已超过

86%。且已累计形成了260项制度

创新成果，成效显著。

刘向东认为，“十三五”以来，我国

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从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负面清单加准

入前国民待遇的管理制度到自由贸易

试验区金融账户创新，不断积累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自由贸易试验

区从4个发展到21个，并延伸出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扩

容和分布呈现出从点到面、由浅入深、

由局部到整体和由一般到特殊的特

点，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压力测试，给

各地方深化改革开放提供重要参考。

与资本市场形成联动效应

2020年9月21日，北京、湖南、

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

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发

布，这是我国第六批自由贸易试验

区，加之自2013年8月份以来陆续

建立的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我国

自由贸易试验区数量已增至21个。

前六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在东部沿

海和中部地区遍地开花，仍有10个

省（自治区）尚待设立，包括内蒙古、

吉林、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

山西、贵州和江西。

随着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容提速，

自贸区概念也成为近年来A股市场

的热门板块之一。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12月21日，注册地在已获批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21个省、市、自治

区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为3788家，

约占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总量

（4116家）的92%。

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南野表示，一般来说，自由贸易试

验区的批复设立会带来一波区域行

情，使企业能够通过市场融资获得更

高效的发展。

刘向东表示，各地区申请设立自

由贸易试验区将为企业提供更多优

惠政策，提升发展经营的能力，从而

为其生产服务提供融资支持。

谈及各地区积极申请设立自由

贸易试验区对于片区内的上市公司

以及后备企业有何助力？何南野表

示，一是扩大业务机会，有利于区域

内上市公司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作

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扩大进出口

贸易，提高在国际贸易的地位。二是

制度红利明显，自由贸易试验区在税

收等方面有明显优势，有利于外向型

企业降低成本，享受更大化的业务开

拓便利。三是外资进入增多，国际合

作机会巨大，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国际

化发展。四是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

立，定向利好于区域内的贸易、物流

运输、建筑、房地产等上市公司。

赋予更大改革自主权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明确，“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

局，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稳步推

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建设对外

开放新高地”。这为“十四五”时期

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指明了

要求和方向。

谈及“十四五”时期，如何继续推

进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建设和高水

平对外开放，付一夫表示，第一，定位

上要继续对标国际先进，学习借鉴并

超越既有的成熟自贸区，力求实现更

高质量、更高标准、更高水平发展的同

时，发挥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比较

优势，做到错位发展；第二，制度上要

继续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上

的探索与尝试，同时重点推动其法治

建设，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且公平公正

的营商环境，加速吸引外资涌入，并汇

集全球范围内的高端资源，带动自由

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第三，产业

上应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实

体经济的功能和制度环境优势，积极

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特别

是要加码服务贸易的发展，在资本开

放、金融服务、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

护等领域的对外贸易上予以发力；第

四，人才上，创新动力依附于人才，故

应在引进高端人才的同时，加大对人

才的培养力度，提升自由贸易试验区

的人力资本竞争力，为自由贸易试验

区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刘向东表示，“十四五”时期，自

由贸易试验区将在现有基础上加快

推进开放创新，在优化营商环境基础

上推进制度型开放，逐步与国际先进

规则接轨，提升发展质量。

□ 程 瑶

黑龙江自贸区成立以来，黑龙江

省各金融机构针对自贸区企业跨境

金融服务需求不断进行业务创新，持

续提升服务能力。截至11月末，开

展跨境人民币收付合计191亿元，累

计调运卢布现钞71亿卢布。与此同

时，各金融机构还积极对接企业融资

需求。截至目前，各机构已推出近百

款金融产品，为自贸区企业累计提供

授信近千亿元，为黑龙江自贸试验区

加速参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提

供了强大金融支持。

据悉，为持续优化监管方式,创

新监管服务，黑龙江银保监局围绕黑

龙江自贸试验区战略定位及发展目

标，制定了支持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

工作的19条措施。黑龙江省银保监局

二级巡视员、政策法规处处长卜叔龙

说：“我们取消了对在区内增设或升

格分支机构银行的年度网点计划限

制，通过出台《黑龙江银保监局简化

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银

行、保险机构和高管准入方式实施细

则(试行)》《保险分支机构和高管人员

事后备案管理办法》等规定，将区内

分行级以下银行机构和保险支公司

的机构、高管人员和部分业务等准入

事项由事前审批改为事后报告或备

案，并精简了26项行政许可事项审

批材料，建立了绿色通道，实行限时

办结，从而推进和便利辖内银行保险

机构入区经营。”

在政策助力下，黑龙江自贸试验

区内银行保险机构种类、数量、层级

均逐步提升。截至目前，已完成10

余家自贸试验区银行保险机构的新

设、升格、更名。工商银行、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

哈尔滨银行、龙江银行等金融机构均

已成立了自贸试验区分(支)行。

一重集团在区内设立财务公司，6

家保险机构提出入驻意向，中融国际

信托等机构也加快推进自贸试验区总

部大楼建设，业务持续向注册地回归。

围绕区内企业日益多样的跨境

金融服务需求，主管部门还大力引领

各金融机构从卢布现钞兑换模式、对

俄跨境结算、本外币账户管理体系、

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等

方面不断创新，进一步扩大对俄结算

网络覆盖面，扩宽跨境人民币支付渠

道，提升中俄本币现钞的集散能力、

对俄跨境电商的线上支付能力和对

俄汇率避险服务能力。区内我国首

家中俄跨境金融服务中心的成立，也

使自贸区对俄金融合作拓展至资金

清算、外汇交易、现钞调运等11个领

域。截至目前已开展跨境人民币收

付业务合计191亿元，累计调运卢布

现钞71亿卢布。

为进一步完善自贸试验区金融服

务体系，黑龙江省银保监部门还将继

续探索包容式监管服务，积极引领银

行业保险业不断增加业务权限、充实

服务团队、壮大人才队伍、加大融资支

持，从而持续推动跨境投资贸易便利

化。“我们一直在探索建立自贸试验区

金融业务的包容式监管制度，针对监

管规制还没有覆盖或规定不清晰的领

域，我们希望通过辖内银行保险机构

与监管部门的充分沟通，以‘监管无异

议’的形式实现个案突破，从而为银行

保险机构提供富有弹性和适度包容的

监管服务，推动区内金融机构服务能

力日益增强。”卜叔龙表示。

为壮大人才队伍，监管部门将鼓

励各金融机构通过内部选拔、挂职交

流、业务轮岗、组建专业团队等方式，

加大大宗商品贸易融资、跨境投融

资、金融衍生品交易等方面人才培养

力度。

加大融资支持方面，在已为黑龙

江自贸区涉外企业提供授信近千亿元

的基础上，黑龙江省银保监部门推进

金融机构以实际需求为导向，针对自

贸试验区产业特点加速创新金融产

品。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黑龙江分

公司为区内小微出口贸易企业量身打

造的“信保易”保险方案及融资平台，

已为区内100余户小微企业提供担保

1.12亿美元，为企业抢抓海外订单保

驾护航。龙江银行创新推出的“边民

贷”产品，则通过简化流程、财政贴息

等措施，支持边民开展互市贸易。中

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与哈尔滨片区重

点项目深圳(哈尔滨)产业园签署全面

战略合作协议，计划提供50亿元融资

支持。截至11月末，哈尔滨片区内银

行机构贷款余额为481亿元。

世界瞩目的“成绩单”
是怎样产生的

□ 李晓喻

中国有句老话：沧海横流，方显英雄

本色。在全球经济因疫情陷入几十年罕

见之大衰退时，中国不仅顶住了压力，还

交出了一份世界瞩目的“成绩单”。

如今，折射经济活力的民间投资增

速已由负转正，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增速也扭转了下降势头。随着市场预期

向好、收入增多，一度在疫情中遭受重击

的消费也在加速恢复。出口业绩更是不

俗：不仅单月增速屡屡达到10%以上，远

高于疫情暴发之前，占国际市场份额也

在稳步提升。

从部分先行指标看，这一稳中向好

之势将越发凸显。11月，官方制造业采

购经理人指数（PMI）和非制造业商务活

动指数双双高于荣枯线并升至年内最高

点，显示经济活动将加速扩张。

中国既定的发展目标和步伐亦没有

被疫情扰乱。现行标准下所有贫困县全部

脱贫、自贸试验区再扩围、外资准入负面清

单继续缩减，改革开放也在持续深化。

对中国经济的突出表现，不少国际

机构肯定有加。世界银行称，中国以“快

于预期”的速度实现复苏，预计今年经济

将增长2%。亚洲开发银行则将中国今

年经济增速预期从1.8%上调到2.1%。

这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单”，是中

国付出巨大的代价、牺牲以及不懈的努

力换来的。

如此亮眼的经济数据，也得益于中

国几十年来的深厚积累。

正是因为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

整的工业体系，中国才能在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发生多处梗阻甚至断裂之时，继续保

质保量生产海内外急需的各类商品。

正是因为汇聚了14亿人口、逾4亿

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中国才能凭

借巨大的国内市场缓解国际经贸活动收

缩的冲击，推动经济恢复元气。

正是因为在一次次风浪中积累了宏

观调控的丰富经验，中国才能迅速推出

一连串行之有效的政策创新，才能精准

拿捏政策操作的力道、分寸和节奏，在大

力支持经济复苏的同时避免“后遗症”。

相比经济复苏，更难得的是危机当

前，中国没有独善其身。作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中国一直在努力为全球经济

重回正轨贡献力量。

这一年，中国如期举办了第三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各国优质商品和服务

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平台；在中国和各方

的力推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历经八年谈判后成功签署，不仅

大大加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为世界经

济与贸易走出低谷注入新动力。

当前，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斗争仍在

继续，世界经济前景依然面临种种不确

定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

进。中国经济远未到高枕无忧时，不可

有须臾放松。除了牢牢抓住经济加快恢

复带来的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深化

改革开放外，还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

控能力。唯此，中国经济才能在波谲云

诡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

金融机构助力自贸区加速融入“双循环”

资本市场为自贸区企业注入强劲动力
截至2020年12月21日，注册地在已获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21个省、市、自治区的

A股上市公司数量为3788家，约占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总量的92%

围绕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战略定位及发展目标，黑龙江银保监局
制定支持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工作19条措施

中国智慧港口的“拓荒人”
作为全自动化码头建设创新团队，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自2013年组建以来，在带头人

张连钢带领下，破解技术难题、构建技术标准，建成了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码头，成功打破西

方垄断，被称为中国智慧港口的“拓荒人”。图为“连钢创新团队”成员在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线调研。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