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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自贸区（港）伙伴
关系倡议概念文件》发布
将重点在互联互通等六领域展开合作

科技向新 发展向绿
——来自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

现场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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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与世界：共同的挑战，共同的责任 2024/03/26-03/29 中国·博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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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林

博鳌亚洲论坛 2024 年年会上，若论哪个
分论坛开放话题度更高，恐怕要数全球自由贸
易港发展论坛。

3 月 27日下午，在博鳌东屿岛大酒店，来自
新加坡、韩国、意大利、中国香港等全球自贸区
（港）的相关人员，以及政商学界代表等，齐聚
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论坛，畅谈机遇与挑战。

参会人员不仅规格高，而且影响大，代表性
广泛。

自贸港，被誉为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
形态；自贸试验区，被视为对外开放的示范平
台。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论坛究竟有何来头，
汇聚这么多走在时代前沿的开放高地？自贸区
加自贸港，高规格的“开放+开放”，又会带来哪
些发展良机？

从25到32，朋友圈不断扩大

“32”，是今年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论坛的
关键数字。

2023年年会期间，同样是在全球自由贸易
港发展论坛上，海南自贸港联合境内外 25 个自
贸区（港）共同发起了《全球自由贸易区（港）伙
伴关系倡议》。这是海南签署的首个以自贸区
（港）伙伴关系为背景的国际友城合作备忘
录。

一年时间过去，该倡议的伙伴已达到 32
个。

而如果把视线拉长，以4年为标尺衡量全
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论坛，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惊
喜。

把时针拨回至4年之前——
        2020 年 6 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发布，海南自贸港建设全面启动。第二

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海南随即创造性
地举办了“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趋势”分论坛，
着力搭建一个国内外交流合作的新平台。

4年间，这一新平台效应逐步显现。
从参会嘉宾看，从新加坡、韩国、意大利及

中国香港等众多自贸区（港）相关人员，到联合
国机构代表、中央部委领导、驻华使节、外国商
协会负责人、跨国企业高管、专家学者等，参会
者规格高，代表性越来越广泛。

从论坛组织看，在举办两年后，取消了致
辞环节，完全采用互动对话形式，给嘉宾充足
时间碰撞观点；今年，论坛再次创新，首次采用

“高端对话会+合作洽谈会暨欢迎晚宴”的“1+
1”办会模式，嘉宾进行思想交锋的同时深入推
进合作洽谈。

从议题设置看，由最初微观层面侧重于海
南自贸港建设，到更加注重中观、宏观层面，讨
论如何推动全球自贸区（港）开放和合作，论坛
的内涵不断拓宽。海南在全球自贸区（港）网
络中正在由“借智”向“互促”转变。

从合作成果看，在论坛推动下——
2022年年会期间，海南自由贸易港—东盟

智库联盟正式成立，搭建对话研究平台，进一
步促进地区合作；

2023年年会期间，海南自贸港联合境内外
25 个自贸区（港）共同发起《全球自由贸易区
（港）伙伴关系倡议》；

2023年8月，湘琼先进制造业共建产业园
首批项目开工，系全国首个由自贸试验区和海
南自贸港合作共建的产业园；

2024年1月，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开通海口
至阿联酋阿布扎比航线，成为海南省首条通往
中东的国际航线……

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拓宽了海南对外开放
的通道，推动论坛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的自贸
港对外开放合作“拳头产品”。海南自贸港也
由此逐渐成为联通各方的桥梁和纽带。

短短两小时，海南屡被提及

再回到本次论坛，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
现象——

明明是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论坛，而会上

嘉宾们更多关注、讨论的，却是海南自贸港的
优势、前景。

对海南，与会嘉宾显然有更高期待——
产业发展上，新加坡樟宜机场管理投资公

司首席执行官颜浩君建议，制定符合海南特点
和优势的民航发展策略，进一步完善民航管理
体系等；中远海运集团副总经理张勇则建议海
南努力打造第五代国际航运枢纽港，推进丝路
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

形象展示上，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
米凯莱·杰拉奇很关心海南自贸港政策和宣
传，认为应该更多地走出去，宣讲自贸港政策，
甚至希望在海南建立一个智库，向欧洲宣传海
南发展模式，以及能够给欧洲企业和政府带去
的好处。

认识理解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
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则强调，对海南自贸
港，不能按一般的对外开放去理解，而要放在
国家战略中去理解，由此弄清楚究竟该破什
么、立什么。

发展突破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院长迟福林明确，粤港澳大湾区有产业市场优
势，海南有开放优势，海南应加快与粤港澳大
湾区相向发展，求得发展突破……

短短约两个小时的高端对话会，海南自贸
港话题屡屡被提及，而且涉及方方面面，可见
海南自贸港关注度之高。这些中肯的建议，饱
含关切的期待，于海南而言，既是工作改进的
方向，也是非常难得的机遇。

自贸伙伴的双向奔赴

全球自贸区（港）为什么愿意来博鳌、乐意
与海南开展系列合作？其实，论坛的背后是海
南、是中国。人们对论坛的关注，某种程度上
来说，更是对海南、对中国的关注。

先看大势——
回到本届年会的主题：“亚洲与世界：共同

的挑战，共同的责任”，挑战何在，责任何在？
当今世界面临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形势持续动
荡、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多发等严峻形势，各
国经济增长、科技发展、社会治理等面临严峻
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人们迫切希望通过交流合
作，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探寻更确定的
前行方向。

再看海南——
以博鳌为起点观察，博鳌近零碳示范区集

成多种创新降碳措施，通过借力自然、顺势而
为的建筑和景观的更新改造，实现新能源发电
与用电自平衡，并推出了“博鳌标准”，领先的

“近零碳”实践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有
效路径。

就发展势头而言，2023年，海南GDP达到
9.2%的增长速度，多项指标增速名列全国前
茅。尤其是近年来，海南全力推进自贸港封关
运作“一号工程”，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
则，推动自贸港建设由“顺利开局”到“蓬勃展
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进入成型
起势阶段。

从“示范”到“领先”，从“全国前茅”到“蓬
勃兴起”，这些变化正是海南自贸港加快发展
的写照。作为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海南
自贸港建设传递出坚定扩大开放的决心，展现
出广阔的发展机遇，成为“中国确定性”的有力
见证。

放眼世界，海南是全球面积最大、产业形
态最多样、可以完美同时间同空间实现投资创
业与旅游休闲的自由贸易港。由此，全球自贸
区（港）相聚博鳌，也就是大势所趋了。

可以说，相聚博鳌、关注海南，关注的正是
发展的信心，是高水平开放的机遇，是不确定
中的确定性。

伙伴，不仅仅是指海南的伙伴，更是指大
家的伙伴。论坛传递的机遇是双向的，各自
贸区（港）之间交往利好也是双向的。随着自
贸港建设深入推进，同向而行的伙伴必定越
来越多。

高规格的“开放+开放”，释放哪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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