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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博鳌3月27日电（记者李梦
瑶）3月27日，《全球自贸区（港）伙伴关系
倡议概念文件》（以下简称《概念文件》）在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全球自由贸易
港发展论坛上正式发布，今后全球自贸区
（港）伙伴将重点在互联互通、投资贸易自
由化便利化、产业融合、科技创新、数字经
济、绿色发展等六个领域展开合作。

《概念文件》以开放包容、友好合
作、互利共赢、创新驱动为核心理念与

原则，旨在建立开放包容、平等相待、互
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探索符合各合作方
需求的互利互惠共赢合作机制，促进全
球自贸区（港）之间信息共享和相互学
习，最大程度凝聚共识，放大合作效应。

在重点合作领域方面，全球自贸区
（港）伙伴关系倡议将促进基础设施“硬
联通”和制度规则“软联通”，实现多维
度互联互通；坚定不移推进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

新平台；开展产业园区跨境或跨区合
作，构建富有韧性的全球自贸区（港）产
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服务链
体系，推动实现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
价值链的深度融合。

同时，全球自贸区（港）伙伴关系倡
议倡导加强自贸区（港）之间的科技创
新合作，建设科技共同体，探索开展科
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项目合
作、技术转移等科技创新合作模式；深

化数字经济合作，加强数字领域的规则
标准对接；在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
交通、绿色金融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
建立绿色低碳发展合作机制。

下一步，全球自贸区（港）伙伴还将
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围绕规则、规制、
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多层次
政策沟通渠道和交流机制，并依托伙伴
关系打造高端合作平台，举办高级别活
动，促进对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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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博鳌3月27日电（记者李梦
瑶）在3月27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
2024年年会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论坛
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中国
自贸试验区在促进制度创新、产业转型
和南南合作中的作用》报告中文版。

报告指出，中国自贸试验区以制
度创新为核心，以对接国际最高标准、
注重可复制的改革为原则，坚持因地
制宜、突出地方特色，采用分阶段的渐
进方式，提升投资和贸易便利化，促进
创新和科技发展，扩大服务业和数字

产业等重点领域对外开放，取得了积
极成效。

报告肯定了中国自贸试验区十年
建设成就，指出自贸试验区是中国独特
的创举，加速了中国的开放和改革。自
贸试验区有效推动了政府服务的改善

和营商环境的优化，助推了产业转型升
级，促进了外商投资的增长。报告认
为，自贸试验区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与
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广泛的经济联
系，更为发展中国家谋求改革、开放和
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研究报告：

自贸试验区加速中国改革开放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自去年海南自贸港联合25个自贸
区（港）及自贸试验区共同发起《全球自
由贸易区（港）伙伴关系倡议》以来，越
来越多的自贸区（港）加入“朋友圈”。
这一趋势，让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
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感到振奋。

“建设自贸区（港），是我们推进全
球化的一个重要举措。”3月27日，受邀
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全球自
由贸易港发展论坛的郑永年在接受海
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期待全球自贸
区（港）“朋友圈”的持续扩容，可以进一
步推进全球自贸区（港）合作，实现生产
要素的高度互联互通。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自贸区（港）发
展的学者，郑永年一直关注着海南。

“海南自贸港这几年的发展很快，

自贸港政策和RCEP（《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的叠加效应可以用得
更好更足。”郑永年认为，除了要用好政
策，海南还应充分借鉴国际知名自由贸
易港的先进做法、成功经验。

学什么？“海南自贸港要进一步完
善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并加快与国际
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郑永年打了
一个比方，“如果每个地方的足球规则
不一样，那足球运动员们还怎么在一起
踢比赛？”

“规则”，这两个字在采访中被郑永
年反复提及。在他看来，海南应围绕规
则、规制、标准、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型开
放大做文章，“这也正是推动生产要素
实现高度互联互通的重要发力点。”

基于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如今，海
南自贸港正加快打造“两个基地”（中国
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总部基地和境外
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总部基地）。

“这是一个良好的前进方向，我们
必须考虑到，海南在经济体量不大的情
况下，如何吸引‘流量’的问题。”郑永年
认为，海南自贸港可以通过与粤港澳大
湾区联动发展，实现共赢继而“引流”。

具体如何“引”？郑永年给出关键
词：先立后破。

“‘立’，指的就是立产业。”郑永年
认为，海南应充分利用政策上的比较优
势，发展其他地区还没有或做得不够好
的产业，“比如金融服务、数字经济或大
健康产业，都是非常值得海南努力的方
向。” （本报博鳌3月27日电）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海南自贸港要走好
制度型开放之路

■ 本报记者 范平昕 刘晓惠

“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粤港澳大湾区
应相向发展，实现两大国家战略融合发
展。”3月27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
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

迟福林认为，要实现海南自由贸易
港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向发展，促进两大
国家战略的优势叠加，关键在于务实推
进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产业一体化为主
线，以服务贸易一体化为重点，以政策
衔接为突破口，以体制对接为保障。

“加快推进产业一体化进程是实现
琼粤两地联动发展的重中之重。”迟福
林建议，以推进海洋产业一体化、热带
农产品加工产业一体化和以数字技术
应用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一体化为
抓手，充分利用“广东技术+海南资源”

“广东研发+海南应用”的模式，在海洋
牧场、海南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方
面开展合作，并建立面向东盟的总部基
地，充分发挥两地优势为共同发展赋
能。

在推进服务贸易一体化方面，迟福
林建议，应尝试提高琼粤两地服务业市
场开放程度，以制度型开放共建服务贸
易一体化的大市场。

迟福林认为，推进经济一体化进
程，核心在于政策衔接和体制对接，包
括重点产业开放政策衔接、产业协同体
制机制等。通过有效的政策衔接和体
制对接，最大化地为产业一体化进程提
供制度便利，调动两地发展的活力与动
能。

“以产业一体化为重点推进融合发
展，不仅将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注入
生机与活力，而且将对促进中国-东盟
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重要影响。”迟福
林表示。 （本报博鳌3月27日电）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推动海南自贸港
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向发展

■ 本报记者 陈彬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全球自由贸
易港发展论坛3月27日在博鳌举行，这是我
省第四次在论坛年会框架下举办全球自由
贸易港发展论坛。今年论坛以“伙伴·开放·
合作”为主题，首次采用“1+1”（高端对话
会+合作洽谈会暨欢迎晚宴）办会模式，当天
出席人数超200人，来宾中近50%来自境
外。其中媒体人员占40%，媒体中外媒人数
超60%，共有35家。

在高端对话会上，与会嘉宾围绕“构建
全球自贸区（港）伙伴关系”“推进全球自贸
区（港）合作”“全球自贸区（港）扩大制度型
开放”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探讨，为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贡献“博鳌智慧”。当天还发
布了《中国自贸试验区在促进制度创新、产
业转型和南南合作中的作用》（中文版）、《全
球自贸区（港）伙伴关系倡议概念文件》。

“自贸朋友圈”越来越大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
遭遇逆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面临
严峻考验。与此同时，以RCEP、CPTPP等
多边自贸协定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趋
势不断增强，显示出合作共赢仍是世界经济
发展的主旋律。

在去年的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论坛上，
海南与境内外25个自贸区（港）共同发起并
签署了《全球自贸区（港）伙伴关系倡议》，
目前加入倡议的自贸区（港）已有32个，其
中境外自贸区（港）11个，遍布亚洲、南美洲
和非洲，“自贸朋友圈”不断扩大。各方秉
持开放包容、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
不断丰富倡议内涵，积极探索开展新形式
新领域合作。

与会嘉宾们认为，自贸区（港）不仅仅是
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推动全球贸
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关键力量。如今随着国
际格局的不断演变，全球自由贸易港的合作
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目前在医疗等领域，济州道也遇到了
一些挑战，而通过融入全球自由贸易区、自
由贸易港伙伴关系，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去克
服困难。”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知事吴怜勋
认为，通过开展务实合作，能够集中大家的
智慧，共同解决很多问题。

嘉宾们表示，构建全球自由贸易区、自
由贸易港伙伴关系，强调的是合作共赢，通
过持续地扩大制度型开放，将为世界经济开
放发展注入更多信心和活力。

相互借鉴发展经验

全球自贸区（港）发展中积累的成功经
验，也为中国自贸区（港）的建设提供了借鉴
和参考。各方既加强合作，也相互学习交
流，推动伙伴关系不断深化。

香港在巩固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
进程中，可以提供哪些发展经验？中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认为，要
积极开拓环球合作关系，与世界各地的贸易
伙伴建立并维持经贸关系，全力扩展东盟、
中东、中亚、非洲等新兴市场。一方面，不断
扩展香港全球经济网络，便利香港的货物和
服务进入内地和国际市场；另一方面，致力于
跟不同的海外经济体签订投资协定，确保其
在香港投资获得保障，也让世界投资者在海
外的投资得到保障，增强全球投资者的信心。

海南自贸港如何发挥进一步自身优势，
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水平，与“伙
伴们”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在当天论坛上，
与会各方积极建言献策。

新加坡樟宜机场管理投资公司首席执
行官颜浩君认为，民航业带动了海南旅游业
以及整个产业链的发展，也促进了海南对外
贸易。通过航空运输，海南的产品可以快速
送达全球各地，国际产品也可以快速地进入
海南市场，这对于提高海南的国际竞争力起
到很大作用。

海南自贸港如何进一步发展民航业？
颜浩君建议，要基于海南的实际情况和未来
发展趋势，制定符合自身特点和优势的发展
策略。海南需要更多的航权开放政策，这需
要与政策制定单位、国内外航空公司以及相
关的企业机构进行广泛沟通和协商，以确保
政策的开放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海南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民航管理体
系，加强与国外的航空公司、机场等建立深
度合作关系，以提升民航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和竞争力。”颜浩君表示。

海南自由贸易港与粤港澳大湾区，都以
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突出特色，两地“双向奔
赴”，对于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
要意义。海南自贸港该如何利用自身紧邻
大湾区优势，通过制度型开放来进一步实现
联动发展？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
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郑永年认为，海南要与香港深入对接，不断
为自贸港发展吸引人流。在产业发展方面，
金融服务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都是海南
自贸港可以与粤港澳大湾区探索协同发展
的领域。

“粤港澳大湾区有产业市场优势，海南
有开放优势，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可以实现
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一
体化。”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
福林表示。

（本报博鳌3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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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媒体记者在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论坛高端对话会结束后采访嘉宾。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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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论坛高端对话会上，与会嘉宾展开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