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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我国内陆地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多维价值与现实考量∗

齐 　 爽

摘　 要：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建立到综合保税区的扩围，从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获批到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到

来，国家对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内陆地区对外开放不断提质增速。 截至目前，我国内陆

地区还没有符合国际惯例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港。 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背景下，结合我国

东西发展差距依然存在、南北发展差距逐渐拉大的区域发展实际，结合我国近 ２ ／ ３ 的省级行政区不沿海的具体国

情，我国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应跳脱必须沿海的思维定式，明晰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本质，做到顺势而为、超前布局，及
早在内陆地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探索制定以我国为主导的国际贸易新规则、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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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 年至今，中国已经批准设立了 ２１ 个自由

贸易试验区，在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引领下，逐步

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对外开放新态

势。 在全国近 ２ ／ ３ 的省级行政区域已经建立自由贸

易试验区的新格局下，在国家提出的“建设更高水

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 “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

局”“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

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等一系列对外开放新要求

下，内陆地区应紧跟国家对外开放发展要求，积极探

索建设内陆自由贸易港，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变，抢抓全面、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机遇，顺应全

球经济贸易发展新趋势，实现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

开放转变的重要战略转变。

一、内陆地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多维价值

新时代，在内陆地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是构

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关键环节，是坚持

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有效

途径，是实现从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转变的动

力所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下面将

从应用、理论、实践三个维度具体阐述新时代内陆地

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价值。
１．应用维度：掀起全球贸易理念和贸易方式的

重大变革

从贸易方式上看，轮船、水运在世界历史上出现

的时间较早，水路航运业在 １５ 世纪蓬勃发展，对人

类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１９ 世纪初瓦特发明了

蒸汽机，但在 １９ 世纪中叶世界上才出现真正意义上

的轨上火车，飞机则是 ２０ 世纪初最伟大的发明。 因

此，水路运输在早期贸易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海港发达的地区也依托水路运输业务积累了丰富的

外贸资源和众多战略合作伙伴，并在早期与其他地

区构建起了较为稳固的外贸关系。 此外，伴随着火

车和飞机的出现，水路运输不再占据绝对的时效性

优势， 但其低廉的成本以及巨大的载货量是空中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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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和陆路运输所不能比拟的。 ２１ 世纪以来，全球航

空运输业不断发展壮大，机场已经成为全球生产活

动和商业活动的重要节点，航空运输业逐步成为带

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随着交通形式的演变

以及人们的快速化、网络化需求的增加，航空运输业

正在慢慢影响和改变着行业的竞争规则、商业企业

的选址规则以及旧的贸易规则和形式，航空运输成

为国际贸易中重要的平台和载体。
从战略发展看，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我国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是全球 １２０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国际贸易伙伴①，也是世界

增长最快、最被看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和大市场。
现阶段，我国正在持续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正
在探索实施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正
在加快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经
济开放度越来越高。 我国领土辽阔，土地面积约等

同于整个欧洲，且山地、高原面积大，山区面积占中

国总面积的 ２ ／ ３，全国 ３４ 个省级行政单位中有 ２１
个不临海，内陆地域广袤，陆地边界长达 ２．２８ 万千

米。 近年来，我国东西差距、南北差距不断拉大，迫
切需要在中部内陆地区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在探索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同时，在有条件的、开放型经

济发展基础较好的中部内陆地区探索建设全国首

个、全球首个内陆自由贸易港，这不仅有助于我国在

全球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的贸易规则和贸易体系，也
有助于为其他内陆型国家和地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

港提供鲜活有力的中国样板，有利于改变旧的贸易

规则和贸易理念，构建新的贸易规则和贸易体系，对
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促进全球区域协调发展意

义重大。
２．理论维度：丰富和拓展了自由贸易港的内涵

与外延

在概念层面，从世界自由贸易港的发展历史来

看，自由贸易港的“港”通常是指海港，且港口所在

地的航运较为发达，海运历史悠久，市场机制比较完

善。 在新发展阶段，贸易方式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

化产生了新的改变，“港口”一词有了新的内涵。 新

时代，自由贸易港的“港”可以是指发达的空港、陆
港，或者是其他综合性的功能型港口，并不仅限于表

示依赖海港运输以及水路运输的港口。
在认知层面，现阶段由于我国仅在海南地区建

设了自由贸易港，所以提到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大

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海南。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中国

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海南自由贸

易港拥有 ３．５ 万平方千米的陆地面积加上 ２００ 万平

方千米的海域授权面积，全球排名第一，覆盖范围最

广。 第二，全球开放水平最高。 第三，制度理念设计

上具有共享性和最强包容性。 新时代应扩大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的内涵，创新性地将内陆地区的自由

贸易港囊括其中。 内陆地区的自由贸易港建设包含

着的“中国特色”，是一种真正契合我国基本国情和

社会发展的“中国特色”，是一种模式创新的“中国

特色”，是一种概念首创的“中国特色”，是一种能够

引领国际贸易理念、规则和方式发生改变的“中国

特色”。
在模式层面，虽然以往的自由贸易港都是临海

的港口，且世界上成功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模式大同

小异，但事实上，不同的自由贸易港有着不同的风格

和特点，如香港、新加坡是整体型自由贸易港，德国

汉堡是自由贸易港区，阿联酋迪拜是工贸结合型自

贸区，荷兰鹿特丹港是物流型自贸区等。 而内陆自

由贸易港的特色就是“无水”，这里所说的“无水”是
指自由贸易港所在区域不沿海，没有天然的海运港

口，但可以有内河或者支流经过。 集装箱和码头不

再是自由贸易港的标配，取而代之的是先进、庞大的

现代化机场，实现水陆空的高效衔接。
在方法层面，内陆自由贸易港概念的提出和建

设方法的探索，会对以往的指标评价体系产生冲击，
也将会创建一套全新的、关于内陆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准入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将会

对区域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多学科的

研究体系与框架进行补充完善，创新和丰富各学科

的研究方法。
３．实践维度：破解开放发展瓶颈，助力实现区域

协调发展

对国家而言，探索建设内陆自由贸易港是新时

代针对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所提

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有利于重塑国际竞争合作新优

势，融入全球经济贸易发展新趋势，构建面向全球的

高标准市场体系，打造以我国为主体的国际贸易新

规则，实现建设贸易强国的总体目标，探索建立更高

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层

次和水平，推动经济社会的更高质量发展，实现区域

协调发展的总体目标，优化国家对外开放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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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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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建设内陆自由贸易港事关内陆地区经济社

会的中长期发展方向，有助于内陆地区抢抓全面高

水平开放的时代新机遇，开辟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

模式、新路径，破解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

各类体制机制障碍和瓶颈，培育内陆地区开放型经

济发展新优势，平衡东西差距、南北差距以及更高水

平地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二、内陆地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港口”基础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
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
“加快内陆开放通道建设，加强武汉长江中游航运

中心建设，发展沿江港口铁水联运功能，优化中转设

施和集疏运网络”，“加快推进郑州国际物流中心、
湖北鄂州货运枢纽机场和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

心建设，提升郑州、武汉区域航空枢纽功能”，“积极

推动长沙、合肥、南昌、太原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枢

纽，提高支线机场服务能力”等。 现阶段，内陆地区

在“空港”“陆港”“Ｅ 港”等“港口”建设方面已经取

得丰硕成果，为内陆地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提供

了良好的“港口”基础。
１．以机场枢纽为引领的“空港”建设势头正猛

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２０２０ 年民航机场生产

统计公报》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中国多数民航机场的客货运吞吐量大幅下

滑，国内全部机场的客运吞吐量均为负增长，但中西

部地区主要机场的客运吞吐量都排在全国前列。 从

航空货运来看，２０２０ 年，郑州新郑、成都双流、重庆

江北和西安咸阳机场的货邮吞吐量分别约为 ６３．９
万吨、６１．８ 万吨、４１．１ 万吨和 ２７．６ 万吨，分别居全国

第 ６ 位、第 ７ 位、第 ９ 位和第 １０ 位。 郑州新郑机场

在全国多数机场货运吞吐量下滑的情况下，货运吞

吐量较上年同比增加 ２２．５％；成都双流机场在全国

客运吞吐量排名中表现突出，位居全国第二位。
郑州新郑机场是我国首个国家级航空港———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中国

八大区域性枢纽机场之一，是对外开放的国家一类

航空口岸，是“７×２４ 小时” “全时段”通关的国际机

场。 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２０２０ 年民航机场生产

统计公报》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郑州新郑机场完成货

邮吞吐量 ６３．９４ 万吨，全国排名第 ６ 位；完成旅客吞

吐量 ２１４０．６７ 万人次，全国排名第 １１ 位；客货运排

名在全国均晋升 １ 位，运输规模连续 ４ 年保持中部

地区“双第一”。 货运方面，２０２０ 年，郑州新郑机场

新引进 ９ 家货运航空公司，新开通 １８ 条货运航线，
新增 ２１ 个通航城市，进一步强化了枢纽航线网络优

势。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在郑州新郑机场运营的全货

运航空公司有 ３１ 家，开通全货机航线 ５１ 条，通航城

市 ６３ 个。②客运方面，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在郑州新

郑机场运营的客运航空公司有 ５４ 家，开通客运航线

１９４ 条，通航城市 １３２ 个。③２０２１ 年 ４ 月，郑州机场

布达佩斯海外货站正式挂牌，国内首个海外航空货

站建设进入提速期。
２０２０ 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实现旅客吞吐量

４０７４ 万人次，仅次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位居全国

第二位；货邮吞吐量约 ６２ 万吨，位居全国第七位；完
成起降架次约 ３１ 万次，位居全国第四位，三项指标

在西南地区所有机场中均位居第一位。④此外，成都

双流国际机场的货运吞吐量稳居西部地区第一位，
２０１９ 年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５０００ 万级机场俱乐

部”成员，进入全球最繁忙机场 ３０ 强。 成都双流机

场拥有通达欧、美、非、亚、大洋洲的便捷航线网络，
对外籍旅客实行 １４４ 小时过境免签，为所有国际航

班、国际旅客和进出口货物提供“７×２４ 小时”全天

候通关保障。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成都双流机

场已开通航线 ３６３ 条，其中国际（地区） 航线 １２８
条，与 １０６ 个国家、地区的城市实现了通航，国内航

线有 ２１７ 条，经停国内转国际的航线有 １８ 条。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４ 日，重庆机场集团与四川机场集团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打造成渝世界级机场群，积
极推动两地航空枢纽协同发展。

此外，２０１８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支持自由贸

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中明确指

出，在对外航权谈判中支持郑州机场、西安机场利用

第五航权，郑州、西安成为中西部地区大型机场中的

领先者。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商务部正式印发《全面

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提出支持

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通第五航权航线。 武汉、成
都成为试点地区。 至此，郑州、西安、武汉、成都等机

场相继获得第五航权。 第五航权的拥有将有助于航

空公司进一步拓展航线网络，扩大市场覆盖面，借第

五航权货运线发展航空物流，也将为内陆地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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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
２．以中欧班列为引领的“陆港”建设硕果累累

２０２０ 年，中欧班列 ５ 大枢纽节点城市———重

庆、成都、西安、郑州、乌鲁木齐的全年列车开行量皆

超过 １０００ 列，而在这 ５ 大枢纽节点城市中，全年开

行量超过 ２０００ 列的有 ４ 个。
重庆、成都：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

统计数据，２０２０ 年，中欧班列（成都）的开行数量为

２８００ 余列；中欧班列（重庆）的开行数量达到 ２１７７
列，同比增长了 ４４％，创 ９ 年来新高。 ２０２０ 年，成渝

两地中欧班列的合计开行量接近 ５０００ 列，占到全国

开行量的 ４０％，同比增长近 ６０％，历年累计开行量

达到 １．４ 万列，充分凸显了成渝两地在整个中欧陆

路贸易中的作用。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同一时间、不
同地点，重庆与成都开出两趟中欧班列，这一天是中

欧班列（成渝）号的首秀，标志着中欧班列（成都）、
中欧班列（重庆）的正式谢幕。 ２０２１ 年上半年，中欧

班列（成渝）号累计开行 ２８７７ 列，约占全国开行总

量的 ３６％⑤，成都、重庆两地开行的中欧班列均实现

大幅增长。
西安：中欧班列长安号已成为全国线路辐射最

广、运输时效最快、综合成本最低、服务功能最全、智
能化程度最高的“五最班列”，成为中欧班列高质量

开行的典范。 ２０２０ 年，中欧班列长安号开行 ３７２０
列，同比增长 ７０％，累计发送货物 ２８１．１ 万吨，同比

增长 ６０％⑥，开行量、货运量等指标稳居全国第一。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中欧班列长安号累计开行

９７１２ 列，其中，２０２１ 年开行 ２１３８ 列，较 ２０２０ 年同期

增长 ２０％。⑦

郑州：２０２０ 年，中欧班列（郑州）的开行数量达

到 １１２６ 班。 目前，在中国 ６３ 家开行班列中⑧，中欧

班列（郑州）的开行质量、市场化程度、信息化程度

以及国内国际双向物流枢纽网络布局进度等均处于

全国领先位置，综合运营能力处于全国 “第一方

阵”。 此外，中欧班列（郑州）境内以郑州为枢纽，以
北京、上海、广州等 １３０ 多个市（县）为二级集疏中

心，国内集装箱还箱场站有 ５３ 个，辐射半径达 １５００
千米，涵盖近 ３ ／ ４ 的国土面积；境外以德国汉堡、慕
尼黑，比利时列日，俄罗斯莫斯科为一级枢纽，以巴

黎、布拉格、华沙等为二级集疏中心，国外集装箱还

箱场站有 ４６ 个，网络遍布 ３０ 多个国家的 １３０ 多个

城市，境内外合作伙伴超过 ４０００ 家。⑨２０２１ 年上半

年，中欧班列 （郑州） 累计开行 ７５１ 班，同比增长

７１％⑩，在开行频次、满载率、单班货值货重方面明

显提升。
３．以“Ｅ 贸易”为引领的“ＥＷＴＯ 核心功能区”建

设全国领先

“Ｅ 贸易”即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 随着社

会结构和消费观念的改变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加之大数据产业、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的全球性快

速发展，国际贸易形式发生转变，既能快速整合信息

资源，又能提高交易和流通的便捷性和高效性，还能

降低交易和流通成本的“Ｅ 贸易”应运而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郑州成为全国唯一的综合性“Ｅ 贸易”试点

城市。 此后，郑州“Ｅ 贸易”从零起步，打造出了一

个集交易链、物流链、金融供应链等多业态集聚融合

发展的新兴产业，使不沿海、不沿边的郑州，依靠“Ｅ
贸易”实现了弯道超车，成为全国跨境电商的产业

高地。 随着“Ｅ 贸易”的兴起和发展，在目前 ＷＴＯ
框架下，贸易的监管规则和运营模式仍以传统贸易

为主。 针对“Ｅ 贸易”的规则和标准缺失，亟须制定

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Ｅ 贸易”规则和标准。 至此，
以中国为主导的，代表着国际电子商务贸易新业态

和新模式的 ＥＷＴＯ（世界电子贸易组织）被提出构

建，而郑州则是对“Ｅ 贸易”、ＥＷＴＯ 探索最多的地

区。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ＥＷＴＯ核心功能集聚区启动仪式

在郑州举行。 截至目前，ＥＷＴＯ 核心功能区集聚了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出口加工区（Ａ 区）、郑州国际

陆港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园等跨境电商龙头企业。 近

年来，郑州 ＥＷＴＯ 核心功能区大力发展跨境电商、
保税物流、大数据、金融等产业，不断创新跨境电商

的新业态和新模式。 此外，郑州发挥其在跨境电商、
“Ｅ 贸易”、航空经济等领域的综合优势，以“一带一

路”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为支撑，积极探索建立 ＥＷＴＯ
郑州总部，响应国家号召，通过实践探索争取真正做

到参与全球治理，并在重要领域引领全球贸易规则

的制定。

三、内陆地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综合基础

新时代，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背景

下，自由贸易港作为连接国内国外、境内关外的重要

端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重要突破口，对畅通

国内大循环具有突出的作用。 而除“港口”基础外，
内陆地区在多式联运、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构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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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产业支撑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内陆

地区开放型经济全面、综合发展的势头强劲。
１．拥有多式联运协同推进的区位优势

在内陆地区，多式联运中的水运主要是指内河

航运，“水港”主要是指大的内河港口。 鉴于长江拥

有较强的通航能力，本文选择长江流域沿线的部分

地区为分析对象，如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等，结合

前文介绍的“港口”多功能优势较为明显的地区，最
终将目标锁定在成都、重庆区域。

成都、重庆两座城市在地理位置上仅相距 ５００
千米，在贸易货源比较稀缺和同质的情况下，竞争在

所难免。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３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提出大力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截至

目前，川渝两地已签署各类合作协议 ２００ 余个，涵盖

多式联运网络建设、通道口岸建设，以及产业招商、
开放创新、机制协同等众多方面。 未来，成都、重庆

的发展，尤其是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必将是合作共赢

的融合发展。 ２０２０ 年，四川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

８０００ 亿元大关，创下 ８０８１．９ 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最高

纪录，增速名列全国第 ２ 位，发展势头良好。在水

路方面，由于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四川泸州境内，因此

泸州川南临港片区具有发展航运物流、港口贸易的

天然突出优势，未来，泸州港与宜宾港等联合打造的

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可实现与中欧班列的无缝对接。
２０２０ 年，重庆外贸进出口再创历史新高，全年进出

口总值 ６５１３．４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１２．５％。此

外，重庆率先在全国实施水运进口转关“离港确认”
模式，通过全面推进“两步申报”、免到场查验、船边

直提、抵港直装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了通关效

率，优化了口岸营商环境。 ２０２１ 年上半年，川渝地

区外贸进出口总值均创历史新高，其中重庆外贸进

出口总值为 ３７６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３７．６％；四川外贸

进出口总值为 ４１８９．５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６．１％。 ２０２１
年上半年，以重庆、成都为主要枢纽的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目的地已拓展至 １０６ 个国家和地区的 ３０４
个港口，铁海联运班列、跨境公路班车、国际铁路联

运班列开行量同比分别逆势增长 １４７％、７０％ 和

５６％。未来，成都、重庆将作为扩大开放的内陆新

支点，携手带动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
２．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基本建立

第一，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核心的投资管理

制度基本建立。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我国连续四年修订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
面清单）》，投资限制由 １２２ 项减少至 ３０ 项，在金

融、汽车、医药、教育等行业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重大

开放举措，提高了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开放水平。
第二，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基本建

立。 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方面实现了全覆盖，积极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

住、区内自由”的通关监管模式和“一站式”的高效

服务模式。 具体来看，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率先实

现“一口受理、关检通办”；首创跨境电商“１２１０”海
关监管模式；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下放了 ４５５ 项省级

管理权限，出台了 ４７ 个含金量高、操作性强的支持

文件；“三十五证合一”改革已经成为河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放管服”改革的亮点品牌；创新建立了以电

商企业为单元的跨境电商正面监管制度体系，提供

了多模式综合监管、“严进优出”等制度创新案例。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海关在 １２ 个领域全面推

进“双随机”机制，严格执法，通过大数据的随机选

择保证监管。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口岸、物流

枢纽和保税区“三合一”枢纽；创新实施海关监管

“四自一简”；探索内陆通关及口岸监管“空检通放”
新模式。 第三，以扩大开放为目的的金融服务机制

基本建立。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金融制度涵盖跨

境金融结算服务、跨境人民币业务、跨境投融资业

务、跨境金融服务功能、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等 ５ 个方

面。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站式投融资信息服

务”探索制度创新获全国推广。 陕西自由贸易试验

区在全国首创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贸易金融新模式

“央行·跨境票据通”。 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陆续

推出了股权质押、知识产权质押、科技信贷、融资租

赁、保证保险贷款、投贷联动、科技创新券、“集合

贷”、“萌芽贷”、“创投贷”、“生物助保贷”等科技金

融产品。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拥有中国四大期货交

易市场之一的郑州商品交易所，近年来积极实施

“引金入豫”和“金融豫军”两大战略，开展“政银合

作直通车”“线上银企对接”专项行动，创新推出《中
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专项

方案》，细谋金融服务业发展。
３．拥有较为现代化的产业支撑体系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

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围绕构建以先

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出做大做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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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制造业、积极承接制造业转移、提高关键领域自主

创新能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等 ４ 条措施，措施翔实到位，含金量极大，为中部内

陆地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助于进一步夯实内陆

地区的现代化产业支撑。
目前，一些较为发达的内陆地区以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为引领，已经建立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为内陆地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提供

了产业支撑。 例如，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光电子产

业引领全球，新能源汽车渐成规模，生物制药蓬勃发

展，已形成五大千亿产业和两大新兴产业格局，完成

了“芯片—显示—智能终端”全产业链布局，而有着

“中国光谷”之称的东湖高新区，依托优势产业，正
在打造超万亿元产值的世界级产业集群。 河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聚焦汽车及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食

品制造、品牌服装及家居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

支柱产业，深耕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高端石油化

工、电子信息、旅游五大主导产业，积极培育机器人

及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物流、电子商

务、金融业六大新兴产业。 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将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为重点，着
力发展高端制造、航空物流、贸易金融、现代物流、旅
游会展、电子商务等产业，全方位打造现代化农业国

际合作中心。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围绕高端服

务业和高端技术产业，打造了以金融、新能源、新材

料、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生物医药六大产业为主的

新兴产业聚集地。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厚植大数

据、智能化等互联网新发展理念，培育了先进制造、
现代物流、国际商贸、金融服务、专业服务、信息服

务、文化旅游等七大产业集群。

四、内陆地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应

关注的三大问题

　 　 目前，我国处在探索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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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时

期，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不能落后。 未来，内陆

地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真正实现从政策型开放

向制度型开放转变，需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１．打破自由贸易港必须沿海的惯性认识

现阶段，社会上普遍存在对自由贸易港的本质

理解不到位的现象。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核心是实现

境内关外的人、财、物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贸

易活动更加高效便捷。 必须临海、必须有发达的航

运港口做支撑，并不是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本质要求，
这仅仅是一种不同时代下发达经济体引领的、具有

国际历史色彩的共性认知。 随着时代的进步，综合

航空运输体系迅速崛起，其便捷和高效性是水路运

输不可比拟的。 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随
着航空运输体系的不断完善，航空运输的成本也会

逐渐降低，运输体量也会得到大幅度提升，航空运输

业和科学技术的迭代更新正逐步影响着全球未来的

发展方向。 新时代，“空港”“陆港”“Ｅ 港”及综合型

港口的飞速跨越式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成果

的不断产出，预示着内陆地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的时机已经成熟，内陆地区有基础、有能力建设“无
水”自由贸易港。

２．注重自由贸易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衔接

虽然自由贸易港和自由贸易试验区都是“一线

放开”“二线管住”的高度独立的境内关外区域，但
前者比后者在政策制定、市场准入方面更加灵活、开
放。 国际化标准更多，自由化程度更高，对政策和制

度环境的系统性要求也更高，金融领域的开放效应

和强溢出效应，是自由贸易港的重要特征。 因此，未
来内陆地区的自由贸易港建设要在政策创新、市场

准入、国际化标准制定等方面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实

现高效衔接。 具体来讲，初期，可以先将自由贸易试

验区划分出一部分，使其形成完全的“境内关外”独
立区，在那里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这里暂且称其为

自由贸易港改革试验区。 将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熟的

经验放到自由贸易港改革试验区中，打造贸易自由、
投资便利、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体系，并进一步完善开

放型市场经济模式，强化市场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完

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实现“一线真正

放开，二线严格管住”。 中期，对自由贸易港改革试

验区进行深化改革，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实现向自

由贸易港的完全转化。 后期，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

一致的负面清单，实现贸易商品和服务的完全自由，
提供与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相一致的金融服务业务。
不仅如此，还要在“Ｅ 贸易”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新

的“ＥＷＴＯ”规则和投资新规则，大胆试验，助力中国

内部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３．注重自由贸易港建设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

建的融合

新时代，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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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自由贸易港是连接国内国外、境内关外的重要端

口，内陆地区自由贸易港建设则是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构建的重要突破口，对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不可

忽视的作用。 在畅通内循环方面，内陆地区探索建

设自由贸易港有助于内陆地区成为助推双循环各类

要素快速集散和流通的“加速器”，助力国内产业链

的重构和区域经济的重新布局。 近年来，内陆自由

贸易试验区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制度创新优势逐步

明显，政策环境有力地吸引了内资企业的大规模流

入，对内显示出巨大的吸盘效应。 便捷的现代化交

通物流枢纽体系的建立更是推动了人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等要素的短时间快速、有序流动，提高了

双循环的质量与效益。 此外，在畅通外循环方面，在
内陆地区结合“ＥＷＴＯ”的相关规则探索建设内陆自

由贸易港，将有助于缓解我国在金融、货币等方面受

到的美元制约，有利于充分挖掘国内发展潜力，进一

步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动力，助力中国经济从高

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型，从而实现国内、国际市

场的多方高效、便捷联通，实现我国从参与全球化到

引领全球化的转变，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

优势。

五、内陆地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思考与启示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为未来

中部内陆地区建设开放新通道、推动开放型经济高

质量发展带来重大利好，内陆地区开放型港口建设

未来可期。 新时代，内陆地区自由贸易港建设要注

重以下三个方面。
１．因地制宜选择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具体模式

自由贸易港的建立离不开模式的选择，自由贸

易港模式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自由贸易港的功

能和特色。 内陆地区在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时，可
以从港口功能和综合优势发挥两个视角进行自由贸

易港模式的选择。 具体来讲，从港口功能性视角出

发，可以将内陆地区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模式分为以

下四种：以“空港”建设为依托的航空经济引领型的

内陆自由贸易港建设模式；以“陆港”建设为依托的

陆路基建带动型的内陆自由贸易港建设模式；以“Ｅ
港”建设为依托的跨境电商牵引型的内陆自由贸易

港建设模式；以“陆＋空”或“陆＋空＋Ｅ”建设为依托

的多功能综合协同型的内陆自由贸易港建设模式。

此外，从综合性视角出发，内陆地区以中部地区、西
南地区、华北地区为例，结合其地域特色和具体实

际，兼顾港口特色和功能划分，可以将内陆地区自由

贸易港建设模式分为以下三种：多路协同型内陆自

由贸易港建设模式（中部地区）；地域纵深型内陆自

由贸易港建设模式（西南地区）；战略牵引型内陆自

由贸易港建设模式（华北地区）。
２．创新完善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体制机制

自由贸易港的建设离不开体制机制的保障，内
陆地区在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过程中应该注重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紧扣高标准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
在市场准入、人员流动、金融、税收、监管等方面做出

相应的制度安排，营造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
二是聚焦高水平开放，进一步完善与贸易、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相关的政策，使监管政策更加灵活、机动，
尤其注重海关监管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海关

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三是在海关、金融、知识产

权、环境保护等主要方面创新性地制订各类改革方

案，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四是从多元

协同治理机制、监测预警机制、风险防控机制、跨区

域合作机制、容错纠错机制构建等方面制定完善各

类实施细则，在海关、国检、海事、商务等口岸监管部

门加快推进一体化建设；五是加强“陆港” “空港”
“Ｅ 港”“水港”等不同类型港口之间的高效联动发

展，做大做强枢纽港口和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吸引国

际物资进出港口，构建完善的联动合作机制；六是加

大对高层次国际人才的引进培育力度，尤其是贸易、
金融、管理、运输、物流等领域相关的高层次、复合型

人才。
３．探索制定内陆地区自由贸易港建设布局方案

现阶段，内陆地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已经具

备一定的现实基础，如若国家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

和探索试验权，在政策辅助到位、保障措施到位的情

况下，可以对内陆自由贸易港建设进行超前布局、超
前探索，借助当前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发展优势，
积极探索制定以我国为主的国际贸易新规则、新体

制，稳步推进内陆地区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工程。 建

议国家相关部门超前规划、布局内陆自由贸易港。
结合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情况等，放眼全国、统筹规划，分区域、
分阶段、分步骤、择重点地划定具体区域，推进内陆

自由贸易港建设。 例如，可以尝试在我国西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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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路、航空、水路发展较为成熟的成渝地区，或中部

地区陆路、航空、“Ｅ 贸易”发展较为成熟的河南率

先探索建立内陆自由贸易港或内陆自由贸易港改革

试验区，逐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力的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布局、建设方案和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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