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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现状与思考

佟家栋　张 千　佟 盟

摘要:截至２０２１年底,中国已经设立了２１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目标明确,即

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建设高水平开放经济平台,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并以这些“试验田”为模板,进行

复制推广,最终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制度.８年多来,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做出诸多探索,逐

步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案例.但这些尝试与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最初设计的目标相比仍显保守,
需要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精神,深化改革,锐意进取.因此,需要认真思考和探索走向中国特色

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路径及其阶段性举措.有必要对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与现状进行梳理,分析中

国自贸试验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为自贸试验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议.
关键词: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外开放;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

DOI:１０．１９８３６/j．cnki．３７ １１００/c．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１

一、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的初衷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处于脆弱的恢复期,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两万亿政府财政支出的刺激

之后,进入经济发展的调整期.面对这样一个调整期,为寻求中国经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路径,
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建设开放经济新体系的战略构想.在实践上,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立“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① 的方案,试验区在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９日于浦东新区挂牌,开启了中国建设高水平

对外开放平台的历史进程.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内涵是有特殊意义的.首先,它建立地点在中国上海,是中国的

自由贸易试验区.其次,它与国际上现有的“自由贸易园区”存在差别.一般来说,这些“自由贸易园

区”具有公认的建设内容和体制机制.自由贸易园区规定,在一国关境内划出一片“飞地”,处于国境

之内,海关关境之外,允许经济主体(如企业、金融机构等)自由经营经济业务,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免

交关税,投资受到保护,如果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从“自由贸易园区”进入或运进该国关境范围以

内,再根据该国相关要求,缴纳进口关税或承担相关义务.如果从该“飞地”将商品或服务出口到其他

国家或独立行政区域,设置自由贸易园区的国家则不征收任何关税,只是按自由贸易园区的要求,缴
纳企业的、已经优惠的所得税和营业税.由于该“飞地”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向企业或其他经济主

体提供了优惠的经营条件,经济主体会向这些“园区”进行投资,或作为进入一国市场的平台,到该园

区内从事经营活动,以获得成本优势或综合性竞争优势.然而,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之不同.自

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深化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试验田,不是“政策的洼地”,而是“改革的高地”.中国的

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完成一个中国改革开放３５年以来仍然没有解决的体制机制问题,也就是“一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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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建设问题.在这个体制机制下,进一步推进法制健全的

市场环境建设,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发挥良好的调节作用,从而

使“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协同配合,形成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经过改

革开放以来３５年的经济体制探索,体制机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不允许我们犯“颠覆性错误”.
因此,划出“试验田”,展开深化改革的试验,待试验区内的改革成功之后再复制推广.这是我们建立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核心任务.基于这一点,党中央、国务院希望本次深化改革“试验田”的建设

不同于１９８０年中国建立“经济特区”,后者强调给予投资者特殊的“优惠政策”.但是,中国成立自由

贸易试验区又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因此,在这块“飞地”中,实行贸易自由、投资

便利和金融自由化、便利化就是一个自然的推理过程和必备的经济运行条件.
立足于这种基本设想,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从建立之初,就与国际上传统的自由贸易园区相区

别.产生区别的原因在于,典型的自由贸易园区无法承担一个发展中大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

艰巨任务,更不会产生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和案例.因此,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无论建在何处,其主要

任务都是“为国家试制度”,即试验一个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而且还要

解决“是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式由依靠“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提供制

度范式.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初衷十分明确,将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深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①.同时,自由贸易试验区也是实现

贸易自由、投资便利和金融自由化的“飞地”.在取得改革开放和压力测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模板,
并在全国复制推广,辐射中国的其他地区,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二、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无论设在何处,都承载着同一个目标,即“为国家试制度”.然而,如果建立

自由贸易试验区不能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就难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无法发挥带动中国经济

近期发展的作用.实际上,在审批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同时,一些具有开放经济成功经

验的省份或城市也相继申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深思熟虑,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２
日批复,建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试验区.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１日,三家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时挂牌.前两批的四家自由贸易试验区都是中国改革开放

３０多年来走在全国前列的先进省份和先进地区,这些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探索和对外开放的实践中,
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和骄人的成绩.它们在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领域的探索具有示范

作用和复制推广意义.因此,除了因地理因素带来试验内容上的部分差异,在为“国家试制度”方面,
它们的任务几乎是一致的.

上述四家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政府职能转变、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服务市场经济、减少政府过度

行政干预方面做了大量的改革,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案例,提高了政府管理的工作效率,
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在贸易自由、投资便利和金融自由化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和

有效的探索,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开放活动.在此背景下,２０１７年３月底国务院批复辽

宁、浙江、河南、湖北、陕西、重庆和四川７个地区建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并且它们的起步要建立在

前四家自由贸易试验区成功经验的复制推广上.这些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改革

开放试验田的建设规模和地理范围.几乎同时,２０１７年在纪念海南省成立２０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宣布建立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准备向自由贸易港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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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党中央、国务院又批准建立黑龙江、河北、江苏、广西、云南、山东等六个新的自

由贸易试验区①.到２０１９年８月,中国已经建立起１８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从规模和地理分布上看,
不仅涉及沿海地区,还覆盖到中西部和中南部地区.显然,党中央、国务院不仅注重沿海地区中国自

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也逐步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注意力转向中西部,以便带动更多地区的经济

改革与开放发展.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湖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最后一批自由贸易

试验区的设立分别具有各自独特的目的,其中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更

多地考虑地理布局因素.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主要考虑服务贸易,特别是数字贸易、数字经济

的发展.而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的建立主要基于浙江地处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区域,考虑如何

将数字贸易等新经济业态纳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验内容,尤其关注比较发达的跨境电商等产业的

业态.截至２０２０年底,中国已经建立起２１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由于中国目前的经济活动人口和经济发展仍然呈现大致相同的分布状态.因此,我们借助划分

中国人口分布的胡焕庸线,来描述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布情况.位于胡焕庸线的右下部分,除吉

林、山西、江西、贵州等省份外,中国内陆其他省份以及海南省均已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自由贸

易试验区在胡焕庸线以下部分的布局基本完毕.同时,这部分地区包含着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产业、
主要机构、主要人员,以及主要经济支撑领域.尽管其他省市也期望建立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但是

从中央布局上看,再建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迹象很少,而给予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本指示,多是

“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的要求.由此可见,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地理范围布局已经基本结束,
而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开始转向质量的提升.

三、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由复制推广到探索升级

在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扩展建设中,尤其是在前两批的四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过程中,特
别强调要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理念,探索在自由贸易试验田这块“飞地”上,在稳定、透明、
系统的法律制度环境下,创新构建一套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完善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构建国际化、
法治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在此基础上,形成比较成熟的经验,并在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复制推广,
边改革,边建设,边完善.通过这种方式,逐步形成中国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思路和操作办法.
同时,形成促进后续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建设步伐的可复制推广模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钱学锋教授课题组在«湖北省复制推广自

贸试验区改革创新成果成效评估报告»中,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复制推广概括成以下７种方式.
(１)移植性复制:对于条件比较成熟,要求比较明确的改革经验,直接采用复制;(２)合并式复制:复制

推广到同类事情,承接部门主动进行改革经验的合并,然后协同推广;(３)迭代式复制:一些由自贸区

率先总结的经验已经被新的法律法规替代或取消的;(４)协作性复制:多部门联合决策的复制;(５)适
应性复制:对于相关对接条件尚不充分或复制推广存在一定难度的改革经验,采取针对性措施复制;
(６)优化式复制:先推行自贸区的一些经验,由于一些新的自贸区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被优化的经

验;(７)创新式复制:在建设自贸试验区的过程中,将复制与推广结合起来,形成创新经验和案例②.
从上述７种复制方式可以看出,这些方式是从简单复制到创新性复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换言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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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学习开始,到经过消化吸收,去粗取精,因地制宜展开整个复制过程,从而加快了后续批准的自

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步伐.并且,形成了机制建设和政策内容从简单复制到创新复制、创新学习的

过程.
由于各自由贸易试验区既要尝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又要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在自贸试验区片

区功能设计上,明确每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都由两个相互分工的管理区域组成.一个是海关特殊监管

区,主要进行扩大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试验;另一个是非海关特殊监管区,主要进行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的体制机制试验.二者统一在特定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管理之下.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自由贸易

试验区不同于传统的自由贸易园区,不同片区所采取的政策是有差别的.因而,不可能在同一个自由

贸易试验区采取统一的机制和政策.比较后发现,只有海关特殊监管区才可以在扩大开放、提高开放

质量的基础上,实现开放型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建设.所谓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线完全放开,二线

高效管住”①更明确针对的是“海关特殊监管区”.即使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内部,贸易自由、投资便利

和金融自由化的领域、程度与覆盖面也需要经相关管理部门批准.因此,目前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放

程度,总体上低于各开放口岸实施的“综合保税区”.在自由贸易试验区里“严格管理”,特别是对各种

证书的要求更加严格,政策开放审批也相对较严,并且,自由贸易试验区中还包含非海关特殊监管区.
因此,自２０２１年以后,各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在地区,着力加强“综合保税区”的建设.

从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区块产业结构设计上看,各自由贸易试验区一般都设定三个片区,以便

为高科技产业创新、贸易投资自由化安排、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等创造试验条件,为各方面的发展

试验提供足够的空间.当然,也有一些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３ ６个片区,以便尝试更多的改革开放功

能.不仅如此,如果发现新的产业或发展空间,还可以仿照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自由贸易试验

区(萧山数字经济发展)的扩展区.目前,国内２１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共设有５５个功能区.
从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空间类型上看,基本上形成了自由贸易海港、陆港、空港和岛港(例如海

南自由贸易港)四种类型,期望在借鉴国外先进自由贸易园区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中国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的多种模式.同时,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多种模式的开放提供了适宜的地理

环境和运作条件.例如,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由于划定海南全岛为自由贸易试验区,乃至自由贸易

港,这为全域开放、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改革或开

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在大胆尝试而出现漏洞时避免可能对中国整体经济运行和正常发展

造成的冲击.由于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所设立的区域不同,在功能上形成了进出口与加工为主型(福
建)、出口与总部经济为主型(天津)、投融资与航运中心为主型(广东)、金融中心与投资中心为主型

(上海)、科技创新与风险投资为主型(深圳)等模式.与此同时,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也都依据因地制

宜的原则进行建设.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并非单纯数量上的增加,也特别致力于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平

台的层次.２０１７年３月,在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建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同时,也指出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要向自由贸易港过渡②.在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启动了自由贸易港建设后,为鼓励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不仅明确了在海南全岛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而建立自

由贸易港,还特别明确经过几年的过渡,在２０２５年实现全岛封关运作,建立开放程度更高的自由贸易

港.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０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③,自公布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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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http://www．hnftp．gov．cn/zcfg/zcwj/zyzc/２０２００６/t２０２００６０２_３０２３７７３．html,访问日期: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８日.
«海南党史百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３０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http://hi．people．com．cn/

n２/２０２１/０６０１/c２３１１９０Ｇ３４７５５４７９．html,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http://www．gov．cn/xinwen/２０２１Ｇ０６/１１/content_５６１６９２９．htm,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

１月２１日.



起颁布执行.这无疑使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具有了法律支撑.经过一年的建设,到２０２１年６月１日

时,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成为被赋予更多改革开放自主权的自由贸易高

水平建设平台.在２０１８年的首届进口博览会期间,党中央决定,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片区.
赋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片区更大的改革开放自主权,要求该新片区要努力成为集聚海

内外人才开展国际创新协同的重要基地、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的重要枢纽、企业走出去发展

壮大的重要跳板、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通道、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试验田,有针对

性地进行体制机制创新①,强化制度建设,提高经济质量.上海方面对新片区建设高度重视,提出经

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新片区建成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引领区”.从而,构成第二个层次的中国

自由贸易试验区,我们称之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２０版”.随后是第二批的中国(广东)、中国

(天津)、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由于这几家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时间较早,积累的经验较

多,构成了我国“经验比较丰富”的自由贸易试验区.２０１７年以后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尽管在深

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方面也有表现突出者,但是尚未形成比较全面的改革开放局面,仍处于建设的初

期阶段.
总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８年多的建设中,以“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基本理念,推动着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量的扩展和质的提升,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新进展.

四、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得的主要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自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９日建立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取得了突出

的成绩.一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创造了巨大的进出口规模;另一方面,自贸试验区吸引外资规模逐

步提升.据商务部统计,２０２０前１０个月,自贸试验区进出口总额达到了３８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进

出口额度的１４８％,而实际利用外资达１３１０１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外资实际利用量的１６４％②.然

而,据不完全统计,自贸区内外资企业投资总额占区内全部投资总额的比重、外资企业数占区内全部

投资企业数的比重多不足５％,只有少数几家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额占全部投资额的比重超

过１０％.
在推进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做了大量的工作.由西南财

经大学姜玉梅团队研究成果得到,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今,自贸试验区已形成２７８项制度创新成果,主要涵

盖国务院发函复制推广经验(六批)１４３项、部门自行复制推广经验７４项、最佳实践案例(四批)６１项.
并且,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覆盖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时期望深化改革的各个方面.具体的,投
资管理领域７６项,贸易便利化领域７６项,金融开放创新领域３０项,事中事后监管６０项,服务业(人力

资源领域)１８项③.
表１展示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六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主要内容,表２给出了中

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事项范围类别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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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商务委员

会、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关于印发‹临港新片区创新型产业规划›的通知»,htＧ
tps://app．sheitc．sh．gov．cn/szfgh/６９０９９３．htm,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
«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日)»,http://ca．mofcom．gov．cn/article/jmxw/２０２０１２/２０２０１２０３０２２３４５．
shtml,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
邓富华、张永山、姜玉梅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多维审视与深化路径»,«国际贸易»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表１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六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主要内容

推广范围 改革事项类别 项目内容

全国

投资管理领域

出版物发行业务许可与网络发行备案联办制度、绿色船舶修理企业规范

管理、电力工程审批绿色通道、以三维地籍为核心的土地立体化管理模

式、不动产登记业务便民模式、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智能辅助申报服务、
证照“一口受理、并联办理”审批服务模式、企业“套餐式”注销服务模式、
医疗器械注册人委托生产模式

贸易便利化领域

“融资租赁＋汽车出口”业务创新、飞机行业内加工贸易保税货物便捷调

拨监管模式、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模式、进出口商品智慧申报

导航服务、冰鲜水产品两段准入监管模式、货物贸易“一保多用”管理模

式、边检行政许可网上办理

金融开放创新领域
保理公司接入央行企业征信系统、分布式共享模式实现“银政互通”、绿
色债务融资工具创新、知识产权证券化

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委托公证＋政府询价＋异地处置”财产执行云处置模式、多领域实施包

容免罚清单模式、海关公证电子送达系统、商事主体信用修复制度、融资

租赁公司风险防控大数据平台、大型机场运行协调新机制

人力资源领域

领事业务“一网通办”、直接采认台湾地区部分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航空

维修产业职称评审、船员远程计算机终端考试、出入境人员综合服务“一
站式”平台

特定区域

自贸试验区

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地区

保税监管场所

成都铁路局局管范围

建设项目水、电、气、暖现场一次联办模式、股权转让登记远程确认服务、
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改革;二手车出口业务新模式;保
税航煤出口质量流量计计量新模式;空铁联运一单制货物运输模式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六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整理所

得,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２０２０Ｇ０７/０７/content_５５２４７２０．htm,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

表２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事项范围类别统计①

推广范围 改革事项类别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第六批

全国

贸易便利化领域 ５ ７ ２ ９ ６ ７

投资管理领域 ９ ３ １ ６ ５ ９

事中事后监管 ５ ２ １ ７ ６ ６

金融开放创新领域 ４ ０ １ ０ ０ ４

服务业(人力资源) ５ ０ ０ ５ ０ ５

自贸试验区、海
关 特 殊 监 管 区

域等特定区域

海关监管制度创新(含检验

检疫制度创新)以及其他特

定领域的创新
６ ７ ０ ３ １ ６

总计 ３４ １９ ５ ３０ １８ ３７

　　资料来源:第一至五批的数据来自邓富华等的文献,其中第一至四批整理自中国商务部官网“自由贸易试验区专栏”,

第五批整理自中国政府网,第六批整理自«国务院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六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２０２０Ｇ０７/０７/content_５５２４７２０．htm,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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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过去８年多的时间取得了明显的体制机制改革和经济业绩.
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各自贸试验区所属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这些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我们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应该对内资和内资企业有吸盘效应,还是对外资和外资企业有吸盘效应?
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后８年多的实际效果看,显然对内资和内资企业的吸盘效应远远大于对外资

和外资企业的吸盘效应.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初衷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建设高水平的对

外开放平台.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肩负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为主导目标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体制机制建设,并且以“渐进”的思路展开.第一,在制度的完善过

程中,一系列体制机制,包括政府职能转变环节的减少,都会使内资企业提高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为
其带来巨大的利益.因此,这对内资的吸引力肯定更加明显,且具有显著效果.但是,由于外资企业

长期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运营,已经享受比较完善且可预见的市场经济的运行环境.因此,中国自由

贸易试验区内正在“渐进”推行的、不断弥补不足的市场经济环境,对外资和外资企业而言当然缺乏较

大的吸引力.第二,根据国际经验及其相关理论,一个致力于吸引外资、外贸,进而吸引国际经营业务

的“飞地”,其生存发展的基础应当是具有某种特殊的政策,尤其是税收优惠政策,以便形成降低市场

主体运营成本、提高运营回报的吸引力.如果我们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不是“政策的洼地”,也就失去

了吸引外资企业,甚至是吸引国际经营业务的筹码.尽管中国还有“巨大市场”的优势,但是,对于企

业而言,早期的进入无疑需要权衡风险补偿率是否能够弥补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而中国明确宣布,
我们的“负面清单是逐步缩减的”.这意味着,需要等到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基本完成其试验过程,
且形成比较稳定以及可预见的贸易、投资环境之后,外资企业才可能进入.第三,多层次审批的深改

举措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 我们看到,在各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出“先行先试的改革举措”时,常
常需要涉及多个部门的参与.这表明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十分关键,且与多个部门密切相关.
与最初的设想不同,自贸试验区改革举措不仅与商务部、国家发改委、海关总署相关,实际上,还涉及

非常多的部门.表３展示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事项涉及负责单位的分布情况.

表３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事项负责单位

负责单位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第六批

海关总署 ３ １１(２) ０ １３(１) ４(２) ９(４)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原质检总局) １１ ３(２) ２

(原工商总局) １ １ １
１(１) １(１) ４

税务总局 ４ １ ０ １ ４ １

交通运输部 ０ ０ １ １０ ２(２) ３(２)

公安部 ０ ０ ０ ２ ０ ２(２)

司法部 ０ ０ ０ １ ２ ２(１)

最高人民法院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中国人民银行 １ ０ ０ ０ (１) ３(２)

国家外汇管理局 ３ ０ １ ０ ０ ０

商务部 ４ １(１) ０ (１) ０ ４(４)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文化和旅游部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１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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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负责单位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第六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０ ０ ０ ０ １(１) ０

移民局 ０ ０ ０ ０ (１) ２(１)

省、市、区人民政府和行业监管部门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两部门 ０ １ ０ １ １ ７

三部门 ０ ０ ０ １ ２ ３

四部门 ０ １ ０ ０ ０ ２

五部门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总计 ３４ １９ ５ ３０ １８ ３７

　　注:表中括号内数字指该负责单位参与多部门协同改革的总项数.

资料来源:第一至五批的数据来自邓富华等的文献,其中第一至四批整理自中国商务部官网“自由贸易试验区专

栏”,第五批整理自中国政府网,第六批整理自«国务院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六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

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２０２０Ｇ０７/０７/content_５５２４７２０．htm,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

由表３可以看出,每一批自由贸易先行先试的改革事项都涉及多个部门.其中,由涉及５个部

门,延伸到涉及３５个,甚至３７个部门.这意味着,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举措需要在很多部门

的协调配合下才能够变成现实.假设在此过程中,任何几个部门,尤其是关键的决策部门存在异议,
或拖延审批,那么该创新举措将很难实施.由此延伸的思考,假设某一个配套的政策措施或体制机制

改革的某个环节不能被特定部门所批准,那么,关于体制机制改革的系统政策措施就成为碎片,而“碎
片化”的政策措施是难以实施的.在“先行先试”的过程中,各自由贸易试验区经常遇到如下情况,各
部委、主管部门在协调上的困难,一些大胆试、大胆闯的举措难以落地,这种情况在金融领域更加

突出.
当然,一些部门之所以不通过审批是可以理解的.这其中存在着认可或批准各自由贸易试验区

创新改革措施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的核心问题与审批部门所承担的责任密切相关.然而,中国自由

贸易试验区设立的初衷,就是划出一块飞地,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就是要在试验田里,不断增加过

去没有添加过的“试剂”,观察一下会发生什么.也许会产生良好的、预见的结果,也许会出现意想不

到的负面影响.但在试验田里,由于规模比较小,影响相对可控,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试验不能做,哪
些试验可以做,哪些“试剂”少放些,哪些“试剂”可以多放.但是假设我们的试验不敢或不允许添加新

的“试剂”,更不允许超过一定量添加“试剂”,那么这个试验田就失去了设立的意义.现实中,由于对

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的担心,只敢于或只允许在已知的试剂和已知的结果下做试验.这种试验的结

果可能只是已知结果在量上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形或升级.我们认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目前可

能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因此,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创新的成果在数量和类目上都比较可观,但相

较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初衷,我们还需要在突破体制机制建设方面更加聚焦于建设一个完

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五、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的基本内容探索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和提高开放水平的路径.首

先,应该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吸引力从对国内企业的吸盘效应转向对国外企业的吸盘效应.从相对

于国内企业制度竞争优势转向国际自由贸易区的竞争优势.从国内“政策洼地”转为面向国际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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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洼地”,真正推进贸易自由、投资便利,以及金融自由化方面开放平台建设.同时,从解决管理手段

和程序问题转向解决体制机制问题,转向着眼于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建设,解决典型自由贸易区的

市场机制建设问题.２０１８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发表重要指示.明确指

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

具有里程碑意义.总书记强调,“面向未来,要在深入总结评估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加
强统筹谋划和改革创新”,不断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水平,“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

革开放的新高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大力

量”①.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出席上海自贸区建设五周年座谈

会上,对自贸区新片区建设提出七点意见,指出:(１)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
(２)选择国家战略需要、国际市场需求大、对开放度要求高但其他地区尚不具备实施条件的重点领域;
(３)实施具有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４)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５)实现

新片区与境外投资经营便利、货物自由进出、资金流动便利、运输高度开放、人员自由执业、信息快捷

联通;(６)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
更好服务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布局.韩正副总理的讲话,指明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建设高

水平开放平台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框架②.首先,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平台建设的角度看,自由贸

易试验区的建设要瞄准全球最先进的自由贸易园区,特别是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建设.其次,加大开

放力度,在相当程度上,要突破原有的制度约束,实现高水平的制度创新,以便落实风险压力测试.
最后,主动配合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使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改革开放的高水平建设平台.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９日,韩正副总理在海南调研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了中国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也要瞄准高水平,明
确提出:(１)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和制度体系设计,必须突出以贸易自由和投资自由为重点;(２)实
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建立公平竞争制度,完善产权保护制度;(３)要把准产业发展方向,依托海南

独特的生态优势,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增强产业竞争力;(４)要构建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建设

海南金融对外开放的基础平台,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５)实现人员自由流动,实施高度自由开放

的运输政策,实现数据跨境便捷流动③.此次围绕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讲话与针对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讲话的基本精神相近,其核心是按照国际高标准建设中国开放经济的平台.习近平总

书记及中央领导的讲话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高水平建设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标准,赋予了新的动

力,激发了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六、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锐意进取与容错激励机制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长达８年多的时间内,大胆试验,推出了２７８项改革创新举措,并在全国

复制推广.在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部,也做了许多大胆的探索,形成了诸多创新性举措.比如,在
简化政府审批手续、简化报关和通关手续、简化投资及企业设立审批手续、简化商品检疫检验方式等

方面,为提高服务效率,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这些举措

和相应的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微创新”,即在现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开展的推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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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http://www．gov．cn/xinwen/２０１８Ｇ１０/２４/content_５３３４１５３．htm＃１,访问日

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
«商务部:新片区对标国际上公认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e/r/２０１９０８/

２０１９０８０２８８８５１４．shtml,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
«韩正:海南自由贸易港必须突出以贸易自由和投资自由为重点»,http://cpc．people．com．cn/n１/２０１９/１１１０/c６４０９４Ｇ
３１４４６７３９．html,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



升工作效率的创新.在市场机制体制改革和完善方面的制度突破性,与建设新制度体系方面要有所

创新的标准相比,还有相当的发展空间.比如,中国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签署的RCEP(«区域全面经

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对市场经济完善、政府采购、政府与企业关系、贸易更加自由等方面做出了承

诺,比目前各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尝试或试验的内容都要更加开放.再比如,在中国与欧盟达成全面共

识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中国在政府与企业关系,特别是与国有企业关系上的承诺,以及对开放

投资领域的承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承诺、对中欧企业投资纠纷解决等方面的承诺很系统.与之相

比,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及的体制机制改革明显不足.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之所以存在这种问题,关

键在于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创新的践行者存在某种程度的“后顾之忧”,因为改革创新必然是对原有

体制机制的某种改进、完善,甚至是突破.如果在尝试过程中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非故意性失误,是否

存在一种容错机制,能否做到保护改革者、激励创新者,宽容失败者? 换言之,如果没有这样一套完整

的“容错、激励机制”,我们的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是不够完善的.实际上,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多

年的建设发展中,逐步认识到容错、激励机制的重要性.从２０１４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出

容错机制问题,到２０１６年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出容错机制问题,再到２０１８年以来,中国(江
苏)、中国(浙江)、中国(辽宁)、中国(山东)等１１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先后以地方人大文件的形式为自

贸试验区的改革创新者提供“护身符”.这是非常重要的、积极的回应,也是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推进

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实践过程中提出的解决方案(见表４).

表４ 选定自贸试验区容错机制

自贸试验区名称 容错机制主要内容 颁布时间 颁布形式

中国 (广 东 省)
自贸试验区

在自贸试验区进行的创新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但是符合国家

确定的改革方向,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未牟取私利

或者未恶意串通损害公共利益的,对有关单位和个人不作负

面评价,减免相关责任

２０１６年６月７日 自贸区条例

中国 (江 苏 省)
自贸试验区

自贸试验区保护制度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建立容错机制,
对符合国家确定的改革方向,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未牟取不正当利益,未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的探索性失误、阶段性失败不作负面评价,可以免于

追究相关责任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３日 自贸区条例

中国 (山 东 省)
自贸试验区

在自贸试验区进行的创新出现失误或者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但是符合国家和省确定的改革方向,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未牟取私利,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和严重不良影响或

者主动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的,对有关单位和个人不作

负面评价,免予追究相关责任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５日 自贸区条例

总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改革８年多以来,各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积累经验,探索高效率

建设路径,也逐步认识到“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与“容错、激励机制”是两个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

重要改革创新支柱.

七、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要以国际先进自由贸易园区为参照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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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机制的建设,对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的法治建设.纵观国际上先进自由贸易园区的经验,系

统和完善的法律规章制度建设是打造可信赖、可确定的自由贸易园区的基础.法律法规的明确性、严
格性、可操作性,以及较小的自由裁量权,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和先导.同时,建设

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具备的条件.任何一个国家必须将其经济运行制度建立

在一系列法制规范的基础上,才能够树立起稳定、可预见、透明公正的形象.否则,在市场秩序不稳定

的环境下,很难保护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包括产权利益等.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由贸易港法»,这为中国自由贸易港,乃至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法

制化带来一个良好的开端,也表明了中国自由贸易港,乃至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进入了更加规范的法

治阶段.然而,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必备的法律规章制度还比较初步.因此,后续自贸试

验区所形成的一系列规范的、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制度建设,还需要逐步细化,这样才能增强其可操

作性和系统性.
第二,要与国际先进的自由贸易惯例和投资规则对标,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打造良好

的贸易与投融资环境.要建设好一个开放的自由贸易园区,营造规范的市场环境,需要在法规和政策

制定方面遵守国际惯例,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和多边贸易协定中的规则.建立一块允许贸易自由、投资

便利、金融自由化的“飞地”,必须按照国际的规范和惯例,营造相应的营商环境.因此,建立一套合规

的制度体系,是创造国际营商环境的基本内容.尽管我们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自由贸易港是具有中

国特色的“试验区”,但是面对国际市场竞争时,需要依据通行的市场经济原则、政府干预规定、透明度

原则、公平竞争原则,来营造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
第三,要保障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规章的严格执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吸引高科技产业和

企业的重要条件,尤其是明确严格执行知识产权自由交易的良好环境.否则,任何中国的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自由贸易港,都不可能实现现代高技术产业的引进、创新和发展,更不能形成信息化、数字化的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国现代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目标要随着产业革命、科技革命

的发展而调整.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的引进,将成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可持续发展,
并有远大前途的关键.我们所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都特别关注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进,包括信息技

术产业等.但是,如果不能形成一个保护知识产权、认可知识产权价值、公平交易或转让知识产权的

制度环境,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将很难逐步发展壮大.在新的产业革命中,科技以及科技人才的竞争非

常关键,机会稍纵即逝,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遇,建立一个规范、透明、可操作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体系.
第四,要逐步推进国家下放管理权的进程,同时建立制度化的容错机制,要实现大胆试验与豁免

责任之间的统一.否则,创新者很难在过度担责的情况下大胆试验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因此,
形成“容错机制”和“激励机制”是鼓励干事的关键.在研究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政策体系时,对
比中国改革开放对“经济特区”所实施的政策体系,其中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一方面,中央人民

政府应通过多种形式,明确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财政收入与支出审批、企业经营、外汇使用等方面的

自主权力,建立一套行政和经济管理自主权下放的文件,赋予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特区”充分的自

主权力.另一方面,明确“容错机制”,为改革创新者提供坚强的后盾.“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是深

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得骄人成绩的成功保障和宝贵经验.在当今中国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中,我们要继续发扬这种决心和气势,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

建设,以及完善“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而努力.因此,国家在出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方案时,不
仅强调试验内容,也要设置相应的“容错激励机制”,以便形成相互支撑的“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
政策体系.

第五,需要继续引导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复制推广先进的体制机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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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产业发展和布局上的独特优势,因地制宜.要避免在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形成产业发展规划的趋

同现象,否则将失去多元试验的意义.在过去８年中,为了加快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脚步,党
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后续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采取“复制推广”的思路,为提高后续自由贸易试

验建设效率和加快任务完成速度提供有效的经验.同时,这也带来另一个问题.行政管理体制上的

复制创新,也带来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产业选择、技术选择,甚至引进企业的思路上的照搬照抄,以致多

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产业特色、产业结构出现趋同,进而失去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设立的本意.
党中央、国务院在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和开放环境下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要尝试

在多样化的市场开放情形下,检验自由贸易试验田内的各产业、产品、经济、金融、投资环节可能受到

的冲击,以及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应对措施,以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后续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改革经验做好准备.因此,在建立起基本的市场要素后,因地制宜、因发展水平制宜、因不同体制机制

基础条件制宜展开试验,才是中国设立２１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初衷.在对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调研

中发现,其中一些自贸试验区几乎照搬照抄了前期建立的自贸试验区的产业结构、发展内容规划、政
策创新内容等,而忽视了自身的特殊地理优势、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水平.这意味着,照搬照抄的发

展可能存在些许差别,但也失去了多元试验的意义.
第六,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和非海关特殊监管区规定不同的“试验”任务.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具

体建设中,为保障试验成效,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和建立高水平开放平台的试验需要暂时分

开.在非海关特殊监管区主要试验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内容,在海关特殊监管区主要试验“高水平开放

平台”建设任务.这样,一线高度放开,二线严格管住,可以在自贸试验区分别划定的区域内大胆开展

试验,避免由界限不清导致的管控难的问题,也可以有效规避可能发生的风险.实际上,在完成这两

个功能区试验任务的问题上,世界银行早在１９８５年就提出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两种思

路.第一种思路是先实现经济市场化,再完成贸易自由化.换言之,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之后,
再开放经济,从而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全球价值链.第二种思路是先实现贸易自由化,再完成经济市

场化,以便利用对外开放,倒逼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而适应国际市场对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要

求.这两种方式,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发展和制度完善的过程中都曾经被采用过,也形成了一定的

经验.因此,我们可以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中借鉴有关思路.
第七,以分工的形式鼓励各自由贸易试验区测试开放冲击(力)风险,从而积累防控风险的经验.

同时,为执行区域贸易自由、投资便利和金融自由化先行先试,总结经验,便于推广实施.随着我国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经验的不断积累,各自由贸易试验区也逐步提出建设高水平产业体系的设想,比
如,一些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出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区、特定产业发展扩展区等.
调研发现,很多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建设总体方案中均提出发展信息技术产业的规划.然而,历史经验

证明,中国当初在各省市产业发展规划中同时提出发展汽车制造、高新技术等产业,导致了地区产业、
经济发展的趋同和过度竞争,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发展建设过程中,
不能脱离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盲目追求高精尖产业,而应正视自身优势和短板,因地制宜,推动经济

正常、有序、差异化发展.
总之,应在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中,创造一个良好的“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社会政治

经济体制环境,激励创新者,适度保护改革失误者,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赋

予新的活力,开创中国经济发展大循环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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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PilotFreeTradeZone:Development,CurrentSituationandReflection

TongJiadong　ZhangQian　TongMeng
(SchoolofEconomics,NankaiUniversity,Tianjin３０００７１,P．R．China;

ChesterBusinessSchool,UniversityofChester,ChesterCH１４BJ,England)

Abstract:Bytheendof２０２１,twentyＧoneChinaPilotFreeTradeZoneshavebeenestablished．The
goalofsettingupChinaPilotFreeTradeZonesisexplicit,thatis,tryingtodeepeneconomicstrucＧ
turalreformofChina,buildingahighＧlevelopeneconomicplatform,improvingthequalityofopenＧ
ingＧup,takingthese“pilotfields”astemplatestocopyandpromote,andfinallycompletingtheconＧ
structionoftheopenmarketeconom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Thegeographicalscopelayoutof
ChinaPilotFreeTradeZoneshasbeenbasicallycompleted,andtheconstructionofChinaPilotFree
TradeZoneshasbeguntoshifttoqualityimprovement．Inthepasteightyears,ChinaPilotFree
TradeZoneshavemademanyattemptstograduallyaccumulateexperienceandexploretheefficient
constructionofthepilotfreetradezones,thusformingtheexperiencecasesof“replicationandproＧ
motion”．ChinaPilotFreeTradeZoneshavemadesignificantprogressininstitutionalreformandeＧ
conomicperformance,whichhastosomeextentdriventheeconomicdevelopmentoftheirrespective
pilottradezones．However,comparedwiththeoriginaldesigngoalsofChinaPilotFreeTrade
Zones,theseattemptsstillneedtoadheretothespiritof“boldtrial,boldbreakthrough,independＧ
entreform”,establishthe“faulttolerancemechanism”and“incentivemechanism”,formapillarof
reformandinnovation,deepenreform,andforgeaheadwithdetermination．Therefore,itisnecessaＧ
rytoseriouslyanalyzeandexplorethepathtoanopenmarketeconom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anditsphased measures．WereviewthedevelopmentandstatusquoofChinaPilotFreeTrade
Zones,analyze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and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ofChinaPilotFreeTradeZones．First,thelegalconstructionprocessofChinaPilot
FreeTradeZonesandFreeTradePortneedstobeaccelerated．Second,ChinaPilotFreeTrade
ZonesandFreeTradePortshouldbecomparedwithadvancedinternationalfreetradepracticesand
investmentrulestocreategoodtradeenvironment,investmentenvironmentandfinancingenvironＧ
ment．Third,itisnecessarytoensurethestrictimplementationoflawsandregulationsrelatedtoinＧ
tellectualpropertyprotection．Fourth,basedongraduallypromotingthedecentralizationofnational
managementpower,ChinaPilotFree TradeZonesneedtoestablishaninstitutionalizedfaultＧ
tolerantmechanism．Fifth,thedevelopmentmodelthatadjustsmeasurestolocalconditionsisimＧ
perative．Sixth,different“pilot”tasksshouldbestipulatedinthespecialCustomscontrollingzone
andnonＧspecialCustomscontrollingzoneinChina．Seventh,encouragingeachpilotfreetradezone
totestopeningriskswithdivisionoflaborformisanimportantsourceofguarantee．ThesesuggesＧ
tionsmaygivenewvitalitytotheconstructionofChinaPilotFreeTradeZones．
Keywords:PilotFreeTradeZone;OpeningＧup;Marketeconomy;Reformofeconomic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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