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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党的二十大部署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高到战略层面，是我国推

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以创新为核心引擎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能够助力自由贸易

试验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促进贸易强国建设等，对自由贸易试

验区提升战略有着强大的赋能作用。 两者之间本是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内在统一关系，然而，在此过

程中却也面临着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困难、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亟须加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领域范围有待进

一步扩大、国际营商环境仍需持续优化等现实挑战和主要问题。 为此，新质生产力赋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

要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接国际高标准

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营建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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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要扩大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

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１］ 制度型开放

同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相比，是一种更高层次更

高水平的开放，其核心要义是打通制度、规则等方面

的壁垒，加快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

系和监管模式，以此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趋势，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 而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

地，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其践行更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集中体现和鲜明特色。 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稳

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构

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先进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新

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通过数字创新、技术创新等，
加快实现企业与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绿
色化转型，构建以开放型、生态型、创新型为主要特

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２］ 。 所以，发展新质生产力能

够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引入最新的数字技术和数

据要素，进而催生跨境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

新模式，这将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高水平制度型

开放带来新机遇、新动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自由

贸易试验区所践行的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之间本是相

互促进、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内在统一关系。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自由贸易试验区
提升战略的内在机理

　 　 （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排头兵和先行者，
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能够有效解决试验区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缺乏关键核心技术、高端专业人才匮乏、国际

竞争力较弱等现实问题， 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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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强大动能。
一方面，通过加强对大数据、云计算、量子信息等新

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可以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

效率，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聚集，推动经

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实现试

验区内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

级；另一方面，鉴于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

导、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为重点突破的先进生产力，
自由贸易试验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为区内

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开辟全新

赛道，引入战略投资，在促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

合协调发展的同时，率先打造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抢占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价值链制高点。
（二）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

自由贸易试验区凭借其特有的资源禀赋、政策

环境、产业基础、区位优势，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

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有

效带动地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动特色优势产业

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优化我国生产力布

局，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 具体而言，发展新

质生产力有助于通过要素数据化和数据要素化，精
准实现生产要素的比例协调和结构匹配，从而畅通

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加速实现土地、
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知识、技术、管
理、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和战略资源的高效利用与

优化配置［３］ 。 在此基础上，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战

略支点，以新质生产力为内生动力，一方面能够推动

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地区的资源优

势向经济优势转变，通过扩散效应辐射带动整个周

边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不同类

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区位条件的区域有机联接起

来，从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推动区域经济空

间结构从集聚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变。
（三）加快重点领域绿色转型，建设绿色低碳发

展先行区

习近平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１］ 新质生产力

将绿色、智能的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生产力要素优

化配置的过程中，其核心特征与绿色低碳发展的基

本要求高度一致。 因此，新质生产力成为驱动自由

贸易试验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是

新质生产力实现了数字技术与生产要素的高效融

合。 作为一种高效率、低能耗的生产力形式，新质生

产力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的应用推

广，助力自由贸易试验区绿色服务业、绿色制造业、
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构建高效循环的生态产业集

群，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二是通过发展新质生

产力推动生产原辅材料和能源的绿色替代。 这有助

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传统产业的清洁生产，提高制

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打造绿色先进制

造业集聚区。 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加快补齐自

由贸易试验区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区内小微企

业危险废物收集转运能力，构建高效的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处置体系。 四是新质生产力发展有助于推动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建设，从而推动实现

“双碳”目标。
（四）促进外资外贸高质量发展，助力贸易强国

建设

据统计，２０２２ 年，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实际使

用外资 ２２２５．２ 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

资 ８６３．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５３．２％，增速远超全国平均

水平（２８．２％）；实现进出口总额 ７．５ 万亿元，同比增

速为 １４．５％，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６．８ 个百分点，
为稳外贸稳外资发挥了积极作用［４］ 。 新质生产力

的核心要义是“以新促质”，创新驱动是关键引擎，
由其所带来的深层次产业变革，能够增强自由贸易

试验区外资外贸的国际竞争力，使其通过开展创新

性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全球市场需求，提升对外

贸易投资的质量和水平。 同时，发展新质生产力有

助于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加速

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

局。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吸引先进技术、
科技企业、创新人才等全球优质资源要素汇聚自由

贸易试验区，持续提升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能级和

现代化水平，提升其国际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打造

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战略枢纽和交汇点。 另一方

面，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优势，
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对外贸易相关底层技术的创新

与突破，使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

技术深度融入对外贸易，以先进的数字技术、信息技

术、智能技术赋能自由贸易试验区绿色贸易、数字贸

易、服务贸易等的发展，助力自由贸易试验区优化贸

易结构、提高贸易效率、扩大贸易规模、增强贸易韧

性，在开放发展中加快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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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质生产力赋能自由贸易试验区
提升战略的主要问题

　 　 （一）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面临困难

目前，我国部分自由贸易试验区，特别是中西部

和沿边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还尚未充分发挥科技

创新先发优势，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发展受限，
新质生产力赋能效应有待提升。

一方面，传统产业提质升级面临高投入、高风

险、高竞争等现实困难。 目前，国内部分自由贸易试

验区因传统产业设备专用型较强、资产重置成本较

高、智能制造与绿色技术投入多、门槛高、风险大等

因素，未能实现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

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试验区内一些企业“数智化”
转型动力不足［５］ 。 为此，亟须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

产力为契机，推进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数字技术改

造，助力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从而锻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另一方面，
产业“数智化”转型缺乏优惠便利的配套政策支持。
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需

要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技术重构制

造流程和商业模式，但是现实中试验区内一些传统

行业和中小企业往往受制于种种政策因素，缺乏智

能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有待加强

近年来，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作为主攻方向，成为加快形成和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主体。 但是，目前自由贸易试验

区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整体规划

布局还有待加强。
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支撑保障体

系亟待建立

一是还未充分发挥地域特色，形成具有错位竞

争优势的创新模式。 目前，在一些新质生产力发展

相关核心技术领域，包括大数据、云计算、量子信息、
人工智能等，多数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未充分利用自

身在区位、科技、教育、人才、制度等领域的优势，因
地制宜制定出台相关产业创新支持政策措施，尚未

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创新模式和新型生

产关系，影响新质生产力赋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

战略的实际效能。 二是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节能环保、低
排放、高产出等特点，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构建现

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但目前由于部分关键核心技

术受制于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发展。 对此，自由贸易试验区亟须发挥

制度集成创新优势，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加快集聚高端创新要素，推进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

力。 三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 随着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演进，以及人工智

能与其他科技的融合创新与聚变发展，人工智能等

数字科技正加速迈入规模应用阶段。 ２０２４ 年政府

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行动，为人工智能

技术赋能高质量发展明确了目标、方向和路径［６］ 。
然而，当前部分自由贸易试验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相对滞后，阻碍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领域的

深度应用和推广。 对此，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应加

快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争在“人工智能

＋”领域率先实现适度超前发展。
２．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区域协同发展体

系尚未形成

目前，相较于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我国自由

贸易试验区对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

业领域研发投入比重相对较低，创新质量和研发效

率相对较低，不仅在智能芯片、量子计算等关键核心

技术领域缺乏国际竞争力，更是缺少世界级高端产

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自由贸易

试验区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国际竞争力还有待提

高。 另外，受制于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

素，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

能力、专业技术人才等核心要素差异显著，制造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存在明显落差，彼此

之间产业发展的联动性不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

散化、碎片化布局特点，区域产业发展的制度和市场

壁垒依然存在［７］ 。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引发的“发
展鸿沟”以及缺少统筹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新型工

业化的整体规划方案，使得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在

注重差异化发展和错位竞争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地

域特色产业之间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与协同发展，
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之间还未形成深度融合的产业

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体系以及协调统一的“产业

互联网”与“产业生态圈”，这成为推进实施自由贸

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主要问题之一。
３．数据、算力、算法三大要素开发利用不足，阻

碍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是在数据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未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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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接轨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目前与其他

国家和地区之间依然存在着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壁

垒，直接影响数据资源要素的开放共享和开发利用，
以及跨境电商、跨境数字贸易、跨境服务贸易等对外

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二是在算力方面，我国还

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协调统一的算力调度平台，
尚未形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算力产业

生态体系，智能算力综合供给能力、算力关键技术和

高效运载能力、算力赋能行业应用发展能力、东西部

算力协同发展能力、网络安全保障能力等亟待加强。
三是在算法方面，由于缺少自主可控的深度核心算

法，高端算法人才紧缺，大型语言模型基础设施建设

相对滞后，自由贸易试验区在算法基础理论、原创算

法、核心算法、开源系统等领域的研发创新存在明显

不足。 此外，由于在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开源算

法平台方面布局不够，使得试验区内人工智能、人形

机器人、元宇宙、量子信息等新兴产业领域与相关科

技企业的发展目前仍主要依赖于 ＮＶＩＤＩＡ、ＯｐｅｎＡＩ
等国际科技巨头的开源代码和算法系统框架，特别

是基于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新一代算法技术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ＡＩＧＣ）的开发和应用受到诸多限制。
（三）高水平制度型开放面临现实挑战

目前，对标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ＤＥＰＡ）等国

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自由贸易试验区在现代服务业、
知识产权、竞争中立、数字贸易、营商环境等“边境

后”措施方面仍相对滞后，亟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持续扩大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１．现代服务业开放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限制较多。 目前，自
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对于外资进入意愿强烈的金

融、教育、医疗、电信、物流、文化等领域依然采取较

为严格的限制，对上述领域外资企业制定了特殊行

政许可、持股比例、管理人员国籍等限制性要求，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现代服务业对

外开放。 二是跨境服务贸易限制较多。 对比国际高

标准跨境服务贸易规则，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跨境

法律服务、审计服务、评估服务、信用服务、知识产权

服务等仍采取较为严格的业务限制，区内跨境服务

贸易的领域、范围和条件均有待放宽。 三是自主改

革创新权限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十

一条规定，财政、海关、金融、外贸等事项改革属性为

国家事权，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立法方式

进行，所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

则和扩大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难点在于国家权力

的适度调整和重新配置，而现有改革创新更多聚焦

于地方权力层面［８］ 。 四是自由贸易试验区现代服

务业开放依然存在“大门打开、小门未开”的“玻璃

门、弹簧门”等隐形壁垒现象。
２．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亟待建立

数字贸易既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加快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自由贸易

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在促进数据跨境流

动以及发展数字贸易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一线放

开、二线管住”的监管政策优势，防范可能发生的网

络攻击、数据窃取、信息泄露等潜在风险，在风险可

控前提下加快形成数字贸易竞争新优势。 然而，我
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侧重于数据本地化储存，在数据

跨境流动领域仍存在诸多限制，还未充分发挥“先
行先试”政策优势，率先建立起开放、透明、规范的

数字贸易规则体系。 数字贸易规则缺失无形中增加

了数字贸易制度壁垒，阻碍了数字贸易自由化、便利

化进程，影响数字贸易健康可持续发展［９］ 。 截至目

前，自由贸易试验区数字贸易在风险监管和更高水

平对外开放之间还未能真正实现利益关系平衡。 此

外，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制度创新“领头雁”，在数

字贸易互操作性、数据本地化储存、数据跨境传输等

方面，还未能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充分对接，与
ＣＰＴＰＰ、ＤＥＰＡ 中的数字贸易规则条款差距较为明

显。 未来，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加快对接国际高标准

数字贸易规则，建立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数字贸易

规则体系，增强我国在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中的

话语权和影响力。
（四）国际营商环境仍需持续优化

营建一流营商环境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基础前提和必要条件。 然而，对标中国香港、新加

坡、迪拜以及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自由贸易试验区

营商环境仍有较大优化空间，整体国际经济竞争力

还有待提高。
一是税制改革整体相对滞后，竞争性税制体系

尚未建立。 目前，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关税、企业所得

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力度较为有限，与国内其他地

区基本采取一致的税率水平，还未建立起具有较强

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特殊优惠税制体系。 一方

面，自由贸易试验区税制与 ＲＣＥＰ、ＣＰＴＰＰ 等自由贸

易协定尚未实现充分对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

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向纵深发展。 另一方面，在允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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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试验区内注册企业开展区外业务或设立分支机构

的情况下，对于试验区内外企业和跨区业务的优惠

政策适用边界却始终界定不清，使得试验区内注册

企业独享差异化的优惠税制存在一定现实困难，不
利于激发自由贸易试验区税制改革的内在动力和创

新活力。 可以预见，在扩大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培

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倘若无法对作为生产关

系重要分配机制的税收制度给予同步调整，将会对

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及营建国际一

流营商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二是知识产权保护法律

法规有待健全。 截至目前，我国在制定出台《海南

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外，还未对自由

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专门立法，对标

ＲＣＥＰ、ＣＰＴＰＰ、ＤＥＰＡ 等国际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

规则，缺少对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知识产权、网络知

识产权、跨境电商知识产权等新型知识产权的法律

保护，在人工智能算法、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领域也

存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空白，这不仅使得自由贸易

试验区科技创新先发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而且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跨境电商、跨境数字贸易、跨境

服务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健康发展。 三是市

场公平竞争体制机制仍需完善。 自由贸易试验区还

未充分对接和引入 ＣＰＴＰＰ 中的市场主体非歧视待

遇、竞争中立、信息披露等规则条款，尚未建立起与

国际接轨的市场公平竞争法律制度，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仍有较大的优化和提升空间。 四是国际商事

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亟待建立。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

为服务支撑“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战略支点，可为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涉外商事纠纷提供多元化解

决服务。 协商、调解、诉讼、仲裁是常见的商事纠纷

解决途径，然而目前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未建立起较

为完善的国际商事纠纷工作对接机制、平台对接机

制、沟通协作机制，为此需要加快构建诉讼与调解、
仲裁等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

解决机制，这直接关系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一流

营商环境的营造以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服

务支撑作用的发挥。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自由贸易试验区
提升战略的实施路径

　 　 （一）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发展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的重要举措。 因此，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加快

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引领产

业向中高端跃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１．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

自由贸易试验区应充分发挥创新驱动引擎作

用，不断提高传统产业科技含量，引领传统产业向高

端化迈进。 一是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人才、科技、
制度等优势，在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
基础软件、基础工艺等领域加快取得原创性、颠覆

性、关键性技术突破，提升传统产业知识密集程度和

科技含量，以此打破传统制造工艺的限制，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释放高端装备引领作用。 二是全面转向

创新驱动，推动区内传统制造业优势领域锻长板，深
入推进强链补链延链行动，聚焦消费升级需求和产

业链薄弱环节，大力开发工业级智能硬件、智能机器

人、智能汽车、无人机等新产品，不断提升产品和服

务的质量、水平、层次、影响力，以此加快传统产业尤

其是制造业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服务方式变革，不
断增强传统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力和增值能

力［１０］ 。 三是考虑在传统制造业集中的区域设立数

字经济产业园，为传统产业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提供更加优惠便利的政策支持，将数字技术嵌

入传统产业生产各环节，使数字经济更好地赋能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抢占传统产业未来发展制

高点。
２．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发展

自由贸易试验区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趋势，推动区内传统产业与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一

是聚焦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进一步拓展工业大数据

应用场景，推广和应用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
智能传感与控制等智能制造装备，建设一批数字化

车间和智能工厂，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智能制造水平

和能力。 二是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全链条改

造，深入推进智慧高效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建设，加
快实现工业互联网与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创

新发展，确保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三是加

强区内大数据、云计算、移动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
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并制定

出台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配套支持政策，降
低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成本，破解中小企业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困境。 四是率先落实“人工智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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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行动，在重点行业领域推动人工智能规模化应

用，通过积极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区内企业在设

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关键环节的数字化、智能化水

平，从而优化生产计划，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

效率。
３．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发展

一是围绕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

平保护，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国家试制度、为开

放探新路、为地方谋发展”的“头雁效应”，在绿色低

碳转型、清洁能源开发、资源循环利用、应对气候变

化等方面加强制度创新，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

转型，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

少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率先构建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打造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新高地。 二是聚焦“双碳”目标，发挥自由贸易试验

区“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开展海洋、林业、湿地等生

态系统碳汇试点，通过完善碳汇项目开发体制机制、
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碳汇

技术标准体系等，打造国际化碳资产交易平台和区

域性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提升我国在全球碳市场中

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三是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借助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外开放前沿优势，将绿

色低碳发展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紧密结合起来。 通过打造一批绿色产业园区、绿色

经贸合作区、绿色低碳转型示范区等，探索环境保护

与贸易投资协同发展新模式，搭建生态环境跨境合

作平台，深化新能源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建立健全绿

色创新政策体系，加大绿色低碳产品的供给力度，充
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对“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

支撑助力作用。
（二）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自由贸易试验区

培育发展新动能、打造未来新优势的关键领域。 所

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应将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和目标，通过优化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蹚出一条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道路。
１．以新质生产力为内生动力，培育产业发展新

动能、新优势

一是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优势和“先
行先试”作用，制定出台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自由贸易试验区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总体方案，用以加强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统筹布局和投资引

导，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可以在较为完善

的制度框架下规范有序发展，形成良好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生态体系。 二是以新质生产

力为动力引擎，重点发展生物医药、航天航空、新材

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科技、生命科学、脑科学等未来

产业新赛道，打造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以此弥补国内高端产业体

系的不完整，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贡献更

多“自贸力量”。 三是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契机，加
快全产业链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全面推进数字产

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不同产业之间深度融合发

展。 一方面，以数字化为“桥梁”推动传统产业与新

兴产业深度融合，利用数字技术对制造业、服务业、
农业等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积极培育

平台经济、智慧农业、智慧医疗、跨境电商等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 另一方面，加快建设“数字自贸

区”，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一步拓

展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场景，构建“数字

经济＋实体经济”的新型产业生态体系，更好地以数

字经济赋能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２．率先落实“人工智能＋”行动，推进人工智能

产业创新发展

人工智能代表着数字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最前

沿，是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只有培育壮

大人工智能产业，才能更好地将人工智能转化为实

际生产力，真正实现人工智能对各行业领域的充分

赋能，为社会创造全新价值。
一是利用人工智能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实现智

能升级。 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借助高度自由化、便利

化的政策，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产业开放发展环境和

生态，培育和引进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人工智能

领军企业、龙头企业、独角兽企业，加快建设人工智

能世界级产业集群，在增强人工智能产业国际影响

力和竞争力的同时，为传统产业提供人工智能场景

化综合解决方案。 在具体实践中，要坚持发展核心

产业和赋能传统产业的“双轮驱动”，紧密围绕装备

制造、智能与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与健康、航空航

天等重点产业领域打造一批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

景，推动人工智能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在技术和场

景上的双向开放和相互促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对

区内产业创新发展的赋能作用和溢出效应，并以此

不断提升人工智能产业的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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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发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核心要素对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的赋能作用。 在数据方面，自由贸易

试验区可借助自身沿海、沿边、“一带一路”交会点

等区位优势，以及“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等风险监

管政策优势，进一步扩展数据跨境流动的规模和范

围，加快国际数据港和数据离岸中心建设，使自由贸

易试验区成为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

要数据流通枢纽，也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丰富

和优质的数据资源。 在算力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

可充分利用区域发展政策叠加优势，优化绿色高效

节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布局，积极参与和融入国家

“东数西算”工程，通过建设一批大型数据中心、超
算中心、智算中心，打造全国算力保障基地和智能算

力枢纽节点，率先构建数据汇聚共享、算力统筹调

配、应用安全可靠、协同高效发展的算力网络体系，
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算力支撑。 在算法

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应突出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

优势，重点推进算法应用场景优化、底层算法技术研

究、多模态多目标算法开发等，加强对高端芯片、智
能制造、量子计算、金融科技等重点领域算法关键核

心技术的研发突破，实现算法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

控，厚植算法产业发展土壤，构建算法产业发展生

态，打造国际人工智能算法高地。
三是建立健全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育

机制。 一方面，搭建对外人才交流平台，畅通人才引

进渠道，完善人才服务保障，为引进人工智能领域海

外高层次人才提供便利。 另一方面，探索建立长周

期、多元化、科学化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使用、评
价、考核制度，为人工智能人才的成长和发展营造良

好的生态环境。 此外，针对目前国内缺乏人工智能

大语言模型及其底层技术人才的现状，自由贸易试

验区要尽快完善相关人才优惠便利政策，重点支持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神经网络、优化算法等关键核

心技术领域人才的引进和培育，通过建设世界人工

智能算法人才高地，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三）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

型开放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
自由贸易试验区要主动对接 ＲＣＥＰ、ＣＰＴＰＰ、ＤＥＰＡ
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
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将制度创新范围由边境规则向

边境后规则拓展和延伸，打造新时代中国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范例。

１．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完善国家层面立法

目前，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制度创新和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缺少来自国家层面专门立法的顶层法治

保障，亟须以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为契机，在中

央层面加快制定出台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相关法

律，建立起一套“中央＋地方” “立法＋政策”上下联

动、协调统一、结构完善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制度

体系，强化法治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引领、规范

和保障作用。 一是通过完善国家层面立法提高自由

贸易试验区战略的整体法律位阶，将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的重要事项和共性事项纳入法律规制范畴。
例如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扩容、评估、变更或撤

销条件、支持全面深化改革的特殊授权立法制度、区
内一线管理机构的法律主体地位、区内外优惠政策

的执行与适用边界、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应当

遵循的基本原则、改革创新试错容错机制与风险管

控机制等，从而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提供相

应法律依据，奠定坚实法治基础。 二是基于“新法

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基本法律适用原

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和体

制机制改革所面临的“上位法”体制障碍，使自由贸

易试验区可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扩大

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三是将自由贸易试验区成功的

制度创新经验案例通过国家立法形式予以确认，将
其上升转化为国家层面法律法规，以此有效解决各

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分散化、碎片化问题，提
升各项制度创新的内在关联性、系统性和集成

性［１１］ 。 四是推动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协调联动发

展。 借助国家层面立法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区域

合作机制、联动机制、互助机制，在更大区域范围内

释放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改革红利，发挥各地

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发展和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战略集群效应。
２．建立健全数字贸易监管制度，促进数字贸易

高质量发展

一是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规范

和促进数据跨境流动规定》提出自由贸易试验区可

以自行制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 这赋予了自由

贸易试验区在数据分类分级管理、跨境传输、开放共

享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改革权限。 因此，自由贸易试

验区应加快对接 ＣＰＴＰＰ、ＤＥＰＡ 等国际高标准数字

贸易规则，率先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数字贸易规则

体系，为数据跨境流动、数据跨境交易、数字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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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保护等数字领域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相应法律

保障，奠定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 二是

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有利开放窗口和对接平台，深
化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字贸易国际合作，提
出我国开放发展数字贸易的切身利益诉求，并积极

参与数字贸易领域新兴议题的国际规则制定，提升

我国在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

力［１２］ 。 三是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一线放开、二线

管住”“数字围网”等特殊监管模式和风险防控机

制，提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网络电子信息系统兼

容性和互操作性，特别是与数字贸易相关的跨境电

子支付系统、电子发票系统、数字身份系统等，以此

减少和避免数字贸易中的数据信息壁垒，提升数字

贸易的自由度、开放度、便利度，为数字贸易创新发

展提供有力的信息化支撑和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
３．扩大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构筑现代服务业

开放新格局

自由贸易试验区应进一步扩大金融、教育、医
疗、电信等重点领域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打造现代服

务业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是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首先，建立与贸易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需求相适应的资金跨境流动管理

制度，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促进资金跨境流动，分步

骤、分阶段开放资本项目，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

施路径，持续优化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支持新

型离岸贸易高质量发展。 其次，创新面向国际的人

民币金融产品，扩大境外人民币境内投资金融产品

范围，促进人民币跨境双向自由流动，加快人民币国

际化示范区建设。 最后，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

业开放政策法律法规，建立健全金融更高水平对外

开放法治保障体系，通过法律更好地推动试验区内

金融服务业开放创新，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

风险。
二是扩大教育对外开放。 首先，发挥自由贸易

试验区对外开放平台作用，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

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
大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力度，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

源方面实现政策突破，走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新

路子。 其次，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推动人文交流、增进

民心相通的天然优势，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国际合

作机制，全面深化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为世界

职业教育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最后，探索建立教育

对外开放治理体系，通过完善教育开放监管架构和

政策法律法规，完善教育对外开放风险防控措施，确

保教育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三是扩大医疗对外开放。 首先，深化医疗保险

业务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探索建立与国际商业保

险付费体系相衔接的商业性医疗保险服务，支持区

内保险业金融机构与境外机构合作开发跨境医疗保

险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对医疗保险服务日益多元化、
个性化需求。 其次，在干细胞、基因诊断及治疗技术

开发与应用等前沿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大对医药

产业与医疗科技的研发投入，将区块链、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广泛运用于智慧医疗建设，提升

区内医疗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现代化水平。 最

后，通过优惠政策吸引海外投资。 在医疗领域以更

大力度优惠政策吸引海外投资，通过吸引更多外资

机构和长期资本进入试验区内医疗市场，构建“综
合金融＋医疗健康”生态体系，打造跨境医疗服务创

新发展高地。
四是扩大电信对外开放。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工业和

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开展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

放试点工作的通告》 （以下简称《通告》），旨在通过

试点扩大电信服务业对外开放。 由此，各地自由贸

易试验区要加紧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 首先，各
片区可结合自身发展情况，精准实施差异化策略，根
据当地资源禀赋和信息技术产业基础合理规划、稳
步扩大电信领域对外开放，并有序推进新型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通过

完善试点保障措施，加快建立与电信业高水平对外

开放相适应的安全管理体系、行业监管体系、风险防

控体系和法律制度体系，提升监管水平和服务能力，
力求实现电信业扩大开放与风险可控间的利益平

衡。 最后，积极对接 ＣＰＴＰＰ、ＤＥＰＡ 等国际高标准数

字经济规则，通过放宽电信业外资市场准入、完善事

中事后监管体系、深化双多边机制合作等，构建与国

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电信业对外开放政策体

系和监管模式。
（四）营建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提升国际经济竞

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新优势。”未来，自由贸易试验区应全面对接国际高

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加快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吸
引更多优质外商入区投资。

１．深化税制改革创新，构建竞争性税制体系

全面深化税制改革是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的主要

内容和关键环节，自由贸易试验区应对接国际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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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经贸规则并借鉴国际税制改革成功经验，从后端

的税收征管和纳税人服务逐渐向前端延伸，在税制

安排上打造“制度特区”，探索建立具有较强国际竞

争力的新型税收体系［１３］ 。 因此， 要先行对接

ＲＣＥＰ、ＣＰＴＰＰ 等国际高标准经贸协定中的税收规

则，进一步扩大“零关税”和“低税率”政策实施范

围，提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国际经济竞争力。 大幅

度放宽企业所得税 １５％优惠税率政策的适用条件

和范围，高新技术外资企业、“卡脖子”关键环节和

重点领域企业可按 １５％税率缴纳所得税，构筑全球

优质企业“引力场”。 对于在试验区内工作的海外

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按内地与境外个人所得税税

负差额给予补贴，并对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逐步

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安排，吸引

更多海外高层次人才入区工作。 对于符合政策的区

内研发机构进口科研设备予以免税，并实行鼓励技

术转移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优惠政策，更好地以

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给予跨境

电商零售一定的税收优惠，服务支撑跨境数字贸易、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借鉴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

有益实践经验，对于试验区内离岸机构开展的离岸

业务和跨境业务可减免间接税、利得税、印花税、增
值税等，征收 １５％甚至更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通
过制定实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离岸金融税制，加快

培育离岸经济创新发展“新动能”。
２．对接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规则，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建设

目前，自由贸易试验区在知识产权保护客体范

围、保护期间、惩罚措施等方面与 ＣＰＴＰＰ 知识产权

规则还存在一定差距。 例如，著作权保护期限为 ５０
年而非 ＣＰＴＰＰ 规定的 ７０ 年，尚未将声音、气味等非

传统商标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范畴，专利申请的新颖

性宽限期较短，缺少对数据创新、金融科技、人工智

能、网络空间等新兴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定等。
为此，自由贸易试验区应以建设国际知识产权保护

高地为目标，主动对接 ＣＰＴＰＰ 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并

落实《外商投资法》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条款。
一是借鉴海南自由贸易港经验做法，适时制定出台

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补充声音、气味

等非传统商标注册规则；延长专利申请新颖性宽限

期限；完善数据创新、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网络空间

等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等，率先建立起

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相匹配的知

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 二是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

放平台和对接窗口，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交流与

合作，积极参与数字经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重点领

域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制定，提升我国在知识产权国

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１４］ 。 三是在知识

产权侵权领域，不仅要加大对区内知识产权侵权行

为的行政执法惩治力度，还要充分发挥改革试验的

功能属性，尝试对接 ＣＰＴＰＰ 中关于知识产权侵权的

刑法适用规则条款，增强对侵犯知识产权不法行为

的法律威慑力。
３．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吸引外商投资

一是紧扣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要求，对接

ＣＰＴＰＰ 公平竞争规则条款，研究制定出台自由贸易

试验区公平竞争条例，为推进公平竞争审查、禁止滥

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禁止经营者垄断和不

正当竞争、政府部门维护公平竞争的责任和义务等

事项提供相应法律依据。 二是对接 ＣＰＴＰＰ 竞争中

立规则条款，及时完善竞争中立相关法律法规，率先

构建符合国际惯例的竞争中立法律制度，为我国竞

争中立改革及其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作出贡献。
三是增强竞争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通过对接

ＣＰＴＰＰ 国有企业规则条款，建立健全国有企业信息

披露机制，强化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信息公

开，以保证竞争政策制定实施的公开透明，打造稳

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四是加大开放

压力测试力度，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进一步缩

减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逐步取

消对教育、医疗、文化、电信、物流等重要领域的限制

性措施，减少负面清单中的特别许可、持股比例、高
管要求等强制性规定，为外商投资自由贸易试验区

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４．构建多元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服务“一带一

路”倡议建设

一是制定出台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商事仲裁中

心建设促进条例，协助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临时仲裁、
仲裁庭临时措施决定权、扩大仲裁庭自裁管辖权等

方面有更多创新突破，引领和推动中国仲裁的法治

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提升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

商事仲裁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二是支持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制定出台具有规范性

指导意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商事纠纷调解条

例》，在调解协议书司法确认、外籍调解员选定等方

面积极探索创新，使具有灵活、高效、便捷、友好、低
成本等显著特点的调解成为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主

要方式［１５］ 。 三是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建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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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
相互协调的多元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为国内外当

事人提供高效便捷、灵活多样、自主选择的“一站

式”商事纠纷解决法律服务。 四是加强自由贸易试

验区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服务与“一带一路”倡议建

设的有机衔接，通过在试验区内人民法院设立“一
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庭、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国际商

事诉调对接中心、外国法查明中心等，打造集国际仲

裁、商事调解、外国法查明等重要功能于一体的国际

商事法律服务平台，深入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商事

多元解纷工作，使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好地服务支撑

“一带一路”倡议建设。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Ｎ］．光明

日报，２０２４－０２－０１（１）．
［２］ 刘 伟． 科 学 认 识 与 切 实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 Ｊ］ ． 经 济 研 究，

２０２４（３）：４－１１．
［３］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

向［Ｊ］ ．改革，２０２４（２）：１５－２４．
［４］这里，生长着开放发展的“金种子”：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十

年成绩亮眼［Ｎ］．光明日报，２０２３－０９－１４（５）．
［５］吴宏．自由贸易试验区与碳减排：基于 １８０ 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

证研究［Ｊ］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５）：８９－１０７．
［６］李强．政府工作报告（摘登）［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４－０３－０６（３）．
［７］彭磊．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成就、经验与提升战略［Ｊ］ ．国际贸易，

２０２３（９）：１３－２０．
［８］常健．协同治理、指导性授权与自由贸易港治理模式的法律设计

［Ｊ］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２）：１６７－１８２．
［９］刘雅芳，黄茂兴，陈若霏．数字贸易助推自贸试验区提升的机制与

路径［Ｊ］ ．开放导报，２０２３（４）：３３－４０．
［１０］全毅，张婷玉．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转型升级方向与发展路径

［Ｊ］ ．经济学家，２０２１（１０）：１００－１０９．
［１１］王军杰，申莉萍．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的难题、改革进

路与法治保障［Ｊ］ ．江汉论坛，２０２３（６）：１３９－１４４．
［１２］裴长洪，倪江飞．我国制度型开放与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实践

创新［Ｊ］ ．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２４（３）：１－１４．
［１３］邓伟，赵浇锋．自由贸易试验区税收政策构建的“原则上可再试

点”路径研究［Ｊ］ ．国际税收，２０２２（１０）：７６－７９．
［１４］张惠彬，王怀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新规则与中国因

应［Ｊ］ ．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２２（２）：８４－１０８．
［１５］王宇石．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商事调解制度的优化与创新：以

《新加坡公约》为背景［Ｊ］ ．求索，２０２２（５）：１７０－１７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ｉｌｏｔ Ｚｏｎｅ

Ｌｉ Ｍ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ｉｌｏｔ ｚ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ｉｌｏｔ ｚｏｎｅｓ ｔｏ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ｖｅｌ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ｐｒｏ⁃
ｍｏｔｅ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ｓ ａ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ａｎ ａｓ⁃
ｓ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ｇｒｅｅｎ，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ｕｎ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ｐｒｏｍｏ⁃
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ｏｎｅｓ， ｔｈｅ ｕｒｇｅｎ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ｎ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ｉｌｏｔ ｚｏｎ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ｈｉｇｈ－ｅ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Ｂｕｉｌｄ ａ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ｈｅｌｐ ｅｎ⁃
ｈ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ｐｉｌｏｔ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ｓ；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责任编辑：刘　 一

４６

　 ２０２４ 年第 ７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