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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发展模式探索

裴长洪1，刘 斌2，李 越3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 WTO 研究院，

北京 100029;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31)

摘要: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积极推

进经济全球化的大国责任与担当。文章在详细分析中国各类经济功能区发展历程、
主要困境以及国际主要自由贸易港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的政策建议。首先，加快发展服务业，推进港口产业联动; 其次，完善 “二线”
监管制度，加快探索离岸税制安排; 再次，将自由贸易港建设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战

略、“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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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宣

布支持海南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① 自由贸易港建设正式进入推进

实施阶段。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国际规则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深

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作为新形势下促进改革开放的重大

举措，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要不断探索新的途径和模式，进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这也是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治理体系的重要战略之一。推动形成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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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新格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贸易港作

为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是建设开放型经济的重大举措，因此，探

究自由贸易港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经济功能区的发展演化和重要作用

( 一) 发展历程

中国改革开放走的是渐进式路径。在区位选择上，通常从小范围试点开始，由

点及面，在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再复制推广到全国。在改革深度上，循序渐进，

由浅入深。经济功能区的建设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渐进式路径的生动实践，其发展主

要经历了以下 6 个阶段。
( 1) 20 世纪 80 年代，开办经济特区。1979 年，邓小平首次提出要开办经济特

区，五大经济特区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最重要窗口。随后，国务院批准

在沿海 12 个城市建立 14 个国家级开发区。我国经济功能区进入了探索发展时期。
( 2) 20 世纪 90 年代，设立保税区。保税区在保税物流、保税加工、商品展示

等方面具有重要功能。设立初期，保税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开放地区。保税区开始成

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前沿阵地。
( 3) 自 2000 年开始，逐步建立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出口

加工区除享有保税区的优惠政策之外，还享有出口退税政策。保税物流园区具有

“保税区+港区”功能，具有“区港联动”优势。而保税港区则更进一步，具备了

“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的功能。
( 4) 自 2007 年开始，设立综合保税区。综合保税区集出口加工区、保税区、

保税物流园区等多种外向型功能于一体，能够与国际惯例深度接轨，成为开放层次

更高的新形态。
( 5) 自 2013 年开始，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 ( 以下简称自贸

区) 在更为积极开放的环境下应时而生，其建立初衷是构建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

适应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获取可在其他地区复制与推广的战略经验。
当前，我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代表最高开放层级的自由贸易港建设

开始启动。自由贸易港不是高配版的 “自贸区+”，它涉及了自由贸易区尚未实现

和从未碰到的一系列金融、税收问题，以及离岸贸易、离岸金融等新业态。其各类

经济功能区主要特点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类经济功能区的主要特点

开放程度 经济功能区 功能类型

由
低
到
高

保税区 保税仓储+保税加工+国际贸易+商品展示
出口加工区 保税加工+出口退税

保税物流园区 保税区+出口加工区+港区
跨境工业区 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专用口岸

保税港区 保税区+加工+保税物流+口岸功能
综合保税区 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

自由贸易试验区 综保区+服务业开放+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自由贸易港 金融开放+要素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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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重要作用

经济功能区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充分发挥了改革“试验田”
的重要作用。保税区在保税仓储、出口加工区在出口退税、保税物流园区和保税港区在

区港联动、综合区在功能融合、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服务业开放等方面先试先行，为体制

机制改革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提供了宝贵经验。( 2) 充分体现了对外开放的“窗口”
作用。经济功能区一直处在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第一线，是开展国际贸

易、吸引外商投资的前沿阵地，是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 ( 3) 充分展

示了改革开放“示范区”的积极姿态。经济功能区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信息、
管理等方面比较优势和要素集聚效应，通过辐射效应向周边地区其他各城市实现产业转

移和技术溢出，逐步形成区内外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 张汉林和盖新哲，2013)。

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从经济特区到自由贸易园区，中国经济功能区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从本质上看，当

前中国自由贸易园区仍以 “境内关内”为主，“一线”尚未真正放开，区内货物和

服务无法实现完全自由流转，海关实际监管不到位; “二线”仍然无法解决有效管

住的问题; “一线”与“二线”尚未实现高效联动。

( 一) “一线”尚未真正放开，贸易便利化程度仍需提高，服务贸易壁垒依

然较高

贸易便利化程度主要体现在高效的清关效率、快速的通关时间和较低的通关成

本方面。从表 2 和表 3 的数据可见，七国集团 ( Group of Seven，G7) 和金砖国家中，

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程度普遍较高，中国贸易便利化程度有待进

一步提高。尽管近年来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较快，进出口清关效率居世界第 31
位，优于其他金砖国家，但与发达国家贸易便利程度相比，差距依然较为明显。

表 2 2016 年 G7 和金砖国家出口贸易便利化指数

国家
清关效率 通关时间 通关文件成本 通关成本

指数 排名 时间 /小时 排名 成本 /美元 排名 成本 /美元 排名
德国 4. 1 2 36 36 45 83 345 83
英国 4. 0 5 24 23 25 62 280 62

加拿大 4. 0 6 2 100 155. 6 45 166. 7 45
日本 3. 8 11 22. 6 53 60. 4 60 264. 9 60
美国 3. 8 16 1. 5 49 60 46 175 46
法国 3. 7 17 0 1 0 1 0 1
南非 3. 6 18 100 101 170 98 428. 3 98

意大利 3. 5 27 0 1 0 1 0 1
中国 3. 3 31 25. 9 65 84. 6 108 522. 4 108
印度 3. 2 38 106. 1 73 91. 9 96 413. 1 96
巴西 2. 8 63 49 116 226. 4 129 958. 7 129

俄罗斯 2. 0 124 96 74 92 124 765 124

数据来源: The Global Enabling Trade Ｒepor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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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6 年 G7 和金砖国家进口贸易便利化指数

国家
清关效率 通关时间 通关文件成本 通关成本

指数 排名 时间 /小时 排名 成本 /美元 排名 成本 /美元 排名
德国 4. 1 2 0 1 0 1 0 1
英国 4. 0 5 3 1 0 1 0 1

加拿大 4. 0 6 2 93 162. 5 42 171. 9 42
日本 3. 8 11 39. 6 68 100 60 299. 2 60
美国 3. 8 16 1. 5 68 100 43 175 43
法国 3. 7 17 0 1 0 1 0 1
南非 3. 6 18 144 106 213. 3 111 656. 7 111

意大利 3. 5 27 0 1 0 1 0 1
中国 3. 3 31 92. 3 91 170. 9 120 776. 6 120
印度 3. 2 38 283. 3 82 134. 8 99 574 99
巴西 2. 8 63 63. 1 74 106. 9 126 969. 6 126

俄罗斯 2. 0 124 96 91 152. 5 128 1 125 128

数据来源: The Global Enabling Trade Ｒeport 2016。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的广度、力度和深度都远远落后于货物

贸易和制造业。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仍亟待提高，当前中国服务贸易仍然存在

诸多限制，产品移动壁垒、资本移动壁垒、人员移动壁垒、商业存在壁垒等依然较

高。从 2017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
velopment，OECD) 测度的主要经济体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可以发现，不论是服务贸

易总协定 (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 承诺的限制水平还是实

际实施的限制水平，我国均明显高于主要发达经济体。

数据来源: OECD. http: //www. oecd. org / tad /services-trade /services-trade-restrictiveness-index. htm．

图 1 2017 年 OECD 测度的主要经济体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 二) “二线”仍然无法有效解决“管住”的问题

在货物贸易领域存在以下隐患: 第一，按照 “先进区后报关”模式，企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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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货入库到办理报关手续之间存在 2 周的时间差，若监管不力，可能存在 “漏报”
“瞒报”“不报”等情况。第二，根据 “自行运输”模式所采取的措施，经过海关

注册登记的自贸区内的企业，可以在自贸区内自行运输货物。不法企业可能会在运

输途中对货物进行“偷梁换柱”。第三，根据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措施，企业可申

请该内销货物按照其对应进口料件或按实际报验状态征收关税。与原有保税区采取

的按照实际状态征税相比，这可能导致企业实际应缴关税数额的减少。第四，需要

特别注意的是，中国 ( 上海) 自贸区允许外资企业从事与游戏游艺设备相关的生

产和销售。以电子游戏游艺设备的解禁措施为代表的其他解禁性措施可能会引致走

私问题 ( 张弛，2015) 。
在金融领域，监管难度更大。自由贸易港政策最终可能将以离岸金融的方式发

展。但自由贸易港区内和区外在利率市场化、汇率制度、金融开放力度等方面存在差

异，若监管不力，很可能会导致热钱涌入，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稳定。不容忽视的是当

前尚无法实现对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业务的资金跨境结算和支付进行有效监管。

( 三) 区内外之间尚未实现高效联动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1) 经济功能区与境内区外市场关联性不强。中国经济功能区主要与全球价

值链关联较多，对全球价值链配置生产要素的依赖度过多，但与境内区外价值链关

联较少，且境内区外价值链生产步长相对较短，区域分割现象严重。这在一方面降

低了经济功能区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经济功能区会因外部需求波动和供

给中断遭遇严重冲击。
( 2) 经济功能区引致了“政策高原”和 “政策洼地”现象，“政策级差”导

致经济功能区对优质要素的 “极化效应”和 “虹吸效应”大于溢出效应，高端优

质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经济功能区，低端产业转移到区外。导致区域间贸易壁垒甚

至超过对外贸易壁垒。

三、国际经验借鉴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自由贸易港作为一国特定区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

的高地，通过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优惠的零关税及贸易自由化政策、完善的信

贷、外资保障政策和税收优惠以及相关的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便利化措施，往往能够成

为一国经济发展和开放的重要推手。当前，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自由贸易港多位于地理

优势明显且具有自由开放的市场环境的国家和地区，例如新加坡、中国香港、美国纽

约港、荷兰鹿特丹港等，这些自由贸易港的共有优势在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高效

的通关环境。其中，荷兰鹿特丹港作为全世界重要的进口散装化工品灌装集散地和港

口之一，建港以来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和转口业务，设立了大量保税仓库，建立了灵活

的保税仓储和运输体系，完成了高效便捷的储、运、销一体化，带动了鹿特丹港对外

贸易的发展。而新加坡、香港、纽约等自由贸易港则逐步发展成为 “综合型”自由

贸易港，相对于“转口贸易型”自由贸易港，其功能更为丰富，扩展到物流、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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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等各个方面，通过开放性的制度创新成为国际经济和金融中心。
新加坡自由贸易港是全球制度建设最完善、开放程度最高的自由贸易港之一，

其快速发展与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密不可分。目前，新加坡共设有 7 个自贸区，虽然

近年来全球经济疲软，但新加坡在大力发展自贸区的基础上仍逐渐形成了全面开放发

展的新格局。新加坡自贸区实行的经济开放政策包括: ( 1) 贸易自由化与营商便利

化政策，对进口货物基本采取零关税; 营商环境优越，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位列第

二 ( 世界银行，2018) ，为企业在新加坡开展业务提供了很好的制度条件。( 2) 开放

的投资政策，实行宽松自由的外资准入标准，不过多限制外资的投资方式和投资领

域，积极鼓励跨国企业到新加坡设立全球或地区总部; 同时大力支持本土企业的国际

化战略，鼓励企业对外投资，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相关的优惠政策及信贷、商业信用

保险等金融服务。( 3) 优惠的赋税制度，对新注册成立的企业免收印花税，不对企

业经营中的资本利得额外征税，不对企业在新加坡以外发生的业务交易利得征税; 此

外对在其境内投资的外国人士或机构提供不同程度的税务减免。 ( 4) 开放的金融市

场，较早放宽了汇率兑换，鼓励外资银行进入，通过政府金融激励计划对国外设立的

分支机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本土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较高，如新加坡交易所、清

算所等金融机构的设立均对接国际标准，充分吸引和优化配置国外资本。
中国香港自由贸易港历史悠久，它是欧洲、非洲通往东南亚的航运要道以及中

国内地与世界经济往来的重要桥梁。在建设自由贸易港的过程中，中国香港实行的是

整体模式的自由港体制，在整个香港地区范围内都实行统一的自由通航、自由贸易、
自由投资、金融开放的自由港政策，其经济自由化水平位列全球第一 ( Fraser 研究

所，2017) 。一是中国香港的贸易环境较为宽松，对大部分商品实行货物贸易自由，

对酒类、烟草、碳氢油类、甲醇外的其他商品实行零关税。二是中国香港的投资制度

较为开放，允许私人和外来投资者参与所有现行法律允许经营的商业活动，不对设立

企业实行所有制、融资规模、控股比例等限制，外来投资者享有与本地投资者的同等

待遇。积极寻求对外投资机遇，对境外投资并没有专门限制，并为本地企业与内地企

业在海外投资中的相互合作提供公共服务。三是中国香港的人员自由流动程度高。香

港的出入境程序方便快捷，手续相对简单，对境外人员实施的签证政策也非常宽松，

另外，香港企业可以聘用本地和外来员工，劳动力可以在不同行业间自由流动。四是

中国香港的金融市场十分开放，这也是其作为自由贸易港的独特发展优势。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香港实现了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和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香

港对外资公司或个人参与港内证券交易没有限制，实行外汇自由兑换和外汇市场的完

全开放，港币和外国货币自由兑换，通过资本的充分流动实现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的最

大化。其次，中国香港的金融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其中高效完善的结算系统使其能够

吸引众多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据相关统计，截至 2017 年底，世界排名前 100 的银行

机构中，八成以上在中国香港设有分部。最后，中国香港建立了有效的金融监管体

系，有利于更好地和国际监管标准接轨。相关法律人才队伍庞大且专业，相关行业协

会的规模日益壮大，作用越发突出，保障机制较为完善。
美国纽约港是美国最大的海港，利用自身的地理区位优势和独特的经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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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展以汽车产品为主的加工制造业。首先，采取物理围网的方式将其封闭起

来，可以有效地帮助货物自由中转、区内交换。并且，纽约推行了一系列贸易便利

化措施，例如港内企业全天 24 小时没有任何通关约束，通关记录一周仅需报告一

次等。其次，纽约港采取关税倒置政策，即原材料和成品进入纽约港都不需缴纳关

税，但由纽约港进入美国国内市场时，需缴纳的原材料税高于成品税。此项政策可

以吸引企业在纽约港内投资建厂，大力发展相关产业链。最后，纽约港地处全球金

融中心，具有丰富的金融资源，区内的金融管制也较为宽松，吸引了国内外大量金

融公司在港内设立机构。纽约港鼓励金融产品创新，放宽了金融机构创立限制，逐

步取消了银行贷款的数额和比例约束。同时，纽约港放宽银行支付存款利率限制，

有助于外商在港内最大限度地自由经营。

四、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基本原则与实施步骤

( 一) 基本原则

围绕自由贸易港的建设目标，基于当前我国自由贸易港存在的主要问题，借鉴

国际经验，我国需要大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真正形成 “一线放开、区内自由、
二线管住”的监管体系。

实施“一线完全放开”。 “一线”进出货物实现海关管理的 “五不”管理制

度: 无需申报 ( 即不以报关单方式进行报关) 、不予征税、不作统计 ( 不作贸易统

计，仅作业务统计) 、不设海关账册、原则上不予查验 ( 特别是对转口贸易、离岸

贸易原则上不予查验) 。
实现“区内完全自由”。即 “自由中转、自由存储、自由加工、自由转让”。

具体而言: 自由中转业务无需办理海关手续; 自由存储业务海关无需实施电子账册

管理; 自由加工业务海关无需实施设立、核查等监管措施。
实施“二线管住”，自由贸易港内和港外之间逐步实现安全有效监管。海关对

港内外进出货物原则上视同口岸境外货物，实行常规监管。区内由地方政府授权设

立单一管理机构，在海关、税务、外汇、国检、港口、环保等经济、政治管理部门

监督指导下，实施统一管理。
自由贸易港和自由贸易区的定位和高度明显不同。自由贸易港不是简单的

“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的“境内关外”包括海关、税务、金融等各个方面。
自由贸易港的“一线放开”有望实现不报关、不完税，转口和离岸贸易不受限制。
更为重要的是，自由贸易区是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试验田，自贸区的重要改革

举措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但自由贸易港定位明显不同，自由贸易港 “政策

标尺”是世界最高开放标准，不是所有改革开放举措都能在全国复制推广。

( 二) 实施步骤

第一步: 加快实现货物零关税自由进出。
加大开放力度，实现全部或绝大多数货物进出自由贸易港零关税，并且争取能

在特定区域开展货物自由储存、拆散、组装、加工和制造等活动。消费者将享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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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优惠，产品选择更为多元化。
第二步: 逐步放开离岸金融业务。
不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自由贸易港区开展离岸金融业务，还应当允许中资金

融机构在区内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并享受同等税收政策待遇。区内中资企业开设自

由贸易账户，并继续改进规模管控办法，稳步推进人民币与外汇的自由兑换。离岸

金融业务的放开和扩大应以离岸生产、离岸贸易和离岸物流的需要为前提，应服务

于实体经济的需要，而不能成为金融投机的窗口。
第三步: 最终实现人员自由进出。
自由贸易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便捷，这就要求人员、资金、货物进出的便利快

捷。在人员方面，自由贸易港最终要实现的是人员出入境的便利。自由贸易港要有完

善的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完善、配套和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对短期进出自由港区

的人员实行短期落地签证，而长期居留人员则实行定额配发，可通过公司经营或聘用

证明等获得永久居住许可证。个人所得税可参照世界其他自由港区的水平征收。

五、政策建议

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应如何推进，模式应如何确定，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

题。笔者认为，基于我国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借鉴国外经验，建设我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需要从以下几点做出努力。

( 一) 加快发展服务业

近年来，服务业对我国 GDP 的贡献率逐年增加，2017 年经济贡献度超过

50%，日益趋近发达国家 70%的水平，服务领域的改革开放变得刻不容缓。自由贸

易港作为我国深化服务业改革和促进全球经济治理在服务贸易领域延伸的重要平

台，需把制造业和货物贸易领域的发展经验和模式推广到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加快

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开放路径，我国服务业应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深层

次、宽领域的开放与升级，充分利用“再全球化红利”引领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

加快推进服务业供给侧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 二) 加快推进港口产业联动

多举措实现港口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推进港口产业联动。依托人工智能提升

港口服务质量，积极推进智慧口岸建设。积极发展与打造临港现代服务业聚集区，

形成有利于吸引与留住人才的 “优质生活圈”。拓展基于 “保税+”的新型贸易业

态。积极营造有利于投资者准入的公平竞争的优质政策环境，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 三) 完善“二线”监管制度

没有“二线”的高效管住，“一线”就很难彻底放开。要多管齐下完善 “二

线”监管制度，否则就非常容易出现走私、逃税甚至热钱大规模进出国境的情况。
第一，要增强企业自主监管能力。强化企业财务人员的专业性，加强企业对货物的

记账、销账和征税的合法合理性监管，使企业记账与海关记账融合。第二，要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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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登记制。便利化是自由贸易港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之一，登记制可大力提升海

关、检疫等部门的办事效率，降低货物流通的时间成本。第三，要努力实现信息围

网。信息围网要求做到三个统一，即货物流和信息流相统一，通关管理和产业联网

相统一，关区代码和贸易方式相统一。

( 四) 完善新兴要素便利化聚集的制度安排

新兴要素便利化要注重 “信用、信息、数据”的运用，构建全方位的合作平

台，力争做到“区内自由”，通过贸易便利化吸引新兴高端产业聚集自由贸易港，

把自由贸易港打造成具有高水平 “外资、外智、外技、外才”的新兴产业研发和

运营总部。自由贸易港要努力对接国际高水平服务贸易规则，积极参与基于新一轮

新兴要素的国际规则竞争。

( 五) 加快探索离岸税制安排

进一步完善税收征收体制，降低自由贸易港区企业的事前成本，特别是在高技

术、中医药行业进一步降低企业税率。规范跨境业态的税收征管，避免重复征税，逐

步实现离岸企业的零税率。尝试探索自由贸易港区内的离岸保险和再保险税收制度，

逐步构建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税制环境。在稳定税基和严控利润转移的原则下，加快

推进自由贸易港区境外股权债权税制安排，促进港区内的间接投资。企业名称审核由

事前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加快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助力国际贸易新业态发展。

( 六) 创新“电子二线”的新型监管模式，建立自由贸易港金融监管委员会

离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二线管住问题，特别是对货物和人员的监管。但

今后自由贸易港势必会在内陆试验，“地理二线”的监管效率势必会受到挑战。我

们需要依靠“电子二线”的监管模式，由 “管货物” “管服务”向 “管企业”转

变。应尽快建立自由贸易港金融监管委员会，完善对金融 “二线”的监管。自由

贸易港内利率汇率若放开，区外境内就会产生利息差、汇差，自贸区内的机构会在

国际市场筹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区外境内，对区外境内的投资平衡造成影响。在

管理模式上，应建立依托 FT 账户的分账核算系统。

( 七) 将自由贸易港建设与 FTA 战略相结合

尽管当前逆全球化潮流涌动，但当前国际经贸谈判对规则的要求更高。无论是

我国正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 Ｒ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ＲCEP) 谈判，还是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 － Pacific Partnership，CPTPP ) 谈 判，以 及 美 式 双 边 投 资 协 定
(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 模板，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

业、劳工、环境、监管一致性等议题的标准愈来愈高。在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时，有

必要将自由贸易港建设与中国自由贸易区 ( Free Trade Area，FTA) 战略相结合。将

部分高标准的双边、区域、诸边、多边协定议题，作为自由贸易港的试点。

( 八) 将自由贸易港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相结合

建设自由贸易港是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以自由贸易港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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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和规则对接。自由贸易港脱胎于当前的自贸区，

目前中国自贸区主要布局在沿海城市和内陆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在发展自由

贸易港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 “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的主导地位优势，助力

自由贸易港建设。围绕 “一带一路”建设，着力打造 “一带一路”产权交易中心

与技术转移平台，加快促进自贸港离岸业务的发展。以能源、通信、高端制造等领

域为载体，推进贸易信息互换和资源共享，推进“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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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Free Trade Por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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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ino －US trade frictions，the proposal of free
trade port fully reflects China's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for globalization. Based on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main difficulties of China's various economic
function zones and valuable experience of major international free trade port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trade por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irstly，we shoul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pro-
mote the linkage with port industries. Secondly，we should improve the“second line”su-
pervision system and speed up the exploration of offshore taxation arrangements. Thirdly，

we should effectively link the free trade port construction with China's FTA strategy and
“the Belt and Ｒoad”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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