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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开放与合作】

中部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实施提升战略

的路径研究*

聂 新 伟

摘 要：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是新征程上推进改革开放纵深发展、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的重要战

略举措。河南、湖北、湖南、安徽中部四省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中部自贸试验区”）自成立以来，在总体方案

的引领下，建设实践蓬勃展开，制度创新成果不断丰富，集聚要素能力显著增强，已成为中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新高地。但应看到，中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五方面问题挑战：对外开放能级位势依然较低，自贸试验

区片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自贸试验区“多区叠加”带来“碎片化治理”，区域协同开放优势尚待挖潜，全国示范

性创新成果不够丰硕。未来，还需要综合施策，协同发力，高质量实施制度型开放、优势产业集聚、营商环境优化、

区域协同开放、通道枢纽联通等五大提升行动，从而为新时代中部崛起贡献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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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目前，除山西和江西两省外，中部地区自由贸

易试验区已覆盖至河南、湖北、安徽、湖南四省，面

积合计479.35平方千米，约占四省总面积的万分之

七。作为中部地区深化改革开放的新试验田，中部

自贸区自设立以来，围绕总体方案部署要求，加快

高水平开放实践探索和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投

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制度集成创新

成果不断丰富，集聚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示范引领

作用不断显现，已成为中部省份推动更大范围、更

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

极大促进了中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水

平，为我国加快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

济”的开放新格局提供了重要支撑。

2023年是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党的二

十大报告部署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将自贸试

验区建设提高到战略层面，赋予了自贸试验区更加

重大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上，

要在全面总结十年建设经验基础上，深入实施自贸

试验区提升战略，勇做开拓进取、攻坚克难的先锋，

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

平自贸试验区。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关键词

是提升，抓手是规则对接，重点是规则、规制、管理、

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目的是牵引国内相关领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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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主要有三个提升：

一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要提升；二是市场准

入水平要提升；三是改革系统集成、协同创新要提

升（王文涛，2023）。为了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

则方面取得重要突破，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

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

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率

先在上海等具备条件的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

试点对接CPTPP等高标准经贸规则。选择在外向

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应用场景丰富、监管能力较

强的5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展先行先

试，目的就是要确保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试验效

果（董蓓，2023）。十年来，自贸试验区的生动实践

有力促进了我国深层次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有力拓

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度与广度。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

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2024年8月，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

提升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实施自

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目的是在更广领域、更深

层次开展探索，实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型开放水

平、系统性改革成效、开放型经济质量全面提升。

对于中部自贸试验区而言，加快实施提升战

略，既是贯彻落实全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部署要

求的应有之义，也是进一步深化中部地区改革开

放，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必然。裴长洪（2023）指

出，在总体任务和目标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各自贸

试验区根据自身的情况和特点，发挥各自的优势和

特色，形成了差异化发展格局。2021年，《关于新时

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高

标准建设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打造成为内陆高水平开放平台。2024年3月2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

上强调，要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基于此，

本文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中部地区成

为更具竞争力内陆开放高地的战略部署要求，立足

河南、湖北、湖南、安徽中部四省自贸试验区的功能

定位和战略目标，深入探讨分析中部自贸试验区批

准建设以来取得的成效进展和面临的困难挑战，按

照新时代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总体目标，探索性

提出中部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实施的战略思路、目

标方向和可行路径，更好赋能中部地区高水平开放

和高质量发展。

二、中部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成效进展

自河南、湖北、湖南、安徽自贸试验区相继设立

以来，中部自贸试验区按照总体方案要求，立足自

身区位、产业、创新等优势与特色，形成了差异化特

色化发展格局，集聚优质要素能力显著增强，已成

为中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1.制度创新成果不断丰富

自贸试验区是制度创新的高地，不是优惠政策

的洼地，要紧紧依靠制度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成为自贸试验区的

核心使命。目前，河南、湖北、湖南、安徽自贸试验

区共 45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国家层面复制推广。近

年来，安徽自贸试验区复制推广全国的制度创新成

果实现质与量齐升，其中合肥片区探索实施的“环

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深度衔接改革”举措成功入

选商务部自贸试验区第五批“最佳实践案例”，也是

唯一一个入选的生态环境管理领域制度创新成

果。河南自贸试验区成立近 7 年来，已累计形成

571项制度创新成果，跨境电商、商品期货、多式联

运等多项改革举措走在全国前列，其中16项被国家

采纳推广，溢出效应明显。湖北自贸试验区在全国

首创“先出区、后报关”“先放行、后改单”改革，采取

区域通关一体化方式申报出境货物，对轻微申报错

误先放行后处理，运输车辆出区最快仅需 6 秒，该

举措由国务院发文在全国推广；在全国率先实施

“跨境电商‘银关保’”“货物贸易‘一保多用’管理模

式”等改革，极大减少企业资金占用，贸易便利化水

平不断提升。

2.外贸外资发展实现新跨越

近年来，在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赋能下，中

部地区吸引外资优势更为凸显，对外贸易竞争力

显著增强。截至 2023 年底，湖北自贸试验区以全

省 0.065%的土地，贡献了同期全省 26%的实际利

用外资和近 30%的进出口额。河南自贸试验区建

设 6 年来，新设立企业数量累计达 13.1 万家、注册

资本 1.7万亿元，分别是挂牌前的 4.8倍、6.2倍，货

物进出口年均增长 23.8%。2024年 1—11月，安徽

自贸试验区进出口、到位外资分别增长 17.4%、

33.7%，占安徽省总量的27.4%、41.4%，分别较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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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高 2.2 个、3.1 个百分点。2023 年湖南自贸试

验区新设企业 1.2 万家，新引进重大项目 96 个，总

投资1569.1亿元；实现进出口1669.87亿元，占全省

进出口总额的 27%；实际利用外资 4.7 亿美元，占

全省利用外资总额的 33%。从重点片区看，2023
年 1—6 月，河南洛阳自贸试验区片区完成进出口

30亿元，占洛阳市进出口总额的 25%；实际使用外

资764万美元，占洛阳市利用外资总额的80.6%，开

放平台的引力场作用大幅提升。自 2020年成立以

来，合肥片区以不到全市千分之六的面积，贡献了

合肥市近 1/3 的进出口额、超 1/2 的实际利用外资

额。2022 年，湖南自贸试验区长沙片区入选全国

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十佳园区，进出口总额突破

千亿元。

3.优势主导产业加快培育壮大

一是河南自贸试验区聚力打造产业发展高

地。郑州片区形成以上汽、中铁盾构、郑煤机、京东

物流等龙头企业为代表的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

造、现代物流3个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开封片区持

续开展“文化出海”，依托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累计实

现文化艺术品进出境货值约12亿元，国内及回流的

文化艺术品拍卖累计成交额超5000万元；洛阳片区

围绕智能装备制造等确立“3+1”主导产业体系，片

区规模以上工业主导产业总产值750亿元。洛阳片

区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自贸试验区、自创区、国家高

新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五区叠加”的区域

之一，形成了高端光电元器件、智能农机装备、人工

智能、生物医药等特色产业集群。目前累计培育创

新平台95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900家，高新技术企

业总数超过450家，集聚国家级创新平台55家。二

是湖北自贸试验区优势主导产业高端化特征明

显。三大片区拥有众多优质高端产业，包括武汉片

区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襄阳片区的新能源汽车、宜

昌片区的生物医药等，6年来湖北自贸试验区已聚

集高新技术企业3316家，占全省的16.5%。三是安

徽自贸试验区主导产业集聚规模持续壮大。科技

创新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稳步推进，科技创新

策源地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其中，蚌埠片区聚焦新

能源、新型显示、智能传感、生物化工、汽车零部件

五大产业集群，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2024年，

在自贸试验区引领带动下，安徽全省电动汽车、锂

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合计出口 490.1亿

元，增长23.6%。

4.通道枢纽战略位势不断增强

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联通南北，是全国重要的

交通枢纽。近年来，依托自贸试验区等高水平开放

平台建设，联通内外的通道枢纽地位日益提升，国

际物流枢纽中心建设不断加强。河南自贸试验区

紧紧围绕“两体系、一枢纽”的战略定位，以郑州—

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为引领，持续推进空中、陆

上、网上三条丝绸之路建设，积极对接“海上丝绸之

路”，初步构建形成了“四条丝路”并举的开放大通

道。2023年，郑州机场新增郑州至日本和南亚的第

五航权航线配额，扩大经郑州至美国的第五航权覆

盖范围，全货机航线拓展至49条（国际地区32条），

通航城市 61个（国际地区 43个）。作为沿江近海、

居中靠东的省份，安徽以自贸试验区设立为契机，

着力构建以陆海空联运大通道为载体的大开放格

局，加快从内陆腹地向改革开放新高地迈进。2024
年，得益于安徽自贸试验区通道互联互通的持续深

化，合肥中欧班列开行909列，同比增长4.7%，其中

开行“江淮号”等企业定制班列396列；合肥水运港

外贸重箱吞吐量18.1万标箱，同比增长11.5%；国际

国内货运航线执飞 1112班，同比增长 16.2%，载货

量5.3万吨，同比增长15%，其中国际货运航线执飞

285班，载货量2.9万吨。湖南自贸试验区长沙片区

聚焦长沙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加快打造形成

“核心枢纽+支撑基地”高效集疏运网络体系，培育

了“长沙—莫斯科”“长沙—明斯克”等中欧班列精

品线路以及汽车班列、工程机械班列等制造业特色

专列，铺设开行线路15条，覆盖亚欧30余个国家和

地区，累计开行逾5500列。

三、中部自贸试验区高标准建设面临的

问题挑战

中部地区依托资源、区位、产业和通道优势，围

绕自贸试验区等高水平开放平台建设，深度融入和

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改革开放纵深发展不

断迈出新步伐。但应看到，相比东部沿海地区丰富

的开放场景和开放实践经验、不断加大的开放压力

测试力度，中部自贸试验区建设依然面临诸多短板

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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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外开放能级位势依然较低

2023 年，中部地区 GDP 占全国 GDP 的比重为

21.4%，比 2017年提升了 5.6个百分点。然而，在中

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较快提升的同时，开放

水平不高的短板却愈发突出。从商品和要素流动

型开放看，2023年中部六省对外货物贸易依存度为

13.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20 个百分点，低于东

部地区37.5个百分点，表明中部自贸试验区对外向

型经济发展的牵引推动作用依然不充分。从制度

型开放水平看（如图 1），虽然拥有自贸试验区的河

南、湖北、湖南和安徽4省，较江西、山西2省制度型

开放水平有提升明显，但相比东部的广东、上海等，

仍处于较为靠后的位置，从全国层面看仍处于制度

型开放水平的第二梯队，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知

识产权等领域的先行先试作用并不突出，用好

RCEP等国际经贸规则的能力相对欠缺。例如，相

比于东部地区的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等5省

（市）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率先被纳入对

接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试点，可以看出中

部自贸试验区在推动货物贸易创新发展、推进服务

贸易自由便利，以及促进数字贸易健康发展等方面

仍有待巩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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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制度型开放水平的评价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聂新伟等（2022）方法计算所得。

2.向全国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较少

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核心使

命。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部自贸试验区经济服

务化程度较低，制度创新应用场景不够丰富，对服

务业开放、知识产权保护、数字经济等“边境后”措

施探索研究较少。截至2023年底，中部自贸试验区

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45项，仅占

全国 349项的 12.9%，与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

成果独占全国近50%相比差距显著。分省来看，截

至 2023年底，河南自贸试验区仅有 16项在全国推

广，占全国的比例仅为4.9%。湖南自贸试验区成立

3年多来，共有 7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

和推介，仅占全国的 2.0%。安徽 3年来仅有 6项制

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占比为1.7%。从自贸

试验区向全国复制推广的最佳实践案例成果数量

来看（见表1），经商务部5批推广后，中部自贸试验

区共有 12项实践创新成果，仅高于东北地区，明显

低于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中部自贸试验区的制

度创新水平亟待提升。例如，在通关口岸监管便利

化方面，中部地区的手表等个性化制造业务，在进

出口通关方面具有典型的小批量、高频次、单价高

的特点，惯常的海关监管模式难以满足其经营需

求。据湖南郴州自贸片区反映，钟表等电子机械类

产品存在报关频次高、个性定制化特点突出，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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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不唯一等，海关的集装箱式监管流程，大大

影响了便利性水平。同时，由于拼箱随机性较大，

一旦货物信息临时变更，会对进境备案、出口报关

等报关程序产生较大连锁影响，导致企业报关时间

和货币成本增加。客观而言，经过近年来的创新探

索，制度创新难度小的“低垂果实”已被摘下，而难

度大的创新面临法律调整滞后、政府部门授权不足

等问题。与此同时，随着自贸试验区“放管服”与

“效能改革”等商事制度已从区内推广到区外，区内

外政策逐渐走向趋同，在很多方面已经很难体现出

自贸试验区的先行先试优势（张丹，2020）。

3.自贸试验区片区之间发展落差较大

目前中部自贸试验区面积均在120平方千米左

右，但各省自贸试验区片区划分呈现出省会片区单

元偏大的特点。由于省会片区开放水平相对较高；

试验场景丰富度相对较好，加之省会片区多为综合

保税区等多元开放平台“加持”地区，开放政策叠加

优势突出，集聚资源要素能力更为突出，而非省会

片区外向型市场主体相对较少，制度创新难度加

大，复制推广政策效果较差。作为省会片区，合肥

片区以不到全市千分之六的面积，贡献了全市 1/3
的进出口、1/2的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占安徽自贸试

验区的64%、88%，已成为全市乃至全省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与之相对，蚌埠片区、皖北保税物

流中心、蚌山区跨境商业园区和即将建设的综保区

几大对外开放平台规模小，企业少、体量少加之尚

未构建联动发展模式，各自运营，几近“孤岛”的芜

湖片区尚未形成试点任务要求的“4+2+2”产业体

系。反观合肥片区，集成电路生产的上下游产业链

条已基本成型，芜湖片区产业的集群化发展进程任

重道远。湖南 3个自贸片区中，长沙片区无论是新

设企业、实际利用外资还是进出口规模均处于最高

水平。

4.自贸试验区治理碎片化现象愈发突出

从空间颗粒度看，现有自贸试验区总面积大都

在 120平方千米左右，并以此进一步细分为若干个

片区甚至区块，造成了自贸片区物理空间的碎片

化，尤其是与行政边界普遍不重合，大大增加了横

向管理协调难度。在实践中，全部位于同一行政区

内的片区工作存在“以大事小”的尴尬，即片区面积

占行政区比例过小，集聚要素能力和带动增长贡献

率较弱，地方建设积极性不高。对于横跨多个行政

区的自贸片区，由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

其事权、财权不一样，管理力量难以集中，自贸片区

综合服务配套设施供给容易陷入协调难度较大、保

障不力的尴尬状况。此外，由于平台之间主推单位

不同，也加大了横向协调的难度，如自贸试验区与

保税港区、综保区和开发区等协调力度明显偏弱。

从中部自贸试验区空间颗粒度看，河南郑州片区横

跨金水区、经开区、郑东新区等多个区域；湖南长沙

片区涉及长沙县、雨花区、芙蓉区 3个行政区域，包

含长沙经开区、会展新城、黄花综保区、隆平高科技

园、临空产业集聚区 5 个园区。从事权责任看，虽

然河南自贸试验区实行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但仅限

于经济管理领域，其他非经济管理领域仍由所在地

方政府负责，如市政、教育、医疗、文化、行政管理

等，造成管委会事权难以明确和“九龙治水”问题。

目前，在经济管理权限与公共服务等行政管理权限

不统一的情况下，郑州片区呈现出明显的“分治”特

征。例如，在政策文件上，金水区人民政府和郑东

新区管委会分别印发了《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郑州片区金水区产业扶持办法》和《中国（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区块金融服务业对

外开放清单指引（2019年版）》等不同的产业政策。

目前来看，这种“多区叠加”或“嵌套于其他平台”形

成的区政不合一问题，造成了“社会大不起来，政府

小不下去”的实践困境，影响了“一盘棋”下自贸片

区的协调互促。

5.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联动发展机制建设滞后

通过联动发展、优势互补来服务国家区域协调

发展是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使命之一。目前，围

绕重大区域战略实施推进，各省市以加快自贸试验

区协同机制建设为契机，着力以高水平协同开放促

表1 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数量地区分布情况

批次

时间

中部
地区

西部
地区

东北
地区

东部
地区

第一批

2015年
11月

8

第二批

2017年
7月

4

第三批

2019年
7月

6
9
3
13

第四批

2021年
7月

2
5
2
9

第五批

2024年
1月

4
4
2
13

合计

12
18
7
47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相关资料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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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区域协调发展。自 2021年京津冀自贸试验区联

席会议正式落地实施以来，三地已连续推出百余项

“同事同标”政务服务事项，率先打破了政务服务事

项办理属地限制，有力促进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纵深推进。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自贸试验区成立

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打造共谋发展、共促创新、

共享成果机制，在共建长三角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构筑一体化油气交易市场等方面取得制度创

新成果（陈珂，2023）。沿黄 9省区成立的黄河流域

自贸试验区联盟，正依托物流运输服务“一体化畅

通”等合作机制加快区域融合发展和开放平台互联

互通。与之相对，中部 4省自贸区之间的协同开放

机制尚未建立，互补优势和规模效应尚未形成，支

撑中部地区崛起的内陆开放新高地建设缺乏合力，

尤其表现为中部省份“各自突破”和“向东看齐”的

意愿较为明显，造成协作不够深入。例如，安徽依

托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战略，着力加强与江

苏、浙江和上海协作，组建了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

盟，已推出 5 项长三角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案例。

湖南围绕联通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

投资贸易走廊建设，积极加强与广东自贸试验区、

海南自贸港等联动发展。

四、中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实施提升战略的

路径选择

着眼全国新发展格局构建，聚焦更具竞争力的

内陆开放高地打造，中部自贸试验区要着力做好制

度创新提升、产业集聚提升、通道联通提升、营商环

境提升、贸易能级提升、投资准入提升、创新能力提

升、协同开放提升文章，努力建设成为更高水平开放

型经济先行区、优质要素产业集聚区、国际通道门户

枢纽和一流营商环境示范区，为新时代中部崛起取

得新成效、区域协调发展取得重要进展贡献力量。

1.以全面落实 RCEP、试点 CPTPP 等高标准

规则为导向，稳步实施制度型开放提升行动

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推动商品要素流动

型开放向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型升级，结合开

放场景基础，精准对标对齐RCEP、CPTPP、DEPA等

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率先在航运服务、数字贸易、

科研服务等领域试点探索。依托自贸片区加快建

设高标准规则对标衔接先行示范区，逐步推动科技

研发、管理咨询、专业设计、航空物流、金融、电信等

服务业领域更大力度开放先行先试，加快落实外商

投资、数据跨境流动便利政策。积极主动向东部、

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高水平开放生动实践对标看齐，

加强开放经验和开放路径交流互鉴，着力提升资源

要素密集型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

用好税收优惠、原产地规则等，加快货物贸易

高质量发展。结合成员国减税承诺和产业竞争优

势，做强服装鞋类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扩大工程

机械、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鼓励种子、食

品、农产品出口。用好原产地规则，引导各类企业

根据自身产品、产业链特点，多元化开拓 RCEP 市

场，推动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建设，形成

与RCEP成员国之间产业链式分工协作体系，实现

优质产能走出去。坚持优势互补，加快重点产品进

口，以日韩市场中高端汽车、芯片等为重点，扩大先

进技术、重要装备和关键零部件和优势农产品进

口。鼓励能源资源性产品、医药、康复设备等进口，

支持国内紧缺和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优质消费品

进口。

用好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提高服务贸易对

外开放水平。加强与RCEP成员国在信息技术、制

造业研发、检验检测、工业设计等服务外包领域合

作，推进服务外包转型升级。顺应人口老龄化趋

势，加强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在医疗、养老等

领域合作，发展医疗服务贸易。积极落实跨境人员

流动便利政策，提升旅游消费规模水平。扩大与

RCEP成员国教育交流合作，探索推进与成员国之

间的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互通”试点，探

索开展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高标准建设国家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扩大特色服务贸易出口，依托

开封自贸片区等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积极开展

与RCEP成员国的文化贸易，扩大影视剧、动漫、网

络游戏、陶瓷等文化服务与文化艺术品等产品出口。

2.以国际竞争优势培育发展为导向，着力实施

优势产业要素集聚提升行动

结合中部地区自贸试验区开放优势基础，按照

差别化探索要求，支持中部自贸试验区在重点领域

高水平开放上先行先试，通过高水平开放赋能，加

快集聚全球优质创新要素，促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和

发展，赢取新赛道国际竞争新优势。

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引育发展。围绕产业链供

中部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实施提升战略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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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韧性构建，着力发挥链长和链主的协同作用，

加快编制产业链招商图谱，完善重点产业引育发展

的政策体系。坚持差异化探索，立足湖南工程机

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基础，加快打造全球

高端装备制造新高地。持续提升河南自贸试验区

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加快新能

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研发生产基地、智能制造国际合

作创新生态体系建设，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

推进文化贸易、文化金融、数字文化等新业态新模

式新经济加快发展。立足武汉、合肥自贸片区科技

创新优势，加快推动全产业链开放创新，打造世界

级硅基和生物基制造业中心。

加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提升。以高水平开放

平台搭建，加快全球优质创新要素集聚，全面融入

全球创新网络体系。支持长沙打造国际研发中心

城市。围绕科技研发创新、数字经济发展、医疗健

康优质服务提升等，依法有序加快相关领域数据跨

境流动先行先试。重点围绕中部省份抢先布局的

重大前沿技术和重大科技攻关需求，加快自贸试验

区开放创新基地建设，推动形成中部地区依托高水

平自贸试验区建设构建国际科技合作、深度融入全

球创新网络的新格局。大力推广“车芯协同”攻关

模式，构建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和

推广应用体系。

打造引才聚才“强磁场”。探索建立境外职业

资格认可清单制度，扩大境外人才在自贸试验区执

业范围，支持境外人才来中部地区创新创业。探索

重点领域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职称评审绿

色通道或自主评价机制。支持已取得中国永久居

留权的外籍科学家，领衔承担科技计划项目。优化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许可审批流

程。完善外籍高层次人才在华永居推荐目录。探

索境外机动车驾驶证互认换领。建立国际人才全

环节管理服务体系，建设外籍人才办事“单一窗口”，

优化外籍人才执业、就医、教育、居住等服务保障。

3.以深化改革加快制度创新为导向，着力实施

一流营商环境质量提升行动

围绕中部 4 省自贸试验区战略定位和目标要

求，结合各自实际条件和优势基础，以制度创新为

核心，加快自贸试验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加快自

贸试验区与协同联动区协同互促发展，牵引带动全

域高水平开放。

优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加大中部自贸试验区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力度，深化“证照分离”“一

业一证”改革，推广“告知承诺制”。探索实施市场

主体登记确认制改革。优化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推动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探索在更多

涉企政务服务领域实行告知承诺。支持自贸试验

区打造“免证园区”，加快推进电子证照应用和互联

互通。探索建立企业破产案件简化审理和简易破

产程序。实施省级及以上重大制造业项目环评承

诺制审批，将符合生态环境准入的项目纳入绿色通

道。制定实施自贸试验区产业平台招商指引，推动

构建跨境电商、国际物流、跨境金融、文化旅游等领

域特色产业链和重点产业平台。加大省级赋权力

度，提升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水平，探索民生社会

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衔接。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依托省会自贸试验区

探索建设创新法务区，强化法商产业融合，打造中

部地区法治创新先行区。建立国际争端解决机制，

设立自贸试验区法庭，持续完善商事仲裁、商事调

解等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建设面向全球的国际商

事争议解决中心，积极引进国际仲裁和调解优质资

源，建立国际商事仲裁人才库，建设面向国内外的

数字化争端解决平台。开展商事调解组织登记管

理试点，推进完善仲裁区域合作机制。

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增强教育国际吸引力，

积极引入境外优质教育资源。聚焦医疗服务国际

化，参照北京等地外商独资医院运营探索的路径模

式，逐步开展允许医院按规定聘用外国医师、港澳

台医师、港澳其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短期执业探

索，丰富国内优质医疗服务供给。加快构建与国际

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医疗服务体系，探索医疗费用跨

境支付机制。推进国际社区建设，探索在有条件的

地方试点建立市内免税店。支持郑州商品交易所

创新发展，促进期货市场国际化。

4.以强化区域优势互补分工协作为导向，着力

推动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协同开放

自觉将中部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融入新时代

中部地区崛起和内陆高水平开放高地打造的高站

位要求中来“一体化”谋划部署，努力通过高质量实

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实现开放能级提升的重要

突破，促进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通道优

势向高质量发展优势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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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多区”分工协调机制。着力发挥自贸片

区、综保税区、行政区等“多区叠加”优势，加强不同

功能平台载体协调联动发展。加强政府机构内部

统筹协调力度，对于开放平台叠加的情况，适时试

点高位谋划高位推动协调模式，逐步淡化空间范围

概念和“本位”思维，推动自贸试验区开放政策在保

税港区、综保区等平台复制推广，形成“有点到线、

有线到面”的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新格局。切实按照

中央统筹稳步推进不同平台、不同地区梯度渐次开

放的要求，着力发挥地方差异化、自主化试点探索

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成熟片区空间覆盖面和不同

片区的有机整合，实现开放能力、开放力度和开放

高度的统一。深入推进安徽自贸试验区与合芜蚌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双自联动”，集聚创新资源，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打造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

加快中部自贸试验区联盟机制建设。聚焦新

时代中部崛起和内陆开放高地打造，积极借鉴京津

冀、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机制建设经验模式，加

快中部自贸试验区联盟机制建设。依托联盟机制

建设，重点围绕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重点领域深

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以及建立完善以投资贸易自

由便利为核心的政策制度体系开展合作交流，聚焦

市场需求，加快功能性平台资源共建共享，推动产

业链式协作，加强创新协同。继续巩固提升中部自

贸试验区参与其他自贸试验区联盟的优势作用，推

动安徽自贸试验区深度融入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

盟，加快河南自贸试验区开放优势塑造，依托“四路

协同”通道枢纽位势，提升在黄河流域自贸试验区

联盟中的功能作用。推动中部地区协同开放，加强

4省自贸试验区与江西、山西重要开放平台深度对

接、融合发展。

深入对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着力发挥自贸

试验区开放合作高地作用，率先主动对接其他区域

发展战略。积极引进东部地区产业创新资源，推动

与东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联动协作，加快承接东

部外向型产业转移，强化与东部科技创新合作，加

快东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地建设。依托黄河流

域自贸试验区联盟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着力增强对

西部地区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利用开放通道作用，

增强对西部优质产品“走出去”的服务能力，积极加

强对西部开放型人才培养培训。依托湖南、安徽、

湖北自贸试验区，探索推动长江经济带自贸试验区

联盟建设。依托产业、通道、人才、科技等优势，加

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水平制度

型开放领域深度对接。

5.以提升辐射带动效能为导向，着力打造自贸

试验区牵引的国际通道枢纽

发挥中部地区“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优势，以

河南自贸试验区“两体系、一枢纽”建设为牵引，主

动对接新亚欧大陆桥、西部陆海新通道，积极拓展

航线航权覆盖面、中欧班列运营网络、公铁水空多

式联运，着力构建中部地区空中、陆上、网上、海上

“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立体交通网络体系，打造成为

服务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战略枢纽。

强化大通道大枢纽战略功能。充分发挥中部

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加快对接畅

通新亚欧大陆桥、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强交通基础

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加快郑州、武汉、长沙、合肥国

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

接构建。着力放大“陆、海、空、网”四路协同优势，

持续加强中部自贸试验区与欧盟、中亚、西亚、俄罗

斯、东盟、南亚、非洲等地区的联通，加快构建多线

路、多口岸、强联动、广覆盖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加

强通道运输与产业产品衔接互促，放大“通道+经
贸+产业”效应，促进新时代中部地区内陆高水平开

放高地打造。

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运行。依托郑州国际陆港

优势地位，高水平建设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和国

家陆港型物流枢纽，进一步拓展线路布局，构建“通

道+枢纽+网络”班列运行网络体系，实施“班列+园
区”行动，推动运贸产联动发展，提升班列服务本地

产业效能。继续巩固提升合肥中欧班列对欧洲全覆

盖优势，推动合肥中欧班列从量向质转变，积极融入

西部陆海新通道，开行合肥—老挝万象、越南河内等

班列，提升与东盟经济区的国际物流通道，助力多线

路、多口岸、强联动、高覆盖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

加快“安徽制造”扬帆出海。推动长沙打造中欧班列

南方集结中心。加快武汉中欧班列“通道并行、多点

直达”的国际物流网络体系建设。

持续推进“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以深化郑

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战略合作为契机，积极

发挥郑州航空港区临空区位、物流枢纽和功能口岸

等优势，加快推动河南自贸试验区空港新片区设

立，着力打造成为以航空经济为主引擎的现代产业

中部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实施提升战略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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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依托武汉天河机场、鄂州花湖全球专业机

场，加快“空中出海口”建设，打造联通全球“空中丝

绸之路”的重要枢纽。用好合肥至美洲货运航线开

通“第五航权”等国际航权开放优势，增强国际航空

枢纽中转能力，推动高端临空产业集聚创新发展。

有序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以高水平开

放赋能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加快发展，在有条件自

贸试验区试点推进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建设，

支持申建国际互联网专用数据通道和设立国际通

信业务出入口局。以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为契

机，加快落实外商投资企业科研数据跨境流动政策

举措，试点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围绕跨境电子商

务开展数字贸易规则对接，探索建立一批面向非

洲、中东欧等共建“一带一路”关键节点地区的数字

经济产业园区和算力中心，与共建国家共同推动北

斗、电子政务、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智慧农业、人工

智能等数字技术集成应用，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

设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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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mplementing High-Quality Promotion Strategy in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of Central China

Nie Xinwei
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pgrading strategy of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measure to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expand the space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n the new journe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Henan, Hubei, Hunan and Anhui Pilot Free Trade Zones, on the basis of the“top-level design”of the
overall plan and local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explor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entral Pilot Free Trade Zones has been
vigorously carried out, the achievement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and the ability to cluster
factor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and it has become a new highland of high-level opening up in the central region.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entral Pilot Free Trade Zones still faces five challenges: the level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s still low,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s is prominent, the

“multi-regional superposition”of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s has brought“fragmented governance”, the advantages of regional
collaborative opening are yet to be explored, and the national demonstration innovation is not fruitful. It is suggested that
comprehensive policies be adopted, concerted efforts be made, and five major upgrading actions such as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competitiv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regional coordinated opening up, and channel hub
connectivity be implemented with high quality, so as to contribute new driving forces to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Inland Open Highland；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Upgrad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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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绿色工业化：

进展、问题与对策*

张 彦 淑 叶 堂 林 刘 华 桢

摘 要：当前，绿色发展理念已成为工业全领域全过程的普遍要求，绿色工业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国家

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21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的绿色工业化取得显著成效，传统工业绿色

化水平全面提升，新型绿色工业发展持续向好，但在绿色智能制造发展、绿色技术发展储备、能源结构优化、数实融

合发展等方面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深层次困难和挑战。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的关键时期，应

加快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助力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加快

能源消费低碳化转型，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数实融合深度，推动中国绿色工业化再上新

台阶。

关键词：绿色工业化；传统工业绿色化转型；新型绿色工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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