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基地）建设上，以企业需求为导

向，出台具有较强吸引力的相关政

策。

“政策重点在于实现海南自贸

港政策与 RCEP规则的叠加。”迟

福林说，要发挥单向开放的灵活

性、主动性，在海南自贸港提前落

实我国在 RCEP 中对东盟国家的

“零关税”商品承诺表，便利其他成

员国经海南分享中国大市场。要

率先在海南自贸港实行完全累积

原则，支持企业在RCEP成员国的

加工增值部分计入海南的增值部

分。比如，企业在RCEP其他成员

国和海南加工增值累计超过30%，

即可以“零关税”从海南进入内地

市场。

这一观点也得到张建平的赞

同。他表示，建设“两个总部基

地”，不仅对海南形成高附加值的

产业业态、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和规

模效应、支撑海南高质量发展非常

关键，而且对全国提升全球价值链

位置也非常关键。

对于海南自贸港的开放度，马

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

翁诗杰有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格

局决定布局，布局决定结局，海南

自贸港的布局，一方面固然要扮演

好它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

点角色，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与东盟

乃至RCEP对接互动的前哨，海南

的“两个总部基地”布局与东盟和

RCEP的经济深耕面向是不能切割

的。

翁诗杰说，按照这个思路，海

南自贸港的服务涵盖面可着眼

RCEP的15国，并在政策制定时兼

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

设的需求；海南自贸港要作为“走

出去”“迎进来”的亚太枢纽，抓住

RCEP的经济机遇，促进地区合作。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所长郝福满提出，RCEP与CPTPP

等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相比

还有很大差距，需要制定更高水平

的RCEP政策，海南可以成为这样

的高水平政策高地。郝福满说，事

实上，在促进国际贸易方面，RCEP

的作用要比CPTPP大得多。数据

显示，2022年中国同14个RCEP成

员国的贸易达到12.9万亿元人民

币，增长7.5%，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30.8%。从省一级层面来看，今年

1月至2月，海南对RCEP成员国进

出口 89.3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1.3%。他称，虽然成果喜人，但也

要注意贸易和服务方面的太多限

制将使交易变得更复杂、困难，因

此，调整负面清单的“长度”就显得

非常有必要。

5年来，海南始终围绕“开放”

用功，以一系列强力举措，向世界

展示海南更加开放的姿态，让外界

看到蓬勃兴起的自贸港和其不断

迸发的独特活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

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指出，海南

各项试点工作实践逐步深入，为保

障全岛封关、自由贸易港制度和政

策体系的成功运行与风险防范积

累了初步经验，但从长远来看，稳

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迫切要求。因此，必须

重点落实好相关提升战略，主动且

深度对接 RCEP 以及 CPTPP 等高

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加力推进高水

平开放压力测试，加快形成与国际

高标准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

监管模式。通过压力测试尽快积

累风险防控经验、提高风险防控能

力，并进行复制推广。

“还应注意，海南自贸港实行

高水平开放，不仅仅是商品、资金、

人才、运输、数据等要素流动层面

的开放，也不仅仅是涉及市场和生

产要素流动准入开放的制度创新，

而是要实行更高层次的规则和制

度性开放，通过制度建设为高水平

开放提供坚实基础和保障，进而实

现全方位、深层次的开放创新，打

造全球一流的市场化、国际化、法

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赵晋平强

调。

他进一步解释说，相关制度和

政策体系的逐步形成，将有利于海

南自贸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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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国际国内要素资源

聚集整合的平台作用，为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推动

我国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探索新

路径、积累新经验。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海南地处

RCEP的中心位置，也是中国面向

东盟的最前沿，具有背靠超14亿

人口的大市场和逐步实行最高水

平的开放政策等优势，有条件成为

RCEP市场的重要交汇点。海南要

通过自贸港建设，成为我国和世界

经济内引外联的桥头堡，成为高水

平经贸规则的先行试验区，成为我

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平台。H

加力推进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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