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CEP其他成员市场规则和服务体

系的衔接互认。发挥中国与RCEP

企业双向投资的平台功能，在服务

国内具有突出比较优势的产能对

外投资的同时，用好国内14亿人口

的大市场，吸引以东盟为重点的更

多域内高质量企业来琼投资。发

挥中国与RCEP成员国间政策规则

协调对接的服务功能，使得东盟国

家更多产业以海南自贸港为平台

与我国双循环发展体系更好对接。

二是成为促进中国与RCEP成

员间要素流动的枢纽集散点。发挥

海南自贸港在资源双向流动中的

促进作用，一方面为国内企业跨境

投资提供境外投资服务，另一方面

吸引RCEP其他成员各类要素以海

南自贸港为平台走向国内大市场。

发挥海南自贸港在中国与RCEP供

应链融合中的服务促进作用，用好

运输来往自由便利、“零关税”、加

工增值货物内销免征关税等政策。

三 是 成 为 促 进 RCEP 与

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对接融合的先行区。

按照打造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基

本要求，在率先全面落实我国在

RCEP中的开放承诺的基础上，充

分发挥海南自贸港单向开放的灵

活性、主动性，使之成为RCEP区域

高水平合作交流的先行区。同时，

争取各方支持，对标CPTPP 规则，

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使

海南自贸港尽快成为我国深度融

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前沿地带。

四是打造中国与东盟全面战略

合作的重要枢纽。经贸合作的自

由经济区。海南自贸港可以在促

进双边贸易、双向投资方面发挥重

要平台作用，也需要在地区内资

金、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中转、

配置、交易方面发挥重要枢纽作

用。蓝色经济伙伴关系核心区。

依托海南管辖200万平方千米海域

的资源优势，在各方支持下开展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渔业资源可持续

开发利用等，服务共建和平之海、

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公共卫生与

健康合作的示范区。依托海南自

贸港医疗健康开放政策与优质要

素吸引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公共卫

生援助基地，推动共建中国—东盟

医疗健康一体化大市场。人文交

流特区。发挥海南自贸港与东盟

国家人文相亲的优势，努力打造更

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人文交流项

目，努力成为增加地区合作共识、

塑造地区合作氛围、引导地区合作

舆论的战略要地。

新形势下，主动适应国际经贸

规则重构新趋势，以对标CPTPP等

为重点开展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

是落实中央要求的实际举措，也是

建设高水平海南自贸港的重大任

务。

实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

突破。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

要主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

新趋势，主动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

规则；充分学习借鉴国际自贸港的

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制度安

排，加快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

准等制度型开放；把服务贸易作为

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突破口，构建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制度；在高

水平制度型开放中拓展区域合作

新空间，增强区域辐射带动作用；

用好改革开放自主权，打造制度型

开放新高地。以制度型开放带动

制度集成创新突破。按照“以开放

为先，以制度集成创新为核心”的

基本要求，对标当今世界最高水平

开放形态，争取中央对海南的充分

授权与实行特殊行政体制安排，由

此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广泛影

响力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自贸港

制度体系。建立与高水平自贸港

相适应的政策与制度体系。建立

以“零关税”为主要特征的货物贸

易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全面对接国

际高标准经贸协定关于货物贸易

及通关便利化规则；建立以“承诺

即入制”为重点推进投资制度集成

创新，强化财产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的国际化、法治化，打造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财税金融制度，同时有效防范金

融风险。

努力打造高水平开放全面压力

测试区。打造我国加入 CPTPP 的

全面压力测试区。服务我国正式

申请加入 CPTPP 后对标其标准规

则的实际需求，在服务贸易、政府

采购等现代议题领域进行全面对

标，并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等难

点领域开展相关探索，形成CPTPP

的全面压力测试。在开展全面压

力测试中推进自贸港政策与制度

细化与创新。参照 CPTPP 相关条

款，在投资、服务贸易、海关监管等

方面大力创新，实现中央要求的

“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政策

和制度”。与域内国家和地区形成

CPTPP 框架下的更高水平经贸合

作成果。一方面，形成早期安排，

最大程度服务凝聚 CPTPP 成员国

关于我国加入CPTPP的共识；另一

方面，服务CPTPP成员国开拓中国

大市场与国内企业走向 CPTPP 成

员国市场，使海南自贸港在CPTPP

发挥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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