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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与自贸港政策良机，海南省委当

机立断将“陆海空”（种业、航天、深

海）列为未来三大产业。这既是新

质之基，也是转型之根。以航天为

例，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是中国

首个具备商业性质的滨海发射基

地，也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之

一。过去几年，哪怕在遭遇疫情严

重冲击时，航天城的建设也未曾停

顿。航天城依托航天发射场，加快

基础设施和企业招商步伐，围绕火

箭链、卫星链、数据链“三链”加速

打造航天产业集群。2023年11月，

卫星研发中心完成封顶。根据计

划，2024 年就要进入常规发射阶

段。除了每年大量可知的发射任

务外，这些数通信卫星每5年还需

更新。但保障发射对海南来说，只

是完成第一步任务。

从美国 SpaceX公司的发展实

践来看，民用航天产业最终发展的

目标是要通过民用商业发展模式

把火箭发射、卫星运营的成本大幅

降下来。如何实现降低成本？答

案是加大推载力和实现可重复发

射。和几十年前培育新兴产业发

展不同，当下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为底层逻辑的新质产业，必须依赖

民用商业的标准化、开放式、大批

量之优势与特点，结合中国庞大消

费市场优势，才能极大地摊薄其发

展成本并一举突破和超越其他国

家的限制与封锁。因此，海南当下

应着力谋划民用航天发展的后半

篇文章，即：依托商业发射场这个

硬件基础和自贸港政策加持，实现

火箭载力突破与可重复发射以及

卫星应用与维护，探索民用商业模

式。如此，才能牢牢把机遇抓在手

中。

把海南的产业结构转型与国

家的发展战略牢牢绑定在一起，把

自贸港的功能建设与民族复兴大

业牢牢绑定在一起，这就是海南当

代的文化新使命和对“两个结合”

的新实践。

作为集贸易、投资、金融等领

域开放创新于一体、构建新发展格

局和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综合

改革的“试验田”与“排头兵”，自贸

区特别是海南自贸港需要实现“国

际规则国内化、国内规则国际化”

的“转换器”职能。综合来看，低

（零）碳经济和数字经济应是海南

积极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促进自

身高质量对外开放最有优势和潜

力的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海南时

曾说：“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

最强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海南

省委相应提出打造“清洁能源岛”，

并在碳达峰、碳中和方面走在全国

前列。由此，海南也应把“碳竞争

力”作为海南自贸港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的“第一品牌”。这就意

味着，海南不仅要把低碳发展作为

全岛经济发展的“底色”，而且要利

用自然禀赋优势、开放制度优势、

产业结构优势，增强自身低碳经济

计算能力、转换能力和市场交易能

力。

碳排放权就是发展权。能源

碳权不仅是发展权，更是掌握如何

发展的话语权。学术界把能源碳

权解释为掌握能量产品含碳量的

计算方法以及话语权，由此在低碳

经济秩序中形成相对权力。

在传统能源正让位于新能源

崛起、传统资源正更替为数据与算

力的新时代，全球正进入一个以掌

握低碳经济话语权和数据算力能

力话语权为标志的新经济秩序时

代，低碳零碳和数据算力将成为支

配发展的新驱动源。据统计，到

2021年，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中，

中国企业已占214席，营收占比超

过全球新能源企业总营收四成；其

中全球光伏企业综合排名前20强

中，中国企业占据18席；全球新能

源汽车销量榜前20强中，中国企业

有8家。在此背景下，海南可以凭

借自然禀赋与自贸港优势，以及占

据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交汇点的区

位优势，打造“全国碳竞争力最先

进地区”。

2023年，海南“破冰”全国首家

游戏出海，这不仅意味着自贸港

“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政策正在海

南落地，而且也为海南数字服务贸

易、数字经济拓出一条新路。

比较新冠疫情前后的中美经

贸关系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贸

易还是投资、金融关系，中美两国

脱钩趋势都在扩大。但与此同时，

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却呈逆

势前行，特别是RCEP正式生效为

推动亚洲一体化提供了新动能。

RCEP对海南的影响有两方面：一

方面因减免大部分商品关税而造

成海南自贸港“红利”相对“缩减”；

但另一方面，其背后数字经济飞速

发展和相关规则亟须完善的现状，

恰有利于海南真正发挥自贸港“规

则转换器”的核心作用。自2019年

坚定不移推进海南高质量对外
开放步伐，积极对标国际高标
准经贸规则，履行好海南建设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自贸港的开
放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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