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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实现与RCEP规则、粤港澳大

湾区政策衔接，并由此形成海南自

贸港与东盟及粤港澳大湾区绿色

发展合作的政策与制度。

海南自贸港的某些具体政策

要与RCEP、粤港澳大湾区对接。

推动所得税政策对接。建议允许

在海南设立面向东盟区域性总部

企业的相关人员，在东盟国家开展

商务活动的时间视为在海南居住

时间，享受最高不超过15%的个人

所得税政策；借鉴粤港澳大湾区先

进做法，提高海南自贸港所得税政

策便捷度；利用海南自贸港对外直

接投资所得税政策，吸引广东相关

企业在海南设立“走出去”总部。

推动原产地规则衔接。争取

将30%的增值范围扩大到RCEP整

个区域（包括大湾区）；争取把海南

加工增值比例从30%缩减为20%；

争取实现从部分原材料累积向完

全累积过渡。

推进向香港的制度型开放。

建议率先在海南将港澳资本视为

内资；在商事领域，允许企业自主

选择法律适用范围；引进香港的国

际仲裁机构与相关制度安排；扩大

海南对香港金融、法律、医疗等领

域人才的单向认可范围，支持香港

人才在海南、广东经备案后自主开

展相关业务。

加快建立面向东盟的市场体

系建设。建立面向东盟的绿色经

济交易市场。建议与香港合作建

立面向东盟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建

立面向东盟的绿色技术交易市场。

例如，对标国际标准，加强绿色技

术分类、筛选、评价、认证等相关研

究，形成“技术+金融+应用”的绿色

技术交易模式，积极向东盟推广我

国优势绿色技术。

建立面向东盟的蓝色经济交

易市场。建议合作建设面向东盟

的海产品采购交易市场。依托“零

关税”政策，发挥港澳金融等服务

体系发达的突出优势，探索在海南

等地谋划建设面向东盟的海产品

采购交易中心，主动扩大对东盟的

海产品进口；合作建立以能源为重

点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支持在

海南建立天然橡胶、农产品、石油、

天然气等国际大宗商品交易所，为

东盟国家提供交易、交割、定价、结

算、风控等一站式服务；建立面向

东盟的蓝色债券交易市场。合作

发行面向东盟的以人民币计价的

蓝色债券。

建立面向东盟的数字货币交

易市场。建议以海南生态软件园

为载体，与香港合作在海南建立面

向东盟的数字金融市场；支持海南

利用区块链等技术开展数据确权、

数据认证、数据定价、数据监管、数

据交易、数据安全等标准规则制

定，打造面向东盟的数据定价交易

服务中心。

推动海南自贸港绿色发展的

体制创新。按照“全岛一个大城

市”的要求推进绿色发展的体制创

新。建议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南自由贸易港法》，推进行政区划

体制创新；按照“全岛一个大城市”

要求，推进绿色发展的基础设施统

一、绿色产业布局统一、城乡生态

环境保护统一。

按照陆海统筹的要求实现生

态环境保护的体制创新。建议统筹

全岛海洋经济发展。例如，成立省

委海洋发展委员会，重点协调解决

跨区域、跨部门海洋资源开发与保

护的重大问题，协调各方利益，实现

各市县错位发展；统筹陆海生态环

境保护执法。完善政府主导的海洋

强省建设协调机制，协调解决海洋

资源开发与保护的重大问题。

推进绿色发展人才体制机制

创新。加快吸引国际高端教育科

研机构进驻海南。建议所有国际

国内重点科研、教育机构进驻海

南，均享受与本地同类机构相同的

政策待遇。建议把海南某些高校

的新校区交给海内外名牌大学来

办。目前，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

试验区师生总人数为1970人；而香

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在校生万余

人，未来几年计划达2.5万人。

全面放开绿色发展的职业教

育与培训市场。建议取消绿色职

业教育领域的限制措施，吸引全球

优质教育机构在海南独资、独立开

设绿色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服务。

在海南建立面向东盟的绿色发展

能力培训中心。开展关于绿色经

济、蓝色经济、数字经济的专题培

训，并开发专门教材。在海南建立

面向东盟的绿色发展推广中心。

全面实施绿色发展项下的人

才单向认可制度。例如，制定实施

针对港澳、欧盟等地区的绿色能

源、绿色科技、生态保护、绿色工程

等领域的人才单向认可制度。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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