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政策制度设计。强化“信用+智慧”监

管创新，在打击走私等方面推动跨部门

信息共享、监管联动，实现高效精准协同

监管。

12.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高标准

经贸规则，更好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政

策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叠加

效应，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

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通

关便利等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

准相通相融，有序扩大海南自由贸易港

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

场等对外开放。建立健全同国际通行规

则相衔接的合规机制、符合国际惯例的

补贴体系，完善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

机制。积极参与服务贸易国际标准制定

和实施。在知识产权保护、动植物新品

种保护、地理标志等方面，加强与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交流合作，推动更多海南产

品纳入中欧地理标志互认目录。落实好

海南省对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先

行先试任务举措，加快推进电子单据、电

子签名互认等试点。扩大暂时进出境修

理、再制造产品进口等试点经济效益。

13.优化升级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制度体系。强化海南自由贸易港贸易政

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推动优化

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免关

税、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

单）等贸易政策。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与海关智慧监管平台互

联互通。完善鼓励离岸新型国际贸易发

展政策。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

打造国际邮件快件“境内海外仓”。

探索更加安全、便利、高效的内外资

准入协同模式。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外

商投资条例。推动扩大《鼓励外商投资

产业目录》（海南省目录），推动缩减海南

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持续优化海南自由贸易港

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落实全面取消

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引进、培

育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外资项目，打造

“投资自贸港”品牌。优化外商投资环

境，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

14.促进要素跨境自由有序安全便捷

流动。建立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丰

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完善多功能自

由贸易账户体系和跨境人民币资金池，

支持开展跨境资产管理等业务创新，推

动优化跨境投融资前置环节管理措施，

支持财资中心建设。扩大跨境贸易投资

高水平开放试点优质企业名单覆盖面，

推动跨境结算便利化。支持境内外有限

合伙人投资海南。推动扩大海南免签国

家范围，拓展入境渠道，逐步延长免签停

留时间，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服务水平。

优化境外人员参加职业资格考试和认可

境外职业资格流程。深化“中国洋浦港”

船籍港制度改革，完善航运金融、融资租

赁、保险、海事仲裁等领域配套政策体

系，支持洋浦港打造区域船燃加注中心。

积极利用第五、第七航权政策，鼓励航空

公司开辟国际航线。推动出台数据出境

负面清单，扩大跨境数据专用通道场景

应用。探索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数据跨

境流动区域合作机制，深化琼港数据跨

境合作。

15.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交汇

点。提升“两个基地”“两个网络”“两个

枢纽”能级。探索实施全球资源要素引

进计划和重点国别合作计划，推进“全球

自贸区（港）伙伴计划”扩容提质，吸引跨

国公司和科技类、经济类、生态环保类国

际组织落户。利用好博鳌亚洲论坛、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平台，打造立足

亚洲、面向世界的交往、交易中心。完善

促进琼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加快

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建设，打造

南北航线的南枢纽港、东西航线的东枢

纽港，以“双枢纽港”为战略，建立紧密连

通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大洋洲、欧

洲、美洲和国内主要港口的海上航线网

络，推进洋浦港与阿布扎比港“一带一

路”姊妹港建设。优化琼州海峡“黄金水

道”和客货运输通道，建设高水平水陆交

通运输综合枢纽。加大对日韩、东南亚

等周边航线拓展力度，加强与国内枢纽

城市高频互联。

16.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

革。制定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

改革实施意见，建立一体化谋划、部署、

推进工作机制。健全“产业立题、企业出

题、人才答题、科技解题”协同机制，围绕

“4+3+3”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科技领军企

业需求集聚部署科教资源。探索“园区+

科研+教育”海南模式，依托重点园区，联

合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及科技龙头企

业创建高等研究院，做大做强大学科技

园。强化校企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关键

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和科技成果直接转化

应用。

17.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进一步调整

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支持海南大学

创建“双一流”大学，支持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医科大学等院校根据自身办学定位

和特色错位发展，对标产业发展所需人

才，优化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培养模式，

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支持行业协

会、龙头企业与高校、职业院校共建现代

产业学院、产业特色专业群、职教集团等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平台。完善普惠性幼

儿园布局规划，“一点一策”有序推进乡

村教学点撤并，优化乡村寄宿制学校建

设，支持学位紧缺的市县新建、改扩建普

通高中，提升普通高中就学比例。实施

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加快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促进基础

教育集团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

变。健全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专门教

育保障机制，探索逐步扩大免费教育范

围。支持引导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弘

扬教育家精神，深化教师评价改革，突出

教育教学实绩，破除岗位聘任“终身制”。

实施公办中小学教师优化配置改革，盘

活编制和岗位资源。推进教育数字化，

完善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建设和应用保障

五、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
制，更深层次协同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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