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NOMICRELATION S
F

PRACTICE IN

REIGN
ANDTRADE

doi:10.3969/j.issn.1003-5559.2022.08.003

纵论自贸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加快自贸区体制机制

创新有助于推动安徽经济高质量发展。2020年9月

24日，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安徽

自贸区”）正式揭牌。根据安徽省商务厅公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2021年安徽自贸区实现进出口1540.7

亿元，FDI 达 8.7 亿美元，分别占全省的 22.3%和

47.4%。由此可见，安徽自贸区建设成效十分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中美贸易摩擦、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的外围压力，以及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加快

的内在挑战，如何完善安徽自贸区体制机制、进而

构建更高水平开放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

此，为全面深入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本文基于新发

展格局的时代背景，采用SWOT方法深入探讨安徽自

贸区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的可行性，从而为推动安徽

自贸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一、文献综述

自贸区体制机制创新是指自贸区在营商环境、

监管制度、产业布局等方面所做出的制度改进和优

惠措施（张绍乐，2020）。目前，国内关于自贸区体

制机制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关于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丁宏（2020）认

为现有自贸区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法律保障制度

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为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贸

易竞争局势，未来自贸区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充分

赋权赋能，促进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为了适应新

发展阶段的需要，尹晨（2019）认为上海自贸区应当

进一步扩大制度性开放，在公共产品供给、监管方

式改进、营商环境改善等方面发挥出示范效应。河

南自贸区是典型的内陆自贸区，刘烨（2018）认为应

当借鉴国内发展成熟的自贸区的先进经验，围绕

“放管服”改革，推广智慧通关、多式联运的监管模

式，采取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商务纠纷解决机制。

优化人才服务是自贸区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举

措。对此，唐擎和吴华（2019）认为国内现有自贸区

在人才引进和人才保障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如经费支持、配套服务等措施，但对人才培育和发

展的重视不够。

其二，许多学者探讨了如何优化自贸区的营商

环境。徐明强和董大海（2020）选取2018年底前成

立的中国四个自贸区为研究样本，通过编码分析发

现腹地经济对自贸区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另外

应当注重发挥软环境和科技创新的正向影响。刘

祺和马长俊（2020）认为改善中国四大自贸区营商

环境的关键在于简政放权，明确政府职能边界，不

断优化商事登记程序和投资审批流程。就上海自

贸区来说，龚柏华（2014）认为应当建立高效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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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和法治体系，持续提

升政务服务质量。

其三，许多国内学者探讨了自贸区的产业发展

问题。赵亮（2021）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研究认为

自贸区不仅能够通过贸易开放、制度变革等中介路

径来推动本地产业结构升级，而且能够通过溢出效

应影响周边城市的产业布局。此外，多数使用实证

计量的方法来验证自贸区对产业发展的政策效

应。上海自贸区设立之后,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具

有重要影响，聂飞（2019）采用DID方法，研究发现上

海制造业结构逐渐趋向合理化。邓慧慧等（2020）

运用反事实估计法，分析发现由于各自贸区的资源

禀赋和外资条件具有差异，因而其对当地产业升级

的促进效果不尽相同。金泽虎和袁浩（2021）运用

DID方法，分析发现沪津闽粤四大自贸区的成立有

效推动当地融入“双循环”发展格局。

综上所述，已有学者对自贸区的制度创新、营商

环境以及产业发展等问题进行多方面的探索，这为

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然而，在新发展格

局下，关于安徽自贸区体制机制创新的研究仍然缺

乏。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贸易竞争环境，安徽省应

当如何加快自贸区建设，明确具体的战略方向和建

设重点？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推动安徽省更高水平

开放具有深远意义。

二、安徽自贸区开展体制创新的SWOT分
析

2022年3月，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国

（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标志着自贸区进入

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有必要就安徽自贸区如何

开展体制机制创新进行SWOT分析，从而更好地研判

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一）优势分析(Strength)
1.政府重视程度较高。安徽自贸区按照统筹管

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建立精简高效、权责明晰的行

政管理体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

体来说，自贸区现已建立高规格的工作推进机制，

成立由省委书记、省长任组长的安徽自贸试验区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合肥、芜湖、蚌埠三个片区均成立

管理机构。其中，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和统筹协

调自贸试验区工作，研究决定自贸试验区建设发展

的重大事项，其办公室设在省商务厅，而片区管理

机构主要负责推进片区改革试点工作和承担片区

的建设、管理与服务等具体事务，由所在地市政府

负责片区建设。

2.政府服务水平较好。近年来，安徽省政府不

断加大改革力度，努力营造“四最”营商环境。根据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公布的调查报告

显示，2021年安徽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总

体指数为91.02，位居全国第四。2021年1月，芜湖

片区于设立安徽自贸区首个综合服务中心，并入选

安徽自贸试验区第一批标志性建设成果。由此可

见，安徽自贸区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3.营商环境有所改善。安徽自贸区自建立以

来，始终坚持需求导向，以扩大内需为基点，对照国

际高标准，不断探索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措

施，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合肥片区为例，

为全链条保障并提供专业的涉外商事法律服务，合

肥片区与安徽省贸促会等机构进行深入合作，于

2021年11月建立全省首个国际商事法律综合服务

中心，为自贸区国际仲裁、涉外商事等业务服务，这

一举措极大优化了自贸区的营商环境。

4.经济实力明显提升。安徽地处长江三角洲，

处在生产、配送等业务的枢纽地带，近年来经济一

直保持着稳定快速的增长，且发展重心正逐渐转向

第三产业。2020年，安徽自贸区三个片区城市的

GDP 总和达 15882 亿元，相比于 2016 年分别增长

53.3%，三次产业结构比为4.71：39.05：56.23，表明

服务业成为拉动园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此外，

自贸区自主创新能力较强，从专利申请授权数来

看，2020年安徽自贸区的数值为58795件，相比于

2016年增长85.79%。总之，安徽自贸区经济发展实

力不断增强，这成为其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的间接优

势。

（二）劣势分析(Weakness)
1.要素配置效率有待提高。虽然安徽省拥有较

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合理配置资源要素的体制

机制方面仍存在许多潜在问题。在劳动力资源分

配上，安徽自贸区劳动力结构与实际用人需求存在

较大的结构差异；在土地资源分配方面，自贸区的

用地空间十分有限，在要素保障不足的情况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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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制约园区经济发展；在投融资方面，自贸区的市

场机制不够健全，所提供的金融产品缺乏多样性和

针对性；在新兴产业扶持方面，自贸区的配套服务

能力也有待增强。

2.产业协同机制有待改善。近年来，安徽省的

产业结构层次不断增强。然而，与沪苏浙自贸区相

比，安徽自贸区所拥有的中国百强企业较少，产业

链条不够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较弱。在装备制造

业方面，安徽自贸区所拥有的重大技术设备较少；

在产业数字化方面，安徽自贸区也存在很大的提升

空间。此外，安徽自贸区不同片区之间存在一定的

重复建设现象，产业协同互补性较差，这些问题需

要在自贸区开展体制机制创新的过程中加以改善。

3.对外开放体系有待完善。随着交通基础设施

的改善，安徽省的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但是与沪

苏浙地区相比还存在差距。例如，2021年安徽自贸

区FDI达 8.7亿美元，而同期上海自贸区（浦东）部

分的 FDI 就已达 103.73 亿美元，二者差距十分显

著。在对外贸易方面，安徽自贸区的贸易对象主要

是美国、新加坡等，外资来源不仅过于集中，而且他

们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对科技行业

和金融业的投资比重较低，这些因素不利于自贸区

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机遇分析(Opportunity)
1.国家战略支持。内陆开放是当前国家改革开

放的重点战略，无论是2004年提出的中部崛起政

策，还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以及2015年提出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抑或

是2018年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战略，安徽省均是受益省份之一。作为中国的内

陆开放新高地，安徽自贸区的发展将拉动内陆市场

和沿海市场的经济联系，凭借自身的科技创新优

势，在汽车、钢铁、化工、煤炭、电力等领域开展国际

产能合作，依托中欧班列等方式，促进本土企业积

极融入国际大循环。

2.可借鉴经验多。为了全面提升安徽自贸区的

联动发展水平，需要做好园区改革试点经验的复制

推广工作。根据《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专项

推进行动计划方案》的要求，“学习借鉴沪苏浙和中

部地区自贸试验区经验”。事实上，作为国家设立

的第6批自贸区，安徽自贸区可学习借鉴的经验较

多，因此，需要做到因地制宜、因企施策，从而更好

地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

3.承接产业转移。由于工人成本上升、土地租

金提高等原因，许多江浙沪地区的企业正向中部地

区进行有序转移，而安徽自贸区在其中起到重要的

承载功能，特别地，蚌埠片区受益于宁波的结对帮

扶，这将有利于带动当地的产业转型和消费升级，

并最终推动国内大循环的进程。根据总体方案，安

徽自贸区三大片区将聚焦不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伴随着这种差异化发展，生产要素会在不同城市间

进行分工与协作，并产生规模经济效应。

（四）挑战分析(Threat)
1.招商引才制度不够完善。截至目前，我国已

设立了21个自贸区，在招商引资方面，安徽自贸区

可能会遇到不小的竞争压力。此外，高端人才是自

贸区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而与沪苏浙自贸区相比，

安徽自贸区在创业环境、工作待遇、住房保障等方

面仍存在许多不足，这可能导致本地人才的进一步

流失。对此，应设置专门机构，统一协调好园区的

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工作，并完善相应的配套服务

和制度改进。

2.法律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纵观国内外发展较

为成功的各类自贸区，均需要有完善的自贸区相关

法律方案的支持。当前情况下，尽管安徽自贸区已

出台一些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但政策实施的精准

性有待增强。为了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市场环境，

安徽自贸区应当借鉴上海自贸区的发展经验，建立

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并做好相应的宣传推广工

作。

三、推动安徽自贸区体制机制创新的对策

建议

通过上述SWOT分析可知，安徽自贸区在开展体

制机制创新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面临着

诸多挑战。对此，本文从管理体制创新、贸易制度

创新、金融政策创新和片区联动发展四个方面来提

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从而为实现安徽自贸区高质量

发展提供参考。

（一）加强制度创新，探索高效管理体制

为弥补政府单一管理部门的管理局限，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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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典型自贸区管理经验，如爱尔兰香农自贸区的

政企联合管理模式，自贸片区管委会要转变服务职

能，完善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贸

易环境，企业则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统筹规划、招商

引资，提高自贸区内企业经营的灵活性。在管理主

体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

主体作用，通过负面清单制度和专业化资历机构，

探索形成适应市场的高效管理体制。

（二）改善营商环境，加强贸易制度创新

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提高市场主体的创业热

情。对此，一方面要努力打造公平公正、服务高效

的一流营商环境，例如，合肥片区可依照国际商事

法律综合服务中心，开展自贸区国际仲裁、涉外商

事等业务，芜湖片区可依托自贸区综合服务中心，

为企业提供“管家”式定制化服务，蚌埠片区可推广

“一网集成”模式，简化企业开办涉税业务的流程。

另一方面，要加强贸易制度创新，鼓励企业发展数

字贸易、云贸易等模式，推广洋山港-芜湖港的“联

动接卸”新模式，优化芜湖港的进出口海关监管流

程，进一步提高口岸管理效率。

（三）突出金融支持，促进科技金融融合

安徽自贸区应当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探索多样

化的科技金融服务模式。一是要大力培育数字金

融业态。可参照上海自贸区做法，通过建立金融服

务平台来拉动产业投资，凭借数字化建设，实现线

上招商。二是要加快金融业深度开发，适度放宽外

商在安徽省内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鼓励社会资本

按照市场化原则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为自贸区

科技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三是要完善相应的金融

保障制度体系，可参照浙江自贸区做法，对跨境人

民币结算、企业境内外融资等业务给予必要的政策

保障。

（四）强化产业关联，促进片区联动发展

安徽自贸区要立足于三个片区的产业基础，探

索形成产业关联、片区联动的发展模式。一是要推

动区域协同创新，可借鉴浙江自贸区做法，促进自

贸区与联动创新区的协同发展，破除区域之间的要

素流动障碍。二是要加快产业协同创新，三个片区

政府在相同的基础产业上制定协同发展的政策，重

大优势产业集群，允许产业资源跨区流动。三是要

加强人才协同创新，不仅要加强片区之间、自贸区

之间的人才互动交流，还要利用好中科大、合工大

等校友资源，加强培育并举，推进校企合作，从而最

终推动安徽自贸区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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