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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建设是新一轮全面开放格局下，用开放“倒逼”改革，打造中国经

济“升级版”的重要举措。新加坡成熟的自贸区建设经验和做法，对浙

江自贸区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加坡经验对深化浙江自贸区建设的启示

文 / 厉峰

自贸区已成为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资、解决就业的重

大开放平台，全球100多个国家启动建设的自贸区数量达

1200多个。2017年4月1日，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正

式挂牌，标志着浙江自贸区正式启动建设。新加坡成熟的自

贸区建设经验和做法，对浙江省自贸区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新加坡自贸区发展经验和做法

新加坡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自由贸易和港口是其

财富的主要来源。2019年新加坡商品贸易总额达1万亿新

元（约合人民币5.02万亿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3720万

标准箱，货物吞吐量约为6.26亿吨；有500多条航线连接世

界600多个港口，是名副其实的东南亚经济中心和全球重要

的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1966年国会颁布“自由

贸易区”条例后于1969年启动自贸区建设以来，新加坡自贸

区建设成为全球典范。

建设一流开放门户。新加坡是国际上重要的海运枢纽，

航线覆盖全球123个国家（地区）的600余个港口，优越的地理

位置为其发展国际贸易奠定了良好的环境基础。新加坡凭借

其优越的区位优势，与美国、日本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签订了

50余项避免双重税收的贸易协定，与占全球80%经济体量的

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有效保障了其与世界经济的连

接性。在招才引才方面，新加坡实行便利的人员出入境管理

制度，工作签证种类众多，无论是高精尖“金领”人才，还是“蓝

领”工人，都可以根据自身条件获得签证入境。在国际资金管

理方面，建立了较为宽松的国际资金监管机制，外资企业可自

由决定结算货币种类，为贸易资金流动提供了便利。

提升港口治理效能。早在1984年，新加坡就启动了港

口网站建设，为卡车运输、集装箱中转、船舶公司、中介机构

和政府部门提供货物信息实时跟踪等相关服务，港口物流效

率大幅提高。1986年宣布启动国家贸易互联网开发计划，建

设开发电子数据交换系统，1989年启动贸易网站建设，贸易

网站联通税务、海关、交通等政府部门，实现外贸服务“单一

窗口办理”，有效提升了港口贸易治理效能。新加坡建成的

集港口网站、贸易网站和码头业务系统为一体的综合信息平

台，实现货物跟踪、通关、运输各环节效率的提升，极大地方

便了货物的流通，节省了贸易成本，加之其港口作业系统自

动化程度逐步提高，自由港整体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构建一流营商环境。新加坡向来以良好的营商环境闻

名于世，在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常年位居前

列。新加坡完善的法治体系、极富吸引力的税收政策和高质

量人才保障等都为发展自由贸易提供了一流营商环境。新

加坡作为全球法律体系最完整严密的国家之一，其颁布实施

的《自由贸易区法案》《新加坡海关法》和《新加坡进出口商品

管理法》是专门针对发展自由贸易制定的法律法规，公平、透

明、稳定的法治保障，为政府依法行政打下坚实基础，极大地

促进了自由贸易发展。实施自由港政策以来，为了保持港口

活力，新加坡把关税税率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并逐渐放宽

外汇管制，集聚了大量的人才和资本，逐步巩固了其国际金

融中心的地位。

紧抓数字贸易机遇。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

成熟应用，数字贸易发展方兴未艾。新加坡是全球数字贸易

的先行者和倡导者，创新应用前沿数字技术，积极倡导国际

合作，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主导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研究

解决数字贸易壁垒和跨境支付难题等障碍。2018年成功参

与推动了《东盟——澳大利亚数字贸易框架倡议》的落地实

54

万方数据



衫
/浙江经济·2020年第05期

施，研究制定电子商务、数字货币、知识产权保护和数据管理

方面的标准和规范，同时积极与澳大利亚协商《数字经济协

议》，推动数字贸易不断发展。新加坡搭建了互联贸易平台

（NTP），强化业务整合和流程优化，驱动全行业数字化转型。

浙江自贸区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

自2017年4月浙江自贸区正式启动建设以来，自贸区坚

持改革开放、立足国家战略、对标国际标准，聚焦推进以油气

全产业链为核心的大宗商品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两大特

色任务，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取得了积极成效，改革创新成果

不断涌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但浙

江自贸区建设发展中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亟待研究解决。

改革攻坚任务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自贸区管理体制还

需进一步理顺完善，部分试点改革任务推进缓慢，改革红利

尚未充分释放。浙江自贸区建设试点方案中明确了89项重

点任务，囿于改革权限和落地实施难度大等因素，个别改革

任务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自贸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等管

理制度改革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制度创新赋能还有待进

一步强化。

开放资源整合有待进一步加强。自贸区是带动区域经

济持续发展的高能级平台，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辐射

带动作用。目前，浙江自贸区在经济体量、进出口贸易、外资

利用、对外投资、高端人才引进等方面，与国内兄弟省份的自

贸区相比还存在差距，与浙江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尚不匹配。

自贸区建设与重大项目、重大平台建设、区域一体化联动发

展等方面的互动还不够充分，对外开放资源整合力度还有待

强化。同时，浙江自贸区建设主要针对油气产业链领域进行

探索，产业单一、链条还不够长，与浙江数字经济优势产业融

合不够密切，数字经济驱动数字贸易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

自贸区开放平台建设对全省经济赋能还不够大。

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从行政管理上看，浙江自贸

区分散在舟山市各有关县区，区域边界无法清晰界定，导致

行政管理中存在碎片化现象，一些区域在事权承接上存在能

力不足，使得一些事权无法下沉，传统的行政管理范式亟待

变革，公开、透明的数字政府建设还有待加快。从制度供给

看，有利于全面扩大对外开放的人才引进、国际资金管理和

全球招商的配套政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落实。

对策建议

加快推进管理制度创新。在全面落实外商投资负面清

单等制度的基础上，逐项梳理任务清单，深化研究清单制度

改革，加快释放制度红利。细化梳理政府权力正面清单，聚

焦市场准入、开放条件、竞争规则和秩序规范，探索政府审慎

监管和权力事项公开透明运行机制，构建完善现代化市场体

系。深化研究市场主体负面清单，进一步拓展市场准入外

延，开启市场主体“法无禁止皆可为”大门，进一步释放制度

红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着力建设自由贸易中心。加快推进宁波舟山港高水平

一体化、甬舟一体化、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大湾区和大都市区

等重大平台建设，充分发挥义乌小商品市场国际分工体系中

的作用，打造面向高质量、竞争力、现代化的世界小商品之

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方向，建设国际小商品自由贸易中

心。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战略机遇期，探索与上海自

贸试验区联动机制，围绕石化特色行业，加快打造世界级绿

色石化产业集群和油气贸易储运服务产业集群，全力推进国

际油气交易中心建设，打造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整体联动发

展新格局，不断增强发展新动能。

加快推进数字化赋能。当前国际贸易已进入数字贸易

时代，应充分依托浙江数字技术创新实力和优势，抓住数字

经济发展和智能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机遇，加快建设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数字化贸易中心。充分借力杭州在数字经济领

域的实力和基础，用好用足中国和全球最大的数字贸易系统

阿里巴巴全球电子贸易平台，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推动“自贸

试验区+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积极培育对外贸易新业态新模

式，加快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贸易集群。

持续优化自贸区营商环境。建议学习新加坡贸易平台

建设经验做法，紧抓浙江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

字化转型工作机遇，加快建设开发集政府服务、口岸服务、码

头服务“三位一体”的数字化平台，大力提升自贸区建设管理

现代化水平。加快实现企业和个人“一件事”智能化办理，快

速响应高效反馈企业和个人需求，着力优化政务服务；推动

电子口岸建设，实现国际贸易全环节联结；推进自贸区数字

供应链建设，提高进出口贸易、航运物流、金融服务等领域的

数字化水平，提升面向全球资源的整合配置能力。

（作者单位：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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