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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正在全力建设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

制度型开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已成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我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及加入的区域贸易协定为扩大高标准

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提供了制度基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扩大自由贸易区网络提

供了合作平台，也为我国与共建国家进一步融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了机遇。

关键词：制度型开放 自由贸易区网络 贸易协定 “一带一路”

马涛

制度型开放下扩大高标准的
自由贸易区网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鲜明标识，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以世界

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

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

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立同国际

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优化开放合作环境。

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不仅

有利于我国自身发展，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

对我国而言，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是开展国

际产能合作、全球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生产合作的

重要纽带和平台，可在深化开放的同时，深度参与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以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及提升国

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建

设不仅为全球和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发展提供了

制度型平台，也为其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自由贸易区网络不仅有利于推动各类要素在国际上

自由流动，而且能够协助构建畅通的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体系，促进我国发挥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的作用。

一、以多边贸易体制为核心构建高标
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制度型开放有利于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

贸易区网络，即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

制，建设“开放型对外贸易网络”。多年来，我国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济

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场合提出了中国方案，

贡献了中国智慧。我国不仅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压

舱石”，也是维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中坚力

量，还坚定维护了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推动建设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在当前的

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要更好地维护WTO倡导的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和多边贸易体系，应以不断深

化的制度型对外开放为引导，结合现阶段我国的物

质、制度等条件，扎实、系统地建设面向全球的高

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随着经济体量和影响力的大幅跃升，我国在参

与国际规则制定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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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外开放要致力于打造一个从器物到规则、从产

品到要素、从制造到服务、从国内到国外、从单边

到多双边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通过构建高水平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WTO倡导的贸易投资规则全

面对接，促进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

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为我国对外经贸格局打造一

个更广大的自由贸易区网络。

二、以对接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扩大
自由贸易区网络

亚洲的经验表明，区域贸易协定与全球产业链

扩展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区域贸易壁垒不利于跨

国生产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会加速全球产业链内货物与服务的流动，

而全球产业链又促进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

扩大。①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稳步

扩大制度型开放，要求我国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的

区域贸易协定（高水平的协定内容）。值得指出的

是，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对接高

标准区域贸易协定的基石与保障。

对接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更易于深度融入

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以我国加入的《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例，RCEP区域

内部已形成明确的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我国与

日本、韩国及东盟国家形成稳固的产业链分工体

系，是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路径。多

年来，日韩在区域产业链上提供高技术零部件，

我国提供中等技术的中间品和相关服务，东南亚国

家主要贡献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加工。随着RCEP实

施效果的深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韧性

越发牢固。在我国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

RCEP将进一步加快提升我国与国际市场的生产合

作和贸易流通，以更加畅通的全球产业上下游关系

促进国内大循环发展。

目前，我国正在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DEPA），主动对接高标准数字经济国际

规则，推动扩大对外开放。相较于其他区域贸易协

定，CPTPP和DEPA更加注重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尽

管两者均承认缔约方可有各自的监管要求，但均对跨

境数据自由流动持坚定支持立场，且均设立了强制允

许数据跨境流动的义务条款。我国坚持的“基于数

据主权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和数据本地化存储”主

张，与CPTPP和DEPA对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要求还

存在一定差异，可能对未来谈判产生挑战。因此，我

国还需对“数据主权”这一概念作更详细的科学界

定，以适应与国际规则对接的需要。此外，我国还需

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公平竞争、劳工、环

境、数字贸易等议题上主动与CPTPP、DEPA等协定

对接，逐步向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看齐。

三、以自由贸易协定开放升级建设高
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自由贸易协定（FTA，以下简称自贸协定）是

消除贸易壁垒的有效载体，为要素、产品和服务等

在国家间自由流动提供了综合性制度安排。不断升

级双边自贸协定是深化国际合作和进一步推进经济

全球化的路径之一，也为扩大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

区网络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我国已与29个国家

和地区签署了22个双边自贸协定，贸易额占我国对

外贸易总额的1/3左右。其中，中国—新西兰、中

国—智利、中国—东盟、中国—新加坡4个自贸协定

已完成升级。②

近年来，我国签署的自贸协定开放水平不断

提高，开放领域不断扩大。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签署

的自贸协定，在降税范围和开放部门方面普遍达到

了较高水平（刘晓宁，2020）。在货物贸易关税方

面，我国签署的自贸协定及一些升级协议达到了很

高的开放水平，不断靠近“零关税”水平，各自贸

协定的降税期也在逐步执行中（见表1）。

①  UNIDO,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China,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Vienna: UNIDO, 2018, p25.
②  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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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境服务贸易领域，此前我国在大部分自贸

协定中都是以正面清单模式进行承诺的。当前，负

面清单模式已成为国际高标准自贸协定在跨境服务

贸易领域作出开放安排的一个主要方式。2023年签

署、2024年1月1日起生效的中国—尼加拉瓜自贸协

定，是我国首个以负面清单方式开放跨境服务贸易

和投资的自贸协定。在自贸协定中主动采用负面清

单模式，有效提升了政策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可以

更好地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建设更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此外，非传统领域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近年

来签署的自贸协定中，如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劳

工、竞争政策、政府采购、透明度、跨境电子商务

和能力建设等内容。这些领域不仅是高标准贸易协

定的新议题，也是协定谈判的关键内容，更是双边

贸易协定升级的核心所在。

当前我国签署的协定覆盖面不断拓宽，涉及的

非传统领域议题也越来越多。这不仅有利于对标高

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也加大推进了辐射面更广、

对接更深入的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对

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我国自贸协定建设还

需进一步改革体制机制，从源头上改善市场预期和

营商环境、厘清开放边界和政府定位，从制度上提

升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李馥伊，2019）。推动自

贸协定升级也是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举措。

四、依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
大自由贸易区网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共建国家

倡导制度型开放和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不仅有力

地推动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给相关国家带

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发展，

促进了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截至2023年6月，我

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

表 1 中国签署的部分自贸协定开放水平及升级情况

签署方
是否
升级

货物贸易关税（最终实现零关税的
产品税目占比及降税期）

签署方
是否
升级

货物贸易关税（最终实现零关税
的产品税目占比及降税期）

中方 对方 中方 对方

中国—东盟
含 “10+1”
升级

90%~95%, ≤10 年 90%~95%, ≤10 年 中国—澳大利亚 — 96.8%, ≤15 年 100%, ≤5 年

中国—智利 含升级 98%, ≤3 年 98%, ≤1 年 中国—冰岛 — 96%, 无 96%, 无

中国—新加坡 含升级 97.1%, ≤1 年 100%, 无 中国—马尔代夫 — 95.4%, ≤5 年 95.6%, ≤8 年

中国—巴基斯坦
含第二阶
段

75%, ≤10 年 75%, ≤15 年 中国—格鲁吉亚 — 93.9%, ≤5 年 96.5%, 无

中国—新西兰 含升级 97.2%, ≤10 年 100%, ≤8 年
中国—哥斯达黎
加

— 96.7%, ≤15 年 90.9%, ≤15 年

中国—秘鲁
正在升级
谈判

94.6%, ≤10 年 91.9%, ≤10 年 中国—瑞士 — 84.2%, ≤10 年 99.7%, 无

中国—韩国 — 91%, ≤20 年 92%, ≤20 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和刘晓宁（2020）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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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①这为我国与共建

国家建设和扩大自由贸易区网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

基础和合作平台。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目标是推动共

建国家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和民心相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我国

与共建国家的发展规划和安排纳入同一框架中，有

助于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我

国参与区域经济治理重要的平台和机制。以全球化

理念引领“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区域经

济合作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韩剑 等，2017）。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可为自由贸易区网络

建设注入动力。一是通过加强政策沟通、协调，形

成统一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降低贸易壁垒，促

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二是通过推动区域合

作，建立区域自由贸易区，促进区域内国家间的贸

易往来，提升整体经济合作水平。三是通过优化贸

易结构，鼓励参与国之间的产业合作，推动高附加

值产品的贸易，提升贸易质量。

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合作重点并不

仅局限于基础设施领域，还包括能源资源合作、工

业园区和优势产能合作等。我国与共建国家充分发

挥各自的要素优势，通过扩大国际产能合作，带动

更多国家融入新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的价

值链体系（马涛，2024）。“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提

供了框架、机制、理念、原则等一系列促进发展与治

理的制度型公共产品，还提供了基础设施、装备制造

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器物型公共产品。在构建具有制

度型和器物型属性的“一带一路”价值链体系下，更

有利于扩大我国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合作空间。

五、国内自贸试验区开放有助于链接
自由贸易区网络

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建设

是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和平台。我国

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目的是在自贸试验区内部先行

先试国际经贸新规则，积累经验做法，进而在全

国推广，并与全球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紧密对

接。在制度型开放背景下，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首要

任务是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探索我国对外开放的新

路径和新模式，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累

经验。

目前，我国已建成22个自贸试验区，形成

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格

局，不断探索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2024年版“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由

31条减至29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逐步缩小，制

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服务业

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试点工作，拟允许在我国试点

城市设立外商独资医院（中医类除外，不含并购公

立医院）。因此，借助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接新一

轮高标准经贸规则，是我国制度型开放的一条重要

经验。此外，为深化贸易畅通，我国还积极扩大多

元化产品进口，发展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推

动建设海外仓，推进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贸易

大通道建设。

未来，可根据我国自由贸易区网络构建的总体

需要，对标新一轮高标准自贸协定经贸规则，持续

推进国内自贸试验区开放，在试验区内对所需的贸

易投资规则进行变革试验，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以推动实现自由贸易区网络的不断扩大和

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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