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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贸区发展应借力“美中贸易摩擦”

黄建钢

关于“舟山如何发展自贸区”的沙龙举办得非常成功。

成功主要在，有企业界、行政界、理论界、实践界的朋友参

加，里面还有观旁者，甚至还有观察者。通过研讨“舟山如

何发展自贸区”的问题，我们看到了中国自贸区发展的方向。

一、中国设置自贸区是一项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布局

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和肯定到，中央设置自贸试验区是一

个具有伟大和深远战略意义的布局。随着世界贸易体系百年

领导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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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遇大变局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它的英明之处也在越来越明

显。但是，在 2013 年上海第一个自贸试验区设立的时候，

谁也未曾料想，五年以后，中美之间竟然会爆发“贸易摩擦”

直至“贸易战争”。所以，中央在这方面感觉还是非常灵敏

的。那么在“美中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又该如何发展

自贸区呢？中国所有的自贸区，包括在舟山的中国（浙江）

自贸试验区，都应该有这样一种思考：在新时代的世界贸易

体系创新、构建和运行当中，中国的自贸区到底应该发挥什

么样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总体感觉是，自贸区一直是讲

“开放”讲得多了，但是讲“创新”还是讲得少了。这是一

个很值得被关注的问题。

二、自贸区的任务应该是要在开放基础上进行创新

在现在自贸区的构建和初步建设当中，到底是“由开放

促发展”还是“由改革促发展”？

（一）“创新”是拉动自贸区发展的火车头

应该是，“既要开放，又要改革”，但是最重要的还应该

是“创新”。“创新”是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新发展理念”

第一个理念。但现实的实际情况是，“创新”概念在实际当

中慢慢地被淡化了。连自贸区——最需要创新的地方，现在

提“创新”也都很少了。这似乎也与媒体的一些提法有关。

媒体在传播对自贸区的要求上也是提“开放”多而提“创新”

少的。但“改革开放”已经 40 年了，如果再不大幅度地、

大量地和高质量地创新，“改革开放”也将没有思路和出路。

（二）突破固有之路，超前打造 3.0 版自贸区方案



现在，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现在正在搅动世界贸

易体系变化的“创新者”是特朗普。但是有一种消极的看法，

认为特朗普是在搅局。其实“搅局”是一个负面表达，它的

正面表达就是“创新”。他认为，现在的贸易体系已经不适

合美国了。那么，这个贸易体系是否还适合中国呢？实际上，

它既不适合美国，也在开始不适合中国了。现在的世界贸易

体系已经让中国由世界 GDP总量第七的位置上升到了第二的

位置，对中国来讲它已经发挥了作用。即使它以后还有作用，

那也只是一种小作用，甚至有可能还会成为“再发展”的障

碍。

因此，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认真地研究一下美国人或者特

朗普要对现在世界贸易体制“搅局”的原因和背景。重点是，

他们是怎么思考类似问题的？他们对现在世界贸易体系的

“大变局”又是如何应对和主动出牌的？如果现在从这一点

入手，那么做出来的东西就会更超前一点。比如说，现在做

自贸区基本还是以 WTO 为规则的，由此形成了 2.0 版方案。

这里建议，现在可以做 3.0 版自贸区发展方案。在做法上，

可以更加基础一些、理论一些。即使还没有课题支持，也可

以先组建团队研究 3.0 版。中国古人早就说过：“预则立，

不预则废”。要充分考虑到，如果特朗普“搅局”成功了，

我们将以何种“纸上”方案去应对？关键是，要对世界会发

生什么变化进行预测？这样才可避免出现那种刚刚建立马

上又变化的被动局面。

三、拉长创新视野，要有特色地定位自贸区的角色



以落户在舟山的中国（浙江）自贸试验区为例，尽管在

舟山的自贸区发展已有一些时间，但是舟山的优势并非能被

所有的人所认识。它的优势在哪里呢？它的优势就在于一种

全方位的开放态势上。这是由它的区域和地缘决定的。从创

新的角度看，上海的实际创新能力已经十分有限，主要表现

在开放的程度上。现在上海的开放度已经越来越低。“租界”

就是开放的一个标志。解放前，上海是有“租界”的，但现

在没有了，也不可能再有了。但对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来说，

类似“租界”的情况还是可以有的。创新历来是在“一穷二

白”的地方和阶段发生的。舟山目前还属于不发达和欠发达

的地区。舟山现在还算一张“白纸”，至多也就是一个一张

“半白纸”，还有在上面作最美最好图画的可能性。但上海

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了，而是一个已经画了好几层油画的底

板，要创新已经很困难，基本上只能是一种保持发展的状态，

至多也只是一个“开放”状态而已。所以在下一步贸易体制

的机制创新上，舟山应该要有属于自己的创新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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