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体方案历经三版
2013年 3月，上海乍暖还寒，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来到外高桥保税区调研，在一个由仓库临时

搭建的办公室里，透露了将设立中国首个自贸区
的改革信号。

中国第一个自贸区怎么搞？陈波透露，上海
根据李克强总理指示做的第一个自贸区方案版

本并没有得到认同。1个月后，上海决定进一步

集思广益、“开门”办自贸区，邀请专家就上海自
贸区总体方案等展开座谈，尤其是邀请有海外留

学、智库背景的专家。时任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自
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陈波从海外攻读博

士学位归来，参加过 PECC（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
会）讨论，对国外自贸区有相当研究，成为最早一

批参与自贸区咨询研讨的专家之一。

在陈波看来，当时我国正面临着“产业空心
化”难题，人口红利逐渐降低，经济增长下行趋势

显现。更为重要的是，“正面对着来自于国际方面
的巨大压力”。2008年，美国强势加入 TPP（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对其作出根本性改革，制
定了一系列详细准入准则，要求今后加入 TPP的

国家必须全面对外开放，尤其强调金融服务的全
面开放，这对正处于经济改革深水区的中国而

言，无疑是巨大挑战。再联想到此前中国为加入

WTO所做的多年艰难谈判，虽然中国当时没有
加入 TPP，但必须在此之前先做好全面开放的准

备。而上海自贸区建设就是我国为这一准备迈出

的关键第一步，以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的重要
性与紧迫性显而易见。

“据悉，上海自贸区的总体方案一共经过了
三版，前两个版本被中央否决了，直到第三版，

90%以上的内容被采纳了。”陈波表示，第三版也
一度遭到部分中央部委的反对，担心“放得开”不

一定“管得住”、监管风险太大。最终，这些反对意

见大多数没有被采纳。于是，上海自贸区在一往
无前的改革决心中开启了破冰之旅。

负面清单正面效应
当年的网络信息远不如现在这样及时丰富，

国际经贸往来也有限，陈波关于 TPP的说法让许

多人眼前一亮。他认为，自贸区绝不仅是我国已
有保税区的简单升级版，而是一个对国内外充分

开放竞争下的特殊综合经济体。对标 TPP，上海
自贸区成立后，当务之急就是出台负面清单。

就在上海自贸区成立次日，即 2013年 9月

30日凌晨，许多人和负面清单“相伴到黎明”，盼
来了 2013版负面清单。陈波透露，2013版负面

清单主要是上海原有方案的升级，共 190项。但
出台后受到许多质疑和诟病，反映最集中的问

题就是“太长了”“开放度不够”等。因为它主要
依据当时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甚至有

些本来在目录中没有被禁止的内容也被列入负
面清单。

“但看似冗长的 2013版负面清单，迈出了关

键性的第一步，是制度设计上的一大突破。”陈波
认为，过去对于外商准入的行政审批往往根据审

批部门的“手势”，现在写入负面清单，实际上是
和国际接轨的体现，既统一“手势”，又意味着“法

无禁止即可为”的重要观念突破。
于是，在 2013版负面清单出台仅几个月后，

2014版负面清单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加紧制定。

又一次凌晨时分，“瘦身”后的 2014版负面清单
出炉，特别管理措施由原先的 190条调整为 139

条，减少 51条，调整率达 26.8%，其中实质性取
消 14条管理措施、放宽 19条管理措施，进一步

开放比率为 17.4%。
如今，当年发轫于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已

缩短到两位数。“负面清单的意义不仅在于经济
领域的影响，它对我国行政管理方式和理念也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从上海复制推广到了全国。”
现在，虽然 TPP已被“修改版”的 CPTTP（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取代，但协议仍然
保留了“全面开放、规则一致”的基本要求。如今，

由于我国有了相对成熟的负面清单，在国际市场
谈判中有了平等谈判的资本和共同的规则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负面清单的作用已经实现
了，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陈波说。

首席记者 宋宁华

    2013年 9月 29日，中国第一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
在众人瞩目中掀起“盖头”、开启中国深化改革的破冰之旅；随
即，多数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负面清单”也腾空出世。

“记得当年我还是一名从海外毕业归来的年轻大学讲师，

适逢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历史机遇， 作为专家有幸参与到前期
方案的规划研究中，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关键时刻，也
成为我这些年来深耕的研究课题。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光谷
自贸研究院院长陈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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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负面清单由长变短

超级工厂“落沪”从无到有

陈 波

华中科技

大学教授、光
谷自贸研究院

院长

得益于改革开放
2018年，浦东新区临港迎来国内首个外商

独资整车制造项目———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2019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实现当年开工、当
年竣工、当年投产。“上海工厂创下了全球汽车建

造的新纪录。”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曾在多
个场合称赞“令人惊叹的上海速度”。他还公开表

白过：“我觉得中国就是未来！”

事实证明，马斯克的判断没有错。数据显示，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运营不到两年，产量已在今

年第三季度超过弗里蒙特超级工厂。上海两大
“心脏”项目落成之日，特斯拉市值首次突破万亿

美元大关。
短短 3年时间内，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从无

到有、投资水平从低到高，反映了中国市场对外
资的吸引力。特斯拉“落沪”，也得益于中国一系

列改革开放措施的落地。

选择中国的理由
但很多人不知道，特斯拉的“落沪”也是好事

多磨。从 2016年起，项目开始前期接洽，谈判持

续了两年多。2018年初，中国政府实施进一步扩
大开放的政策措施，出台了汽车行业“放宽外资

股比限制”的时间表。这为特斯拉项目的正式签
约落地扫清了最大障碍，对特斯拉深耕中国市场

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中国向世界表明支持经济全球化、实施
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下，我们毫无顾虑地选择中

国作为特斯拉在美国之外首个拥有本土制造产
品的市场。”陶琳表示，中国的产业制造拥有极

大优势，各级政府与公众对发展清洁能源、保护
环境的目标高度统一，而上海拥有一流的区位

优势和营商环境，汇聚了来自全球的高端科技

人才，为特斯拉带来产品生产、技术研发、人才引
进等诸多便利，这些都成为特斯拉选择中国的重

要因素。

“上海速度”怎么来
短短半年时间内，实现当年签约、当年拿

地、当年启动的目标，“特斯拉样本”既创造了

大型工业项目建设的上海速度，更是积累了临
港新片区建设项目行政审批的可复制和可推

广经验。
“建成投产的速度虽快，但过程并非是一帆

风顺的。”陶琳坦言遇到过不少挑战，“工厂设立

之初，就一直面临供应链及进出口方面的各项挑
战，国家及上海各级主管部门成立了重大项目办

公室，确保项目稳步推动。”由于在各项流程的审
批过程中，行业内并没有可借鉴的相关经验，国

家及上海各级主管部门在确保合规的情况下，采
取简化审批事项、精简报审材料、下放审批权限

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简化了审批流程，并专门根

据项目情况制定专项服务清单，极大地提升了审
批效率。

加大本土化投入
如今，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线总产能大

于 45万辆/年，产品不仅面向中国市场交付，而

且完成了向汽车出口中心的转型。10月 12日，
乘联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特斯拉中国 9月份创造

出交付 56006辆车的全新纪录，环比增长 27％，
同比增长 394％。这相当于每 46秒就交付 1辆

车。同时，特斯拉还在不断加大产品、充电、服务

等方面的研发及建设投入，“双中心”的落成不但
推动特斯拉步入全新的中国本土化进程，也为行

业提供了本地化人才培养范式。
“过去两年时间里，特斯拉在中国形成了日

渐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我们的零部件 90%

以上来自中国，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超过 99%的

员工是中国人。特斯拉上海工厂能够取得这样的
成绩，最离不开的就是中国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对

外开放政策。”面对未来，陶琳表示，特斯拉将不
断加大在华本土化投入，推动更多技术革新

和生产流程优化，进一步推动能源清洁化

转型，助力中国“双碳”目标早日达成。

本报记者 杨欢

    日前，特斯拉上海研发创新中心和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数据中心同时宣布建设落成并投入使用。 消息一经发出，受
到多方关注。 上海研发创新中心是特斯拉首个设立在海外、

以整车开发为基础的研发中心；数据中心的落成，则意味着
所有特斯拉中国业务数据将储存在中国境内。 特斯拉官方发
布的文章《特斯拉的“中国信心”》中提到，两大“心脏”项目的

落成是特斯拉中国化进程中递交的新答卷。 文中称：“中国和
特斯拉，挺搭的！ ”

恰逢中国“入世”20周年，本报独家专访特斯拉全球副
总裁陶琳。 她讲述了特斯拉选择上海的原因，回顾了上海工
厂的建设历程，并透露下一步特斯拉持续推进本土化的具体
举措。

陶 琳

特斯拉全
球副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