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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金　姬

　　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制度创新，在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锦标赛”中继续担任“改革开放排头兵、

创新发展先行者”，这可能是对上海自贸试验区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提出的又一项挑战。

开拓者，如何继续引领全国？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

下简称“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式成立，大胆试、

自主改的创新种子自此种下。十年间，我国自贸试验区的建设

布局逐步完善，先后 6 轮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 21 个自由贸易试

验区，截至 2023 年 7 月底，涉及 21 个省份的 51 个城市和海南

岛全岛，共计67个片区。由“点”到东部“一条线”再到中西部，

并逐步实现了东部沿海、京津冀、长三角等特定区域全覆盖。

在《新民周刊》采访的专家学者眼中，上海自贸试验区过

去十年已经为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国家试验提供了“四梁八柱”

基础性的任务和制度框架。在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 302 项自贸

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中，近一半源自于上海首创或同步先行先

试，充分发挥了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作用。正如

李强总理 2023 年 7 月在上海市调研自贸试验区建设时指出的

“建设自贸试验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推

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建设 10 年来，自贸试验区发挥

了制度创新的‘头雁’效应，打造了开放发展的生动样板，推

动了重大战略的深入实施，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而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制度创新，在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

略的“锦标赛”中继续担任“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这可能是对上海自贸试验区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提出的又一

项挑战。

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已从“短跑”变成了“中长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