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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

11 月 3 日，150 余家大型跨国企业的 200 多

名代表应邀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罕见地由

执政党的一个机构———中联部，而不是政府

的一个机构举办。

11 月 4 日，国家发改委就《外商投资产业指

导目录》 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大幅缩减限制

外商投资产业条目，从 79条减少到 35条。

11 月 5 日，APEC 会议在北京启动，中国以强

大而开放的姿态寻求着更有利于自身发展和世界

未来的世界经济秩序。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实习记者 李致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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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一周岁生日刚过，市

场便有消息称第二批自贸区有望于

近期获得批复。 而在一片热议声中，

天津自贸区似有呼之欲出之势。

据了解，天津自贸区有望成为北

方第一个获批的自贸区，因此天津自

然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企业报》记

者在调查采访中了解到，尽管天津自

贸区尚未正式获批，但在企业层面已

经成为炙手可热的概念，不少企业向

记者表示，期待天津自贸区能为企业

带来更大发展空间。

迹象表明可能

早于广东福建获批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第二

批自贸区有望于近期获得批复，除天

津外，福建、广东也可能在第二批自

贸区名单里。

而作为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和

航运中心，天津一直是第二批获批自

贸区呼声最高的地区之一。 这意味

着，早在上海自贸区成立前就向国务

院提交自贸区方案的天津，很可能要

挽回“起大早赶晚集”的遗憾。

据了解，一位接近天津市政府的

人士近日向媒体证实，天津自贸区申

报已经获得各部委原则通过，目前只

等国务院最后批准。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

家胡星斗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分析称，从目前来看，第二批

自贸区中天津获批的呼声最高，“天

津自贸区可能会早于广东自贸区获

批”。

在天津上报的新版方案中，天津

自贸区按功能分三大块，即东疆保税

港区、天津港保税区和滨海新区中心

商务区，而东疆保税港区又是其中的

核心区域。

11 月 3 日，《中国企业报》 记者

来到了天津东疆保税港区二期联检

大楼现场采访。 记者发现，前来这里

办理工商业务的企业络绎不绝，现场

非常繁忙。

一位已经在自贸区落户的文化

类企业负责人则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直言，选择落户在东疆保税港区就

是冲着天津自贸区来的。“能够和国

外优秀企业接触，甚至是合作。 新的

政策、新的市场和新的客户的组合将

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

这位负责人说。

专家：天津自贸区

应体现“天津特色”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一位工作人

员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我们

每个月核发的营业执照有 120 家左

右， 高峰期能够达到 160 家左右，并

呈现增长趋势，而大型企业和中小型

企业的数量也比较均衡。 ”

该工作人员还向记者透露：“入

驻这里的企业以贸易、物流和融资租

赁为主。 其中贸易类最多，但融资租

赁是重点和亮点。 ”

一位正在办理工商手续的融资

租赁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选择在

这里落户，首先是港口的区位因素形

成了对融资租赁业务较大的需求；其

次是融资租赁行业在国内起步较晚，

而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是国内较早探

索该行业的区域，经验丰富，配套措

施齐全，并且已经形成了相应的产业

集群；另外就是优惠政策也比较多。”

有报道称，天津自贸区在发展方

向上，将借鉴或复制一些上海自贸区

的经验，比如天津自贸区也将设有负

面清单。此外，还将突出金融创新，并

力争在融资租赁、口岸管理、行政审

批、行政效率等制度创新方面有所突

破。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

院长桑百川认为，上海自贸区在制度

创新中所取得的经验，都可以在天津

自贸区进行复制。比如工商注册登记

上进一步的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实行

贸易便利化等。

在东疆保税港区实地采访中，一

位正在办理工商手续的贸易类外资

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这里具有

外贸类企业发展的区位优势， 免税、

减税的政策也比较吸引我们，而且这

里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非常高。 另

外， 对于自贸区的传闻也是更加真

切，赶早不赶晚嘛。 ”

桑百川同时认为，上海自贸区和

天津自贸区应有差别，天津自贸区在

几大功能区的分类上，互补合作的机

制可能更完善，对于辐射整个环渤海

地区将会发生更大的作用。

胡星斗也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表示，天津自贸区除了保留上海自贸

区可复制的方案以及发挥融资租赁

业务功能为重点外，还应该与上海自

贸区有所区别。

胡星斗指出：“天津与上海不同，

天津是一个生产中心，因此天津自贸

区更应该在生产、运输、仓储、贸易便

利化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

“天津自贸区需要体现为生产服

务，为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服务

的特点。 ”胡星斗说。

天津自贸区未批先热

贸易和融资租赁渐成“名片”

第二批地方自贸区即将获批的

消息， 让各地申报自贸区的热情被

进一步点燃。 据了解，四川成都、安

徽合肥、宁夏银川、辽宁沈阳等地正

纷纷着手设计自贸区方案。 那么，如

何看待自贸区热这样一个现象？ 自

贸区究竟该有怎样的运作机制？ 建

设自贸区的风险在哪里？ 又该如何

防范？ 对此，《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了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协会理事

长吴维海。

《中国企业报》： 如何看待自贸

区热这样一个现象？

吴维海： 自贸区热一方面体现

了各地要扩大开放的信心和勇气。

各地积极争取自贸区建设， 主要目

的是通过自贸区的设立， 探索改革

经验，争取国家政策，突破发展的政

策制约， 提高外资引进的规模和效

率，同时，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和质量。

但另一方面， 很多地方仍然以

为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本身就是为

了争取优惠政策。 比如，自由贸易区

一般具有企业经营自由、 货物流动

自由、人员进出自由、金融外汇自由

等基本特征； 而政策优惠更是包括

土地使用优惠、 区内加工制造的产

品免缴增值税等。 但我认为争取优

惠政策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但不是

唯一的方面。 一般来说，国家和地方

政府会给予一些优惠政策， 这对于

完善、优化自贸区的投资环境，聚集

优势产业和技术， 吸引人才等是非

常有利的。 但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争

取优惠政策的想法， 就可能会误导

自贸区的发展方向。 它不应该仅仅

是一个政策优惠区域， 更应该是体

制创新的区域， 深化改革开放的特

殊区域， 应创造深化改革开放的经

验， 从而最终在全国能够得到推广

并规范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 最终

对当地的产业转型、品牌提升、资源

整合、 土地开发等都要有积极的带

动与促进作用。

《中国企业报》： 您觉得自贸区

究竟该有怎样的运作机制？

吴维海： 我认为自贸区的管理

机制创新应该对原有的管理模式和

发展思路带来新的启发和新的提

升，与此同时转变与拓展地方政府、

企业管理者的视野和理念。 企业通

过自贸区业务与项目落户， 积极引

进外部投资者， 可以优化已有的管

理思路和机制，提高管理效能，改进

市场运作模式，提高综合竞争力。 政

府通过自贸区设立， 有助于更好地

运用手中的权力， 为地方经济发展

做出积极的贡献。

《中国企业报》：在您看来，上海

自贸区存在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 这些经验如何在其他自贸区复

制？上海自贸区又存在哪些问题？其

他地区的自贸区如何避免这些问

题？

吴维海：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将对

贸易物流、加工制造、配套服务设施、

基建地产等行业产生积极影响。其他

经济区可以借鉴上海自贸区的实践

经验，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

物流业的发展；而上海自贸区的建立

将为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推

进作用。 从产业结构优化来说，上海

自贸区的成立有利于长三角地区产

业结构的优化，提升第三产业的发展

水平。 同样，各地区应该研究上海自

贸区的发展经验， 调整产业结构，优

化产业布局，进行招商引资等政策设

计与资源匹配，提高产业发展的效率

和质量。 此外，上海自贸区对未来自

贸区在全国大范围内的扩大提供模

板式的法律构架、政策规范和运作流

程，将促进新一轮基于改革红利的中

国经济增长。

但是上海自贸区也存在产业政

策出台不够全面、 产业聚集的技术

含量和总体规模以及金融改革的品

种和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自贸区

政府和企业创新思路和做法不够丰

富等问题。 （下转第六版）

吴维海：别让自贸区成为获取优惠政策的幌子

本报记者 王莹

11月 3日，天津东疆保税港区二期联检大楼内，来办理业务的企业络绎不绝。 实习记者 李致鸿 /摄

对话

一年来， 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发起的反垄断、 反腐败调

查，被更多地理解为针对外企，外企在中国的发展压力也普遍

增大。 一片质疑充盈着业内外：跨国企业来华投资的“黄金时

期”是否已经结束？

被作为对外开放“温度计”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于

１９９５ 年首次发布，以法规形式对外公布鼓励、限制、禁止外商

在华投资的产业领域。之后迎来了中国对外资开放的“黄金十

年”。

外企首次走进中联部吹风会

这是中联部首次直接向外企“吹风”。

当天，外企们挺给面子，包括知名跨国公司微软、大众、高

通、诺基亚、西门子、沃尔玛、迪士尼、索尼、三菱等，到场的大

都是驻京代表，也有人专门从外地赶来。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走进中联部， 感到既陌生又

好奇。中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如此强调法治？将出台哪些具

体措施？ 他们对此十分关注。

一名外企驻华代表对记者表示，收到报名通知后很好奇，

相比政府部门，执政党的机关举办的类似吹风会，可能更具战

略性和全局性，希望能在这里获得理解执政党政策的“核心消

息”。

会上，外企代表提出政府监管、改革发展模式、建设法治

国家时间表、产权保护如何破题、公平和效率如何平衡等一系

列问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表示，今后大的

改革都将由立法主导。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外企

对中国经济发展日益重要，去年外企对上海 GDP 的贡献率已

达 21%。

国际纸业公司副总裁闫春林向记者指出，大的法治环境

对外企发展非常重要，市场如果更规范、公正、透明和有序，

企业就有更稳定的发展环境和预期， 长期利益才得以保证。

开放得到法治的保障，外商投资的“黄金时期”就至少还可延

续 20 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说，过去 ３０ 多

年，外资企业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经

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国发展了，资金充裕了，但不会因

此排斥外资企业。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拓展经济

增长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

动，客观上仍然需要引资、引技、引智，最终实现以开放促改

革、促转型、促发展。

“温度计”最大一次“跳表”

只是巧合，“吹风会” 后的第二天，《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

录》第 ６ 次修订稿开始征求意见。缩减限制外商投资产业条目

做了史上最大一次改革，像是“温度计”一次大幅“跳表”。

发改委指出，这次修订的目的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

以积极主动扩大开放、转变外资管理方式、调整和优化经济结

构、进一步增加透明度为原则，大幅缩减限制类条目，放开外

资股比限制，重点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

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以开放促改革，加快培育参与和

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修订后的目录鼓励外商投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

造业、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鼓励外资在研发

环节投资，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 同时，所有外资股

比规定原则上都要在目录中列明， 允许类项目不对外资进行

股比限制。

（下转第十六版）

外企的两天

和他们的时代

实习记者 李致鸿

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