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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13年9月 29日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 上海自 贸区

的成立 ，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既是中国提高开放型

经济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新一轮开放倒逼改革 ，以深化对外开放战略、

构建经济增长新框架的重要战略举措。

在其运行至今的这段时间里，上海自 贸区致力 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促进投

资领域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 、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以及完善法制领

域的制度保障 ，体现了中国政府进一步实施自由贸易发展战略的导向。

当前，WTO受到严峻挑战，多 边谈判举步维艰。 放眼全球，国际贸易规则的

谈判 ，已由贸易领域向投资领域扩展，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正呈现出 多管 齐下的

态势：在多边体制领域，WTO正在推动以《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为代表的复

边谈判 ；在区域协定领域，欧美等国正在推动以 TTP和 TTIP为代表的区域自由贸

易协定；在双边协定领域，以美国 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BIT）范本为主导的高标

准投资协定正在进行谈判。 可以说，新的 、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正在形成之中。

显然 ，中国需对此未雨绸缪。 事实上，上海自贸区就是为中国参与高标准的国际

投资和贸易规则制定提供先试先行的制度创新。 为建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

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自 贸区一直在投资、贸易 、金融和行政等方面按国际化

和法治化要求来完善营商环境，探索实行适应开放型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正

在逐步推进。

为了满足广大关心 、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各界人士对自贸区法律法规的了

解和学习要求，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第五分校（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法学教研

部撰写了本书 ，供大家参阅。

樊鹏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第五分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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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贸区概述

第一节 世界范围内自贸区的发展现状

一、自由贸易区的历史发展

一般而言，自由贸易区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

通过签署协定，在 WTO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相互进一步开放市场，分阶段取消绝

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服务业领域改善市场准入条件，实现贸易和

投资的自由化，从而形成涵盖所有成员全部关税领土的“大区”。 如 ：北美自由贸

易区、美洲自由贸易区、中欧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等。 另一类是指

一个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内设立的用栅栏隔离 、置于海关管辖之外的特殊经济区

域，区内允许外国船舶自由进出，外国货物免税进口，取消对进口货物的配额管

制。 如：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德国汉堡自由贸易区、美国纽约港自由贸易区

等。 如果不做特别说明 ，本书所讨论的自由贸易区是指后者 ，即在一国国内设立

的自由贸易区。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前的萌芽和初创时期。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

自由贸易区出现在公元前 1100年左右，善于航海和经商的腓尼基人将腓尼基亚

南部的泰尔海港和北部的迦太基海港划为特殊管理区。 在这特殊管理区内政府

不干涉外国的人员和商品的自由出入并向其提供保护。 这是历史上可以追溯到

的最早的自由贸易区的萌芽。 随着国际贸易在欧洲的发展，在 13世纪，以德国和

意大利为代表的商业发达国家陆续实行了自由贸易的政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5到 16世纪，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和航海技术提高的推动下，国际贸

易迅速发展。 相应地 ，自由贸易区也有了很大发展。 1547年意大利热那亚的雷格

亨正式宣布为自由港 ，标志着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的出现。

第二阶段是 18世纪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传统自由贸易区阶

段。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版图快速扩展 ，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

都涌现出了新的自由贸易区。 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输出资本和商品的

便利，主动创设本土的自由贸易区，例如美国、德国和法国等。 1934年美国国会通

过了《对外贸易区》，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自由贸易区制度。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

义国家的压迫下，一些殖民地国家在交通便利的港口和城市设立自由贸易区以便

于对其进行资源的掠夺，例如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等。

在此阶段大约有 2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75个自由贸易区。 它们对于打破

市场分割 、疏通贸易渠道 、扩大国际贸易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这一阶段

设立的自由贸易区主要针对国际贸易的开展，属于传统的自由贸易区。

第三个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 80年代之前的快速发展期。 “二

战”以后 ，世界各国努力发展经济。 自由贸易区在各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

推动下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量的方

面 ，一个是质的方面。

就量的方面而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们的自贸区数量都有

突飞猛进的增加。 就发达国家来说，美国通过 1950年和1980年两次修订《对外

贸易区法》，促进自由贸易区的发展。 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自由贸易

区达到274个，是世界上自由贸易区最多的国家。 另一方面，摆脱了宗主国控制

的发展中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设立新的自由贸易区。 例如巴拿马的

科隆自由贸易区、智利的阿里卡自由贸易区 、巴哈马的巴哈马自由贸易区等。 就

质的方面来说，欧洲大陆的国家，例如德国、荷兰和意大利等分别对汉堡、鹿特丹

和热那亚等自由贸易区进行了恢复和重建，提高了现代化水平，扩大了范围和规

模。 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将传统的自由贸易区进行升级和改造，成了本国吸引

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桥头堡。

第四个阶段是 20世纪 80年代以后至今的深化发展阶段。 在信息和科技全

球化的推动下，世界自由贸易区不仅仅局限于“贸易”，不断地向其他领域拓展和

完善。 另一方面 ，世界自由贸易区呈现出向多功能综合化发展的趋势。 例如，香

港采取更开放的金融政策，完成了由制造基地向金融中心的转型，成为亚洲的金

融中心。 另一方面，自由贸易区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出现了专业化的自由贸易



区。 例如新加坡的肯特岗新科学工业园区，韩国仁川机场的临空自由贸易

区等。①

二、自由贸易区的比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属于狭义上的自由贸

易区范畴，这里选择香港、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美国纽约港自贸易区、德国汉

堡自由贸易区等几个典型自贸区，在功能定位 、贸易投资 、金融政策 、税收优惠、产

业发展等方面，与上海自贸区进行对比分析。

1．功能定位

（1）上海自贸区

上海自贸区是中国大陆境内第一个自由贸易区，是中国经济新的试验田，力

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 、货币兑换自由 、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

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上海自贸区的政策与经验强调复制性和推广性。

（2）香港

1841年6月7日 ，英国政府代表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宣布香港成为自

由贸易港。 1872年以来，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内涵和功能逐步扩展 ，成为全世界最

自由 、最开放也最多功能的自由港，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之一。

（3）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

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成立于1948年，位于巴拿马运河大西洋入海口处，是

西半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是仅次于香港的世界第二大自由贸易区，是拉美贸易

的集散地、转口中心。

（4）美国纽约港自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遍布美国东南西北所有区域，目前美国自由贸易区已经发展到

277个。 美国纽约港自由贸易区又称纽约港第49号对外贸易区，于 1979年由美

国国会批准设立 ，是全美自贸区中面积最大的自贸区之一，主要功能是货物中转、

自由贸易。 区外还设有若干分区，发展制造业、加工服务业。

（5）德国汉堡自由贸易区

汉堡港自由港区建于1888年，为世界上最早的自由港 ，也是欧洲典型的经济

自由区，被称为“通往世界的门户”，主要功能是货物中转 、仓储、流通 、加工和船舶

①沈开艳、黄钟等：《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上海社会科

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5页。



建造。 1994年汉堡港自由港区改建为自由贸易区。 不过，随着欧洲统一市场的不

断完善，欧盟内部大部分货物实现了免税流通。 为此，德国政府决定，从2013年 1

月起，终止汉堡港自由贸易区，所有汉堡港区内的公司将同其他欧盟关税区内的

海港一样根据同样的海关管理规定进行运营。

自贸区在亚洲兴起，尤其是上海自贸区的成立 ，吸引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而欧美则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现象：美国自贸区的数量越来越多，已发展到

277个 ，政策稳定而且开放自由。 而德国则在 2013年 1月取消了世界上历史最

悠久之一的汉堡自贸区，因为自贸区的栅栏反发而成了阻碍汉堡发展的藩篱。

实际上，这种现象背后反映的是世界贸易更加开放自由的发展趋势。 汉堡自贸区

的趋势表明了整个欧盟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更广意义上的自贸区。

2．产业发展

（1）上海自贸区

服务业是上海自贸区核心产业。 未来自贸区将以国际贸易、金融服务 、航运

服务、专业服务和高端制造五大产业为导向，提升园区服务业比重。 在临港地区

打造金融 、集中保税展示交易中心、文化贸易平台三个板块。

（2）香港

香港具有四大传统支柱产业：金融、旅游、贸易与物流、专业服务。 在大力巩

固这四大传统支柱的产业基础上 ，香港近年来积极推动文化及创意产业、创新科

技 、检测和认证、环保产业、医疗服务 、教育服务等六项有明显优势的产业的发展，

以扩大经济基础。

（3）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

主要产业为金融、贸易与物流、会展。 巴拿马是拉美地区最活跃、最成功的国

际金融中心，外资银行及分支机构密集，有一百多家国际银行；重视会展业发展，

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世界闻名；贸易物流业发达，是全球第二大转口站。 区内的经

营以轻纺、服装、工艺、日用品和家电产品为主。

（4）纽约港自贸易区

该区以围网分隔封闭，主要功能是货物中转 、自由贸易，外国货物出港。 区外

还设有若干分区，主要功能是进出口加工制造，涉及石化、汽车、饮料、制药、手表

等加工业务。

（5）德国汉堡自由贸易区

货物商业性加工、物流（货物集散转运）、船舶建造等是主业，同时金融、保险、

商贸、中介等第三产业和服务贸易发展上成效显著。



与其他几个发展相对成熟的自贸区相比，上海自贸区的产业发展还处于起步

阶段，产业战略选择清晰，但是在具体的产业政策上，在开放度与自由度上，还略

显不足 ，尤其在金融业的开放程度上，还需进一步探索推进。

3．贸易投资

（1）上海自贸区

a投资领域开放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准入前国民待遇 ，在金融服务、

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等领域全面开放，在符合相关

规定的前提下，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组织以合资形式或独立形式，成立公司

开展相关业务。

b改善自贸区内行政管理体系，使其与国际高标准贸易和投资规则相适应 ；政

府管理将由注重事先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

（2）香港

a实行自由贸易制度。 一是对进出口贸易不设置管制，除为履行国际义务

及维护香港安全原因，对贸易实行必不可少的管制除外。 二是不设置关税壁

垒 ，对一般商品的进出口均不收关税。 三是进出口手续极为简便，除少数受贸

易管制的商品需进行事前申请外，一般商品的进出口无须报批。 四是外来船舶

免办进港申请及海关手续 ，实行非强制引水 ，关检及卫检手续简便，并豁免港口

行政费。

b实行企业自由经营制度。 一是香港对外来投资项目不设任何管制，除了金

融、电讯、公共运输、公用设施及部分大众媒体等领域。 二是对本地公司及外商一

视同仁，实行少干预 、无补贴政策。 三是对企业经营进出口贸易没有限制，任何企

业只要依法注册登记，即可从事进出口贸易。 四是商品与劳务支付的价值也基本

上保持充分的自由竞争状态。

（3）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

a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货物进口自由 ，无配额限制，对进出商品控制很少，

豁免关税的范围相对较宽。 除爆炸品、枪支弹药 、麻醉品 、易燃品和其他特别规定

的商品外，一律自由进入区内，免关税。 货物进出自由贸易区只需填写一份表格。

b在巴拿马科隆自由区注册公司手续简便 、审批快。 区内设管理委员会，负责

管理以及组织本国和外国企业从事进口、展销 、制造 、装配和转口业务，为办公机

构出租和修建住房、厂房、出租地皮 、批准外国人在区内经商等。

c政策稳定，区内管理非常严密。 当地政府专门立法给予保证和优惠，投资者

有法律保障。 该区采取的安全措施也优于其他很多非自由贸易区。



（4）美国纽约港自由贸易区

a任何国外或国内的商品，除法律禁止或由管理局规定为有害公共利益、健康

或安全者外，皆可不受美国海关法的限制而进入对外贸易区。

b国际贸易活动均可在区内开展，可以存储、展示和销售、重新包装、组装、分类、清

洁、搭配国内货物进行加工。 在自贸区内，只要没有零售销售，商品可以自由买卖。

c货物进入对外贸易区不受配额的限制，无配额的货物准许进入区内暂存，待

有配额再进口，也可以无限期在区内保存，待价而沽。

d自贸区的货物可以24小时无限制通过海关。

（5）德国汉堡自由贸易区

汉堡自由港对进出的船只和货物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 ，提供自由和便捷的管

理措施，贯穿于从货物卸船、运输 、再装运的整个过程中。

a船只从海上进入或离开自由港驶往海外无需向海关结关，船舶航行时只要

在船上挂一面“关旗”，就可不受海关的任何干涉。

b凡进出或转运货物在自由港装卸、转船和储存不受海关的任何限制，货物进

出不要求每批立即申报与查验，甚至45天之内转口的货物无需记录。 货物储存

的时间也不受限制。

c货物只有从自由港输入欧盟市场时才需向海关结关，交纳关税及其他进口税。

上海自贸区选择金融等六大领域全面开放，在政策上 、条件还有一定限制，与

香港、巴拿马等自贸区的自由贸易制度安排相比，还存在一定距离。 在产品进出

的管制上，还达不到其他贸易区货物进口自由 、无配额限制的标准。

4．税收优惠

（1）上海自贸区

a实施促进投资的税收政策。 注册在试验区内的企业或个人股东，因非货币

性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组行为而产生的资产评估增值部分，可在不超过5年期

限内，分期缴纳所得税。 对试验区内企业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企业

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奖励，实行已在中关村等地区试点的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

分期纳税政策。

b实施促进贸易的税收政策。 将试验区内注册的融资租赁企业或金融租赁公

司在试验区内设立的项目子公司纳入融资租赁出口退税试点范围。 对设在试验

区内的企业生产、加工并经“二线”销往内地的货物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消

费税；可根据企业申请，试行对该内销货物按其对应进口料件或按实际报验状态

征收关税。 区内生产企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等货物免



税（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进口的货物除外）。

c积极研究完善适应境外股权投资和离岸业务发展的税收政策。

（2）香港

香港实行低税率及简单税制。

a不设置关税壁垒 ，除对烟 、酒 、甲醇、碳氢油 、化妆品等6类商品征收进口

关税及消费税外，对其他一般商品的进出口均不收关税，只征收 0.05％的从

价税。

b不征收增值税 、销售税或资本增值税，只有在香港赚取的收入才须课税，只

需一年申报企业所得税一次。

c进口机器及原料无须缴付关税，股息也无须课税。 报税手续也十分简单，大

部分人均可在网上自行办理。

（3）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

“免税”一词几乎可以应用于科隆自由贸易区的所有商业活动。 多种鼓励投

资的税收政策包括：

a境外货物进入贸易区或从区内出境，免进出口税，货物销售对巴拿马运河区

或过境船只，视为出口，免税。

b外国公司的股票持有者所获股息无需缴税；对持有两年以上的资产进行资

本买卖无需交纳资本收益税；因外贸业务和直接销售所得的利润而给付的股利可

免交股息税。

c区内免销售税；免生产税；投资无需缴税；在自由贸易区经营的公司无须缴

纳市政地方税（除汽车执照外）。

d非巴拿马籍的行政人员与巴拿马居民缴纳同等税率的所得税。

e区内公司所得税采用累进制，税率 2.5％～8.5％，两年内免利润所得税，若

雇佣巴籍员工 ，再给予减免0.5％～1.5％所得税的优惠。

（4）美国纽约港自贸易区

a推迟缴纳进口关税。 运进自贸区的货物不需要立即缴纳进口关税，只有当

货物通过海关运入美国时才需要支付关税。

b倒置关税率节省关税。 通过在自贸区设厂 ，企业可以自由选择支付原料的

税率还是成品的税率，选择其中税率低的支付。

c无关税出口。 企业在自贸区设厂可以不需要支付任何进出口关税实现

出口。

d自贸区产品出口海外，如果遇到退货，不需要为退回的货物支付进口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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