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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自贸试验区的核心因素一直都是制度创新。现今我国已有 18 个自贸试验区相继挂牌成立，

制度创新的核心优势不断凸显。这些制度创新需要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以此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吸引全球更好的要素资源集聚。对此，本文通过分析国际投资与贸

易理论、空间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与创新理论对我国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实践进行总结，并以上

海自贸试验区为例，从投资、贸易、金融、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五个方面分析了制度创新的实践效果，

一方面为我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提供理论及经验，促进更进一步的自主创新；另一方面更深入探索自

贸试验区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路径，使其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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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重大举措。截至 2019 年，我国已经有 18 个

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设立，各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

心是国际化制度创新，因此我国自贸试验区需要建

设良好的国际营商环境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以往一些学者围绕投资、贸易、金融、管理、

法律等方面对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进行了探究，

有的学者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研究了在国际贸

易新规背景下，各自贸试验区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

制度创新应如何保持共性，展现个性。但是对自贸

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创新的本质研究缺乏深度，对其

制度创新理论基础及实践路径缺乏清晰、系统的分

析。因此，需要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高度探究自贸

试验区制度创新的问题，建立我国自贸试验区制度

创新的理论基础。本研究从投资、贸易、金融、政

府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五个方面建立制度创新路

径，为自贸试验区的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思路和方

向。

1　文献分析

1.1　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制度模式研究

自贸试验区模式是我国实施和扩大中国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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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新举措。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自贸试验区

建设的模式进行研究。一部分学者以自贸试验区的

海关的特殊监管为视角。自贸试验区是以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为基础建立的，但它的战略地位又高于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为了培育中国面向全球的竞争优

势 [1]，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的自贸试验区模式。另一

部分学者主要是以自贸试验区对于我国进一步进行

改革开放的意义为出发点，认为自贸试验区是我国

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它是集投资、贸易、科

技创新等领域的开放、创新于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

区 [2]。无论是从海关的特殊监管区域升级模式的角

度，还是以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的制度模式为出发点，

其核心问题都是促进我国不断适应国际经济贸易新

规则，对此，需自贸试验区经验，制定出更加符合

和能够应对国际贸易新规则和新格局的新模式。

1.2　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实践研究

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是针对第一轮改革开

放的政策倾斜效应而言，为了发展经济，可以通过

政策刺激和拉动经济发展，但是这种刺激是有限的，

因为制度才是决定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要素，也

是解释经济绩效与组织结构的唯一逻辑起点，制度

通过多元激励手段决定经济增长 [3]，因为制度具有

结构性、系统性的效应，避免了政策的单维突破的

孤岛效应。但是制度创新对政府的能力要求更高，

对旧秩序破坏性更大，成功的概率更低。诺斯和戴

维斯 [4] 通过对制度经济学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研

究，认为制度创新就是通过对现存的制度进行一个

巨大变革，最终使创新者能够获得额外利益。从中

国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出发，发展雁阵式的制度

创新形式：领头雁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创设式制

度变迁，即牵引式制度创新，上海自贸试验区作

为第一个成立的国家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

验区先行先试，进行自主设计并自主构建以负面

清单和国民待遇为核心的制度创新；除上海外的

其余 17 个自贸试验区形成雁阵，属于移植式制度

变迁，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实践经验和成果上进

行二次创新，依据各个自贸试验区的资源特色优

势，创设属于自己的制度 [5]。诺斯认为，推动行

为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基本动力就是追求收益最

大化 [6]。上海自贸试验区通过制度创新，吸引了

更多的外商进行投资，大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

长，为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展现了一个典型的成功

案例。

1.3　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路径研究

自贸试验区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制

度高地。为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要求，自贸试

验区要注重培育创新文化，把脉企业需求，按需下

放管理权限，合理对标国际规则，突破法律痛点，

强化部门协同，创新人才管理机制 [7]。自贸试验区

制度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进行制度创新时要加强

与国家全球化战略的对接与联动、对标国际最高标

准，对自由贸易港进行制度储备、形成高端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集聚生态的制度生态创新、多部门联

合探索推动制度创新 [8]，建设国际化的制度生态位。

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实践分析可以发现自贸试验区

制度创新路径主要是对投资、贸易、金融、政府治

理与公共服务供给五个方面，进行系统化的制度创

新。运用自贸试验区的制度体系，促进投资和贸易

的自由化与便利化，不断扩大外资地摄入，从而引

领我国经济朝着新的全球化经济迈进。

2　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

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是一个国际化的复杂系

统工程，任何单一的经济理论都不能有效支撑自贸

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对成功经

验进行总结归纳、凝练提升，再结合理论进行多学

科的交叉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

新理论。为了适应国际贸易新规则和新格局，需要

借鉴国际投资贸易一体化理论；为了引领新一轮的

改革开放发展，产生经济制度的极化效应，需要运

用空间经济理论；为了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以全球化市场为核心，需要以自

贸试验区政府的高效治理为主导，运用制度的可预

见性、稳定性、系统性特征来来引领自贸试验区经

济发展，实践新制度经济学与创新理论在中国的本

土化发展。因此，自贸试验区的理论知识基础应包

括国际投资与贸易理论、空间经济理论和新制度经

济学与创新理论。

2.1　国际投资与贸易理论对自贸试验区治理制度

         创新的启发

在新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

际直接投资理论从分离状态走向融合，贸易投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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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理论成为国际化的趋势。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参与到全

球供应链和全球价值链之中，坚持促进发展中国家的

国际投资与贸易共同发展。在自贸试验区内，投资与

贸易制度创新要能够创立我国的国际贸易发展新格

局，运用投资与贸易一体化理论支持自贸试验区国际

投资与贸易的一体化发展，贸易投资的本质是要素流

动，自贸试验区依靠制度创新，借助国际化的投资

活动对全球资源进行整合，实现自贸试验区生产、

投资与贸易的全球化发展。在国际贸易分工理论、

国际投资理论指导下，自贸试验区通过不断吸收国

际投资，吸引跨国企业，发展国际贸易，进而不断

扩大我国的国际投资与贸易规模。同时自贸试验区

利用资源禀赋理论、比较优势理论需要进行本土化

的创新，更好地利用本土资源、更好地适应复杂的

国际投资贸易环境。自贸试验区内的投资贸易方面的

制度创新，必须注重促进科学技术不断创新，推进企

业管理不断现代化，促使贸易便利化、快捷化，同时

催化内容模式不断优化，在实践中促进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双循环”创

新发展，为自贸试验区未来的投资与贸易发展提供坚

实的基础与支撑。

全球化投资与贸易发展是自贸试验区建设的

核心内容，必须匹配国际化的投资贸易治理制度创

新。首先建设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的

国际自由贸易区规则，在此基础上进行自贸试验区

投资贸易交往规则的创新；其次建立良好的国际

信任机制，信用、信任机制是国际投资贸易者对

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考量的关键指标，必须将国际

化的法律与自贸试验区的制度文化相融合，形成自

贸试验区内的法制信任机制。要想再次创新自贸试

验区投资贸易新规则，可以通过对国外一些自贸试

验区经验的学习，建设一系列透明、公平、公开的

政策制度体系，从而建立起基于法制的信任机制，

基于规则的公平、公正、公开的观念，给各国投资

者国民待遇，无论国内企业、国外企业一视同仁、

公平对待，使得政府服务功能加强，在自贸试验区

建立廉洁高效的、权利有限的政府，使政府的一切

办事程序、结果都公开化，提高国际社会对自贸试

验区政府组织的国际信任度。国际投资贸易理论有

利于自贸试验区建设以法制为基础的信任机制和形

成国际化治理规则，能够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

高外商投资贸易的积极性，更进一步促进我国自贸

试验区在国际投资与贸易领域拥有良好的信誉。

2.2　空间经济理论对自贸试验区企业集群式发展

          的特色制度创新的应用价值

克鲁格曼 [9] 在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

争模型基础上创立空间经济理论，建立核心 - 边缘

（CP）模型结构，梁琦 [10] 通过对沃尔特·艾萨德

研究的总结，发现其是依据时间、层次、传统三维

空间相互转化原理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特征是优化

空间经济布局、调整产业空间结构，获取规模经济

效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建立自贸试验

区是形成经济发展的极化拉动效应，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发展不可能像撒胡椒面一样全面启动，必须选

择有利区域突破性发展，就是通过优化政策配置和

资源组合集中于一定区域内集群化、爆发式发展，

从而获得最大的示范、引领作用。空间经济理论应

用于自贸试验区经济发展中，可以促使自贸试验区

进行空间经济理论方面的创新，运用制度创新吸引

全球的优质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集聚，积累更多的

政策和生产要素优势、集聚雄厚的资本、引进先进

的生产制造技术、建立强大的科技创新团队、提供

更多的公共服务、完善的基础设施等，在此基础

上，吸引全球产业方面有紧密联系的企业在空间上

集聚，形成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化发展的规模效应，

形成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 [11]。自贸试验区可以在

空间经济理论指导下合理利用政策与制度创新优势

对全球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形成我国自贸试验区经

济特色与国际竞争优势，通过制度创新充分发展区

域空间经济模式

空间经济集聚一方面能够通过集群的效应促

使边际效益增加、生产成本递减，推动自贸试验区

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企业的集群能够降低

企业创新成本与风险，提升自贸试验区经济的创新

能力。空间经济形成极化效应可以促使系统动力学

的增强回路的形成，自贸试验区具备制度优势就会

吸引更优质的全球生产要素、更先进的科学技术，

更快地积累充足的创新资源，以此能够更加激励企

业形成集群式的发展。知识溢出可以促进自贸试验

区企业间的相互学习、协同创新，在新技术、新知

识、新思想、新管理技术的不断溢出之下，企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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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创新文化氛围和创新网络，导致企业创新的成

本费用降低、创新风险降低、创新效率提高。空间

集群内的产业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形成优化的空间

结构，企业按照自身的能力在核心和边缘之间移动，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自贸试验区企业比较密集，相

互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会优化集群经济。企业集群优

化发展可以实现在供应链基础上企业之间更加细致

的专业化分工，提高专业化生产效率和集群化的供

应链组合效应，形成自贸试验区经济的国际市场竞

争力。

空间集群经济能够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有效

治理环境污染，共同使用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减少

城市建设的成本，减轻企业生产、运营成本，提高

自贸试验区的社会与经济效益，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促进整个区域内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3　新制度经济学与创新理论结合对自贸试验区

         经济制度创新的引导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与制度的关系，制度是

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保障，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也是经济可持续的重要保证。新制度经济学利用经

典经济学方法来解决经济制度问题，非常注重建构

制度来解决经济活动的关键问题，如产权问题、交

易成本问题、外部性问题等。自贸试验区经济发展

中制度创新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自贸试验区是国

际化的示范区，制度创新必须以国际社会的通行规

则接轨为核心，为了吸引更多“企业法人”在自贸

试验区内从事“经济活动”，需要对自贸试验区的

不同企业的产权进行界定，以确保人权、物权、财

产权、知识产权不受侵犯，自贸试验区在产权和信

用上的制度保障，能够大大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要更注重知识产权管理，范围

应全面覆盖整个产业供应链体系，包括在生产工艺

流程上创新、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大数据资产的

界定与保护、促进和保障企业创新发展。为了引领

我国全球价值链走向中高端，自贸试验区需要重组

我国全球价值链，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从原材料供应

商到消费者的整个供应链运作优化；在供应链系统

的支持下吸引高端技术产业，支持高技术企业在产

品方面创新，扶持龙头企业对各供应链节点企业的

管理，保证产品高质量发展，利用新技术提升生产

效率、提高技术含量、提高附加值；同时运用制度

创新激励绿色环保产品开发，培养世界级的品牌；

自贸试验区发挥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功能，利用

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鼓励各节点企业积极创新，

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加快价值链核心环节和优势环

节整合。通过对供应链体系上各节点企业经济制度

创新，提高整体的价值链升级，从中低端价值链向

高端价值链攀升，从数量型向价值链升级转变。价

值链的升级有利于促进各节点企业之间的信息共

享，进一步促进利益共享。在利益共享的刺激下，

整个自贸试验区的整体营商环境朝着更高、更好的

方向发展，吸引更多外商进行投资，更进一步促进

区域内的竞争，从而推动创新型经济的发展。创新

型的经济体让自贸试验区能够更好地对标国际社会

上大国的创新型经济体，更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对外

贸易范围。

3　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实践路径研究

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举措，

也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对外开放的试验点。自贸试验

区的制度创新要对接新时代的国际贸易新规则，以

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可以有效总结经验，能够形

成一系列可在其他自贸试验区推广的可复制和可操

作的路径。

3.1　自贸试验区投资空间拓展的管理制度优化创新

          路径

上海自贸试验区是我国自贸试验区中第一批

揭牌成立的，其在发展过程中，围绕负面清单制度

不断对投资制度进行优化创新，投资空间不断拓展。

根据表 1 的数据发现，上海自贸试验区公布 2013 年

版外商投资准入非常治理措施（负面清单）之后，

至今中国已经先后五次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

单，2018 年版的负面清单的条目数相比 2013 年版

的，从原来的 190 条减少到只有 45 条。2019 年版

进一步精简了负面清单，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数目

由 45 条减至 37 条。同时制定了具体的特别管理措

施来对应相应的规则。在《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2019 年版）》中明确罗列了与相关义务不

符的管理措施，对部分特别管理措施的限制条件描

述清晰。针对不同的行业的负面清单灵活具体，大

至整个行业部门，小至某个具体的项目。新版负面

清单重点扩大开放服务业、农业、采矿业、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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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2013 年版 2014 年版 2015 年版 2017 年版 2018 年版 2019 年版

数目（条） 190 139 122 95 45 37

表 1　我国自贸试验区历年来负面清单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数目表

取消了水产品捕捞、出版物印刷等领域对外资的限

制，继续进行自贸试验区扩大开放先试先行的政策。

并且规定在负面清单之外，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对

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准入的限制。我国也进一步加大

和保障对外商投资企业准入后能够享有国民待遇的

保障力度。

随着投资空间的拓展，以负面清单为主的管

理制度也在不断进行优化，给予外商投资者更多的

自由与便利，使得自贸试验区整个供应链体系更加

完整，促进了供应链体系各节点企业各方面的自主

创新能力与竞争力，进而使得价值链从中低端向高

端升级，最终实现利益共享。2019 年前 11 个月，

浦东新区引进了 1 814 个外资项目，这个数据同比

2018 年增长了 32%。这就说明平均每一个月大约

有 165 个项目引进，平均到天约有超过 5 个项目在

浦东落地。

根据图 1 上海统计公报的数据，可以看出随

着我国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不断放宽对外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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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6—2019 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

数据来源：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资的限制，使外商能更大程度享受到准入后国民

待遇，因此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落户也更多更

稳，促进了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并且据上海

自贸试验区官网的统计，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

上海新设外资项目 6 168 个，同比增长 29.3%；合

同外资 459.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6%；实到外

资 178.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8%。外商投资和

投资项目的不断涌入，使得自贸试验区内整体价

值链升级，更多利益得到共享。

3.2　自贸试验区金融制度创新路径

在自贸试验区进行投资领域的对外开放时，

上海自贸试验区对于金融领域也有着自己的路径创

新。上海自贸试验区从 2013 开始挂牌成立后，先

是构建设立了自由贸易账户系统，银行自由贸易账

户分账核算单元发生境外融资业务时，可以按照境

外融资的上限在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相关系统直接

办理申报并通过。稳步开放资本市场，区内金融机

构和企业可按投资交易规定进入上海证券期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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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区内企业境外母公司可按国家有关债券的法律

法规在中国境内的资本市场上发行人民币债券 [12]。

行之有效的风险监测管理机制——事中事后监管，

使得自贸试验区的金融能够更加市场化、国际化。

同时，国内金融市场与境外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

不断被开放，例如自贸通、沪港通、债券通、深

港通等，一定程度上重构了金融市场，能与国际

市场对接、相适应。利用负面清单制度对自贸试

验区的金融进行管理，使得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制

度管理更加规范化、透明化、法制化。我国自贸

试验区的金融活动慢慢开始进入了实质性的运行

阶段，金融制度创新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区内的金

融制度的开放创新促进了极化效应的形成。在极化

增长 26.43%、38.99%、33.46% 和 34.00%。金融业

业务的快速增长，将进一步促进金融业的改革创新，

提高金融活动的便利化与自由化。

据上海自贸试验区官网统计（见表 3），截至

2018 年 9 月底，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相关金融机构

累计有 56 家，开立的自由贸易账户有 71 666 个，

通过自由贸易账户获得境外融资的总额折合人民币

1.3 万亿元 [14]。人民币跨境使用和外汇管理创新进

一步深化，2020 年 1—9 月，人民币跨境结算总额

累计 1.9 万亿元，占全市的 48%。截至 9 月底，累

计有 877 家企业发生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

资金池收支总额超过 1.3 万亿元。

3.3　自贸试验区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服务制度创新

          路径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为各国政府和贸易界

带来了客观的效益，是世界贸易改革的新浪潮 [15]。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落户后，上海自贸试

验区构建了我国第一个国际贸易的“单一窗口”。

通过构建“单一窗口”，在进行国际贸易时，无

须与海关、税务、商检等各职能部门分别进行申

报审批，政府监管机构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信息

共享，减少我国企业和政府的相关审批成本，提

高货物的通关效率，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贸易

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从 2014 年起，上海自贸

试验区的“单一窗口”模式在不断地探索与实践，

贸易流程更加优化。在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的情

况下，2019 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单一窗口实现了“一

网通办”，有 84 个电子口岸基础应用系统能够同

步实现，同时 62 个业务模块的实施，顺利实现了

自贸试验区的业务数据贯通。通过单一窗口“一

个平台、一次提交”的方案，自贸试验区内各企

业可以实现办理货物进出口边境手续各审批单位

材料的统一，单证合规时间和费用双降，帮助企

业节约成本，大幅度提高了贸易便利化水平。上

海自贸试验区在实现贸易自由与便利化的同时，

对标国际贸易规则，建设中国国际社会自由试验

区规则，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对接的基本制

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很好地促进了试验区贸易自

由化与便利化。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使监管技

术与监管程序不断地提高与优化，从而提高了监

管的有效性与便利化。

数据来源：人民网。

表 2　上海自贸试验区 2019—2017 年中国银行

相关业务增长率

业务 增长率（%）

对公客户数 26.43

人民币存款 38.99

人民币贷款 33.46

外币贷款 34.00

表 3　2018 年 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机构

入驻贸易账户监测管理信息系统情况

数据来源：上海自贸区官网。

入驻金融
机构数（家）

开立自由贸易
账户个数（个）

自由贸易账户上累计
本外币境外融资总额

（万亿元）

56 71 666 1.3

效应的影响下，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始开展了金融科

技创新应用试点，引领金融创新发展。通过努力打

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生态圈、深化金融科

技成果、持续优化金融服务，提升金融科技赋能实

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 [13]，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

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由表 2 的增长率看出，截至 2019 年 10 月，中

国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所在地机构对公客户数、人

民币存款、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较 2017 年分别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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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据图 2 上海统计公报的数据和上海自贸

试验区官网统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上海自贸

试验区以浦东新区的 1/10 的面积创造了浦东新

区外贸进出口总额的 70% 左右；同时以上海的

1/50 的面积创造了上海市 40% 左右的外贸进出口

总额。

3.4　自贸试验区政府治理国际化制度创新路径

自贸试验区面对的是有着更高标准的国际市

场，因此自贸试验区内的政府的管理理念和职能

必须更加具有现代化与高标准。随着外商企业的

不断入驻，区内的市场经济发展更注重公平、平

等、自由、竞争等理念。上海自贸试验区政府以

负面清单制进行管理，转变自身职能，公布了行

政权利清单和行政责任清单，进行公示与监督；

同时简政放权，推出了首份“减权清单”；接着

通过政府的简政放权，促使资本流通更加自由，

使得自贸试验区的经济活动更加便利化、自由化。

各领域的创新开放，主要是围绕“放管服”的要求，

使得很多审批流程更加简化便利，同时最重要的

是将事前审批的流程转化为事中事后监管，创新

性地推动了自贸试验区的政府治理改革；实行“单

一窗口”“证照分离”等措施；进行综合执法制

度的改革，将价格监、工商、质监、食药监形成“四

合一”的改革方式等。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更大更

广的领域积极探索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积极完善

政府规范，进一步完善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

产权行政执法机制，探索司法保护、行政监管、

仲裁、第三方调解等多元化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

机制，与国际高标准规则体系接轨，探索建立国

家商事仲裁机构 [16]。通过相关的政策法规，形成

法制信任机制，营造公平、开放的企业管理氛围，

使得外商投资者对自贸试验区更加信任。上海自

贸试验区政府职能就是不断围绕市场与政府之间

的关系进行转变，实行了“双自联动”的政府管

理体制，实现符合我国市场国家经济活动的政府

职能转变新突破，促使政府治理更加国际化，激

发了市场的活力。

3.5　自贸试验区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创新路径

在中国经济不断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自贸

试验区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自贸试验区公共服务

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其能否高效运作。上海自贸试

验区自成立以来，围绕公共服务管理产品供给的

制度进行创新，主要围绕两方面：一是基于提升

城市生活品质的公共服务供给，在自贸试验区内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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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海自贸试验区 2016—2019 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图

数据来源：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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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特定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加强顶层设计，

同时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吸引民间资本能够进来

共同参与，统筹协调共建公共交通、公用设施等

各类与民生相关的行业或部门，最终形成一种城

乡一体、基本覆盖、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

明确政府的责任是“核心供给者”，在公共服务

中提供涵盖就业、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公共

服务，在同一时间，在公共服务开放的领域中引

入市场竞争机制，此举能够有效改变政府在公共

服务供给方面的垄断，最终积极引导和调控多种

社会主体主动参与到公共服务建设当中，促进公

共服务供给主体之间的竞争，公共服务的各种机

构和市民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购买最优质的公共服

务，通过资源配置的优化，来降低服务建设和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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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上海自贸试验区 2016—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

数据来源：上海自贸试验区官网。

给的成本，提高服务质量的最终效用。二是提供

能够促进自贸试验区国际贸易发展的公共服务。

自 2013 年挂牌以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已经建成了

商务、通关服务、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措施，

例如建立外高桥物流中心、综合保税区的国际贸

易结算中心、多家中资银行、外资银行与金融租

赁公司等，为自贸试验区贸易、资金等交流提供

了便利。

根据图 3 的公共预算支出数据发现，上海自

贸试验区不断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公

共服务预算支出不断增加，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不断完善的公共服务给予外商更舒适、

更便利的营商环境，进而吸引更多外商来华投资、

经营、贸易。

4　总结

此次研究主要是从全球化视角，对自贸试验区

制度创新问题进行探究，从而明晰起我国自贸试验

区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国际投资与贸易理论、

空间经济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与创新理论，通过以

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从投资、贸易、金融、政府

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五个方面分析制度创新路径，

为我国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提供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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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factor of China’s pilot free trade zone has always bee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t present, 
18 pilot free trade zones have been set up in China, and the core advantage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have 
been constantly highlighted. Thes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need to be summarized and condense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niche of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making innovation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dapting to the common 
need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n this regard,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is summarized by analyz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trade theory, spatial economic theory,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innovation theory. Taking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rom five aspects of investment: trade, financ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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