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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
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提出了
11项改革事项：

(1)支持区内企业开展深加工结转，优化出口退税
手续。

(2)支持开展矿石混配业务，完善仓储、分销、加工
及配送体系。

(3)支持将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天然矿
晶展品(含宝石同名称用于观赏类的矿晶)按观赏类标
本晶体归类。

(4)探索建设国际邮件、国际快件和跨境电商进出
境一体化设施。

(5)放宽外商设立投资性公司申请条件，申请前一
年外商投资者的资产总额降为不低于 2 亿美元，取消
对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已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数
量要求。

(6)对自贸试验区内发生的保税货物转卖给予外
汇收支结算便利。

(7)完善跨境电商收付汇制度，允许区内跨境电商
海外仓出口企业根据实际销售情况回款，按规定报告
出口与收汇差额。

(8)研究开展高铁快运。
(9)建设非洲在华非资源性产品集散和交易中心。
(10)积极探索开展中非易货贸易。
(11)统筹对非援助等有关资源，支持湖南依托人

力资源培训资质单位，重点实施对非人力资源培训有
关项目，助推对非经贸合作。

【知多点】

提出7大领域121项制度
创新试验任务

湖南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根据战略定位和总
体目标，有针对性地设定了 7大领域的试验内容。

其中，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投资领域改革方
面分别有 14 项和 7 项试验任务，将努力对标国际先进
规则，在竞争政策、投资便利化等领域形成有国际竞
争力的制度创新成果。

在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和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
新两个领域分别有 28 项和 20 项试验任务，将逐步实
现贸易便利、金融服务完善、监管安全高效、辐射带动
作用突出的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的预定目标。

方案在打造联通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的
国际投资贸易走廊方面提出了 24 条具体任务，通过深
入对接长江经济带、实现湘粤港澳服务业联动发展、
畅通国际化发展通道、优化承接产业转移布局等方面
试验任务，推动形成中部地区新的增长极。

方案通过探索中非经贸合作新路径新机制领域
的 12 项试验任务，推动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
区，拓展中非地方合作，探索形成中国地方对非经贸
合作“湖南模式”。

方案立足于湖南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基础，通过
打造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支持企业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等 16 项试验任务，支持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着力
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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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自贸区？在回答这
个问题之前，不妨先了解自贸
区的由来。

经过 40 年改革开放，我
国已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
国，很多货物在世界市场份额
中占据重要比例。然而，随着
时代的变化，新时代赋予了改
革开放新的内涵——从外向
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从商
品和要素的流动形态转向制
度型开放。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
好比谈朋友。过去搞外向型经
济，是交朋友，我们做完生意
之后就各回各家。但开放型经
济更像谈恋爱，是男女双方要
在性格、生活、家庭互相匹配。
开放型经济，便是在各种规则
标准上要和国际通行规则实
现全方位对接。”商务部研究
院专家杜国臣公开表示。

刀刃向内，对整个制度体
系进行更加深入的改革，自贸
试验区的初衷便是打造这样
一块“试验田”。它是习近平总
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
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
战略性举措。

2013年 8月，上海自贸区
正式获批。时至今日，我国已
有 21个自贸试验区。

通过大胆闯、大胆试、自
主改，一系列改革从“盆景”变

“全景”，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如现在被广泛应用于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领域的“负面清
单”理念，最初便是在上海自
贸区提出、试验，后被广泛推
广。目前，全国自贸试验区已
形成 260项制度创新成果，并
面向全国推广，带动全国营商
环境的优化。

自贸区的设立给当地经
济、产业带来看得见的变化。
在北京、湖南、安徽自贸区设
立之前，有人做过统计，去年 1
至 7月，18家自贸试验区实现
外资占全国的 16.8%，进出口
达到 13.5%。天津、河南等地自
贸试验区利用外资同比实现
两位数增长。浙江、重庆、四川
的进出口同比增长 20%。

而如今，自贸区的有了更
深层次的使命——

去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第五次深改委会议上指出，
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题，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将构建
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有条件
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
格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以自贸区为载体，促进
“双循环”新格局的形成，将是
自贸区未来的新方向。

去年 9 月 24 日，中国（湖
南）自由贸易区试验区正式
揭牌。

根据总体方案，湖南自贸
区将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
集群、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
区、联通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
大湾区的国际投资贸易走廊，
形成“一产业、一园区、一走
廊”三大特色战略定位。

“这是湖南改革开放进程
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也
是湖南实施‘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的标志性成果，意
味着湖南站在了开放型经济
发展的新高地。”时任中共湖
南省委书记杜家毫在湖南自
贸区揭牌仪式暨建设动员大
会上表示。

湖南自贸区涵盖长沙、岳
阳、郴州三大片区，实施范围
119.76 平方公里。长沙片区将
重点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突
出临空经济，打造全球高端装
备制造业基地、内陆地区高端
现代服务业中心、中非经贸深
度合作先行区和中部地区崛
起增长极；岳阳突出临港经
济，打造长江中游综合性航
运物流中心、内陆临港经
济示范区；郴州突出湘
港澳直通，打造内陆地
区承接产业转移和加
工 贸 易 转 型 升 级 重
要平台以及湘粤港
澳合作示范区。

株洲，作为长
株潭城市群重要

一极，全面融入湖南自贸区建
设，既是时代要求，更是现实
所需。

从宏观层面来看，株洲主
动融入国家战略，主动服务国
家开放战略，这是推动对外贸
易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时
代发展所需。

从城市发展来看，株洲正
在全力打造“一谷三区”，其中
一区就是“一带一部”开放发
展先行区。长株潭城市群一体
化加速推进，长株潭融入半小
时经济圈。株洲区位优势得天
独厚，自贸区长沙片区的辐射
效应、外溢效应，将提速株洲

“一谷三区”建设步伐。
从现实需求来看，株洲拥

有雄厚的产业基础，但过去由
于外贸平台缺乏，一度制约了
我市外贸发展。近年来，我市
着力补短板，搭平台，通过开
设 B 保中心，开行中欧班列、
申报国家二手车出口业务试
点城市，外贸平台建设初见成
效。但不能忽视的是，开放意
识不强、投入不够、水平不高
的问题依然客观存在。

回顾近年来我国各地自
贸区发展历程，无论是投资
领域、贸易领域还是金融领
域、人员流动等方面，自贸试
验区都是开放力度最强，动
作最迅速的。因此要突破我
市外贸业绩外流、平台功能
发挥不充分等瓶颈，要求株
洲必须主动融入到自贸区建
设中来。

找准发力点，首要需要摸清定
位。

在湖南自贸区总体方案中，明
确提出要着力打造“世界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这一提法在自贸试验区
中尚属首次。对比湖北自贸试验区
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
产业积聚区”，这对我省在提升产业
开放水平，加快高端新新产业发展
提出了更高要求。

讲产业，株洲有底气。依托国家
“一五”“二五”战略布局，大批产业项
目落户，撑起株洲发展的脊梁。历经
数十年的积淀，株洲形成了冶炼、化
工、机械加工等传统产业。时至今日，
株机、331、601等企业依然是株洲发
展的重要基石。现如今，聚焦“3+5+2”
产业体系，株洲·中国动力谷创新活
力迸发，成为株洲发展的新引擎。

“我市对接湖南自贸试验区是
一项全新工作。商务粮食部门作为
牵头单位，不断加强对自贸知识的
学习研究，并与省自贸办实时沟通，
跟进湖南自贸区建设进展。”市商粮
局口岸科科长黄杰成介绍。

草图初步勾勒：通过产业联动，
以对接长沙片区为重点，着力提供
配套服务和产业支撑；贸易平台联
动，利用湖南自贸区高桥大市场平
台、依托中非经贸合作平台等，开拓

贸易通道；园区及政策联动，发挥国
家级高新区的产业开放高地优势，
吸引人才和机构留下来；改革联动，
及时推广复制成功试点经验，着力
提升我市营商环境和开放水平。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不能穿
新鞋走老路”。其核心是制度建设，
最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翻看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论
述，对于制度创新的要求史无前例：

“自贸试验区是国家的试验田，不是
地方的自留地。”“自贸试验区是制
度创新的高地，不是优惠政策的洼
地。”“自贸区是‘首创性’的探索，不
是简单优化程序”……

“要真正通过制度创新吸引更
多的市场主体，吸引像资本、人才、
信息、数据、自产权等方面的生产要
素，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商务部
副部长王受文在全国自贸试验区高
质量发展现场会上指出，这个过程
没有现场来参观学习，没有样本来
借鉴取经，只能靠我们大胆闯、大胆
试、自主改。

100 多年前，湖南人魏源写就
《海国图志》，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
世界”的先行者之一。在新的历史时
期，株洲人民将用自我革命的勇气
先行先试，分离打造内陆开放发展
新高地。

潘才良（市商粮局党组书记、局长）：
目前，我市正在加紧对接湖南自贸区建设，进一

步强化我市的开放平台发展。根据湖南自贸区的建设
实施方案和工作举措，从产业、贸易、政策、园区、改革
事项等几方面抓好对接：

产业联动。以对接长沙片区为重点，着力提供配
套服务和产业支撑。以轨道交通装备、航空发动机、新
能源汽车、电子通信等产业为重点，大力发展物流、仓
储、研发生产等全链条服务，积极争取将株洲高新区
和轨道交通制造纳入第一批联动区域和产业，着力打
造我市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产业体系。

贸易平台联动。利用湖南自贸区高桥大市场平
台，加强双方对接合作，推动我市服饰、陶瓷等产品开
展市场采购业务。依托中非经贸合作平台，建立我市
对非贸易通道，探索与非洲国家开展以货易货等贸易
方式，争取我市设立湖南进口“非洲非资源型产品”集
散交易中心。利用好“国家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城市”
优势，开展对非二手车出口业务。积极争取第二届中
非经贸博览会机电洽谈会等活动在株举办。

园区及政策联动。建立园区与湖南自贸区协作机
制，发挥国家级高新区的产业开放高地优势，参照湖
南自贸区政策营商环境，出台助力产业发展、招商引
资、人才集聚等方面的新政策，即增加现有但没覆盖
的内容、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比例、在现有的基础上
提高额度等支持政策。支持园区基础建设和轨道交
通、航空等重点产业发展，留住本土研发机构和人才，
培育引进新兴产业，支持有条件的园区和企业“走出
去”，建设一批国际合作园区、境外产业合作园。

改革联动。密切跟进湖南自贸区 121 项改革试验
任务和各项创新举措进展，及时推广复制成功试点经
验，加快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创新动能，充分发挥
并释放自贸区试验带来的改革红利，着力提升我市营
商环境和开放水平。

“在对接湖南自贸区上取
得新进展，推动株洲高新区建成为

湖南自贸区联动发展区。”
日前召开的全市商务粮食和开放型

经济工作会议上，报告中的这段文字引发关
注。自贸区、联动发展、开放型经济……每一
个看似简短的关键词，都引领着株洲未来经
济发展走向。

自贸区究竟是什么？株洲为何要积
极对接湖南自贸区？它将给株洲经济
发展带来哪些改变？记者就此

展开探访。

什么是自贸区？1.

2. 株洲为何要主动
对接自贸区？

3. 株洲的发力点
在哪里？

对接湖南自贸区
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相关链接

中欧中欧（（株洲株洲））班列首开莫斯科班列首开莫斯科 任远任远

中科蓝海生物新冠检测试剂盒获得欧盟 CE 认证。任远 摄

2020 年夏天，海关工作人员在对炎陵黄桃出口基地的产品
进行出口申报前监管。 任远 摄

图片来源于新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