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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贸区建设备受全国瞩目,自贸区的申报俨然成了一种趋势｡安徽作为内陆中部大省之一,也在申报的

队列之中｡项目首先分析了自贸区的产生因素,它是在国际大背景之下,结合我国国情,应运而生的产物,会对我国的

经济体制改革带来重大影响｡接着列出了自贸区成立的条件,并将其与安徽所具有的优势劣势相比较,从而提出相关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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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贸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

1.1 自贸区的产生因素

1.1.1 外部原因

中国自进入 WTO 以来,与他国贸易往来频繁,30 年内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欧为了自身经济地位不受威胁,便创立了

以中国为假想敌的“经济北约”｡为加快中美合作,使得市场经济与发达国家保持一致,在经济竞争中不处于被动地位,中国必须

跟上时代步伐,以建立自由贸易区为实验点,促进经济改革｡

1.1.2 内部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低端要素为基础加入全球生产活动｡这种模式在短期内效果巨大,但后劲不足,容易在后期被技术更加

先进,生产模式更加创新的发达国家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然而由于价格､垄断行业改革,民营企业和

中小企业发展等关键因素在实际状况上进入了改革深水区,难以改动,国家决定开展倒逼改革｡自贸区的建立就是一次“试水”,

若成效显著则延伸到全国各地,实现进一步全面改革｡

1.2 自贸区成立的影响

1.2.1 国际经济由“多边､双边开放”转向“单边开放”,即单一的面向整个国际市场的开放

这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开放领域,加快了对外开放进程,而且由于单边开放导致中国与国际市场全面对接,将会给国内市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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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当前,中国急需扩大开放的主要是服务业､行政垄断业和投资领域,而这些领域在经济北约制定的新规

则里面要求之高远超出一般的自贸协定｡为不被国际市场边缘化,中国政府一定会努力打破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动力

市场等领域上的垄断,进一步改革,推动要素市场形成｡

1.2.2 政府从“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消除了对大量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设置的市场准入壁垒,国有企业将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倒逼

国有企业及垄断部门内部改革,民营企业也将有更广阔的市场｡此外,“负面清单”也将精简政府机构,权力下放,由管制型政府向

服务型政府转变｡

1.2.3 从低附加值实体经济转向高附加值服务

我国早期从事的是出卖劳动力､低技术的生产加工和制造业｡现在正逐步转向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创新产业结构,积极推动中

国企业向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发展｡

1.2.4 与“一带一路”政策相结合,加大内陆开放力度

新设的第三批自贸区多位于“一带一路”经济发展区域,对沿线各国进行大量的资本输出,与其产业互补,探索新市场,在农

业､能源等基础设施上互联互通｡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直接参与全球生产要素分配,建立一个新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内陆对外

开放的建设｡

2 自贸区的成立条件

（1）经济基础较好,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成立自贸区的条件优越｡以上海为例,上海自上世纪以来便与国际接轨,起步较早,经

济发达,聚集了众多国际公司,是我国的金融中心｡

（2）监管制度和管理经验较为成熟｡如天津滨海新区､舟山港综合保税区,在高度开放区域管理上有丰富经验,且管理措施规

范高效｡有助于进一步创新监管服务模式,促进要素自由流动｡

（3）具有区位优势｡沿海自贸区面向内地,辐射效应强,可以带动其他区域发展｡内陆的自贸区多参与了“一带一路”项目建

设,面向中亚､俄罗斯､南亚和东南亚等国家进行通路､通航､通商,其市场也是极其广阔,可以进行长时间合作｡

（4）具有自身优势｡自贸区的建设必须有特色,可复制,可推广｡不同自贸区的重点也不同｡有的金融体系完善,有的管理体制

创新,它们都发挥了自身优势,从省域条件､区域条件以及各自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现状等出发,制定详细政策｡

3 安徽成立自贸区的优劣势分析

3.1 优势

3.1.1 经济方面

(1)经济保持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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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2015 年全省生产总值达 2.2 万亿元,相较于前一年,总值提高了 5.6%｡据安徽统计年鉴数

据显示,从 2000 年起,第二产业一直是发展重心,且增长速度最快｡然而至 2014 年达到最高峰后,第二产业总值开始下降,第三产

业增长的势头依然不减｡这说明了安徽省正慢慢将发展重心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并开始有所成效｡

(2)金融业发展趋势较好｡据安徽统计局计算,2015年安徽省金融增加值为1.3万亿元,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7%｡据相关规

定,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应该控制在5%左右｡金融业增加值能表现金融业的发展程度,比例越高,金融业发展越好,越有可能

成为金融中心｡

(3)服务外包产业蓬勃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是高端服务业的一部分,它的建立不仅可以扩大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改变对外贸

易方式,还可以使外商投资进一步优化,使外资被充分合理利用｡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安徽具有土地价格低廉,劳动力充足等优

势,吸引了大批外包企业转移｡安徽服务外包产业园建立之后,不断整合市场资源和政府资源,力求为企业提供一体化､多方面的服

务｡现在已有惠普､IBM 等知名企业入驻园区内,仅 2014 年上半年,全省已有 14家企业的服务外包额过千万美元｡

3.1.2 地理区位

安徽省位于长江三角洲,向东有浙江､上海自贸区,向西有河南､湖北自贸区,周边省份皆为自贸区试验地,收到的影响及冲击

较大｡自贸区产生的溢出效应,如加工,生产,配送等业务能较容易的影响到安徽｡另外,安徽省又位于中部东沿,十六大后“中部崛

起”战略提出后,中部发展受到了极大重视｡中部的经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盘活安徽经济｡

3.1.3 政府服务能力

安徽省作为全国领先省市,土地､劳动力成本低廉,资源优势明显,可以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近几年受上海产业转移的影响,

政府的服务能力不断增强,配套设施和基础服务逐渐完善,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不仅如此,安徽省还在积极找寻与其他地

区合作的新机遇,探索更适合的发展形态,使得服务能力发展不断优化｡

3.1.4 旅游文化

安徽旅游资源充足｡安徽地处华东地区,横跨长江､淮河南北,地形地貌丰富,由此产生了美丽的自然景观｡同时,安徽也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文化十分悠久,拥有四大文化圈,很多保存良好人文景观甚至还申请了世界文化遗产｡丰富的旅游资源将

带来大量游客,拉动消费,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3.1.5 科学技术

安徽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卓有成就｡截至 2015 年末,科技机构数有 4817 个,从事科研人员有近 36 万人,获重大科学技术成果

的项目达 705 项｡科学技术发展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扎实的技术和理论基础也有利于输入新兴产业,实现产业转移｡

3.1.6 交通

安徽近几年交通网不断在完善,发展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安徽有两大铁路网:皖北城际､皖江城际,除此之外,5 条高铁线路仍

在建设当中｡安徽的公路密度居国内前列,相当于平均水平的两倍｡省内有5个机场,40多条航线,将安徽与国内其他省市紧密联系

起来｡交通上的便利大大增加了安徽同外界的联系,对于进一步对外开放有着重要作用｡

3.2 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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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经济基础薄弱

虽然安徽的经济在持续上升,但上升速度减缓,产业结构错位｡2015年,安徽省生产总值是2.2万亿元,同时浙江省的生产总值

是 4.3 万亿元,相当于安徽省的 2 倍｡安徽省的产业结构仍旧以第二产业为主,占生产总值的 49.8%,第三产业仅占 39%,安徽省的

上升空间还很大｡

3.2.2 区域发展不平衡

安徽县区发展十分落后,这不利于整个省的发展｡2015年,安徽省16个市中,生产总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的市只有9个,其中

除合肥市达到 5.7 千亿元,芜湖市达到 2.5 千亿元之外,其他市生产总值都不足 1.5 千亿元｡

3.2.3 政策扶持力度不强

回顾改革开放历程,国家颁布了众多政策以发展区域经济,然而不管是振兴西部,还是后来的一带一路,优惠政策始终无缘安

徽｡只在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时,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才得以下放到安徽｡安徽的

经济发展多依赖于自身发展｡

3.2.4 自贸区“磁场效应”带来不利

安徽紧靠着自贸区,必然会受到一些不利影响｡首先,自贸区采取的“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等优惠政策势必吸引大量的进出

口货物,这将会大量减少本属于安徽省的对外业务｡其次,本地企业受自贸区政策优惠的吸引,会主动搬至自贸区,这将是安徽本

省资源的一大缺失｡另外,自贸区建设会吸引高素质人才,这也会导致安徽劳动力市场总体质量不佳｡自贸区的“磁场效应”将带来

安徽省资金,人力,物力的转移,不利于安徽经济发展｡

3.2.5 发展观念落后

安徽部分地区仍然保持着落后的发展观念,将希望寄托在上级支持,给项目,给资金上；另一方面,任职期间盲目随大流,追求

业绩的现象较严重｡拿申请自贸区来说,省里申请自贸区的热情高涨,但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将会带来什么,能否将这个政策贯

彻到底,很多人没有考虑到｡此外,安徽大多数群众比较安于现状,没有创业热情｡这样的观念都不利于自贸区甚至安徽省的发展｡

4 对策及建议

4.1 积极承接自贸区产业

由于“溢出效应”,自贸区会将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向周边溢出,安徽省要抓住机遇,主动承接,完善配套产品和基

础设施,利用自贸区溢出的技术流､资金流,带动全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加快产业升级,推动城市化

发展｡

4.2 学习自贸区高级管理模式

自贸区的发展运营模式为安徽改革发展提供了借鉴｡在学习自贸区管理模式的同时,结合自身条件,探索切合本省实际的行

政管理体系｡



5

4.3 加强对外开放力度,促进对外贸易

自贸区成立后,安徽省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也随之降低,企业应注重国外高级要素的引进,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主动走

向世界,学习高新技术,培养高素质人才｡与此同时,政府也应通过政策,税收优惠等大力支持企业发展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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