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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伙伴关系倡议
自贸港“朋友圈”愈发扩大

在27日举行的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论坛上，来自

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等境外自贸区（港）代表、跨国

企业高管、知名专家学者等嘉宾聚焦“构建全球自贸区

（港）伙伴关系，推进全球自贸区（港）合作”“全球自贸

区（港）扩大制度型开放”等热点议题进行观点碰撞。

“伙伴”“开放”“合作”这三个词汇既是论坛主题，也

是参会嘉宾发言中不断提及的高频热词。

事实上，这已是第四届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论坛。

开放与交流，合作与共赢，已经成为论坛的主旋律。在

2023年举行的上届论坛上，海南自贸港携手6个国际

自贸区（港）及中国内地19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发起了

《全球自贸区（港）伙伴关系倡议》。一年来，加入该《倡

议》的伙伴数量已达32个，海南自贸港的“国际朋友

圈”越来越大。

“朋友圈”的扩大，也推动着合作的展开。今年1

月30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开通海口至阿联酋阿布扎

比航线，这是海南省首条通往中东的国际航线；去年8

月20日，湘琼先进制造业共建产业园首批3个项目集

中开工，总投资约17亿元，这是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

和海南自贸港合作共建产业园。

合作仍在继续，共识正进一步深化。今年论坛上，

《全球自贸区（港）伙伴关系倡议概念文件》（下称 《概念

文件》）正式发布，提出在互联互通、投资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产业融合、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

多个重点领域加强合作，并对下一步行动作出规划。

“我相信济州道和海南通力合作，集合彼此的智慧，

可以共同解决许多问题。”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知事吴怜

勋在论坛上表示，济州特别自治道与海南自贸港可以在

绿色转型、航天科技、氢能开发等方面开拓合作领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

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表示，世界上许多

经济体都在地理位置好的地方设置自由贸易区，利用比

较优势迅速吸引优质生产要素向区域集中，以此提升竞

争力。《概念文件》的发布，可以促进互结伙伴关系的

全球自贸区（港）之间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在此次论坛

年会期间签署《概念文件》后，相信后续会有更多制度

安排落地，促进生产要素流动。

自贸港与世界的交流合作如何进一步扩大？海南货物贸易与区域合作如何更高质量发展？3月27日，第四
届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论坛在博鳌举行，论坛发布了《全球自贸区（港）伙伴关系倡议概念文件》，积极扩大自贸
港“朋友圈”；吸引诸多专家学者与行业领袖为自贸港发展建言献策，交流探索路径，凝聚发展共识。

□南国都市报记者周静泊王子遥

发倡议凝共识

海南拓展“朋友圈”共享发展新机遇

“港湾”双向奔赴
产业应如何协同发展？

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都以高

水平对外开放为突出特色，两地“双向奔

赴”，对于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

要意义。

如何更好地促进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

湾区协同发展，哪些产业应成为“港湾融

合”过程中的重点合作领域？

郑永年认为，海南要加强与粤港澳大湾

区的联系对接，借力发展，尤其是要和香港

加强对接，为自贸港发展引流。此外，香港

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方面有丰富经验和成熟

机制，海南可结合自身实际学习吸纳。在产

业发展方面，海南自贸港应“扬长避短”，立

足自身优势，与粤港澳大湾区差异化发展，

金融服务业、互联网、大健康等产业都是海

南自贸港可以与粤港澳大湾区探索协同发展

的领域。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认为，海南应深入探索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相

向发展，促进两大国家战略的叠加放大，务

实推进港湾经济一体化进程，即以产业一体

化为主线，以服务贸易一体化为重点，以政

策衔接为突破口，以体制对接为保障，实现

港湾“优势互补、联动发展”。

迟福林建议，在海洋领域，海南与广东

可探索以“广东技术+海南资源”“广东研

发+海南应用”，合作发展海洋牧场、海洋新

能源、海洋生物医药；在农业领域，海南、

广东可合作建立面向东盟的热带农产品采

购、加工、交易基地；在数字经济领域，海

南应支持深圳数字研发、高新制造企业在海

南设立“走出去”总部，开展面向东盟的数

字外包服务等。此外，两地还应加快推进贸

易一体化进程，探索“海南承接+香港服

务”的合作模式，推进港湾产业一体化的核

心政策衔接，以制度型开放共建港湾服务贸

易一体化大市场。

强化自贸港“生命线”
空海枢纽怎样提质升级？

对于自贸港的建设与发展来说，空港与海港是

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如何更好地加强空港、海港

建设，推动民航业、航运业的发展，与会嘉宾提出

切实发展建议。

新加坡樟宜机场国际管理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

颜浩君认为，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与民航业发展是相

辅相成的，航空运输可以为自贸港提供高效的物流

服务，带来更多旅游客源，助力旅游业发展，对

提升海南自贸港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也非常重

要。另一方面，随着自贸港建设的推进，势必会

吸引更多国内外企业来到海南，这将增加航空运

输需求，自贸港的政策优势也对民航业发展提供

更多机遇。

针对海南自贸港的民航业发展，颜浩君建议海

南制定符合自身特点和优势的民航发展策略，同

时，制定更加开放的民航业发展政策，争取更多航

权，使海南成为具有明显政策优势的民航市场。在

这一过程中，海南应与政策制定单位、国内外航空

公司及相关企业机构进行沟通和协商，确保政策的

开放性、可行性和有效性。此外，海南应通过进一

步完善民航管理体系，以及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

建立具有可持续性的民航人才培养培育机制，并加

强与国外民航业的合作，提升民航发展的国际影响

力和竞争力。

“航运和港口是自贸港的生命线。”中远海运集

团副总经理张勇在论坛上透露，当前中远海运集团

已经全面启动了海南洋浦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

部署了40条航线，其中外贸航线覆盖了东南亚、

南亚、南美洲、非洲等地的14个国家，通过不断

织密航线，优化航线布局，积极对接中东、东盟等

地，更好地服务于区域发展。

张勇认为，海南可依托全球航运商业网络，建

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航运控制基础设施。例如可

以积极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通生产

垄断、仓储、运输、支付等生产要素，促进产业数

据、航运数据、金融数据、监管数据、全球航运治

理数据的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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