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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7月12日讯（记者 汪慧
实习生孙靖）2021年，海南省人民政府与

上海市人民政府签署深化合作备忘录。记

者从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两

地在医疗、教育、商贸、金融、科技、文化等

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拓展，亮点频频。

医疗卫生合作不断拓深

海南已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

儿科医院等9家医院建立帮扶合作关系，

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乐城28种海外

特药产品纳入“沪惠保”，让更多上海患者

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全球创新药”。

教育合作取得新突破

海南已签约引进上海交通大学、同济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落地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和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

区。截至目前，上述高校累计招收海南专

项研究生737名。2018年以来，海南选派

多批教研员、校长共计296人到上海开展

专题研修。

积极开展高新技术产业合作

如，儋州市与上汽红岩、上海友道智图

组成的联合体成功申报智能网联汽车准入

和上路通行试点联合体，成为全国唯一的货

车试点地区。海南首个双向孵化器张江集

团－海口国家高新区双向孵化器揭牌成立。

联合打造种业新高地

2023-2024年南繁季，上海市25家单

位163名科研人员在陵水和三亚开展南繁

工作，育制种面积 845 亩，产量 21 万公

斤。上海市南繁科研育种基地选育出的水

稻品种“沪软1212”“旱优73”和“银香38”

获得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金奖。

加强深海产业合作

上海交通大学在海南已建高新船舶与

深海开发装备协同创新中心、南海海洋生

物技术中心等10余个教学科研平台，在琼

科研项目120余个。华东师范大学海南研

究院在琼建设海洋垃圾与塑料治理研究中

心、海洋感知与信息处理研发中心等平台。

南国都市报7月12日讯（记者汪慧实习生孙靖）7
月12日下午，“成型起势自贸港：海南以高水平开放引

领高质量发展”（上海市）专场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

（以下简称“专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介绍了海南自

贸港近年来取得的成就，推介了海南在自然环境、政策

和开放红利等多方面的比较优势。还全面介绍了琼沪

两地在医疗、教育、商贸、金融、科技、文化等领域交流合

作不断深化拓展的成果。

政策红利不断释放

海南不断完善自贸港政策体系，“零关税”清单、企

业和个人15%所得税、加工增值30%内销免关税等自贸

港政策文件相继落地实施。这些政策还在不断滚动升

级，自贸港鼓励类产业目录扩容、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

易账户（EF账户）正式上线等，将释放更大红利。

今年海南扩大了59国人员免签入境海南事由，除

了来海南旅游，外国朋友们来海南开展商贸、访问、探

亲、医疗、会展、体育竞技等活动都可以免签入境，并且

可以在海南岛内停留30天时间。

在推进制度集成创新方面，海南发挥好自贸港改革

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以解决政策落地的堵点、无应

用场景的痛点、成效不明显的难点等为出发点，深层次

谋划推动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制度集成创新，累计发

布制度创新案例16批140项，其中11项被国务院向全

国复制推广，6项受到全国通报表扬。

海南用好RCEP与自贸港政策叠加优势，先行先试

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出台扩大货物贸易创新发展规

模、推动双向投资等20条落实RCEP规则的举措，推动

实施暂时出境修理、进境修理等有关税收政策，境外律

师执业等10个领域开放实现突破，对外开放合作稳步

扩大。此外，海南发起全球自贸区（港）伙伴关系倡议，

成员达34家；QDLP、QFLP等新业态实现从无到有，发

展态势良好。2023年，海南全省跨境人民币收支总额

较2019年增长12倍。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推动全球各类要素资源加速

向海南集聚。截至今年5月底，海南经营主体数量突

破398万户，同比增长近四成。2018年以来，海南新

设外资企业以每年65%的增幅持续增长。近五年来全

省引进各类人才超70万人。

产业和创新双轮驱动

海南坚持产业和创新双轮驱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加快构建“4+3+3”海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4”是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

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2023年，全省接待游客增长

49.9%、旅游总收入增长71.9%，三大机场及琼州海峡旅

客吞吐量均创新高；以国际航运、会展、空港保税维修、

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扩容增效；石化新材料、

生物医药、海上风电装备、海工及游艇等新型工业聚力

起势；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增加值突破千亿元；四大主导

产业占全省GDP比重较2018年提高10个百分点。

第1个“3”是前瞻布局南繁种业、深海科技、商业航天

“三大未来产业”，聚焦生物育种、海洋观测、卫星大数据应

用等领域开展技术攻关，打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实践地。

南繁种业产值突破120亿元；海洋高新技术企业达上千家，

一批重大深海装备落地运行；全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基

本完成建设，如期具备双工位发射能力。

第2个“3”是做好高端购物、医疗、教育“三篇境外

消费回流文章”。到目前，消博会已成功举办四届，离岛

免税购物成为海南旅游“金字招牌”；博鳌乐城先行区累

计接待医疗旅游人数76.85万人次，年均增长57%；黎安

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今年在校师生数量预计翻番。

据悉，海南正充分发挥“三度一色”优势，前瞻布局

培育发展南繁种业、深海科技、商业航天“三大未来产

业”；同时，积极谋划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

合，积极推动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

对于境外投资者而言，可能面临语言不通、政策不

了解等问题，海南是如何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化服务的？

发布会上推介了两个平台：“海南自由贸易港一站式政

策查询解读平台”和“企航自贸港一站式服务平台”，前

者可一键查询开办企业、税收优惠、鼓励产业等政策，后

者重点提供政务、专业、招商三类服务。

争当“双碳”优等生

海南坚持绿色低碳发展，以争当“双碳”优等生的担

当，高水平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2023年，全省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9.5%，细颗粒物（PM2.5）浓度12

微克/立方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一流。

海南滚动实施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标志性工程。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跻身首批5个国家公园行列。

2023年，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78.5%，新能源汽车在新

增车辆中占比超50%、全国第一，保有量占比全国第二，

可降解塑料制品替代率达80.2%，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新

建建筑面积比重超70%。博鳌近零碳示范区正式运营，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实现碳中和办会目标。

海南还探索完善“两山”转化新机制。出台具有海

南特色、陆海统筹的省级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地方

标准。首次开展全省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评

估工作。高标准建设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首笔

GEP贷、首单蓝碳交易落地。

在发展过程中，海南坚持增进民生福祉，推动民生

持续改善，切实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发布会上介绍，下一步，海南将继续加强与上海合

作，统筹协调各领域标志性合作项目高效落地、实质性

运营等，将合作向纵深推进，力争形成区域合作的典范。

黄浦江畔黄浦江畔
听听““海海南潮声南潮声””

琼沪多领域合作
亮点频频

海南赴上海举办自贸港主题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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