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
自贸港“一号工程”引委员热议

时不我待，分秒必争。

时间进入2025年，作为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一号工程”，“封关运作”这

一关键词，在13日开幕的海南省政协八

届三次会议上被政协委员们多次提及。

“封关运作是海南自贸港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事件，全省上下全力筹备了数

年时间。如今进入2025年，可以说封关

运作已经到了决战之年。”作为经济领域

的学者，海南省政协委员、海南自由贸易

港人才发展研究院院长李世杰十分关注

海南封关运作的建设进度。

在他看来，就硬件层面而言，海南封

关运作在全岛各地都有着针对性布局，

各个项目的建设稳步推进，一些项目已

经基本完成设备的建设和调试，取得比

较显著的效果，进展令人瞩目。

那么，如今封关运作的硬件设施建

设进展如何？

在刚刚结束的海口市第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海口市秀英区

区长柳战良明确表态，将全力以赴服务

保障该区内全部封关运作项目在今年3

月底完成验收。据了解，海口秀英区辖

有包括海口新海港片区“二线口岸”集中

查验区在内等7个封关运作项目。扎实

做好各封关运作项目的服务保障，积极

配合项目通关的实战化演练，是该区今

年工作的“重头戏”之一。

稳步推进“硬件”项目建设的同时，

在“软件”构筑方面，海南也在努力推进

各类核心政策相继落地。

海南省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

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认为，围绕封

关运作，海南需要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聚焦核心政策落地，尽

快推出市场期盼又急需的优势政策。

“比如我们去年推出的海南自由贸

易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EF账户），市

场的收效与反馈就非常好。类似的一些

核心政策的相继推出，能够从各方面提

升国内外企业与人才对海南自贸港的兴

趣，对于封关运作也会起到很大的积极

作用。”匡贤明说。

观点
推动与封关运作相适应的高

水平开放逐步展开

省政协委员对海南封关运作的关注

热度有多高？从海南省政协《关于省政

协八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

告》里的一组数据中，可窥见一斑。

从2024年至今，海南省政协委员共

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

开放、推进自贸港封关运作等话题提出

提案242件，其中，扩大医疗服务业开放、

推动自贸港“两个总部基地”建设、对接

DEPA构建高水平数字贸易规则等诸多

提案以“开放”为核心，建议海南紧抓封

关运作契机，推进各领域高水平开放在

海南自贸港不断展开。

“我今年带上会的建议，其中一个就

是建议海南率先融入RCEP经贸制度体

系，并发挥先行先试作用。”李世杰表示，

从地理位置上看，海南处于RCEP的核心

区域，背靠庞大国内市场，产业发展布局

空间广阔，在中国面向RCEP成员国开放

市场进程中，海南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显

而易见。

开放，是姿态；封关运作，是机遇。

李世杰认为，封关后，海南率先全面

落地RCEP协议中 90%以上商品零关

税，可以使境内外企业更好地利用自贸

港的政策优势和渠道，共享贸易自由化、

投资自由化的开放红利，为落实并健全

RCEP实施机制做样板、创条件。

“封关运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

放。”他建议，海南应持续深化在各领域，

尤其金融领域的开放。依托新型多功能

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海南可以建立起资

金电子围网，利用“离岸+在岸”模式保障

实现海南自贸港的资金跨境自由流动。

无独有偶，李世杰这一以“开放”为

核心的思路，与省政协委员、省投资商会

会长王佳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王佳看来，海南未来需要通过封

关运作，让更多市场主体享受“开放”的

获得感，从贸易流通、金融开放等方面，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封关运作的“一线放

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

“资金是趋利的，是跟着产业走的。

如果产业没有资金的支持，它也很难持

续和健康的发展。”王佳直言，现阶段海

南自贸港的金融开放已经有了一定进

展，但是与香港、上海和许多国家和地区

相比还有一定距离。她认为，随着封关

运作的临近，海南金融领域的开放还需

要进一步推进。

建议
把“自由”交给市场把“困难”

留给自己

“一线”放开，万众期待；“二线”管

住，同等重要。如何保障物流在海南自

贸港“一线”与内地“二线”之间顺畅流

转，这无疑会给海关监管“上难度”。

而政协委员的“百宝袋”里有“锦囊

计”。

“海南自贸港的物流体系在封关后

面临内地与海南双向阻滞的挑战。通关

过松，可能出现漏洞与隐患；通关过严，

即通关流程繁琐、手续复杂，则可能导致

货物流通不畅。此外，开展反走私监管

也对物流效率形成一定的压力。”围绕封

关后“二线”的高效运转及监管体系确

立，省政协委员、国家重大人才计划特聘

专家李晟认为，海南应兼顾国际经验、中

国特色、海南定位，提升反走私和物流监

管效能，如尽早出台最新的《海南省反走

私条例》，建立完整的处罚体系，深化推

进海关AEO制度，搭建提前申报平台，

建设货物分类智能通关监管系统，同时

构建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探索推行“一

次查验、全部到场、一次放行”联合查验

机制，避免重复检查等问题的发生。

除了监管水平，部分政协委员认为，

海南自贸港在制度设计与执行层面还存

在探索和提升的空间。

“封关运作后的一些政策还需要考

虑适应性的问题。比如，海南自贸港在

税制设计的时候，应着眼全局，跨税种综

合考虑，广泛征求企业、专家乃至社会的

意见，真正用好、用足政策。”省政协委

员、省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马波表示，

从目前的情况看，有的自贸港政策在顶层

设计上仍需进一步完善，有的政策带给企

业的“获得感”还不强，有的政策则在执行

层面还需要不断地优化。“有些政策的执

行程序还可以进一步的缩减与简化，遇到

有争议的具体问题时，还可以通过探索建

立匿名的专家委员会咨询机制，公正地

对问题进行剖析与衡量，为厘清问题、解

决问题提供专业参考。”马波直言。

“2025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

作、扩大开放攻坚之年。海南应紧抓机

遇，站在市场角度设计相关制度，在确保

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做到让监管更加‘无

感’，把‘自由’与‘便利’交给企业，把‘麻

烦’与‘困难’留给自己，让更多市场主体

享受到自贸港核心政策红利。”省政协委

员匡贤明说。

新征程 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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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深观察

2025年，海南自由贸易港迎
来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攻坚之年。

新一年的时钟才刚刚走过不
到两周，1月13日，海南省政协八
届三次会议正式开幕，封关运作，
成为“风头无两”的会议热词。如
何平稳、顺利推进封关运作？如何
让各项工作更加高效、安全开展？
来自社会各界的省政协委员纷纷
聚集这一话题展开交流与探讨，共
同为自贸港对外开放历史机遇建
言献策。
南国都市报记者王子遥周静泊

进一步推进金融领域开放、推出市场期盼又急需的优势政策……

政协委员为封关运作“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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