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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CEP背景下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的比较

优势、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研究
杨欣颖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云南省昆明市，650500；

摘要：在 RCEP 框架下，作为中国制度型开放标杆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将实施全岛封关运作。基于此，本研究探讨

了 RCEP 机制与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互动关系，分析了自贸港在制度型开放、全球价值链嵌入、经济协同及财

税创新方面的优势，并剖析了其封关运作所面临的制度型开放水平滞后、产业基础薄弱、地缘政治压力增加的现

实困境。最终提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应加快构建区域价值链、深化制度型开放试验，并推动“数字-绿色”双轮

驱动以重塑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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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贸规则加速重构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度

演进的背景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的生效标志着亚太区域价值链进入制度性整合新阶段。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以

下简称：海南自贸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

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1]
。纵观世界

各国，特殊区域普遍具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处于境内

关外，二是实行特殊的经贸制度。一个区域要变成具有

上述特征的特殊区域，封关至关重要
[2]
。2018 年 4月 14

日，习近平主席在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

会上宣布，党中央大力支持海南进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与发展，赋予海南重大历史使命。海南自贸港于 2025

年底前实施全岛封关运作，作为国内首个“境内关外”

型开放实践，其既是我国深化制度型开放的战略试验，

更为探究区域经济协定与特殊经济区协同共进机制，提

供了不可多得的鲜活样本。

1 RCEP 机制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的互

动关系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通过制度创新重构亚太区域

经贸规则体系，而海南自贸港的全岛封关运作则代表中

国最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试验。二者在制度设计层面的

深度耦合与功能叠加，正在重塑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

的新范式。

1.1 RCEP 的核心制度创新

在 RCEP 框架下，其核心制度创新主要包括以下三

方面。一是原产地累积规则突破传统的双边模式；二是

在服务贸易领域采用负面清单与正面承诺双轨制；三是

电子商务章节创设数据跨境流动“安全港”机制。这些

核心制度的创新不仅直接对标了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

则，更为中国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提供了制

度接口。

1.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的制度突破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在制度上的突破，实质是国家

在“境内关外”模式上的创新。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

法》是实施赋权，让海南自贸港在海关监管、金融开放、

数据流动等领域获得了特殊立法权限。这种突破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税制度创新，全岛封关后实行“一

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分线监管，使海南同时具备自由

贸易港与国内市场“双接口”功能；二是税制体系重构，

形成与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际自贸港可比性的低税率

环境；三是治理模式变革，建立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贸

易安全便利化体系。这些制度突破使海南自贸港在对接

RCEP规则时具备政策的优势。

1.3 双重制度叠加的协同效应

在 RCEP 区域规则与海南自贸港封关政策的双重制

度的叠加下，已产生显著的协同效应。在贸易维度，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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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减让政策与海南零关税制度形成“双重免税红利”，

使经海南转口的东盟商品进入内地市场可叠加享受

RCEP 协定税率与自贸港免税优惠。在投资维度，RCEP

投资便利化条款与海南自贸港“准入即准营”政策形成

叠加优势，如允许外资医疗机构直接使用 RCEP 成员国

认证的医疗设备，突破原有审批限制。在规则创新维度，

海南自贸港通过封关政策形成的制度高地，可为中国参

与 RCEP 后续升级谈判提供实践样本，推动 RCEP 原产地

规则从“区域累积”向“价值创造”方向演进。这种制

度协同不仅强化海南自贸港在 RCEP 区域合作中的枢纽

地位，更有助于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加快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具

有重要的支撑示范作用
[3]
。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的比较优势

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我国首个全岛封关运作的

“境内关外”型开放试验区，其具有区别于其他自贸试

验区的差异化优势。这些优势共同构成了海南自贸港在

RCEP 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独特优势，为其打造高水平的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1 制度性开放优势

在制度性开放方面，《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实施

赋予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境内关外”的特殊地位，进而

催生了监管模式的革新，形成超越 RCEP 标准的制度高

地。具体体现为全岛零关税政策覆盖了进口商品种类达

98.3%，这相较于 RCEP 成员国平均 85%的关税减让幅度

形成显著的价格优势。而加工增值超30%货物内销免关

税政策，则创造性的融合了 RCEP 原产地累积规则与国

内的税制改革，使从而使得海南自贸港成为区域供应链

重构的规则转换器。

2.2 全球价值链嵌入优势

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层面，海南自贸港通过政策工具

包突破“低端锁定”困境，构建起双向赋能的产业升级

路径。具体体现为在航空维修领域的航材免税政策的实

施推动航空维修业形成集群效应，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

目前已集聚法国赛峰、汉莎技术等 12 家国际航空服务

商。而在油气产业领域的勘探设备进口免税政策与 RCEP

投资便利化条款形成共振。这种“制度创新-产业需求”

的深度协同机制，使海南自贸港正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性

的设备维护、技术支持和资源调配中心。

2.3 区域经济协同优势

区域经济协同优势的释放则体现在空间重构与规

则输出的双重效应。在地理区位上，海南自贸港毗邻东

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位，使得其在 RCEP 服务

贸易开放框架下形成独特引力。具体体现为，在制度辐

射方面海南自贸港首创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3.0 版

已实现与新加坡等国的数据互联互通。在数字贸易领域，

海南与东盟国家建立的“数字口岸合作机制”，将货物

到港通关时效提升 40%，这种以制度创新驱动的区域协

同，使海南自贸港从地理边缘跃升为 RCEP 规则实践的

前沿阵地。

2.4 财税体系创新优势

海南自贸港将与世界上其他自由贸易港一样，处于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交叉地带，同时流通在岸和离岸

两种性质的资金
[4]
。由于封关运作的税收政策调整，特

别是“零关税”政策的实施，使得税收政策变革力度空

前，在“零关税”与增值税优惠双管齐下，为海南自贸

港引来了大批国内外企业，这些企业在自贸港内设立分

支机构，以更便捷地进行跨境贸易
[5]
。在金融调整层面，

税收调整与开放举措联动，吸引更多金融机构扎根海南，

金融业务规模持续膨胀，国际金融标准与多样化产品服

务竞相涌现，使得海南自贸港正逐步跃升为具有强大竞

争力和广泛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的现实困境

作为国内首个全岛封关型自贸港，海南自由贸易港

在对传统发展模式与全球治理规则上的双重突破，这一

创新性的变革必然会伴随结构性矛盾的显现。当前，制

度协同压力、产业升级瓶颈与地缘政治约束已然成为制

约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阻碍。

3.1 制度型开放水平滞后于国际规则

当前，海南自贸港已出台了我国首张跨境服务贸易

负面清单，涉及 11个行业类别共 70项，但比起 CPTPP

的平均水平，海南的负面清单数量还有进一步缩减空间

[6]
。此外，海南自贸港的扩大规则、规制和标准等制度

型开放的水平仍然不够高，与 RCEP、CPTPP 等协定中的

国际经贸规则开放水平相比还有一段差距，制约了自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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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建设推动南海区域经济合作的效能
[7]
。故此，海南自

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亟须在制度层面解决与国际规

则、国际惯例、国际通用行业规范和管理标准的对接问

题
[8]
。

3.2 产业基础薄弱制约升级动能

虽然近年来海南自贸港形成了以旅游业、现代服务

业等核心的特色产业，但海南的产业基础薄弱，尚未形

成特色产业优势导致自贸港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产

业合作动力不足
[9]
。这一先天不足，使得海南自贸港产

业升级瓶颈表现为政策红利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动能

衰减。以航材领域为例，尽管航材免税政策推动航空维

修业快速集聚，但核心部件拆解维修技术仍被外企垄断，

导致产业集群陷入政策依赖的发展困局。加之海南自贸

港尚未完全破解生产要素的流动壁垒，这不仅制约了高

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积极性，也未能将开放政策的红利充

分释放。

3.3 地缘政治压力掣肘制度创新

地缘政治约束通过多重传导机制加剧发展不确定

性。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自 2022 年 5 月美

国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后，便主要通过

互联互通的经济、有韧性的经济、清洁的经济和公平的

经济这四方面，将中国排除在印太区域经济发展体系之

外，企图孤立中国
[10]
。加之，当前南海地区的国际政治

生态复杂敏感，大国战略博弈集中，美西方域外势力的

干预和搅局，使南海局势暗流涌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

地区紧张
[11]
。这种地缘的博弈，使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

不得不在制度创新与风险规避间寻求脆弱平衡。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的发展路径选择

破解海南自贸港封关后的现实困境，需以系统性改

革思维重构发展路径。当前，制度摩擦、产业瓶颈与地

缘约束的叠加效应，要求海南必须锚定“制度型开放”

核心定位，在区域价值链重塑、国际规则对接及新兴经

济培育三个维度寻求突破。这既是破解当前矛盾的关键

钥匙，也是实现从“政策高地”向“制度创新高地”跃

迁的战略支点

4.1 加快区域价值链枢纽建设

在区域价值链枢纽建设层面，海南自由贸易港应充

分发挥加工增值规则与 RCEP 原产地累积的叠加效应，

打造“东盟原材料+海南增值+内地市场”的三角供应链

体系。同时，利用海南自贸港“双 15%”税制优势，吸

引日韩精密仪器、东盟电子元件在琼设立区域分拨中心，

通过分线管理制度实现“一线”自由流动与“二线”精

准管控的协同，形成超 500 亿美元的区域性中间品交易

市场。此外，海南自贸港港口与自贸伙伴港口及营运商

可达成报关、通关，以及手绿程席互认安排，便捷区域

留易合作。

4.2 深化制度型开放试验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贸

港做好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
[12]
。对此，海南自由贸易

港要立足全球视野，按照国际高标准建设中国开放经济

的平台，需主动对接 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

则，以高水平开放和有效监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

硬”为主要思路，测试开放冲击风险，为高水平开放积

累风险防控经验。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应率先实施

RCEP电子商务条款的“压力测试”，借鉴新加坡跨境数

据分级分类监管经验，实行“白名单+负面清单”双轨

管理。在金融服务开放方面，可探索与 CPTPP 规则接轨

的离岸金融创新，形成与迪拜、伦敦差异化的能源金融

定价权。

4.3 推进数字与绿色经济双轮驱动

推进数字与绿色经济双轮驱动战略的实施需把握

RCEP规则演进的技术窗口期。在数字经济领域，依托海

南国际海底数据中心建设，构建面向东盟的算力共享网

络。在绿色经济领域，应激活海南热带雨林碳汇资源，

建立与国际自愿碳市场接轨的交易机制，形成绿色贸易

规则的区域实践样本。此外，应构建“数字-绿色”融

合基础设施，在三亚建设覆盖南海的海洋环境监测物联

网，通过卫星遥感数据跨境流动协议，向 RCEP 成员国

提供珊瑚礁保护、渔业资源评估等数字公共服务，将技

术优势转化为规则制定权。

5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 RCEP 生效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封

关运作后的比较优势、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研究发现，

海南自贸港凭借制度性开放优势、全球价值链嵌入优势

以及区域经济协同优势，在 RCEP 区域合作中展现出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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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潜力，成为推动中国与 RCEP 成员国经济协同发展的

重要力量。然而，制度型开放水平滞后、产业基础薄弱、

地缘政治压力增加等现实困境也不容忽视，这些因素制

约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成效与可持续发展。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是中国在 RCEP 背景下推动制

度型开放的重要实践，其发展模式与经验将为其他特殊

经济区域提供有益借鉴。随着 RCEP 的深入实施以及海

南自贸港建设的不断推进，海南自贸港有望在区域经济

合作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助力实现亚太地区的共同

繁荣与发展。这不仅是海南自贸港的历史机遇，更是中

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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