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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热评上海自贸区 

美国《福布斯》杂志发表题为“自贸

区的建立彰显更加开放的中国”的报道，

认为上海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朝着

亚洲乃至世界贸易和金融中心的目标发

展，自贸区的设立将推动上海成为继香

港之后又一个金融中心。设立自贸区说

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

高度，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世

界，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更加成熟、更

加充满活力。

美国彭博社援引世界银行行长金

墉的话报道说，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将会

增强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虽然2013年中

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中国领导人正努力

保持经济增长的信心，在金融和财政方

面的改革将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铺平道

路，如同自贸区成立所体现的——中国

政府正在致力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德国电视一台报道称，中国“通过

试验打破禁忌”，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是

中国领导层力推的结果。有些措施已然

明朗：自贸区内阻碍资本流动和贸易自

由化的壁垒将被消除，外企可投资领域

得到拓展；例如在海运行业获得多数占

股、经营医疗保险、外国银行可在区内

开设分支机构等。此前受到管制的18个

服务贸易行业在区内将实现对外开放。

《日本经济新闻》分析了在劳动密

集型经济发展模式已开始遇阻、全球加

速推进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欧美不仅要

主导贸易，还打算主导制定投资规则的

“经济逆风”下，中国设立上海自贸区，

推进改革，争取经济主动权的努力。日

本《产经新闻》也发表专栏文章报道称，

面对持续低迷的对外贸易，中国打算用

上海自贸区这一“敲门砖”敲开以日本

和美国为中心的TPP的大门，从而力挽

狂澜。从一连串的改革中可以看出，中

国已在紧锣密鼓地为加入TPP热身。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文章认

为，中国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期，

大力推动上海自贸区建设，将通过“再

开放”来倒逼中国国内改革红利的出现，

通过改革红利的释放来维持中国各方面

的可持续发展。

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称，中国领

导人清楚地认识到其经济增长模式需要

作出变化，并已规划出蓝图，推出了上

海自贸区这样的试点项目。这些改革措

施所放出的信号就是中国要开放更多的

市场，来与美国的双边甚至多边投资协

议进行竞争。

二、谨慎评价

美国《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上

海自贸区的设立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

经济理念的首次实践。自贸区的设立旨

在探索扩大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推

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的建设。但由于公布的具体细节低于预

期，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上海自贸区将是

一次谨慎的渐进式探索，其效果的显现

尚需时日。

英国路透社评论认为，从目前的实

际情况来看，上海自贸区更多的是一种

象征而非实质。自贸区被寄予厚望，或

将成为撬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

点。但备受外界关注的利率自由化和人

民币自由兑换等细节缺失、金融突破力

道远低于外界预期，令全球市场失望。

短期内，上海自贸区并不会对香港的竞

争力造成威胁。

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表评论认

为，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冗长，金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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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

下简称“上海自贸区”）自挂牌以来，受

到社会广泛关注，引发国外媒体大量报

道。大部分国际主流媒体认为上海自贸

区的建立对中国改革和发展“意义堪比

深圳经济特区”；也有媒体称自贸区的

开放程度较低，“没有太大惊喜”。笔者

汇总了近期国际主流媒体对上海自贸区

的相关评论，并提出几点看法。

一、积极评价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认为，中国

领导层选择将上海自贸区作为改革试验

场，类似于80年代的深圳，在一个特定

区域集中做出改革的尝试，然后将改革

经验推广到全国。中国在尝试利用一个

创新的方式提振贸易领域的竞争力，用

“主动接招”的创新型做法应对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意图在未来国

际分工中占据主动。自贸区致力于加快

政府职能转变、促进投资领域开放、推

进贸易方式发展转变、深化金融领域的

开放创新以及完善法制领域的制度保

障，其创新典范和潜在意义堪比当年的

深圳经济特区。

英国路透社发表评论认为，上海自

贸区是中国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以来最有

潜力、最宏大的改革计划，中国政府将

把上海自贸区作为深化对外开放的平

台，进一步推动中国改革。自贸区将会

在金融、关税等方面与国际进行深层次

接轨，在很大程度上开放服务领域，这

将使中国走上更加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对中国稳站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具

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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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程度保守，加上中国高层缺席自贸区

成立仪式，自贸区成为“下一个深圳”的

说法渐受质疑。自贸区设立伊始，部分

迹象已开始令外界质疑，中国是否真的

能够放开管制、实现市场自由化，抑或

表面象征远超过实质改革意涵。BBC另

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上海自贸区方案面

世，无大惊喜”。上海自贸区为中国的改

革和发展带来希望，但具体政策实施难

度较大。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论称，上

海自贸区设立前后的几天，诸多迹象令

人感到其像一枚“潮湿的爆竹”：没有

一位中国的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在揭牌

仪式上露面，各大最高监管机构也似乎

有意回避，被外界寄予很高期望的利率

自由化和人民币自由兑换等尝试难以推

出，负面清单冗长。目前判断上海自贸

区是否将成为“下一个深圳”为时过早。

三、几点看法

（一）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是中国改

革和发展的有益尝试。毫无疑问，上海

自贸区是中国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

势、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自

贸区在深化金融改革、推动利率市场

化、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方

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当前，客观形势要

求中国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充

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促进国际国

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

市场深度融合。墨守成规的改革不足以

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上海自

贸区的设立，既有助于探索建立适应全

球经济发展新形势的体制机制，又能通

过加大开放力度，倒逼国内加快改革步

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动力。

（二）“开放倒逼改革”需要充分考

虑中国实际，谨慎布局。外国媒体对上

海自贸区的谨慎评价大多出于自贸区公

布的具体方案没有达到全球市场预期。

但笔者认为，在中国对内对外开放的过

程中，采取谨慎的态度和渐进的方式是

完全必要的，不要寄望于“毕其功于一

役”。例如资本项目自由化，不能盲目地

受外媒等一些建议的影响，而需以我为

主，认真研究资本账户各项目开放的利

弊，充分考虑国内金融系统的承受力，

把握好监管与放开管制的度，积极稳妥

地推动开放。

（三）建设自贸区亟需创新现有体

制。上海自贸区的先行先试涉及大量立

法和行政权力的调整，运行机制、管理

模式、管理体制、执法体制都需要相关

的法律制度来确认，且自贸区所需要的

法律突破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国务院和地

方政府行政权力的范围，无论暂停适用

相关法律还是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总体方案》进行确权，都需要立

法机构尽快强化自贸区建设的法制保

障。此外，自贸区先行先试事项涉及多

个部委的行政审批，需要协调不同监管

部门之间的事权，进一步促进政府职能

转变，同步推进简政放权和加强监管。

上海自贸区若没有完善的法制保障和创

新的监管体系，很难真正成为法制环境

规范、监管高效便捷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四）上海自贸区的未来值得期待。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

调，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

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

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

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

新经验。《决定》明确了上海自贸区的

意义和功能，显示最高领导层认同支持

上海自贸区的发展。未来应更加期待上

海自贸区积极探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充分发挥试验功能，及时总结改革开放

经验。下一步我国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

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海的经验将

服务于更多具备相应条件的地方发展

自由贸易区，推动形成横贯东中西、联

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和全方位的开

放格局。

（作者单位：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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