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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国自2013年起至今已设立18个自由贸易
试验区，自贸区战略成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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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次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

立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涵盖四

片区：外高桥保税区、

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

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

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

第二批次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

立中国（广东）自由

贸易试验区、中国

（天津）自由贸易试

验区、中国（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3个自

贸区。各大贸易区下

属均涵盖三个子片区。

扩展上海自贸区范围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

扩展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区域范

围，新增三大片区：

金桥出口加工区、张

江高科技园区、陆家

嘴金融贸易区。

第三批次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

立中国（辽宁）、（浙

江）、（河南）、（湖

北）、（重庆）、（四

川）、（陕西）共7大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自贸区建设进入了试点

探索的新航程。

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

党中央、国务院发布

《国务院关于同意设

立中国（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的批复》，

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

岛。

第四批次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

立中国（山东）、（江

苏）、（广西）、（河

北）、（云南）、（黑

龙江）共6大自由贸易

试验区。

我国自贸区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国务院政务公开文件，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主席讲话稿（新华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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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第四批次

第三批次

在自贸区战略实施下，我国当前已形成了横跨沿海内陆、贯通东西、兼顾东北的区域经济新格局，
各自贸区省市对外贸易总额增长迅速

中国现有自由贸易区整体分布 中国2018年前成立的自由贸易区的省市外贸发展现状

◼ 从沿海到内陆逐渐开放：当前我国自贸区的发展趋势为从沿海到内陆逐
渐开放，优先发展沿边地区，实现海洋开发和陆地开发的协同发展；

◼ 沿海自贸区省市区位优势突出：沿海自贸区省市（上海、天津、广东、
福建、浙江、辽宁）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普遍高于内陆型自贸区省市，
其中广东省外贸进出口总额最高，于2018年达到71602亿元；

◼ 新批自贸区省市对外贸易增长迅速：第一、二批自贸区省市外贸进出口
总额同比增长率均约5.3%，第三批自贸区省市同比增长率分布于10%-
23%，增长更加迅速。自贸区战略对区域外贸总额增长影响效果显著。

34012

8080

71602

12346

5512 3513 3486 5221 5947

28512

75585.2% 5.4% 4.8% 6.1% 5.0%

22.6%

10.0%

13.7%

22.6%

10.2%

10.7%

0.0%

5.0%

10.0%

15.0%

20.0%

25.0%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上海 天津 广东 福建 河南 陕西 湖北 重庆 四川 浙江 辽宁

2017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2018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率

第二批次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2017，2018年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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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片区分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定位及片区发展重点

战略定位：探索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
体制改革，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

革、促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的发展。

发展目标：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充分发挥
金融贸易、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等重点功能承载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力争建设

成为开放度最高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贸园区。

片区名称 所在城市
区域面
积

发展重点

综合保税
区片区

上海市
28.78平
方公里

重点发展国际贸易、金融服务、航运服务、专业
服务、高端制造五大产业集群，重点集聚总部经
济、平台经济、“四新”经济三大业态；

陆家嘴金
融片区

上海市
34.26平
方公里

持续推进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
和监管制度创新，重点打造总部经济、航运金融、
文化体育旅游业、高端服务业集聚区；

金桥开发
片区

上海市
20.48平
方公里

重点打造上海先进制造业核心功能区、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区、新兴产业先行区和生态工业示范区。
重点培育能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张江高科
技片区

上海市
37.2平
方公里

重点发展“四新”经济，在科技创新公共服务
平台、科技金融、人才高地和综合环境优化等
重点领域开展探索创新。

上海市

综合保税区片区：
重点发展国际贸易、金融服务、航运服务、专

业服务、高端制造五大产业集群，重点集聚总

部经济、平台经济、“四新”经济三大业态；

陆家嘴金融片区：
持续推进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

化和监管制度创新，重点打造总部经济、航运

金融、文化体育旅游业、高端服务业集聚区；

金桥开发片区：
重点打造上海先进制造业核心

功能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

新兴产业先行区和生态工业示

范区。重点培育能参与国际竞

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张江高科技片区：
重点发展“四新”经济，

在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

科技金融、人才高地和综

合环境优化等重点领域开

展探索创新。

浦东新区

上海自贸区作为自贸区建设的领头羊，侧重于建设融开放创新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和提升政
府治理能力的先行区，成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

资料来源：国务院政务公开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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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片区分布 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定位及片区发展重点

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努力成为
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

面向世界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

发展目标：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贸易自由、投资
便利、高端产业集聚、金融服务完善、法制环境规范、监管高效便捷、辐射带

动效应明显的国际一流自由贸易园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我国经济转型发展

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片区名称 所在城市 区域面积 发展重点

天津港片
区

天津市
30平方公

里
重点发展航运物流、国际贸易、融资租赁等现
代服务业；

天津机场
片区

天津市
43.1平方
公里

重点发展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
术等高端制造业和研发设计、航空物流等生产
性服务业；

滨海新区
中心商务
片区

天津市
46.8平方
公里

重点发展以金融创新为主的现代服务业。

滨海新区

天津市

天津机场片区：
重点发展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新一代

信息技术等高端制造业和研发设计、航

空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

天津港片区：
重点发展航运物流、国际贸易、融

资租赁等现代服务业；

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
重点发展以金融创新为主的现

代服务业。

天津自贸区背靠京冀，辐射东北、西北、华北，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也是北方首个自贸区，
未来战略将挂钩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开放平台

资料来源：国务院政务公开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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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片区分布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定位及片区发展重点

战略定位：依托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粤港澳
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地。

发展目标：经过三至五年改革试验，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粤港澳深度合作，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力争建成符合国际高标准的法制环境规范、投资贸易便利、辐射带动功能突出、

监管安全高效的自由贸易园区。

片区名称 所在城市 区域面积 发展重点

广州南沙
新区片区

广州市
60平方公

里

重点发展航运物流、特色金融、国际商贸、高
端制造等产业，建设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
现代产业新高地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
务枢纽；

深圳前海
蛇口片区

深圳市
28.2平方
公里

重点发展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
务等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建设我国金融业对外
开放试验示范窗口、世界服务贸易重要基地和
国际性枢纽港；

珠海横琴
片区

珠海市
28平方公

里

重点发展旅游休闲健康、商务金融服务、文化
科教和高新技术等产业，建设文化教育开放先
导区和国际商务服务休闲旅游基地，打造促进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新载体。

广州市

深圳市

珠海市

广州南沙新区片区：

重点发展航运物流、特色

金融、国际商贸、高端制

造等产业；

深圳前海蛇口片区：
重点发展金融、现代物流、信

息服务、科技服务等战略性新

兴服务业；

珠海横琴片区：
重点发展旅游休闲健康、商务金融服务、文化

科教和高新技术等产业。

广东自贸区依托港澳，致力于促进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融合，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探
索构建粤港澳金融合作新体制，为全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资料来源：国务院政务公开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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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片区分布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定位及片区发展重点

战略定位：率先推进与台湾地区投资贸易自由化进程，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
为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示范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打造面向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放合作新高地。

发展目标：创新两岸合作机制，增强闽台经济关联度。加快形成更高水平的
对外开放新格局，拓展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的深度

和广度。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力争建成投资贸易便利、金融创新功能突出、

服务体系健全、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园区。

片区名称 所在城市 区域面积 发展重点

平潭片区 福州市
43平方公

里

重点建设两岸共同家园和国际旅游岛，在投资
贸易和资金人员往来方面实施更加自由便利的
措施；

厦门片区 厦门市
43.78平方
公里

重点建设两岸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
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
中心和两岸贸易中心；

福州片区 福州市
31.26平方
公里

重点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两岸
服务贸易与金融创新合作示范区。

厦门市

福州市
平潭县

福州市

平潭片区：
重点建设两岸共同家

园和国际旅游岛；

福州片区：
重点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两岸

服务贸易与金融创新合作示范区；

厦门片区：
重点建设两岸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

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

中心和两岸贸易中心。

福建自贸区立足两岸，致力于建设成为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制度创新试验田，深化两岸经济合
作的示范区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放合作的新高地

资料来源：国务院政务公开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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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片区分布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定位及片区发展重点

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将自贸试验区
建设成为东部地区重要海上开放门户示范区、国际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先导区

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资源配置基地。

发展目标：经过三年左右有特色的改革探索，基本实现投资贸易便利、高端
产业集聚、法治环境规范、金融服务完善、监管高效便捷、辐射带动作用突出，

以油品为核心的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显著提升，对接国际标准初步建成自由

贸易港区先行区。

片区名称 所在城市 区域面积 发展重点

舟山离岛
片区

舟山市
78.98平方
公里

鱼山岛重点建设国际一流的绿色石化基地，其
他岛重点发展油品等大宗商品储存、中转、贸
易产业，海洋锚地重点发展保税燃料油供应服
务；

舟山岛北
部片区

舟山市
15.62平方
公里

重点发展油品等大宗商品贸易、保税燃料油供
应、石油石化产业配套装备保税物流、仓储、
制造等产业；

舟山岛南
部片区

舟山市
25.35平方
公里

重点发展大宗商品交易、航空制造、零部件物
流、研发设计及相关配套产业，建设舟山航空
产业园，着力发展水产品贸易、海洋旅游、海
水利用、现代商贸、金融服务、航运、信息咨
询、高新技术等产业。

舟山离岛片区：
建设国际一流的绿色石化基地;

重点发展油品等大宗商品储存、中转、贸易产

业，海洋锚地重点发展保税燃料油供应服务；

舟山岛北部片区：
重点发展油品等大宗商品贸易、保税燃料油供
应、石油石化产业配套装备保税物流、仓储、
制造等产业；

舟山岛南部片区：
重点发展大宗商品交易、航空制造、零部件物
流、研发设计及相关配套产业；
建设舟山航空产业园，着力发展水产品贸易、
海洋旅游、海水利用、现代商贸、金融服务、
航运、信息咨询、高新技术等产业。

舟山市

浙江自贸区聚焦于探索建设舟山自由贸易港区，就推动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提升大宗商品全球
配置能力进行全力探索，目标建设成为东部地区重要海上开放门户示范区

资料来源：国务院政务公开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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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片区分布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定位及片区发展重点

战略定位：加快市场取向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推动结构调整，努力将自贸试
验区建设成为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整体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新引擎。

发展目标：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
境，巩固提升对人才、资本等要素的吸引力，努力建成高端产业集聚、投资贸

易便利、金融服务完善、监管高效便捷、法治环境规范的高水平高标准自由贸

易园区，引领东北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

片区名称
所在城
市

区域面
积

发展重点

大连片区 大连市
59.96平
方公里

重点发展港航物流、金融商贸、先进装备制造、高新
技术、循环经济、航运服务等产业，推动东北亚国际
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建设进程，形成面向东北亚
开放合作的战略高地；

沈阳片区 沈阳市
29.97平
方公里

重点发展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航空装备等先进
制造业和金融、科技、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提高国家
新型工业化示范城市、东北地区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水
平，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

营口片区 营口市
29.96平
方公里

重点发展商贸物流、跨境电商、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和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建设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和高端装备制造、高新技术
产业基地，构建国际海铁联运大通道的重要枢纽。

沈阳市

营口市

大连市

沈阳片区：
重点发展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航空装备等

先进制造业和金融、科技、物流等现代服务业；

营口片区：
重点发展商贸物流、跨境电

商、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和新

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大连片区：
重点发展港航物流、金融商贸、先

进装备制造、高新技术、循环经济、

航运服务等产业。

辽宁自贸区着重于加快市场取向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着力打造提升东北老工
业基地发展整体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新引擎

资料来源：国务院政务公开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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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片区分布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定位及片区发展重点

战略定位：加快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
系，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全

面改革开放试验田和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

发展目标：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投资贸易便利、
高端产业集聚、交通物流通达、监管高效便捷、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水平高

标准自由贸易园区，引领内陆经济转型发展，推动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片区
名称

所在城
市

区域面
积

发展重点

郑州
片区

郑州市
73.17平
方公里

重点发展智能终端、高端装备及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
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物流、国际商贸、跨境电商、现代
金融服务、服务外包、创意设计、商务会展、动漫游戏
等现代服务业，促进交通物流融合发展和投资贸易便利
化体制机制创新，打造多式联运国际性物流中心；

开封
片区

开封市
19.94平
方公里

重点发展医疗旅游、创意设计、文化传媒、文化金融、
艺术品交易、现代物流等服务业，提升装备制造、农副
产品加工国际合作及贸易能力，构建国际文化贸易和人
文旅游合作平台，促进国际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洛阳
片区

洛阳市
26.66平
方公里

重点发展装备制造、机器人、新材料等高端制造业以及
研发设计、电子商务、服务外包、国际文化旅游、文化
创意、文化贸易、文化展示等现代服务业，促进装备制
造业转型升级，打造国际智能制造合作示范区。

开封市
郑州市

洛阳市

洛阳片区：
重点发展装备制造、机器人、新材料等高端制造业以

及研发设计、电子商务、服务外包、国际文化旅游、

文化创意、文化贸易、文化展示等现代服务业；

郑州片区：
重点发展智能终端、高端装备及汽车

制造、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以及现

代物流、国际商贸、跨境电商、现代

金融服务、服务外包、创意设计、商

务会展、动漫游戏等现代服务业。

开封片区：
重点发展医疗旅游、创意设计、

文化传媒、文化金融、艺术品交

易、现代物流等服务业；

河南自贸区重点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
的要求，着力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资料来源：国务院政务公开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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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片区分布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定位及片区发展重点

战略定位：立足内陆、承东启西，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将自贸试验区建设
成为西部门户城市开发开放引领区、内陆开放战略支撑带先导区、国际开放通

道枢纽区、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示范区。

发展目标：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力争建成法治环境规范、投资贸易便利、
创新要素集聚、监管高效便捷的高水平高标准自由贸易园区，在打造内陆开放

型经济高地、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片区名称
所在城
市

区域面
积

发展重点

成都天府
新区片区

成都市
90.32平
方公里

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临空
经济、口岸服务等产业，建设国家重要的现代高端产
业集聚区、开放型金融产业创新高地、商贸物流中心
和国际性航空枢纽，打造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高地；

成都青白
江铁路港
片区

成都市
9.68平
方公里

重点发展国际商品集散转运、保税物流仓储、国际货
代、整车进口、特色金融等口岸服务业和信息服务、
科技服务、会展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打造内陆地区联
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西向国际贸易大通道重要支点；

川南临港
片区

泸州市
19.99平
方公里

重点发展航运物流、港口贸易、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
业，以及装备制造、现代医药、食品饮料等先进制造
和特色优势产业，建设成为重要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
和成渝城市群南向开放、辐射滇黔的重要门户。

泸州市

成都市

成都天府新区片区：
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

临空经济、口岸服务等产业；

川南临港片区：
重点发展航运物流、港口贸易、教育医疗等现

代服务业，以及装备制造、现代医药、食品饮

料等先进制造和特色优势产业。

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区：
重点发展国际商品集散转运、保税物

流仓储、国际货代、整车进口、特色

金融等口岸服务业和信息服务、科技

服务、会展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四川自贸区以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以及建设内陆开放战略支撑带为目标，重点打造内
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实现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

资料来源：国务院政务公开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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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片区分布 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定位及片区发展重点

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全面发挥重庆
战略支点和连接点重要作用、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的要求，努力将

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重要枢纽、西部大开

发战略重要支点。

发展目标：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努力建成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和长
江经济带发展的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推动构建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全方位

开放新格局，带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

片区名称
所在城
市

区域面
积

发展重点

两江片区 重庆市
66.29平
方公里

着力打造高端产业与高端要素集聚区，重点发展高端
装备、电子核心部件、云计算、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及总部贸易、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展示交易、仓储
分拨、专业服务、融资租赁、研发设计等现代服务业，
推进金融业开放创新，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增强物流、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资源的集聚辐射
能力；

西永片区 重庆市
22.81平
方公里

着力打造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重点发展电子信
息、智能装备等制造业及保税物流中转分拨等生产性
服务业，优化加工贸易发展模式；

果园港片
区

重庆市
30.88平
方公里

着力打造多式联运物流转运中心，重点发展国际中转、
集拼分拨等服务业，探索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

重庆市

两江片区：
着力打造高端产业与高端要素集聚区，重点发展高端装备、电子核心部

件、云计算、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及总部贸易、服务贸易、电子商务、

展示交易、仓储分拨、专业服务、融资租赁、研发设计等现代服务业；

西永片区：
着力打造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

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智能装

备等制造业及保税物流中转分拨

等生产性服务业；

果园港片区：
着力打造多式联运物流转

运中心，重点发展国际中

转、集拼分拨等服务业；

重庆自贸区聚焦落实中央关于发挥重庆战略支点和连接点重要作用、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
力度的要求，带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

资料来源：国务院政务公开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5510231204

0011121

https://d.book118.com/055102312040011121
https://d.book118.com/05510231204001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