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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陆海新通道开放能级

打造双循环海外战略支点

2021年 9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十四五”推进西部

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这是继《西部陆海新通道总

体规划》发布两年之后，国家层面以更高质量、更优水平、更大

力度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最新战略部署，对于加快提升西部陆

海新通道开放能级、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大现实价

值。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尤其

是充分应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下的国内国际循环新形势，

紧紧抓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带来的机遇，应

充分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战略价值及其在中国—东盟“区域内

循环”的连接作用，提高区域国际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性和产业安

全性，积极探索“海外特区”新模式，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离岸

加工和跨境电商，以“两国双园”为支撑打造一批海外锚地，推

进形成 “西部陆海新通道+两国双园”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新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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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要求提高国际物流供应链的自主

性和稳定性

经济全球化倒退、贸易摩擦加之疫情冲击、全球货币宽松等

大变局造成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大，大宗商品价格和国际

运费剧烈波动便是表征，苏伊士运河和港口关闭等偶发事件更加

剧了全球供应链的牛尾效应。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确保产业

链安全，加快打造一批海外循环锚地和战略支点，推进更高水平、

更高能级的对外开放，构建安全可靠、自主可控的国际物流供应

链是根本前提。

一是提高国际物流供应链的自主性。充分发挥全球最大的市

场规模优势，保障供应端的自主可控，在确保全球原材料和中间

品“买得到”“进得来”“出得去”的基础上降低采购价格的波动

性，需要推进全球物资投送能力建设，提高国际物流资源分布的

分散化和通道布局的多样化，降低对于重要国际物流咽喉和通道

的依赖，避免被“卡脖子”。

二是提高国际物流供应链的稳定性。疫情反复叠加导致全球

集装箱调度不畅，全球货币超发使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

动，通胀压力不断向产业链下游和消费端传导，苏伊士运河和港

口关闭等偶发事件同时加剧全球供应链延误，造成企业采购成本

增加和国内成本推动型通胀预期，需要强化对于“输入性”通胀

的隔离举措，进一步提高全球物流网络韧性。

三是提高国际物流供应链的主导性。支撑新发展格局下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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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产业全球化布局，支撑企业“走出去”，需要培育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物流网络企业，分层级规划建设一批海外战略支点，构建

由全球物流经营人、境外港口或机场、海外物流枢纽（海外仓）、

国际产业（贸易）园等组成的全球物资投送体系，积极引领全球

化新时代下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提高国际物流的话语权和附加

值。

四是推动国际物流供应链的数字化。满足数字贸易和服务贸

易的发展要求，通过构建新型国际贸易规则和智慧口岸基础设

施，实现国际物流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加快推动国际供应链

全流程的透明化改造，驱动物流业与制造业深度联动融合发展，

输出上下游供应链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实现制造、流通和消费的

无缝对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数字化供应链体系。

二、利用 RCEP新机遇探索“海外特区”开放新模式

（一）探索“海外特区”开放新模式具有迫切性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相继经历了出口加工特区、保税港区、自贸区、自贸港等不

同的开放阶段，开放程度以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

深。目前，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以上海临港新片区、海南自贸

港为代表的“境内关外”模式，提出简税制、零关税、低税率等

系列创新举措。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循环形势，有必要主

动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根据市场规模、贸易潜力、消费结构、产

业互补等区域和国别特征，进一步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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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向重点海外市场延伸，分层次布局建设“海外特区”，探索“境

外关内”开放新模式，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国际大循环的全球战略

锚地。“海外特区”模式利用我国在友好国家境内投资的产业园，

以国内优势产业以依托，利用国别优势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协

同合作，以推广应用国内自由贸易制度为导向，推动海外与国内

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降低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制度化差

异。必要时，“海外特区”还承担增强国际摩擦缓冲、原材料保

供、战略物资采购、产业链国际转移等职责使命。

（二）“RCEP+两国双园”开放新模式具有可行性

RCEP范围内将发展成为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

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区域内贸易有望超过全球贸

易总额的 30%，尤其是产业内协作将更加频繁。RCEP充分考虑

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贸易诉求和发展需求，进一步放宽了成员国

间货物、服务、投资等领域市场准入标准，实现了成员国之间在

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检验检疫、技术标准等方面的统一，将

有效促进域内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形成更加合理并惠及域内

各方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闭环。东盟国家与我国地缘

互邻、文化互通、经贸互补，RCEP的签署将加速推动中国—东

盟区域一体化深化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作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

战略连接，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RCEP即将于 2022年

1月 1日正式生效，协定下的原产地认证、零关税、服务贸易与

数字经济、投资负面清单等新规则为探索新开放模式创造了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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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在中国-东盟贸易快速增长的带动下，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

高速跨越式发展，推动西南地区的“内陆腹地”跃升为第二轮开

放的“前沿高地”，为提高我国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深化

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发挥了重要价值，正在成为西部地区走向东

盟、走向世界的黄金走廊。2020 年，北部湾港集装箱吞吐量突

破 500万标箱，增幅超过 30%，跻身全国沿海港口前 10、世界

前 40位。西部地区至北部湾图定班列达到 9条，铁海联运班列、

中越跨境班列分别开行 4607列、1264列，同比增长 105%、23.2%。

西部陆海新通道在应对国际供应链波动、稳定国内产业链发面将

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两国双园”国际产能合作模式为我国进一步提升开放能级

提供了重要经验。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马来西亚—中

国关丹产业园区所开创的“两国双园”模式得到了各方的高度

认可。中方参股建设的关丹港首个深水泊位实现试运营，开通了

与北部湾港口的集装箱直航航线，马中关丹产业园累计投资超

200亿元，着力打造以钢铁、轮胎、玻璃、铝型材等为主的产业

集群，初步形成了海外版的“港口—产业—园区”联动发展模式。

“两国双园”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典范，习近平总

书记明确提出要将“两国双园”打造成为中马合作旗舰项目和中

国—东盟合作示范区。RCEP签订与“两国双园”相互协同，将

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贸易规则创新提供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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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两国双园”为依托打造国际国内

双循环的海外战略锚地

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以我为主，各行各业也在稳步推进。畅

通国际国内双循环，打造“RCEP+西部陆海新通道+两国双园”

为支撑的开放新模式则需要构建“国际朋友圈”，实现从商品和

要素流动型开放延伸到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共同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且具有中国-东盟地区特色的

经贸新规则制度，在区域国际供应链、物流链、产业链方面深度

协同，全面支撑 RCEP框架下中国-东盟区域性国际大循环。

（一）创新国际贸易新制度规则

推动 RCEP 协议与国内自贸制度相衔接，推动 RCEP的原产

地规则、投资负面清单等主要内容与国内自贸区制度相互融合，

积极开展基于数字化的国际贸易规则探索，推动将国内自贸区、

保税区制度在海外节点推广复制，以及 RCEP框架内容在国内综

合保税区和保税港区先行先试，推动检验检疫标准、经认证的经

营者（AEO）在东盟地区率先实现互认合作，探索两个主权国家

建设“两国双园”跨国自由贸易合作示范区，提升国内与海外支

点的贸易规则一体化水平。创新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模式，推动

广西、云南、重庆、海南等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开展区域联动

创新，探索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共建、模式共创”的合作机制，

探索在 RCEP框架下开展国际贸易货物便捷流转试点，争取海关

总署支持广西在矿产品检验、保税、混配矿等方面开展先行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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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造自由便利跨境产业链

扩大“两国双园”国际产能合作模式，围绕加工制造、服装

纺织、工程施工等国内优势产业以及农水产品、橡胶、矿产等东

盟优势资源，构建一批自由便利、优势互补的跨境产业链体系，

形成梯度合理的差异化分工合作。加快推进标志性项目建设，在

中马“两国双园”项目基础上，夯实文莱-广西经济走廊合作机

制，推动上汽印尼汽车工业合作区、中德（柳州）工业园、中国

-东盟矿业产业园建设，探索建立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经济合作

区。

（三）完善境外供应链物流体系

加大海外港口投资和运营力度，以上港集团、北港集团、中

远海运等企业主体为依托，推动设立陆海新通道运营公司海外

（东盟）分公司，以 RCEP国家为重点，推动在新加坡、越南、

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区建设境外分拨集散中心、海外仓和集装箱

还箱点，增加回程固定货源比重，构建国际物流供应链节点网络。

提升国际供应链管理能力，推动有实力的企业建立海外原料供

保、集采和直采基地，开展增值服务和国际综合物流业务，扩展

在新兴市场地面服务网络，创新跨境电商商品、国际邮包和冷链

运输等国际物流产品，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多式联运联盟，全面

支撑新国际循环体系下我国全球产业布局。

（四）建设区域性特色开放平台

建设中国-东盟国际物流信息平台，通过物流信息整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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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国际供应链和贸易链的协同能力，推广统一的国际物流电子

单证、数字口岸系统，和大数据互联互通，推动物流数字化运营

开放平台。建设中国-东盟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创新区域内跨境

电商贸易模式，积极推广应用国内 1210进口、9610进口、9710

出口、9810 出口等监管规则，成为国内企业面向东南亚的统一

窗口，打造在线版的中国-东盟交易博览会。建设中国-东盟国际

贸易结算中心，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提高区域内货币流动

的便利化水平和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建设跨境商贸供应链总部中

心。建设中国-东盟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以橡胶、橄榄油、可可、

稻米等热特农产品以及金属矿石、油品、粮食、化工产品等大宗

商品为重点，构建集在线交易、实物交割、物流服务、金融服务

于一体的国际性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提高区域性国际物流链与国

际产业链的匹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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