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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让一批批制度创新成果走向全国

从“试验田”到“高产田”

■劳动报记者 王嘉露 摄影 贡俊祺

中国第 13 次北冰洋
科学考察任务圆满完成

本市加快建设高水平知识产权人才高地

到2025年，知识产权人才将达6万人

2013 年 9 月 29 日，在外高
桥基隆路 9 号， 中国第一个自
由贸易试验区诞生了。

十年后， 上海自贸试验区
战略承载地由最初的 28.78 平
方公里扩展到陆家嘴、保税区、
金桥、 张江和世博地区等五大
片区和临港新片区。 上海自贸
试验区发挥了制度创新的 “头
雁”效应，一批批制度创新成果
从这里走向全国。

负面清单越来越短
外资享受开放红利
自 2013 年上海自贸试验

区制定出台了第一张外商投资

准入负面清单，经过 7 次缩减，
特别管理措施条目由最初的

190 项缩减至目前的 27 项，实
现制造业条目清零， 服务业领
域持续扩大开放， 投资自由化
水平不断提升。

美安康质量检测技术 （上
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7
月。得益于 2014 年修订的负面
清单，上海自贸试验区新增 31
条对外扩大开放措施， 其中包
括取消对外商投资进出口商品

认证公司的限制， 取消对投资
方的资质要求。 公司短短半个
月就落户浦东金桥， 成为上海
自贸试验区扩区后的第一家外

资认证机构。
十年来， 上海自贸试验区

扩大开放项目累计落地企业

4669 家 ， 占新设外资项目总

数的三分之一。 服务业方面 ，
融资租赁、 网上零售、 工程设
计等领域已落地千余个项目 ，
在医疗服务、 增值电信、 国际
船舶管理、 职业技能培训等领
域也吸引了一批领军企业。 制
造业方面， 在新能源汽车、 飞
机制造、 游艇设计等先进制造
业领域引进了特斯拉、 芬坎蒂
尼等一批龙头项目。

深化制度创新
持续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

今年 9 月 6 日， 特斯拉上
海超级工厂第 200 万辆整车正
式下线。 同月， 特斯拉全球第
500 万辆整车也在临港整车下
线。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高
效运作的背后， 离不开上海自

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优质开放

的营商环境。” 在近期举行的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十周年主题论坛上， 特斯
拉公司副总裁陶琳表示， 长三
角完备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

群 、 上海通江达海的地理位
置、 对全球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以及优质的营商环境共同助力

特斯拉快速成长 。 自 2018 年
7 月与上海市政府战略签约到
开工建设到投产交付， 特斯拉
上海超级工厂仅用了一年半的

时间， 创纪录地打造了投资项
目的 “特斯拉速度”， 这得益
于临港新片区的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
临港以企业视角、 项目视

角来定制全链条审批服务， 包
括一线统筹协同大平台、 一站
式全流程审批服务、 主辅线并
行审批、 扩大告知承诺+容缺
后补及“竣工即投产”的综合验
收机制等。

制度的优势， 不仅可以帮
助企业快速落地， 还能在后续
的经营中， 使企业始终保持活
力。 目前超过 360 家新能源汽
车产业链相关的上下游企业 ，
都入驻了临港以及周边的自贸

区范围内。
不久前发布的 《中国 （上

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10
周年白皮书 》显示 ，作为中国
第一个自贸试验区， 十年来 ，
通过制度创新，上海自贸试验
区经营主体活跃，外资不断涌
入 ， 经济规模和能级不断提
升。 截至 2022 年底，上海自贸
试验区累计新设企业 8.4 万
户， 是同一区域挂牌前 20 年
的 2.35 倍。

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
全国范围开放“雁阵”
十年间， 我国自贸试验区

的建设布局逐步完善， 先后 6
轮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 21 个
自贸区， 涉及 21 个省份的 51
个城市和海南岛全岛，共计 67
个片区。 由上海“一个点”到东
部 “一条线” 再到全国 “一个
面”， 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
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高水平
改革开放新格局。

为解决企业办证难问题，上
海自贸试验区和浦东新区从

2016年初在全国率先试点 “证
照分离”改革，对首批纳入的 116
个行政许可事项， 分取消审批、
审批改备案等五种方式改革。

2017年 9月， 国务院决定
在深入总结上海市浦东新区“证
照分离”改革试点经验基础上，
在天津、辽宁、浙江、福建、河南、
湖北、广东、重庆、四川、陕西等
10个自贸试验区， 复制推广上
海市改革试点成熟做法。 2018
年 9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议决
定，向全国有序推开已在上海自
贸试验区等试点的“证照分离”
改革，破解“准入不准营”难题，
优化营商环境。

十年中， 一大批制度创新
试点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 ，这
片服务全国改革开放的 “试验
田” 如今已茁壮成长为 “高产
田”。 商务部数据显示 ，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各自贸试验区
推出改革举措累计 3400 多项，
在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 302 项
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中 ，
近一半源自于上海首创或同步

先行先试。

本报讯 昨日， 市知识产
权局发布《关于加快建设上海
高水平知识产权人才高地的

实施意见 （2023-2025 年 ）》、
《关于加强本市医药采购领域
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意见》等
重要意见。

三季度以来，市知识产权
局完善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制

度体系。 《关于加快建设上海
高水平知识产权人才高地的

实施意见（2023-2025 年）》提
出本市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

总体目标是“将上海加快建设
成为高水平知识产权人才高

地 ”，预计至 2025 年 ,知识产
权人才数量达 60000 人，上海
市执业专利代理师数量达

2100 人， 知识产权工作者数
量达 35000 人等。

提出本市建设高水平知

识产权人才高地的五项重点

项目， 一是建设 16 家知识产
权人才培训基地，给予一定经
费支持，每年计划培训不少于
3000 人次； 二是推进上海国
际知识产权学院建设；三是构
建知识产权人才库；四是开展
知识产权人才培训；五是跨学
科、 定制化开展专利代理师、

专利律师等高校复合型专利

实务人才培养项目。
《关于加强本市医药采购

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意

见》是全国首个地方层面先试
先行的医药采购领域知识产

权保护规范性文件，创新建立
了自主承诺制度，将自主承诺
作为企业参加本市集中带量

采购或申报阳光平台挂网采

购的形式准入要件，明确了自
主承诺的内容；完善专利侵权
异议程序；探索专利权期限和
集采挂网申报周期的程序衔

接。 ■吴泽顺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王
嘉露 ）昨日 ，由自然资源部组
织的中国第 13 次北冰洋科学
考察队乘“雪龙 2”号极地科考
破冰船返回上海，标志着中国
第 13 次北冰洋科学考察任务
圆满完成， 取得了丰硕成果。
考察队于 7 月 12 日从上海出
发，历时 78 天 ，总航程 1.5 万
余海里，顺利完成各项预定任
务 ，在自主装备研发 、新型技
术应用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环境关键要素长期观监

测方面 ， 考察队共计完成 49
个站位的海洋综合调查，布放
潜标 5 套， 开展气象探空 142

组，完成 6 个短期冰站和 1 个
长期冰站作业， 布放各类抛弃
式冰基浮标 26 套，开展了海面
气象、大气成分、海漂垃圾、重
力、海水表层温盐、剖面海流等
工作，取得了大量有效数据。

考察队克服了洋中脊区

域冰情复杂等不利因素，经过
精心组织，成功布放回收 7 台
海底大地电磁仪和 5 台海底
地震仪 ， 其中地震仪回收率
100%，刷新高纬密集冰区回收
记录， 高效完成预定任务，保
障了考察计划的顺利实施，也
为相关工作开展积累了宝贵

经验。

上海自贸试验区发挥了制度创新的““头雁””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