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文 匯 要 聞
東南亞版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3年12月9日（星期六）

國務院公布80條措施
推進上海自貿區高水平開放

有條件允許金融機構向境外傳輸經營所需數據 特定進口貨物簡化境內檢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7日，中國

國務院公布《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進中國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總體方案》

（以下簡稱《方案》），提出將支持中國（上海）自由

貿易試驗區（含臨港新片區，以下簡稱上海自貿區）對

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此次

《方案》公布了7大方面共80條措施，將在服務貿

易、貨物貿易、數字貿易規則等多方面發揮上海自貿區

先行先試作用，打造國家制度型開放示範區。

《方案》要求，上海市政府要強化主體責任，建立完善制度
創新機制，鼓勵大膽試、大膽闖。國務院有關部門要按

照職責分工，給予積極支持，形成工作合力，確保各項措施落
實到位。對確需制定具體意見、辦法、細則、方案的，應在
《方案》印發之日起一年內完成。

支持跨國公司設立資金管理中心
根據《方案》，上海自貿區將實現服務貿易、貨物貿易雙線

提速發展。在服務貿易擴大開放方面，方案首先提出要加快金
融服務開放，例如鼓勵金融機構和支付服務提供者率先推出電
子支付系統國際先進標準，開展數字身份跨境認證與電子識
別。在國家數據跨境傳輸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下，允許金融機構
向境外傳輸日常經營所需的數據。同時，將深化金融科技國際
合作，便利金融機構開展跨境資產管理，為境外設立的基金產
品提供境內投資管理、估值核算等服務。有序推進數字人民幣
試點，探索數字人民幣在貿易領域的應用場景。
事實上，從自貿區誕生以來，一批創新性金融制度相繼建
立。此次《方案》提出，將優化跨國公司跨境資金集中運營管
理政策，支持跨國公司設立資金管理中心，完善資金池安排。
並在臨港新片區內建設再保險國際板。支持保險資金依託上海
自貿試驗區內有關交易所試點投資黃金等大宗商品。提升自由
貿易賬戶系統功能，優化賬戶規則，實現資金在上海自貿試驗
區與境外間依法有序自由流動。

專家：對吸引外資鼓勵民資起促進作用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
副院長張湧表示，「例如在FT（自由貿易）賬戶提升功能以及
資金流動等方面的措施，將直接推動跨境投融資、離岸金融、
跨國公司總部經濟等加速發展，是凸顯金融中心國際化程度的
重要制度安排。」在他看來，此次《方案》將推動上海的營商
環境水平真正進入世界一流的行列，將對吸引外資、鼓勵民資
和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而在貨貿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方面，上海自貿區將在特定

貨物進口如葡萄酒、進口醫療器械等方面進行便利化推進，上
海自貿區還將提升商用密碼產品管理，包括加快推進商用密碼
檢測認證體系建設，鼓勵積極採信商用密碼檢測認證結果等。

試點洋山特殊綜合保稅區區港一體化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自貿區將持續推進通關便利化，例如試
點在洋山特殊綜合保稅區開展區港一體化管理，允許在口岸區
域開展物流和加工，取消貨物堆存期限限制，以及優化國際中
轉集拼平台運作模式，吸引全球拼箱企業在洋山特殊綜合保稅
區內設立拼箱中心，允許開展出口拼箱、國際中轉拆拼箱等多
業態同場作業等。
張湧表示，從全球範圍看，到港的國際貨物在自貿港等特殊
區域拆箱、換裝、重新拼箱等作業，通常無需進行檢驗即可運
往其他國家，《方案》賦予洋山港這一國際通行慣例，大幅突
破了現有監管體制安排，將直接助力上海港提升國際中轉比
例。《方案》引入檢驗檢疫國際互認的通行做法，明確對在境
外已經過檢疫處理的特定品類進口貨物予以簡化境內檢疫，將
有助於降低全球貿易商的時間、財務、合規等制度性成本，進
一步提升上海國際貿易中心的能級。

在今年的進博會期間，安盛
天平以首批入駐臨港國際再保
險中心先鋒險企的身份在臨港
展館亮相，並舉行了再保險

「國際板」首單國際分入合約簽署儀式。
在此次公布的《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
規則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高
水平制度型開放總體方案》中，也明確提
到了將在臨港新片區內建設再保險國際
板。安盛天平財產保險有限公司首席執行
官左偉豪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此次印發的《方案》，明確了自貿
區將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進高水
平制度型開放。未來我們將以上海再保險
運營中心為平台，充分發揮資源集中化的
優勢，提升運營效能。」

提升中國再保險風險管理
再保險是一種保險形式，在保險公司可

能遭受重大損失時，再保險公司會為其提
供保險支持，做到風險分散的效果。再保
險國際板則是從國際再保險市場上獲取再
保險保障的一種購買方式。

在左偉豪看來，上海聚集了眾多國內外

金融機構和保險、再保險機構，且具有一
批具備世界一流知識結構、國際視野和能
力的保險、再保險高端人才，金融市場體
系和人才儲備都較為完備。「看到《方
案》，我們相信我們總部所在的臨港新片
區，有望引導全國再保險資源聚集，完善
再保險市場基礎設施體系和機構體系，在
未來，是可以以集中效應、規模效應提升
中國再保險風險管理、承保能力以及服務
水平的。」

今年8月，安盛天平財產保險有限公司上
海再保險運營中心順利獲得國家金融監督
管理總局批覆，成為首批入駐臨港新片區
再保險國際板的先鋒險企，左偉豪說：
「我們非常榮幸參與到上海國際再保險中
心的建設進程之中。同時，再保險『國際
板』首張國際再保險分入合約的簽署，也
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添磚加瓦，此次
《方案》公布後，我們也希望在三年內，
通過在資源豐富性、承保能力綜合性等方
面的優勢溢出，為包括『一帶一路』、
『科技興國』等在內的戰略性跨境項目提
供風險保障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安盛天平：將以上海中心為平台提升運營效能
特稿

要點速覽
加快服務貿易擴大開放

◆鼓勵金融機構和支付服務提供者率先推出電
子支付系統國際先進標準，開展數字身份跨
境認證與電子識別

◆支持依法依規引進境外電子支付機構
◆在國家數據跨境傳輸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下，
允許金融機構向境外傳輸日常經營所需的數
據

◆優化跨國公司跨境資金集中運營管理政策，
支持跨國公司設立資金管理中心

◆提升自由貿易賬戶系統功能，實現資金在上
海自貿試驗區與境外間依法有序自由流動

◆提升貨物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優化國際中轉集拼平台運作模式，吸引全球
拼箱企業在洋山特殊綜合保稅區內設立拼箱
中心，允許開展出口拼箱、國際中轉拆拼箱
等多業態同場作業

◆對由境外啟運，經洋山特殊綜合保稅區換
裝、分拆、集拼，再運往其他國家或地區的
中轉貨物不檢驗

◆對在境外實施符合要求檢疫處理後的特定品
類進口貨物，簡化境內檢疫措施

◆鼓勵物流企業優化創新「最後一公里」配送
解決方案

◆試點在洋山港建設自動化駕駛智能測試專用
道

◆試點在洋山特殊綜合保稅區開展區港一體化
管理，允許在口岸區域開展物流和加工，取
消貨物堆存期限限制

率先實施高標準數字貿易規則
◆企業和個人因業務需要確需向境外提供數
據，且符合國家數據跨境傳輸安全管理要求
的，可以向境外提供

◆指導數據處理者開展數據出境風險自評估，
探索建立合法安全便利的數據跨境流動機
制，提升數據跨境流動便利性

◆建立健全數據共享機制，支持企業依法依規
共享數據，促進大數據創新應用

◆擴大政府數據開放範圍，明確獲取和使用公
開數據方式，發布開放數據集目錄

來源：中國國務院網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毛麗娟、郭若溪 深圳報
道）前海港澳醫療機構支持政策發布暨前海首家國
際化社康開業儀式活動近日在前海國際人才港舉
行。會上發布《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支持港澳醫療機構集聚發展辦法》（以下簡稱《辦
法》），以「真金白銀」支持港澳醫療機構集聚，
尤其對港澳獨資綜合醫院，扶持最高可達2,000萬
元（人民幣，下同）。《辦法》將於2023年12月
20日起實施，有效期5年。

11扶持舉措 有效期五年
《辦法》圍繞港澳醫療機構的舉辦、運營、發展

等創新提出了11條核心扶持舉措。其中，港澳獨資
綜合醫院落戶前海最高可獲資助2,000萬元，港澳
醫療機構採購醫用設備最高可享資助500萬元，單
個機構每年支持金額原則上不超過2,000萬元，推
動港澳醫療機構落戶前海並實現集聚發展，深化醫
療服務跨境銜接，聯動港澳加快現代服務業創新發
展。該《辦法》自2023年12月20日起實施，有效
期為5年。
根據《辦法》，舉辦港澳獨資綜合醫院的，二級

醫院、三級醫院可分別申請資助800萬元、2,000萬
元。舉辦港澳合資綜合醫院的，一級醫院、二級醫
院、三級醫院可分別申請資助 400萬元、640萬

元、1,600萬元。舉辦港澳獨資專
科醫院的，最高可申請資助1,200
萬元。舉辦港澳合資專科醫院
的，最高可申請資助960萬元。此
外，舉辦港澳門診部的，可申請
資助100萬元。舉辦港澳診所的，
可申請資助50萬元。

林順潮醫院讚政策鼓舞人心
深圳希瑪林順潮眼科醫院相關人士表示，該政策

非常鼓舞人心，相關資助範圍廣，不僅包括港澳獨
資綜合醫院、專科醫院，港澳合資綜合醫院、專科

醫院，還涵蓋港澳門診部和港澳診所。並且在採購
醫療設備、買賣或租賃辦醫場地方面，均可享相關
資助。「相信將極大地推動和吸引一批有特色的、
有品牌影響力的港澳醫療機構落戶，繼續深化醫療
服務的跨境銜接。」

在前海設港澳獨資醫院 最高可享資助2000萬元
◆前海首家國際化社康（港澳居民健康服務中心）外觀。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數
字貿易正成為共同發展的新引擎，為世界經濟
增長帶來新動能。在此次的《方案》中，提出
上海自貿區將率先實施高標準數字貿易規則，
例如推動數據跨境流動，發展數字技術應用，
加強數據開放共享和治理等。

支持探索開展數據交易服務
在數據跨境流通方面，《方案》指出，企業和個
人因業務需要確需向境外提供數據，且符合國家數
據跨境傳輸安全管理要求的，可以向境外提供；在
數字技術應用方面，則支持上海自貿試驗區研究完
善與國際接軌的數字身份認證制度，開展數字身份
互認試點，並就政策法規、技術工具、保障標準、
最佳實踐等開展國際合作。同時，優化「人工智

能+醫療器械」應用審評審批程序，對進入創新醫
療器械特別審查程序的人工智能輔助診斷醫療器械
加快審評審批；在數據開放共享和治理方面，則支
持探索開展數據交易服務，建設以交易鏈為核心的
數據交易和流通關鍵基礎設施，創建數據要素流通
創新平台，制定數據、軟件資產登記憑證標準和規
則，以及推動境內外機構開展合作，搭建中小企業
參與數字經濟信息交流平台等。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張湧

表示：「我國正在申請加入CPTPP（《全面
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DEPA
（《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數字產品待
遇、數字身份、數字包容性、數據流動、數字
經濟等都是其核心條款，《方案》選擇上海率
先開展數字身份跨境認證與電子識別，以及首

次提及探索電子發票跨境交互和電子發票國際
標準，將有力解決跨境交易中的最敏感最核心
問題。」
總部位於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的上海鍶珩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對於數字貿易發展頗有期
待，公司總經理陳鏗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
此次的《方案》中，提到了數據的開放共享以
及跨境流通等內容，「作為科技企業來說，數
據的互通對於技術的進步成長肯定是有正向作
用的，尤其在《方案》中提到了，推動境內外
機構開展合作，這對於坐落在自貿區內的企業
將是一個非常好的發展機會和優勢，例如在臨
港新片區，我們可以通過更多的數據共享與交
流，實現自主科研能力的提高，甚至在人工智
能領域得到進一步發展。」

實施高標準數字貿易規則 加強數據開放治理

◆根據《方案》，上海自貿區將實現服務貿易、貨物貿易雙線提速發展。圖為上海自貿
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