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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究竟能做什么？上海之前，这是个问题。上海之后，这有了答案。上海自贸试验区获批消息传出后，一些人来问试验区是怎么回事，当得

知这主要是制度创新而不是政策优惠时，有些人就失望地走开了。不过，也有更多的人选择留下来。虽然当时不知道这里能做什么，但先抢到入场

券总没错。时至今日，上海自贸区七年，我们采访了一系列拿到入场券的企业，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回顾上海自贸区从无到有的经验。围绕上海自

贸区，以金融为代表的系列制度改革在这里实操。舆论之关切、市场之热情，其实是全国上下对新一轮改革开放之期待。因此，改革的幸运和碰壁、

开放的坚定和艰辛不会仅仅属于上海。

上海：从无到有，拥抱变化

【编者按】在做深做实“两区”建设、推进北京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在北京自贸区全面落地的宝贵窗口期，北京商报特别策划
一组系列报道，聚焦自贸区的启航与成长。通过实地调研，讲述海南、深圳与上海自贸区三个先行样本因地制宜的发展故事，探索
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与制度创新。同时，聆听来自北京自贸区三大片区顶层设计者和亲历者的权威声音、来自区内企业的
一线声音，搭建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间的信息桥梁，为北京自贸区的远航出谋划策。

一键“解绑”

2018年，臻格生物创始人兼CEO陈建新就看中了临港这块地方：一来

有地，方便建厂施展拳脚；二来靠海，是发展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好地方；

三来临近机场，交通方便。而那时候，臻格生物也才刚刚开始运行，临港拿

地的事就这样提上了日程。

同年11月，上海接到了增设自贸区新片区的任务。一年后，谜底揭晓，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揭牌。在负责“拿地”的臻格生物执行总监赵瑾的回

忆里，这一切就像炒股，“看中了，还真就看对了”。

要说临港的生物医药，还得先从“老片区”的张江说起。张江有个高科

技园区，汇聚了众多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产业领域的创新企业，也被誉为

“张江药谷”。但张江更多汇集的是初创型的企业，要真正做到大规模会面

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没地。

也是因此，臻格生物将目光瞄准了临港。因为启动得早，“结果我们就

变成了宣布建立自贸区以后第一个拿地的项目”。在赵瑾的回忆里，一切

“就是这么凑巧，像写小说似的”。

但对臻格生物来说，落地临港的意义远不止在工厂。2020年9月，臻格

生物所在的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生命蓝湾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园”正式

开园，而生命蓝湾的要义就是打造“朋友圈”———构建医药研发、制药产业

与医疗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

臻格生物选择这里，更重要的因为是这里有合作伙伴。据了解，从陈建

新的办公室下楼步行两分钟，就能到君实生物临港工厂。而后者的抗PD-1

单抗特瑞普利单抗（拓益）的工艺开发，就是陈建新带领团队“绝对主力做

的”。当时参与“考察”临港，让陈建新决心落子于此的，也正是君实生物。

但生命蓝湾里的故事，更像是“后浪”。生命蓝湾的诞生，臻格生物所属

的CDMO（生物制药合同定制研发生产）以及CMO（生物制药合同生产）模

式的风生水起，可能还要追溯回上海自贸区，追溯回张江。

2015年4月，上海自贸区扩围，张江也被纳入其中。推着张江站上C位

的就是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制度。在这一制度试行之前，我国药品

注册制度是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捆绑制”的管理模式，受限于此，新药研

发机构获得新药证书后，只能将相关药品技术以一定价格转让给药品生产

企业，业内俗称“卖青苗”。

为打破这一局面，2015年11月，上海自贸区开始试点MAH制度，直接促成

了中国第一款本土研发创新药的上市。而在MAH制度开路的大背景下，

2016年，勃林格殷格翰公司与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建设

的勃林格殷格翰中国生物制药生产基地，被选定成为国内首家CMO试点企业。

2019年，MAH制度正式写入《药品管理法》，开启全国范围推广。连带

着的，CMO、CDMO等企业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成不成，看金融

MAH制度不是上海自贸区带来的唯一一个红利，生物医药也不是上

海自贸区唯一的想象空间。一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的开放举措，

将赋予上海自贸区更丰富的想象。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个人合格的投资

者对于境内外投资，都是选项。

换句话说，今后成还是不成，最大的标志就是金融。这是期待已久的

事，被认为是在全国已经出现多家自贸区的现实下推动上海自贸区往深处

去的最大动力。“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早在30年前，面对浦东

开放，邓小平便已一句道破金融业的“天机”。

而上海自贸区在金融方面最主要的创新就是设计了自由贸易账户。在

这一点上，渣打银行以及从事塑料粒子等化工原料出口的中小企汇威国际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汇威国际”）或许比谁的感受都深。

2019年，在与尼日利亚当地客户展开业务合作的过程中，汇威国际遇

到了麻烦。从长三角一体化的角度，渣打银行另辟蹊径，想到了让杭州的企

业用到上海自贸区的政策，从而寻找解决方案。

“考虑到这笔业务的交易背景真实有效，且有助于推动以人民币为计

价货币的贸易模式，我们及时建议客户尝试在上海自贸区账户中操作这笔

业务的落地。”彼时，渣打中国中小企业金融部总经理庄■如此说道，而这

也成了基于渣打中国自由贸易账户上的首笔交单和贴现业务。

在上海的成功经验带领之下，2019年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正式上线海

南，由此，海南也成了全国第二个上线自由贸易账户的地区。同年11月，第

二批复制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的地区正式落地广东、天津。

而上海自贸区最主要的内容不仅包括金融服务方面的创新，也包括负

面清单，从规则层面与国际接轨，提供离岸市场，扩大贸易进出口等。要知

道，中国的第一张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恰恰诞生在上海自贸区。2013年上海

自贸区挂牌的当天，第一批入驻自贸区的企业也正式露面，其中的“001”号

证件便发给了上海百家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家合”）。

“当时微软想把主机游戏以国行的形式引入中国市场，刚好有了自贸

区这样一个契机，微软便与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百家合引

进开发游戏项目。”百家合董秘、政府及高级运营总监朱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百家合的成立恰恰得益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中所提的“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负面清单的改革推动了百家合的成

立，同时也终结了中国已执行超过13年的游戏机销售禁令。

“拥抱变化的勇气”

自贸区始于上海。“先行先试变成了示范引领，探索创新成为了创新引

领。”在今年的新年致辞中，提到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上海浦东开

发开放30周年时，习近平如此说道，而这也大抵概括出了上海自贸区作为

先行先试者的意义。

这种感觉在行走在自贸区土地上的时候会变得格外明显，比如临港新片区行

政服务中心的楼外，几行标语随处可见：积极探索，大胆试验，打造经济高质量

发展新高地。这不仅仅是一句标语，也是上海自贸区乘风破浪的精髓。

一个积极，一个大胆，大致可以概括出为什么中国的第一个自贸区会

诞生在上海。比如在筹备试行MAH制度的同一年，上海自贸区就遇到了盒

马鲜生这个“大麻烦”。

“2016年之前要开盒马鲜生店的时候，我们有餐饮、有超市、有物流，线

上线下一切都是一体的，单是取证就很复杂，到底是用食品卫生许可证还

是餐饮许可证是个大问题。当时从食药监的角度来讲，为我们专门开辟了

两证合一的政策。”在盒马X会员店项目负责人黄玲的印象里，2016年1月盒马

鲜生成功开店，3、4月上海的市级领导来走访盒马店，就是来考察政府创新

怎么真正落地到实体企业的发展。

黄玲对北京商报记者称，盒马从初创的第一家店，一直到后面的所有

新型业态，都得到了政府的极大扶持，这是“拥抱变化的勇气”。

事实上，早在上海自贸区成立的第二年，习近平便提到，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是党中央为推进新形势下改革开放提出的一项重大举措。要大胆

闯、大胆试、自主改，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

上海自贸区没有辜负期待。数据显示，从2013年上海自贸区第一个挂

牌成立至2020年9月，七年间，上海自贸区在投资、贸易、金融和政府职能转

变等领域形成了300多项向全国分层次分领域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其中国务院先后推出的六批向全国复制推广的自贸区制度创新经验中，约

一半为上海首创。

如今，上海自贸区早已不是最初的28.78平方公里了。3版总体方案之

后，上海自贸区从28.78平方公里扩围到120.72平方公里，从4个片区扩大到

7个片区，此后又确立“三区一堡”新目标，增设临港新片区，120平方公里又

增120平方公里，上海一直“在路上”。

而上海自贸区也需要注入新的活力。“和上海自贸试验区其他片区相比，临

港新片区在制度设计方面有不少创新和提升。临港新片区强调要打造‘更具

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定位更高更明确。”对于临港

新片区，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曾如此解释。

如今不仅是制度的复制，自贸区的形式也已经遍地开花。从南到北，从

沿海到内陆，全国自贸区渐成雁阵。在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当天，新华社的一

篇评论指出，以开放促改革，用倒逼机制推动发展活力，已被深圳和浦东的

成功经验所证明，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正是新形势下的他山之石。七年之

后，这句话依旧值得回味。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郭秀娟

证照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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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账户全功能型跨境资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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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贸易、金融和政府职能转变
等领域形成了300多项向全国分层次分领域
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

2020年1-8月
上海自贸区实到外资为59.2亿美元
同比增长9.2%

完成进出口总额1.06万亿元
占全市比重近一半
其中出口同比增长近3%

“数说”上海自贸区累计新设企业6.7万户，新设外资企业1.2万户
（截至2020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