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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十六屆人大二次會議1月27日閉幕，上海市市
長龔正與中外記者見面並回答記者提問。在回答大公報
記者有關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的提問時，龔正介紹，上
海自貿區將進一步承擔為中國加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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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探路的使命，為國家試制度，加強
「邊境」 措施對接，爭取在關稅、市場准入等方面率先
突破，促進商品、技術、資金、數據等要素跨境高
效流動。同時，為改革開放探新路，深化電信、金
融、醫療等領域開放，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全球服務
貿易樞紐節點。

上海自貿區為中國加入CPTPP試制度
龔正答大公報提問：深化電信金融醫療等領域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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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打造得更牢固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

1月27日同法國總統馬克龍互致賀電，慶祝兩國
建交60周年。

習近平指出，60年前，中法打破冷戰堅
冰、跨越陣營鴻溝，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這一
歷史事件推動世界格局朝着對話和合作的正確方
向演變，至今仍具有重要啟示意義。60年來，
中法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戰略抉擇，始終致力於
通過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發展、通過平等交流促進

文明互鑒、通過多邊協調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
兩國關係創造多個 「第一」 、取得豐碩成果，不
僅造福於兩國人民，也為維護世界和平穩定、
促進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發揮重要作
用。

習近平強調，今天的世界再次走到關鍵十
字路口。面對何去何從的時代之問、歷史之問，
中法作為獨立自主大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
國，理應秉持建交初心，擔負責任使命，共同開

闢通向和平、安全、繁榮、進步的人類發展之
路。我高度重視中法關係發展，願同馬克龍總統
一道，以兩國建交60周年為契機，守正創新、
繼往開來，將中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打造得更加
牢固和富有活力，為增進兩國和世界人民的福祉
作出更大貢獻。

馬克龍：法中加強溝通應對全球挑戰
馬克龍在賀電中表示，60年前法中建交是

富有遠見的歷史性決定。當今世界面臨前所未有
危機，法中、歐中更加需要攜手前行，為應對全
球性挑戰找到共同解決方案。2023年是法中關
係全面恢復活力的一年，2024年將是法中合作
更進一步的一年。我期待同主席先生一道，推進
雙邊經貿、人文、青年等交流合作，加強在全球
問題上的溝通協調，不斷深化法中全面戰略夥伴
關係，以積極向上的活力開啟法中關係的新甲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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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馬克龍就中法建交60周年互致賀電

$
Q：中國加入條件成熟？
A：商務部年初表示，中國完

全有信心、有能力達到
CPTPP所確定的高標準。
相信今年中國加入CPTPP
的條件會更加成熟。

Q：中國作哪些準備？
A：中國對CPTPP的2300

多個條款進行了深入全
面的研究和評估，梳理
中國加入CPTPP需要進
行的改革措施和需要修
改的法律法規。自2022
年起，中國已在國內部
分自貿試驗區先行先試
CPTPP部分規則。

Q：加入CPTPP有助中國
擴大開放？

A：CPTPP是當前最高水
平的國際經貿自由機
制，通過對標CPTPP
規則將加快中國制度型
開放，完善市場化、法
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
境，推動實現高水平對
外開放和高標準
市場經濟建設。

$

Q：全稱是什麼？
A：《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CPTPP）

Q：現有多少成員？
A：目前，CPTPP由日本、加拿大、澳

洲、英國等12個國家組成。

儘管外部環境嚴峻複雜，但上海的經濟數據依然在
多個領域取得領先水平，並有三項數據排名全球第一。
龔正介紹，2023年度，上海金融市場的交易總額再創新
高，排名全球第一。上海口岸貿易貨物貿易總額保持
全球城市的首位。上海港的集裝箱吞吐量連續第14年
位列世界第一。同時，上海當年實際使用外資突破了
240億美元，連續第四年超過200億美元，實到外資
再創新高。

建國際數據港分級分類跨境流動
近年來，上海已經先後推出了原油期貨、 「玉蘭

債」 等一批國際化金融產品，建立了上海國際再保險
交易中心，構建了 「滬港通」 「滬倫通」 「互換通」
等跨境互聯互通機制，集聚了新開發銀行、全球清算對
手方協會等一批功能性機構。到去年底，上海持牌金融
機構的總數已經達到1771家，外資金融機構佔全市持牌金融機
構的比例超過30%。上海已經成為中國內地金融對外開放的
最前沿。

龔正表示，下一步，上海要配合中央金融管理部門，穩
步擴大金融領域制度型開放，依託浦東、臨港新片區等重點
區域，開展更大程度的金融壓力測試，打造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台，推進
跨境金融、離岸金融等領域創新試點；堅持 「引進來」 和 「走出去」 並
重，積極開發面向國際的金融產品，提升跨境投融資便利化，加大對共建
「一帶一路」 的金融支持，吸引更多外資金融機構和長期資本來滬展業興
業。更好統籌金融開放和安全。在回答大公報記者提問時，龔正說，前不
久最新發布的《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總體方案》80條，賦予上海
自貿試驗區及臨港新片區先行試點CPTPP和DEPA等規則條款的使命。上海
將大力落實自貿試驗區提升戰略，率先構建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相銜接
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加快打造國家制度型開放示範區。

首先，要為國家試制度。既加強 「邊境」 措施對接，爭取在關稅、市
場准入等方面率先突破，促進商品、技術、資金、數據等要素跨境高效流
動；又加強 「邊境後」 措施對接，爭取在知識產權保護、國企改革、政府
採購、競爭中性等領域率先突破，努力營造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發展環
境。第二，要為改革開放探新路。重點圍繞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數字貿
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開展更大程度壓力測試。貨物貿易，重點是拓展
國際貿易 「單一窗口」 功能，持續提升通關效率。服務貿易，重點是深化
電信、金融、醫療等領域開放，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全球服務貿易樞紐節
點。數字貿易，重點是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建設國際數據港，分級分類
推進跨境數據流動。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重點是完善跨國公司跨境資金集
中運營、國際再保險交易等方面的政策，着力構建科學、便捷、安全的投
資管理模式。

專家：制度創新外資落滬添信心
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邵宇表示，外資一直希望更大規模地進入

中國市場，這些開放性舉措具很大吸引力。他說： 「像特斯拉和莫德納這
樣的標桿性案例，因依託中國速度、效率和開放贏得成功，相信這些案例
也會對後續外資的信心和進入帶來更多的提振。」

27日，龔正在
上海市十六屆人大

二次會議表示，上海將繼續以科技創
新為引領，進一步激活產業發展的新
動能，繼續加大對科學基礎研究的投
入，鼓勵社會力量設立基礎研究基
金，力爭再用4年的時間，將基礎研
究經費支出佔全社會研發經費的比例
提高到13%左右。還要抓好 「金融資
源」 這個關鍵要素。推動更多金融資
源支持科技創新，以風險投資、股權
投資、投貸聯動等為重點，豐富科技
金融產品和服務，引導長期資本、耐
心資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促
進科技產業金融高水平循環。

對於金融資源的重要性，在滬的
科創企業深有體會。上海西井科技董

事長譚黎敏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一二級市場對於科創項目的支持尤其
重要。以他們的企業為例，是在政
府、創投機構等多方推動和支持下，
科創企業才能高速高質成長，從而為
青年人才提供施展拳腳的一方 「奮鬥
之地」 。譚黎敏告訴記者，今年，上
海公布《關於進一步促進上海股權投
資行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措施》，打
造投早投小投科技的風向標，他期待
未來建立風險投資補貼機制、母子基
金雙層投資模式、指導企業建立科技
孵化器等方式，使國資力量流向科創
項目，貫穿早期創新項目、中期成長
項目、後期發展項目全生命周期，提
供長期穩定的資本支持。

大公報記者張帆、倪夢璟

擴大吸引外資擴大吸引外資 上海三路發力上海三路發力

深圳建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 優化營商環境
【大公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

道：1月27日，深圳舉行 「全力推動高質
量發展實現最好結果」 系列主題新聞發
布會。深圳市發展改革委主任郭子平透
露，截至2023年底，深圳登記的商事主
體累計達422.6萬戶，境內外上市公司總
數達561家，高新技術企業超2.4萬家，
專精特新企業超8600家，其中國家級
「小巨人」 742家，數量在全國大中城市
名列前茅。

郭子平介紹，深圳堅持把優化營商
環境作為 「一號改革工程」 ，迭代推出
千餘條改革舉措，推動市場化、法治
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持續優化。目前，

深圳正對標世界銀行營商環境最新評估
標準，逐個領域進行優化提升，着力增
強企業獲得感；在前海開展跨境徵信合
作試點，推動與港澳台跨境信用報告標
準互認，便利境外企業融資；加強粵港
澳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建設，以合作方
式引進9家國際知名仲裁調解機構，打造
國際仲裁優選地。

「深圳將對標國際通行規則，聚焦
經營主體關切，加快建設國家營商環境
創新試點城市，促進營商環境邁向更高
水平。」 郭子平表示，大力支持經營主
體投資興業。重點推動深圳放寬市場准
入24條特別措施落地實施，進一步放寬

電信、能源電力、數據要素等領域市場
准入；在前海合作區探索建立公平競爭
集中審查制度，加強政策制定的公平競
爭審查。

創新引領

金融挺科創 高水平循環吸納資本

大公報記者 張帆、倪夢璟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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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中國加入效益如
何？

A：每年為全球帶來的
收入將翻兩番，達
到 6320 億 美元，
CPTPP的消費者將
增加三倍，GDP總
量擴大1.5倍，將對
促進世界貿易和經
濟發展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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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3年深圳全球招商大會上，嘉賓
在招商成果展示區參觀。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