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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
 

在对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进行SWOT分析的基础上,
 

识别其建设中

存在的优势、
 

劣势、
 

机遇、
 

挑战,
 

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总结,
 

探索促进和完善重庆

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战略,
 

建设出内陆经济开放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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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庆自由贸易区设立的背景及意义

1.1 重庆自由贸易区设立的背景

自由贸易区对应的英文是“FTZ(Free
 

Trade
 

Zone)”,
 

世界海关组织在《京都公约》中定义:
 

FTZ是缔约

方境内的一部分,
 

进入这部分的任何货物,
 

就进口关税而言通常视为关境之外[1].

我国先后批准设立了11个自由贸易区,
 

这些贸易区各有特色,
 

横贯东西南北,
 

联动各大区域,
 

拉开了

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大幕.
 

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重庆自由贸易区)是我国批

准设立的第三批自由贸易区,
 

其实施范围为119.98
 

km2,
 

涵盖两江、
 

西永、
 

果园港3个片区,
 

于2017年4

月1日正式挂牌.

1.2 重庆自由贸易区设立的意义

首先,
 

从地域上重庆自由贸易区扩大了我国现有自由贸易区范围,
 

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内陆地区的对外

开放,
 

加速了国际资源与要素的流动和配置,
 

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其次,
 

有利于

充分发挥重庆“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枢纽作用,
 

以及重庆西部大开发战略支点作用,
 

为实现西

部地区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为建设内陆经济开放高地注入了强劲动力.
 

最后,
 

有利于争取到更多

的政策扶持和企业合作机会,
 

对于加速重庆经济的对外开放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推动作用,
 

也标志着重

庆市经济发展步入了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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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庆自由贸易区发展现状与出口贸易增长分析

2.1 重庆自由贸易区发展现状

重庆自由贸易区成立1年多来,
 

紧扣制度创新这一核心,
 

以可复制、
 

可推广为基本要求,
 

进一步对接

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稳步推进区内各项创新工作,
 

探索实现商贸新突破,
 

在贸易、
 

金融、
 

营商环境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绩.

2.1.1 便利化促进对外贸易蓬勃发展

一系列贸易便利化创新制度进一步推动重庆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
 

截至2018年3月,
 

重庆“单一窗口”

报关、
 

报检覆盖率超过40%,
 

重庆口岸实现通关时间缩短10%以上,
 

通关环节优化30%以上,
 

企业综合成

本下降10%以上.
 

“四自一简”(即自主备案、
 

自行确定核销周期、
 

自主核报、
 

自主补税、
 

简化业务核准手

续)制度使货物进出区效率提升了20%,
 

减少办理时间约70%.
 

从表1可见,
 

2017年重庆市进出口贸易总

值实现4
 

508亿元(人民币,
 

下同),
 

较2016年增长8.9%.
 

自由贸易区成立以来重庆市对外贸易较2016年

表现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表1 重庆市2016年和2017年1-12月进出口额 亿元 

年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17 345 263 337 314 346 390 365 395 414 414 476 450

2016 589 413 436 337 381 423 348 360 334 335 394 427

  注:
 

数据来源为中国知网
 

———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

2.1.2 优化营商环境集聚效应突显

随着重庆自由贸易区有序发展,
 

综合监管进一步完善,
 

逐步形成了公平正义、
 

透明高效、
 

竞争有序的

优质营商环境,
 

产业与人才集聚效应突显.
 

据重庆市政府网数据显示,
 

重庆自贸试验区挂牌1年来,
 

全域

新增企业注册13
 

055户,
 

占全市同期新增企业注册的9.5%,
 

其中新增外资企业注册240户,
 

占全市的

23.3%;
 

落户重大项目799个,
 

协议投资总额达3
 

086.5亿元.
 

由表2可见,
 

在自由贸易区的推动下2017
年重庆市生产总值、

 

进出口总额、
 

金融业实现增加值等重要经济指标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幅,
 

这也证明重庆

市的营商环境在不断优化,
 

未来必将吸引更多的商业资源以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
表2 重庆市2015-2017年重庆市部分经济指标统计

指  标
年     份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生产总值 15
 

719.72亿元 17
 

558.76亿元 19
 

500.27亿元

货物进出口总额 4
 

615.49亿元 4
 

140.39亿元 4
 

508.25亿元

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 121.87亿元 137.55亿元 142.71亿元

完成货物运输 10.46亿t 10.79亿t 11.53亿t

内河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5
 

675.60万t 17
 

372.80万t 19
 

721.84万t

利用外资金额 721.26亿元 759.91亿元 773.01亿元

利用内资金额 8
 

530.13亿元 9
 

345.04亿元 9
 

682.36亿元

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 81.01亿元 89.46亿元 113.97亿元

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1
 

410.18亿元 1
 

642.59亿元 1
 

813.73亿元

金融机构资产规模 4.3万亿元 4.7万亿元 5.27万亿元

  注:
 

数据来源为重庆统计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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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金融创新加速完善金融服务

自重庆自贸试验区建立以来,
 

重庆已经出台多项金融创新政策,
 

以促进自由贸易区更好地融入国际金

融市场,
 

加快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
 

据重庆银监局数据显示,
 

截至2017年12月末,
 

重庆银行业支持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融资余额超过1
 

700亿元,
 

支持长江经济带发展融资余额约8
 

620亿元,
 

支持战略性新兴制

造业融资余额约1
 

185亿元,
 

支持中欧班列“渝新欧”配套建设和3大保税区融资余额约705亿元,
 

参与跨

境融资项目45个、
 

共计247.9亿元.
 

截至2018年3月末,
 

自贸试验区金融机构及市分行级机构54家,
 

占

比超过全市银行业的50%.

P:
 

出口价格;
 

Q:
 

出口量.

D0/D1:
 

进口国对X区的贸易需求曲线;
 

S:
 

X区的出口供应曲线.

图1 X区出口贸易均衡分析

2.2 自由贸易区出口贸易增长分析

如图1所示,
 

假设在一定时期内X区的商品供给

不变,
 

始终为曲线S.
 

当自由贸易区没有设立时,
 

用

曲线D0 来代表进口国对X区的贸易需求曲线,
 

这时

X区内商品平均出口价格为P0,
 

出口量是Q0 的情况

下形成出口均衡.
 

当X区被设立为自由贸易区后,
 

X
区由于具备营商环境优化、

 

金融服务完善、
 

贸易便利

化等优势,
 

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下降,
 

导致X区平均

出口价格由P0 下降至P1,
 

进口国对X区的贸易需求

增加,
 

因此需求曲线由D0 向右水平位移到D1 位置

处,
 

均衡贸易量上涨至 Q1 处达到出口均衡.
 

因此可

见,
 

当X区成为自由贸易区后,
 

由于区内各种优势使

企业平均成本下降,
 

导致出口数量增加.

3 重庆自由贸易区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由美国旧金山大学管理学教授韦里克于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提出,
 

通过分析研究对象

的内部优势(S,
 

strengths)、
 

劣势(W,
 

weaknesses)和外部机会(O,
 

opportunities)、
 

威胁(T,
 

threats),
 

依

照矩阵形式排列,
 

系统整合各因素加以分析总结,
 

形成战略决策[2].
 

本文将重庆自由贸易区视为研究主体,
 

系统分析其存在的优势、
 

劣势与面临的机遇、
 

挑战,
 

构建SWOT矩阵模型,
 

选择最优战略决策.

3.1 优势分析

3.1.1 政策优势

自重庆自由贸易区挂牌以来,
 

重庆海关、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重庆市金融办、
 

人民银行重庆营业

管理部、
 

重庆保监局等部门相继发布了多项对重庆自由贸易区建设有推动作用的政策制度.
 

重庆海关推出

支持重庆自由贸易区27项措施,
 

包括针对加工贸易企业“三自一简”等7项举措,
 

积极打造“e海关”,
 

推行

企业认证事项一站式办理等;
 

保监会承诺重庆自由贸易区除享受全国其他地区自由贸易区享受的保险有关

政策外,
 

还享受新增5大方面保险政策创新;
 

重庆检验检疫局通过15条措施在通关机制、
 

分类管理、
 

风险

监控等方面开展工作创新和试点.

3.1.2 区位优势

重庆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
 

区位优势突出.
 

首先,
 

重庆处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Y字

形大通道的联结点上;
 

其次,
 

重庆处于中西部的结合处,
 

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
 

向周边地区的辐

射范围十分广泛;
 

再次,
 

两江新区作为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区域,
 

占其三分之二的面积,
 

处于渝新欧国际铁

路大通道和长江黄金水道的交汇处,
 

再加上江北机场,
 

果园港、
 

保税港、
 

铁路港、
 

空港、
 

信息港5港交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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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重庆已经形成多方位贯通的局势.
 

向东经长江连接亚洲,
 

向西经“渝新欧”直达欧洲腹地,
 

向南经东

盟公路班车,
 

打通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南向国际公路物流大通道.

3.1.3 创新优势

自重庆自由贸易区成立以来,
 

已出台100多项创新举措,
 

其中包括开立全球第一份铁路提单国际信用

证、
 

形成“四自一简”(海关监管)、
 

“3C免办”(检验检疫)、
 

“创新推动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
 

“创新实施铁

路运输信用证结算”等6个全国首创的制度创新.
 

自由贸易区取得的创新佳绩还包括:
 

获批全国唯一的检验

检疫综合改革试验区;
 

成立西部唯一的商标审查协作中心;
 

在全国率先实现国家标准版“单一窗口”申报;
 

在全国率先完成国际转运业务实货测试,
 

获批带无人机试飞空域的航空孵化基地;
 

创新跨境结算管理方式

等.
 

依托制度创新,
 

构建陆上贸易规则已成为重庆自由贸易区最大的特色.

3.2 劣势分析

3.2.1 离沿海太远、
 

起步较晚

在地理位置上,
 

深居内陆腹地的重庆既不沿海也不沿边,
 

距出海口和边境线均大于2
 

000
 

km,
 

而自

由贸易区业务的海外业务占比很高,
 

因此离沿海太远是重庆自由贸易区的“先天劣势”.
 

其次,
 

相较第

一、
 

二批自由贸易区,
 

重庆自由贸易区起步较晚,
 

发展相对滞后,
 

在政策红利的进一步吸收挖掘上面临

更大的挑战.
 

早期发展的自由贸易区利用起步较早的优势,
 

提前拥有良好的商务环境、
 

健全的公共服

务、
 

更多的就业机会,
 

对人才、
 

资源等发展要素有更大的吸引力,
 

这对起步较晚的重庆自由贸易区有较

大的阻碍作用.
 

据海关统计,
 

2017年重庆自由贸易区全域实现进出口总额3
 

367亿元人民币,
 

而上海自

由贸易区、
 

广东自由贸易区的进出口额分别为1.35万亿人民币与9
 

897.99亿人民币.
 

由此看出,
 

在对

外贸易规模上重庆自由贸易区与沿海较早设立的自由贸易区有较大差距.

3.2.2 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重庆自由贸易区并没有直接适用的法律规范其发展,
 

《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仍在

征求意见阶段,
 

重庆与自由贸易区直接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也缺失,
 

这与我国惯用的“先行先试”
 

“先设区后

立法”的传统立法思想紧密相关.
 

自由贸易区在建设的过程中企业之间难免会产生很多法律纠纷和经济纠

纷,
 

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
 

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可能出现混乱状态,
 

企业之间的冲突可能加剧而导

致其不良发展,
 

因此法律法规不完善会成为重庆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阻力.

3.2.3 专业人才不足

自由贸易区凭借更高的开放度与更多的优惠安排必将吸引更多企业入驻,
 

推动新一轮内、
 

外资企业

涌入热潮,
 

在贸易、
 

金融、
 

物流、
 

商贸等领域开展新兴业务势在必行,
 

而这些由自由贸易区催生出来的

新型经济体也对人才提出新的需求.
 

新兴业务的开展迫切需要具有国际视野、
 

经验丰富、
 

高层次复合型

的专业人才,
 

尤其部分新兴业务是首次在我国境内开放,
 

而企业也是首次涉足相关领域.
 

但从重庆自由

贸易区现有人才培养与建设的情况看,
 

呈现出专业人才储备不足、
 

人才引进与人才开发深度不够、
 

国际

化程度较低的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还无法满足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需要[3].
 

因此,
 

与企业的需求相比,
 

重

庆自由贸易区专业人才供应面临不足的情况.

3.3 机会分析

3.3.1 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重庆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完善提供了更好的契机,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

方面,
 

重庆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
 

有助于重庆自由贸易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

易往来,
 

向西与欧洲、
 

中西亚等国家合作,
 

率先开通并不断提高“渝新欧”国际物流大通道营运水平,
 

向南

新开通到东盟“五定(定点、
 

定线、
 

定车次、
 

定时、
 

定价)”跨境货运班车连接东南亚、
 

澳洲,
 

为我国内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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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贸易打开了新的格局.
 

另一方面,
 

重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制度试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

进,
 

辐射和带动周边经济带,
 

促进经济发展,
 

实现区域共赢.

3.3.2 西部大开发战略

重庆自由贸易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
 

建立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
 

扩

大开放和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长江经济带发展、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举措,
 

在西部3大自由贸

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
 

仅重庆方案做到了对隶属于国家准字号的3大战略全覆盖.
 

重庆自由贸易区的建

立,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重庆西部大开发战略支点作用,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

又举足轻重的作用.

3.3.3 “四区叠加”格局

“四区叠加”格局,
 

即内陆首个国家级新区、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及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

范项目核心区,
 

均与重庆自由贸易区的范围大部分重合[4].
 

如在中新(重庆)项目的8个实施区域中,
 

有

7个区域又同时属于自由贸易区范畴.
 

因此,
 

重庆自由贸易区面临着各个内陆自由贸易区中最好的机

遇,
 

①
 

推动重庆充分发挥战略支点和连接点的重要作用;
 

②
 

可以获得更多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
 

③
 

整

合资源,
 

提升开发开放平台的价值[5].

3.3.4 有可借鉴的经验

作为第三批成立的中国自由贸易区,
 

重庆自由贸易区可借鉴推广第一、
 

二批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成功经

验.
 

上海自由贸易区作为我国首个自由贸易区,
 

探索形成了一系列较成熟的经验,
 

且付出了探索成本,
 

通

过借鉴上海自由贸易区及其他自由贸易区成熟的经验,
 

可以避免走弯路,
 

节约学习成本,
 

加快重庆自由贸

易区与国际接轨,
 

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发展环境.

3.4 威胁分析

3.4.1 国际环境复杂多变

2008年金融危机后,
 

虽然经济全球化总体趋势不变,
 

但全球化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
 

甚至有“去全球

化“的声音不断出现.
 

当今世界正处在新旧秩序复杂更替的过渡期,
 

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升高,
 

变数与风险

增大,
 

国际经济、
 

政治、
 

外交等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
 

全球经贸规则面临重构压力.
 

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环

境,
 

使重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面临新的挑战.

3.4.2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过去30年,
 

我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8%的速度高速发展,
 

但随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

衰退,
 

支撑外贸出口高速增长的环境已改变,
 

再加上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导致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叠

加,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优势正在削减和逆转,
 

同时发展中不平衡、
 

不协调、
 

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显,
 

我

国经济已经进入只有靠转型升级才能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国内经济整体下行的压力给重庆自由贸

易区的建设带来了一定的阻力.

3.4.3 各自由贸易区竞争激烈

继上海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后,
 

相继成立了天津、
 

广东、
 

浙江、
 

重庆、
 

四川等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它

们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也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各个

自由贸易区之间相互竞争,
 

例如人才与优质资源的有限性必将引起各大贸易区之间的竞相追逐,
 

同时其政

策红利也会受到削弱.
 

如何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自由贸易区,
 

在自由贸易区建设中脱颖而出,
 

避免同质化,
 

是重庆自由贸易区面临的巨大挑战.

4 重庆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发展战略探索

运用SWOT分析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方法是发挥优势、
 

转化劣势、
 

把握机会、
 

化解威胁,
 

扬长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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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利避害,
 

并利用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寻求可供未来选择的发展战略.
 

据此,
 

重庆自由贸易区发展有

以下战略:
 

SO战略、
 

WO战略、
 

ST战略、
 

WT战略[6](表3).
表3 重庆自由贸易区发展的SWOT分析

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

优势S 劣势T
S1:

 

政策优势

S2:
 

区位优势

S3:
 

创新优势

T1:
 

离沿海较远、
 

起步较晚

T2:
 

法律法规不完善

T3:
 

专业人才不足

机会O SO战略 WO战略

O1:
 

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战略

O2:
 

西部大开发战略

O3:
 

“四区叠加”格局

O4:
 

有可借鉴的经验

1.
 

利用O1,O2,
 

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2.
 

利用O3,
 

扩大区位竞争优势

3.
 

利用O4,
 

推动特色创新

1.
 

利用O1,O2,
 

将劣势转化为后发

优势;
 

2.
 

利用 O1,O2,O3完 善 人 才 引 进

机制

威胁T ST战略 WT战略

T1:
 

国际环境复杂多变

T2: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T3:
 

各自由贸易区竞争激烈

1.
 

利用S1,S2规避威胁 T1,T2,
 

强

化优势,
 

防范市场风险

2.
 

利用S3,
 

应对来自T3的威胁,
 

发

展差异化战略,
 

缓解竞争压力

1.
 

政府应加强法制建设

2.
 

完善风险监控体系

3.
 

立足优势,
 

重视创新,
 

打造核心竞

争力

4.1 SO战略(发挥内部优势,
 

抓住外部机遇)

4.1.1 利用国家战略(O1,O2),
 

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抓住长江经济带、
 

“一带一路”、
 

西部大开发3大“国字号”战略带来的机遇,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寻

求贸易、
 

金融、
 

税务等新的政策突破.
 

尽管重庆贸易区已推出一系列便利政策,
 

但仍有不完善的地方,
 

如贸易管理制度、
 

税收制度、
 

外汇管理制度等都存在一定缺陷,
 

仍有与重庆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国际化

进程不相符之处.
 

因此,
 

寻求新的政策突破,
 

进一步完善政府职能,
 

能更充分地发挥内部优势,
 

创建更

具国际标准的重庆自由贸易区.

4.1.2 放大“四区叠加”(O3)效应,
 

扩大区位竞争优势

重庆自由贸易区叠加自主创新核心区、
 

两江新区、
 

中新项目核心区形成的“四区叠加”优势,
 

势必形成

各大区域共享各项优惠待遇与优质资源,
 

形成国际商贸与金融产业的聚集效应,
 

而这一叠加优势又将强化

自由贸易区的区位优势,
 

形成优势叠加放大的杠杆作用.

4.1.3 利用O4,
 

推动特色创新

沿海开放的第一、
 

二批自由贸易区已形成多项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如天津以信用风险分类管理为

依托的市场监管制度,
 

京津冀区域检验检疫一体化等,
 

重庆自由贸易区可借鉴这些现有成功经验和做法.
 

同时,
 

与沿海自由贸易区相比,
 

重庆是内陆型自由贸易区,
 

在陆上自由贸易规则方面没有可直接借鉴的经

验,
 

因此在复制模仿的基础上重庆自由贸易区还必须结合自身优势,
 

立足重庆特点进行自主创新,
 

推动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大胆尝试,
 

加快推动重庆自由贸易区的特色发展和突破.
4.2 WO战略(利用外部机遇,

 

转化内部劣势)

4.2.1 利用O1,O2,
 

将劣势转化为后发优势

离沿海太远,
 

对以海外业务为主的自由贸易区来说是“先天劣势”,
 

但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下诞生的“渝

新欧”国际联运大通道打破了传统上以沿海城市为重点的对外贸易格局.
 

首先,
 

依托重庆直达德国杜伊斯

堡的“渝新欧”铁路,
 

重庆和周边省市的货物可借此直达欧洲,
 

欧洲的货物也沿该通道直接进入我国西部市

场,
 

成本仅为空运的五分之一,
 

时间只有海运的三分之一[7].
 

其次,
 

“渝新欧”铁路彻底改变了重庆内向型

经济结构,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加快实现了亚欧铁路一体化建设,
 

促进了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与国际合

作.
 

随着机场、
 

港口、
 

铁路3大区域性交通枢纽功能不断完善,
 

多式联运体系不断健全,
 

重庆自由贸易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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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易业务的后发优势日益凸显.
4.2.2 利用O1,O2,O3完善人才引进机制,

 

转变人才不足劣势

外部机遇的优势会因专业人才不足而受到抑制,
 

无论是国家战略还是区域计划的落实,
 

都会因为专业

人才不足而阻碍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
 

因此,
 

重庆自由贸易区应充分利用国家战略和“四区叠加”的外部

机遇,
 

在人才发展政策和人才引进制度上努力实现突破,
 

不断完善自由贸易区企业人才培养机制,
 

提升自

由贸易区人才储备量[8].
 

同时,
 

重庆自由贸易区还应建立有特色、
 

活力强的留住人才机制,
 

例如为高端人

才提供住房、
 

安家费、
 

科研经费等,
 

解决子女读书等问题,
 

让人才引得进、
 

留得住,
 

为重庆自由贸易区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资源支撑.
4.3 ST战略(利用内部优势,

 

规避外部威胁)

4.3.1 利用S1,S2规避威胁T1,T2,
 

强化区位优势,
 

防范市场风险

重庆自由贸易区在开展产业开放的同时,
 

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与经济下行的国内压力,
 

因此只有

进一步强化政策与区位优势,
 

打造自由贸易区的核心竞争力,
 

更新业务模式,
 

完善产业链,
 

才能应对复杂

多变的经济新形势,
 

减少重庆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阻力[9].
4.3.2 利用S3,

 

应对来自T3的威胁,
 

发展差异化战略,
 

缓解竞争压力

随着中国自由贸易区数量的增加,
 

更多优惠政策将扩大适用范围,
 

重庆自由贸易区的政策优势会逐渐

弱化,
 

来自其他自由贸易区的竞争压力逐渐增大.
 

因此,
 

重庆自由贸易区必须突出陆上贸易特色,
 

围绕先

进制造业进行制度创新,
 

拓展新业态,
 

探索新模式,
 

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
 

努力建成以货物贸易为基础的

内陆国际贸易中心及以金融结算便利化为抓手的国内重要功能性金融中心.
4.4 WT战略(减少内部劣势,

 

回避外部威胁)

4.4.1 政府应加强法制建设

法制建设不完善是重庆自由贸易区发展的重要阻碍,
 

因此加强法制建设势在必行.
 

首先,
 

尽快完善现

行法律规范,
 

进行系统梳理,
 

明确立法的主体和效力,
 

解决法律冲突,
 

完善运行保障.
 

其次,
 

应加快出台实

施我国第一部自由贸易区基本法,
 

改变“先设区后立法”的思想,
 

通过制定基本法律来解决重庆自由贸易区

法制建设中的瓶颈问题.
 

最后,
 

重庆自由贸易区可以借鉴国际、
 

国内自由贸易区的法制建设经验,
 

在自由

贸易区范围内开展立法创新,
 

根据自身立法需求进一步制订适合重庆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法律制度.
4.4.2 完善风险监控体系

重庆自由贸易区建设既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外部风险,
 

又面临各项自主创新失败的内部风险,
 

因此

建立完善的风险监控体系至关重要.
 

首先,
 

应该加强风险识别能力;
 

只有在正确识别重庆自由贸易区所面临的

风险基础上,
 

才能对其风险选择适当有效的管控方法.
 

例如,
 

利用重庆自由贸易区平台定期发布国际市场、
 

国

内形式、
 

政策、
 

风险预警等方面的专题调研报告,
 

帮助企业有效识别风险并进行风险评估.
 

其次,
 

提升企业的

风险管理能力;
 

企业可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作用于其经营活动的全过程,
 

通过收集并分析相关风险数据,
 

发现可

能影响企业经营的风险时,
 

预先发出警告,
 

提醒管理人员采取风险对策防范和化解风险.
4.4.3 立足优势,

 

重视创新,
 

打造核心竞争力

要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重庆自由贸易区,
 

首先应该充分发挥区内高精尖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最

大限度地激励优秀人才发挥才智,
 

助推重庆服务贸易发展,
 

增强人才集聚带动效应.
 

其次,
 

积极推进重庆

自由贸易区国际化、
 

市场化、
 

法制化等方面的进程,
 

完善商务环境,
 

使外向型经济效应更加突显,
 

推动产业

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培育开放型现代产业体系,
 

打造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
 

重庆在汽

车、
 

摩托车工业发展中已处于全国前列,
 

医药化工上市公司已达到10家,
 

近年来新兴产业在电子信息、
 

光

伏发电、
 

轨道交通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应加大对区域内这些支柱产业的扶持和创新,
 

实现重庆自由贸易

区的产业特色.
 

最后,
 

应鼓励金融创新,
 

加速完善金融体系;
 

在保障银行、
 

证券、
 

保险等传统金融机构健康

发展的同时,
 

积极转变传统的金融观念,
 

增加新的金融工具,
 

增强跨境金融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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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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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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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ongqing
 

Free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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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adjustment,and
 

our
 

domestic
 

eco-
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new
 

normal.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is
 

fa-
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ree
 

trade
 

zone
 

strategy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China
 

to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also
 

an
 

impor-
tant

 

part
 

for
 

a
 

new
 

round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Chongqing)
 

Pilot
 

Free
 

Trade
 

Zone
 

on
 

the
 

basis
 

of
 

SWOT,
 

i-
dentifies

 

it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analyze
 

and
 

sum
 

up
 

the
 

vari-
ous

 

influencing
 

factors
 

so
 

as
 

to
 

explore
 

the
 

strategy
 

of
 

promoting
 

and
 

per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ongqing
 

Free
 

Trade
 

Zone
 

as
 

a
 

highland
 

of
 

inland
 

ope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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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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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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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analysis;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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