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项创新试点政策支持  加快海南自贸港金融开放 

4 月 9 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

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六个

方面提出 33条具体措施，推动建立与海南自贸港相适应的金融政策和制度框架。主要

关注点如下： 

一是凸显海南自贸港金融开放试验田的地位。四家中央金融监管部门联合下发金

融支持某一重点区域的意见并不多见，继上海（2015 年 10 月、40条）、上海和长三角

（2020年 2月、30条）、粤港澳大湾区（2020 年 4 月、26条）之后，此次支持海南自

贸港是第四个文件。这意味着海南自贸港成为我国金融开放的最前沿之一，并且在金

融开放的试点安排上与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各有侧重，充分体现了海南自贸港作为“双

循环”重要交汇点的地位，也凸显了海南自贸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的战略

定位下，承担着金融开放先行先试的创新探索责任。 

二是支持措施覆盖领域全面。33 项措施以金融全面改革开放支持海南全面改革开

放，既包括跨境资金流动、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体系建设、金融产品创新、金融

风险防范等各个方面，又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领域，涉及跨境金融、产业金融、

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消费金融等诸多细分市场；既有扩大对外开放先行先

试探索的内容，也有针对海南金融现状诸多补短板的改革举措；既加大开放和改革的

力度，又强调加强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并且，“意见”中有多条措施突破《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中的金融制度设计，体现在国际国

内新发展形势下对海南自贸港金融支持力度持续加大。 

三是跨境资金流动安排进一步具体化。资金自由流动是自贸港的基本特征，跨境

资金流动管理制度是自贸港最为核心的金融制度安排。“总体方案”提出构建多功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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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贸易账户体系，建立资金“电子围网”，为海南自贸港与境外实现跨境资金自由便利

流动提供基础条件。此次“意见”进一步明确“服务国内其他地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资

金往来和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表明在资金流动安排上既要实现与境外流动

自由便利，也要确保与内地流动自由便利。同时，“意见”中多处提到账户安排，包括

探索开展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试点，支持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在账户独立、风险隔

离的前提下在境外发行人民币产品，便利境外居民在海南使用移动电子支付工具（这

需要账户安排作为基础）。这些措施将推动完善海南自贸港银行账户体系。 

四是跨境金融创新突破力度大。在“意见”33 条支持措施中，有 18 条涉及跨境金

融服务，占到一半以上，充分体现了对标国际推动海南自贸港金融对外开放的导向。其

中，力度最大的有两项：一项是探索放宽个人跨境交易政策。我国个人资本项目管理相

对严格，此次放宽在海南就业的境外个人开展包括证券投资在内的各类境内投资，应

该是首次政策突破；另一项是支持境外投资者投资海南自贸港内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

产品和资管产品，包括公募和私募，应该也是首次政策突破。这两项措施意味着我国个

人资本项目开放试点进一步扩大，海南自贸港成为个人跨境交易试点的前沿，是推进

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海南自贸港“开展跨境证券投融资改革试点”的

重要措施。 

五是推动人民币可兑换和国际化。使用尚未完全可兑换的人民币作为主要交易货

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海南自贸港有别于其他自贸港的中国特色之一。“意见”不

仅在银行端试点开展贸易结算真实性审核从事前转向事后和新型国际贸易（即离岸贸

易）结算，在企业端允许海南市场主体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海南的保险资产管

理公司向境外发行人民币资管产品，更重要的是，在个人端便利境外居民在海南使用

电子支付工具。这将利用海南自贸港的开放优势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定位，推动使

用人民币境外市场主体从境外企业扩展到境外个人，进一步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

并为长远发展夯实基础。 

六是注重补齐海南金融短板。虽然 2018年以来海南金融业有多项创新，2020 年金

融业增加值在海南 GDP 中占比达 8%，但是从全国来看，海南金融在发展规模、市场体

系、机构数量、经营业态、产品创新、对外开放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差距，在自贸港建设



 

 

已经启动的情况下，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亟待提高。此次“意见”以创新试点形成多个

新的市场机会，比如跨境资产管理业务试点、QFLP 和 QDLP 试点、岛内就业境外个人的

境内投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境外发债和境外投资等等，这些都是相对独特而又有较

大潜力的市场机会，有利于吸引金融机构进入，完善市场体系和提升开放程度。同时，

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鼓励海南利用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规模，调整融资结构。 

七是强调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意见”中有 8 条金融支持措施涉及到具体的

产业方向，围绕海南自贸港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三大主导产业，鼓

励产业金融创新发展，包括海洋金融、医疗金融、旅游金融、科技金融、航运金融、房

地产金融、文化金融、体育金融等多个领域。此外，“意见”还鼓励海南在金融前沿领

域进行探索创新,，包括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推动海南作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和“总

体方案”中“建立区块链金融的标准和规则”的建设。 

八是以金融开放吸引国际人才。建设高水平的自贸港需要吸引国际人才。“意见”

提出了多项有助于吸引国际人才的金融支持措施，包括：海南就业的境外人员可以开

展境内投资，按实需购买房地产，便利境外居民在海南使用移动电子支付工具等。这些

措施将使得进入海南的国际人才能够享受到中国经济发展和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成果，

便利其在海南的工作和生活。 

 

（点评人：中国银行海南金融研究院  王方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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