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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方面，将落实放宽金融

机构外资持股比例、拓宽外资金融机构业务经营范围

等措施，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外投资者依法设立各类

金融机构。研究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政

策试点。探索开展离岸保险业务。完善自贸试验区

内技术等要素交易市场，允许外资参与投资。促进跨

境投融资汇兑便利化。开展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

化改革试点。探索通过人民币资本项下输出贸易项

下回流方式，重点推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人民币跨境

使用。

支持自贸试验区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在依法依规、

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支持

在自贸试验区内依法合规设立商业银行科技支行、科技

融资租赁公司等专门服务科创企业的金融组织，在政策

允许范围内开展金融创新，积极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发展。鼓励保险公司发展科技保险，拓宽服务领域。支

持条件成熟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探索多样化的科技金融服

务模式。支持自贸试验区内金融小镇依法依规开展私募

投资基金服务。鼓励社会资本按市场化原则探索设立跨

境双向股权投资基金。

支持区内金融小镇依法开展私募投资基金

国务院印发中国（安徽）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自贸试验区范围119.86平方公里 涉及合、芜、蚌三市

据中国政府网9月21日消息，国务院印发《中国

（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方案明确，自贸试验

区的实施范围119.86平方公里，涵盖合肥、芜湖、蚌埠

三个片区。 □记者 祝亮

自贸试验区
涵盖合肥、芜湖、蚌埠三个片区

根据方案，安徽自贸试验区的实施范围 119.86 平方

公里，涵盖三个片区：合肥片区64.95平方公里（含合肥经

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1.4 平方公里），芜湖片区 35 平

方公里（含芜湖综合保税区 2.17 平方公里），蚌埠片区

19.91平方公里。

其中，合肥片区重点发展高端制造、集成电路、人工

智能、新型显示、量子信息、科技金融、跨境电商等产业，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产业创新

中心引领区。

芜湖片区重点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智慧家电、航空、

机器人、航运服务、跨境电商等产业，打造战略性新兴产

业先导区、江海联运国际物流枢纽区。

蚌埠片区重点发展硅基新材料、生物基新材料、新能

源等产业，打造世界级硅基和生物基制造业中心、皖北地

区科技创新和开放发展引领区。

科研、教育等
多领域加大对外开放力度

自贸试验区将深入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科研

和技术服务、电信、教育等领域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放宽

注册资本、投资方式等限制。简化外商投资项目核准程

序。支持外商独资设立经营性教育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

机构。允许注册在自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外资旅行社

从事除台湾地区以外的出境旅游业务。

鼓励自贸试验区在法定权限内制定外商投资促进政

策。推广市场化招商模式，探索成立企业化招商机构。

建立外商投资全流程服务体系，实施重大外资项目包保

服务机制。健全外商投诉工作机制，保护外商投资合法

权益。

同时，在符合现行外汇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鼓励金融

机构提高对境外资产或权益的处置能力，支持走出去企

业以境外资产和股权、采矿权等权益为抵押获得贷款。

支持合肥、芜湖中德合作园区建设，探索建立国际园区合

作新机制。

合肥、芜湖片区
开展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

自贸试验区将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大力推进网上监管，开展“互联网+核查”“线

上+线下”核查等创新试点。优化鲜活农产品检验检疫流

程，简化动植物检疫审批程序，实施全程网上办理。

支持合肥、芜湖片区开展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依

法依规开展跨境电商人民币结算，推动跨境电商线上融资

及担保方式创新。鼓励建设出口产品公共海外仓和海外运

营中心。探索建设国际邮件、国际快件和跨境电商进出境

一体化设施。进一步完善高端装备制造产品售后维修进出

口管理，适当延长售后维修设备和备件返厂期限。对符合

条件的入境维修复出口免于实施装运前检验。

支持建设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芜湖航空器

维修保障中心。支持自贸试验区符合条件的片区，按规

定申请设立综合保税区。支持建设汽车整车进口口岸、

首次进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优先审理自贸试验区相

关口岸开放项目。

安徽将对接上海、江苏、浙江自贸试验区，推动长三

角地区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共同打造对外开放高地。

支持开展港口合作，打造芜湖—马鞍山江海联运

枢纽和合肥江淮联运中心。鼓励参与芜湖至上海“点

到点”航线经营的各船运公司互换仓位，提高航线服

务保障能力。开展会展合作，支持办好世界制造业大

会、世界显示产业大会、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交易会等高端展会平台。加强自贸试验区与马鞍

山郑蒲港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区域联动，放大辐

射带动效应。

支持安徽自贸试验区与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其他

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支持长江中上游地区集装箱在自

贸试验区内中转集拼业务发展。加快引江济淮工程建设，

提升自贸试验区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航运支撑能力。

长三角自贸试验区已“集齐”，将协同发展

根据方案，自贸试验区将建设科技创新策源地。健

全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推动建成合肥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框架体系，争创国家实验室，探索国家

实验室建设运行模式。支持做好合肥先进光源、大气环

境立体探测、强光磁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预研究工作，组

建环境科学研发平台和未来技术综合研究基地。支持提

升拓展全超导托卡马克、同步辐射光源、稳态强磁场等大

科学装置功能，加快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

建设。支持建设能源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院，筹划组建

大健康研究院。支持建设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

心、合肥先进计算中心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高质量建设

一批省级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支持开展免疫细胞、干

细胞等临床前沿医疗技术研究项目。推动国家重大科研

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相关产业创业者开放。

支持重要国际组织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设立

总部或分支机构，在世界前沿关键领域参与或按程序报

批后发起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鼓励建设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联合实验室）等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探索建立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跨国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

分享机制。

推动建成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框架体系

方案提出，将支持将生物医药、高端智能装备、新能

源汽车、硅基新材料等产业纳入新一批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支持合肥片区建设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

节点，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鼓励

国家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对自贸试验区内新能源汽

车、新型显示、机器人等产业，按商业化、市场化原则进行

投资。鼓励自贸试验区内企业购买和引进海外研发、测试

设备及重大装备。对自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从事集成

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等关键领域核心环节

生产研发的企业，积极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支持超前布局量子计算与量子通信、生物制造、先

进核能等未来产业。支持量子信息、类脑芯片、下一代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加快推进靶向药物、基

因检测等研发产业化，支持开展高端医学影像设备、超

导质子放射性治疗设备、植入介入产品、体外诊断等关

键共性技术研发。重点发展第三代半导体、金属铼等前

沿材料产业，培育发展石墨烯产业，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与典型应用。

支持合肥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芜湖航空产业园钻石飞机 记者 张倩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