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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准入和投资保护等方面都会有详细的规划和部署，

为国外投资者顺利开展投资做出全面的保障，因此，也倒

逼 陕 西 为 吸 引 更 多 国 外 投 资 者 ， 继 续 进 行 “ 放 管 服 ” 改

革，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签署RCEP后陕西对外贸易的发展策略

RCEP的签署只迈出了区域经贸合作的第一步，从国家

层面来看，首先是要加快完善RCEP相关领域的法律体系建

设。签署RCEP要求我国要对标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协定，需

要在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方面进行相关规定的完善。未来

需要针对RCEP的协定内容，继续对其他方面的法律法规进

行完善。其次是要加快推进RCEP实施相关技术准备工作。

举办各个层次的RCEP相关培训，协助地方、企业全面熟悉

规则，努力在市场竞争中拓展合作空间。从陕西省级层面来

说，要抓住RCEP的重要发展机遇，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凝聚共识，紧抓RCEP合作发展先机

“十四五”时期是陕西对外贸易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全省应统一思想，充分认识签署RCEP对陕西的发展机遇，

一是要在全省开展针对RCEP的宣讲活动，提高政府管理层

对RCEP的认知程度，加强对RCEP政策的理解，通过对政

策的理解，发现与之不相匹配之处，进行改革和优化。二

是要从省级层面出台促进企业发展对外贸易的相关政策和

措施，切实支持企业与RCEP成员国进行合作。如2021年

底，由陕西省商务厅联合西安海关、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

税务局、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印发《全面对接RCEP经贸新规

则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行动计划》就是陕西对接RCEP

的配套措施。《行动计划》明确实施“十大行动”，主要

围绕货物贸易、招商引资、投资环境、金融便利等方面的

提质增效；重点扩大陕西省电子信息、光伏、汽车及其零

部件等高附加值产品和优质农产品出口；同时对落实RCEP

“6小时通关”等规定进行具体部署。

（二）主动优化布局，助推产业链升级

密切关注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把握国家关于

RCEP政策的重大部署，RCEP是各项指标领先全球的超大

自贸区，陕西需要尽快依据自身情况对辖区内的贸易和产

业网络进行布局和引导。RCEP成员国的各项要素禀赋能与

陕西形成互补，各成员国之间的发展水平具有梯度差异，

而RCEP降低投资壁垒，促进了商品与要素的跨国自由流

动，因此，陕西既需要深入研究RCEP成员国的发展状况，

还需要充分发挥自身产业优势，根据RCEP成员国的特点，

挖掘潜在的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目前来看，陕西可

以 利 用 科 教 资 源 丰 富 的 优 势 ， 着 眼 于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的 发

展，要利用好秦创原平台，加快科教资源的市场转化。

（三）推动区域内制度创新，构建外向型的经济发展

新格局

根据RCEP的经贸规则来推进陕西的规则制度改革，

RCEP是高标准、高规范性的区域贸易合作组织，在RCEP

各成员国的贸易均需要建立在遵守规则的基础上，这就要

求优化和完善陕西现有的体制机制，尤其是要深化“放管

服”项目制度改革，完善与规范项目的审批、程序的优化

等。同时，还要利用RCEP的经贸规则，进一步在陕西自贸

试验区内进行制度创新，尤其是要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

投资便利化、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创新，着力提升营商环境。

（四）助推企业积极融入RCEP

加入RCEP后，陕西的企业将面临竞争更加激烈的市场

环境，为了更好地应对挑战，应助推企业从三方面做起：

一是要积极搭建企业“走出去”的服务平台，企业可在平

台中获取RCEP相关规则、合作伙伴、行业发展状况等信

息。二是要开展针对RCEP的培训和学习，帮助企业掌握和

利用RCEP的贸易规则，调整和改进企业自身的管理和标准

体系，提高企业与国际市场规则的匹配程度。三是帮助企

业结合国际市场和自身优势，提前对未来的生存发展进行

评估和布局。加强对国际细分产业和相关规则的研究，提

升企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效率。

陕西应抓牢签署RCEP开放发展的时机，凝聚共识，积

极优化产业布局，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利用区位优势，把陕

西打造成西北地区向RCEP的重要通道，为陕西经济实现更高

质量的开放和促进内外循环的良性互动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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