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 

Opin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Providing Judicial 

Guarantee for the Building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s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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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保障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

（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相关决定，结合审判实践，对人民法院涉自贸试验区案件的审判工作

提出以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切实增强为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1.深刻认识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大意义。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改革

开放的试验田，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窗口。自贸试验

区的建设，对完善我国经济体制机制是有力的推动，在法律实施方面

有重大影响。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做好司法应对，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高度树立大局意识，严格依法办事，公正、高效审理各类涉自

贸试验区的案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利，为自贸试验区的建

设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保障。 

  2.依法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制度创新。自贸试验区的建设肩负

着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历史使

命，也是对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中央决策的积极尝试。各级

人民法院应探索为自贸试验区提供司法保障的改革举措，同时，要确

保这些改革举措的探索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

上，注重及时调整裁判尺度，积极支持政府职能转变，尊重合同当事

人的意思自治，维护交易安全。 

  积极参与自贸试验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自贸

试验区进行的政府职能转变、投资领域开放、贸易发展方式转变、金

融领域开放创新、完善法治保障等各项工作中，各级人民法院要结合

自身的司法实践，积极配合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主动完善工作机

制，创新工作方法，为营造公正、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和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作出积极贡献。 

  二、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促进自贸试验区健康发展提供司

法保障 

  3.积极行使刑事审判职能，依法打击涉自贸试验区的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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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破坏自贸试验区建设、滥用自贸试验区特殊市场监管条件进行的

犯罪，维护自贸试验区社会稳定及市场秩序。重视解决侵犯知识产权

跨境犯罪问题。依法惩治涉自贸试验区的走私、非法集资、逃汇、洗

钱等犯罪行为。同时注意区分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罪、抽逃出

资罪以及非法经营罪的罪与非罪的界限。 

  4.加强涉自贸试验区的民事审判工作，依法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

益。加强劳动保护，正确处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劳动争议，促进自

贸试验区内企业用工制度的健康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消费者

个人信息的安全，严格对服务领域合同格式条款的审查，惩治利用虚

假广告侵害消费者的行为。保护生态环境，积极审理有关机关和组织

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提

起的诉讼。 

  正确处理在自贸试验区较为常见的“民宅商用”“一址多照”问

题。正确理解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将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限制条件，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秩序。

对多个公司使用同一地址作为住所地登记的，在审理相关案件时要注

意是否存在财产混同、人格混同等情况，依法维护债权人利益。 

  加强对自贸试验区内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鼓励自主创新，提高

侵权成本。完善有关加工贸易的司法政策，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

级。准确区分正常的贴牌加工行为与加工方擅自加工、超范围超数量

加工及销售产品的行为。妥善处理商标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合理平

衡消费者权益、商标权人利益和国家贸易政策。鼓励以知识产权为标

的的投资行为，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简化维权程序，提升维权质效。

鼓励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活动，促进知识产权的流转利用。 

  加强海事审判。规范航运市场建设，支持自贸试验区航运服务业

开放、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和增强国际航运服务功能。关注与船舶

登记制度改革及其他与航运有关的新类型案件，研究新型海事法律关

系的法律适用和专门管辖问题。及时通过典型案件的审理确认有关规

则，引导行业行为，促进行业发展。 

  5.积极行使行政审判职能，支持和监督政府在自贸试验区依法行

政。支持和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创新服务模式，依法行政。以审判活动

促进和规范政府信息公开。通过外商投资项目备案的企业，其签订的

合同违反自贸试验区行业准入要求，导致事实上或法律上不能履行，

当事人请求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的与自贸试验区市场规则有关的制度缺



陷及行政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人民法院应及时向行政管理部门反馈意

见，或者提出司法建议，促进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的完善。 

  三、依法支持自贸试验区企业的创新做法，鼓励其探索新的经营

模式 

  6.鼓励自贸试验区内融资租赁业的创新发展。积极支持自贸试验

区内的融资租赁企业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依法开展融资业务。充分尊

重中外当事人对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的约定。正确

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效力，不应仅以未履行相关程序等事由认定融资租

赁合同无效。 

  7.支持自贸试验区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合理认定消费者与跨

境电商企业之间的合同性质。合同约定消费者个人承担关税和邮寄风

险的，可认定消费者和跨境电商企业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电商企

业批量进口、分批销售，消费者主张其与电商企业之间成立买卖合同

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电商企业以其提供的合同文本与消费者

订立仲裁条款，应专门提示，消费者同意的，应认定双方达成了仲裁

合意。 

  四、重视自贸试验区的特点，探索审判程序的改革与创新 

  8.完善司法审查、司法确认制度，支持自贸试验区的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鼓励运用仲裁、调解等多元化机制解决自贸试验区民商事

纠纷，进一步探索和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支持仲裁机构、人民调解委员会、商事和行业调解组织的创新发展，

为多元化解决自贸试验区民商事纠纷提供司法便利。 

  加强自贸试验区内法院机构及审判组织建设。自贸试验区所在地

基层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理案件的数量、种类、性质等实际情况设立

专门的法庭或合议庭，审理涉自贸试验区的案件，积累审判经验，统

一裁判尺度。鼓励各级人民法院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符合地

域特点的审判机制。 

  9.正确认定仲裁协议效力，规范仲裁案件的司法审查。在自贸试

验区内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相互之间约定商事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的，

不应仅以其争议不具有涉外因素为由认定相关仲裁协议无效。 

  一方或者双方均为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约定将

商事争议提交域外仲裁，发生纠纷后，当事人将争议提交域外仲裁，

相关裁决做出后，其又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主张拒绝承认、认可或执

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另一方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未对仲裁协议

效力提出异议，相关裁决作出后，又以有关争议不具有涉外因素为由



主张仲裁协议无效，并以此主张拒绝承认、认可或执行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相互之间约定在内地特定地点、按照

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有关争议进行仲裁的，可以认定该仲裁

协议有效。人民法院认为该仲裁协议无效的，应报请上一级法院进行

审查。上级法院同意下级法院意见的，应将其审查意见层报最高人民

法院，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后作出裁定。 

  10.探索审判程序创新，公正高效审理涉自贸试验区案件。管辖自

贸试验区内一审民商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在审理涉自贸试验区案件

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港澳台民事主体的，可以探索选任港澳台居

民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 

  人民法院审理涉自贸试验区的涉外、涉港澳台一审民商事案件，

事实简单、法律关系明确的，可以探索适用简易程序。 

  妥善处理以“区内注册、区外经营”的企业为当事人的案件中存

在的送达难问题。对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其注

册地为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的送达地址，可以邮寄送达。境外民事主体

在自贸试验区设立企业或办事处作为业务代办人的，可以向其业务代

办人送达。境外民事主体概括指定其分支机构工作人员或者境内律师

事务所律师作为特定时间、特定区域或者特定业务的诉讼代理人的，

可以向其送达诉讼文书。 

  11.建立合理的外国法查明机制。人民法院审理的涉自贸试验区的

涉外民商事案件，当事人约定适用外国法律，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

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提供该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人民法院了解查明途径的，可以告知当事人。

当事人不能提供、按照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的途径亦不能查明的

外国法律，可在一审开庭审理之前由当事人共同指定专家提供。根据

冲突法规范应当适用外国法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查明外国法。 

  12.审理好涉自贸试验区案件，总结可复制经验。各高级人民法院

应当充分重视涉自贸试验区案件的审理，加强前瞻性研究工作。各地

人民法院对在审理与自贸试验区相关的案件中发现的热点、难点问

题，应当及时研究总结，形成应对意见，并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 12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