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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着力优化法律服务
为龙江自贸区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摘要】  省重点培育智库—龙江振兴发展研究中心智库专家、

黑龙江大学杨健研究员指出，我省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

区）的获批与建设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龙江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

遇，自贸区是打造龙江经济发展“升级版”的重要平台，必须抓住

该契机，努力构建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更好地推进龙江自贸区建设。

通过优化法律服务提升自贸区的法治水平，发挥带动促进作用，助

推龙江自贸区建设和龙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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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法治建设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保障
方面，法治理应先行，积极为龙江自贸区建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积极推进龙江自贸区建设，通过法治方式将自贸区建设中的相关政
策、制度、措施、方案等法律化；在自贸区内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优化法律服务，更好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对龙江老工业基地的带
动作用，增强自贸区示范作用，加大龙江开发力度；主动营造市场化、
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法律服务水平，助力龙江自
贸区更快更好建设，使自贸区建设的各方面有法治保障，促进建设
更高水平法治龙江。

一、优化法律服务、加强龙江自贸区法治建设的必要性

龙江自贸区设立以来，建设成效初显，贸易领域便利化制度、
投资领域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有效运行，政府职能转变事中事后监管
制度、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机制都初步形成。但是，自贸区法治建设
依然面临挑战，特别是法律服务如何提升一个新层次，如何打造“一
带一路”法律服务和自贸区法治方面的示范区，亟待建立与龙江自
贸区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法律服务体系。

一是进一步提升自贸区法治建设法律服务能级成为现实需求。
自贸区建设中贸易便利化、外国法查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等制度
的落地等，都需对照国际高标准，构建更高层次、高质量的法律服
务供给体系，积极提升法律服务质效，整体优化法律服务环境。所以，
为自贸区建设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升级版法律服务，是龙江自贸区法
治建设的现实需求。

二是不断创新法律服务新模式是自贸区法治建设的新发展需
要。如何从制约法律服务自贸区建设的关键问题入手，用创新发展
理念拓展法律服务新领域，不断探索创新法律服务新模式至关重要。
不断拓展法律服务领域，丰富法律服务形式，努力满足自贸区经济
社会发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法律服务需求，是自贸区建设中面对新
问题新发展的必然需要。

三是大力提高涉外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成为自贸区法治建设的
迫切需求。优化自贸区法律服务，需要培育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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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涉外法律服务人才，但目前龙江自贸区建设这方面相对欠缺。国
家倡导涉外法治，而自贸区是先行先试典范，示范和引导作用强，
其区域内涉外法律服务水平要求高、面临挑战大，应通过优化涉外
法律服务，解决龙江自贸区涉外法律服务短板，推进其向高端发展，
提升涉外法律服务竞争力。

四是着力完善自贸区法治建设的矛盾化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的需求凸显。自贸区建设推进过程中，随着贸易投资增加，矛盾
与争端不可避免，如何及时化解矛盾、解决纠纷，满足自贸区内相
关主体的多元化、便利化的争议解决服务需求成为重点。由此，建
立多元的矛盾化解方式衔接机制、发挥各类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联
动效应，是良好预防与解决自贸区相关纠纷的现实需要。

二、推进龙江自贸区法治建设、优化法律服务的对策建议

推进龙江自贸区建设，提升自贸区建设的法治水平，须坚持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法治保障，积极创新法律服务方式，提供
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一是推动自贸区建设社会治理法治化。龙江自贸区各片区应加
强和完善地方立法，及时出台服务自贸区建设的地方性法规，提升
自贸区立法质量；加强自贸区范围内执法监督检查，做到严格执法，
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关注自贸区内法律适用的特殊性，公正司法，
正确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适用，以及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适用的
关系。坚持“总的指导 +切实落实”原则，在《关于为哈尔滨新区
暨中国 ( 黑龙江 ) 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建设提供优质高效法
律服务的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龙江自贸区总体的法律优
化服务指导文件，并积极抓好落实。

二是大力推进法律服务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升自贸区涉外
法律服务水平，提高自贸区涉外法律服务质量。在自贸区内加大涉
外法律服务业发展政策扶持，出台相关涉外法律服务政策法规、文
件；积极展开涉外律师事务所合作联营业务，加强涉外律师事务所
与涉外企业之间沟通，推进涉外法律服务与企业“走出去”的联系
对接；建立完善涉外法律相关服务中心，为自贸区相关主体提供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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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法查明服务，提供相关涉外法律法规资料、开展涉外法律培训等；
依托高校加强涉外，特别是涉俄法律人才培养等。

三是完善自贸区矛盾化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进一步
推动公证、仲裁、司法鉴定、调解机构对接自贸区，为黑龙江各片
区自贸区的入驻企业及境内外当事人提供优质法律服务，提高这些
领域法律服务的便捷度。建立自贸区公证服务中心，依托哈尔滨仲
裁委打造东北亚国际仲裁中心，推进哈尔滨知识产权仲裁院建设。
不断优化松北自贸区法庭建设，推进建立自贸区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鼓励律师、仲裁员、行业协会、商会、调解组织人员参与自贸区内
贸易、投资、金融、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纠纷解决，积极探索自贸区
内仲裁、调解、公证与诉讼的衔接机制建设，不断完善各类纠纷解
决机制之间的联动效应，形成自贸区内多元化多层次纠纷解决机制。

四是提升法律服务能级和服务模式。不断拓展法律服务新领域，
满足自贸区多层次法律服务需求。进一步优化自贸区法律服务行政
审批事项，改进法律服务行政审批业务系统，提高行政审批工作效
率；不断提升自贸区法律服务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建立涉外法律
服务信息网络平台，增加便捷性；关注新领域，创建拥有知识产权
运用区块链技术的电子数据平台，满足自贸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需
求；积极组织自贸区内普法宣传，加强法律援助，特别关注针对外
商投资企业及涉俄贸易投资问题、外资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劳动争议
问题；在龙江自贸区各片区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设，为自贸区
企业和办事群众提供“一窗通办”的律师、公证、司法鉴定、法律
援助、调解、仲裁、涉外法律查询等法律服务，积极维护自贸区内
主体的合法权益，积极解决商事贸易、投资纠纷，打造自贸区法治
化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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