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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开放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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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新发展格局决不是

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要在更高质量、更趋平衡、更加主动、更为安全的开放中，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既使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又增强发展主动权和安全性。为此，要适

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我国发展新阶段，将超大规模市场作为联结和畅通国内国际循环的关键枢纽，以提升服务贸

易和稳步扩大进口为重要着力点，推动制度型开放，针对不同合作伙伴实施差异化开放路径，通过更高水平开放为

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能。

　　一

　　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的必然要求。

　　这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眼下，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居民消费正在经历

深刻的转型升级，个性化、优质化、服务化趋势明显，但国内商品和服务供给尚不能满足消费变化的需要，技术、

人才等要素供给也不能满足产业升级的需要，这是国内循环不畅的关键原因之一。供给改善是一个慢变量，不可能

一蹴而就。在此形势下，吸引集聚全球优质商品和要素资源，就成为弥补供需缺口的必然路径，成为推动国内供需

平衡和国民经济畅通的必然路径。同时，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仍然突出，成为社会再生产在地域空间意义上循环不

畅的主要原因。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看，加大内陆沿边开放力度、以开放促发展，是缩小区域差距、推动区

域合作、促进区域间经济循环的重要一招。

　　这是适应我国发展环境变化的必然要求。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变，进入动荡变革期。同时，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

大势不会改变，而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全球化呈现一系列新特征

新趋势。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新型服务贸易蓬勃兴起，在疫情期间逆势上扬，正在深刻改变国际贸易格局和形态；

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合作提升基础设施和工业化水平的愿望更加迫切，以增强应对公共卫生等危机的能力；国际经

贸规则日益深入知识产权保护等“边境后”领域，以适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展和服务经济合作的要求。在此形势

下，我国需要保持对外开放的战略定力，加大开放力度，从而在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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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适应我国发展条件变化的必然要求。我国传统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弱化，人口老龄化日益凸显，同时超大

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优质人力资源等新优势正在形成和巩固，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

司。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看，当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实现升级后，必须走更加开放的道路，增强国际市场影响力和

国际资源配置力，才能为应对新问题新挑战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我国发展条件的变化，要求用好新优势、打好新

“王牌”，通过更深层次引进来和更高水平走出去，增强对全球商品、要素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吸引力和主导力，

提升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形成提供强大动能。

　　二

　　总的来看，推动新发展格局下的更高水平开放，应该具备更高质量、更趋平衡、更加主动、更为安全等特点。

　　更高质量。在国际市场萎缩和我国比较优势变化的条件下，过去那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开放模式已经

很难持续，应当转向优进优出、纵深挖掘潜力，更加注重提升质量和效益，使开放走深走实、做细做精，实现内涵

式增长。比如，出口要更加依靠技术、品牌、质量、服务而不是价格来提升竞争力，利用外资要更加依靠改善营商

环境和保护知识产权等。实现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是打通国际循环“痛点”和“堵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由

之路。

　　更趋平衡。不平衡会带来不协调，不协调会带来循环不畅。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对外开放更趋平衡，包括进

出口平衡、制造业开放与服务业开放平衡、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平衡、向发达经济体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

平衡等。当然，这里的平衡并非绝对相等，而是要将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实现统筹协调、避免相互掣肘，共同

服务于国内国际双循环。

　　更加主动。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我们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主动

向全球开放市场，吸引集聚商品、技术、资本、人才等资源；主动扩大朋友圈，团结一切愿意与我们开展合作的国

家、地区和企业；主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趋势，深化改革完善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制度体系，对冲外部环

境趋紧带来的不利影响，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更为安全。新发展格局应是更为安全的发展格局。在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背景下，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

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这两件大事，这对我们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

求。要加快形成以事中事后监管为主的风险防控体系，通过更加精细的制度、规则和程序设计，实现高水平开放和

安全之间的平衡。

　　三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深刻把握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开放的几个着力点。

　　加强服务贸易。这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下国际贸易新格局的需要，是深入挖掘我国与发达经

济体互补优势和潜力、畅通国际经济循环的需要，也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需要。应继续

放宽服务业外资准入，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大吸引研发、设计等总部经济要素力度，加快

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充分发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各类平台对服务

贸易的促进作用，积极推动多边、区域等层面的服务规则协调。

　　稳步扩大进口。超大规模市场是联结和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关键枢纽，也是掌握国际经济关系主动权的一

张“王牌”。应当发挥这个优势，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

场。可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制度性成本，加快培育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加大对跨境电商保税进口等新业态的支

持力度。在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基础上，尽可能扩大技术合作朋友圈；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消费品领域，可推动实施

从进口到零售的全链条降成本行动，减少中间流通环节，畅通供需对接和循环。当然，扩大进口要充分考虑支付能

力，进口与出口要基本平衡。



　　推动制度型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迈向更高水平的重要标

志。应以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为主要平台，对标国际最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更大力度促进投资、贸易、金融等领

域的自由化便利化，更大力度促进边境后规制改革创新，更大力度促进高端产业和新兴业态发展，建设新时代我国

对外开放的规则引领区、压力测试区和国际对标区。积极稳妥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制度创新经验，带动各

地形成各具特色、各有亮点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针对不同合作伙伴实施差异化开放路径。深挖与各类合作伙伴的利益交会点，扩大互利共赢的经贸往来，畅通

国际经济循环。对发达经济体以引进来为主。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开放合作，以基础设施联通

和产能合作为主要抓手，推动我国有优势、发展中国家有需求的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在我国与相关国

家和地区之间形成分工合理、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

发展。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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