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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改革开放 40年的历史进程，对外开放是作

为改革的重要举措而出场的，对外开放的发展又倒

逼改革的深化，成为推动改革的力量。20世纪70年
代末起步的对外开放，较长时间停留在引进外国的

资金和技术、借鉴外国的经验和做法、出口技术含量

较低产品的层面；进入新时代的对外开放，随着综合

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对外开放的理念和视野更

加开阔，在拓宽对外开放空间的同时，赋予对外开放

新的内涵，“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

新格局”①。对外开放是近40年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对新时代对外开放进行专题性探讨的成果也陆续面

世②，但总体性概括新时代对外开放特征的成果并不

多见。本文拟从新时代对外开放的环境、理念、内涵

与空间入手，揭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基本特征。

一、走向复杂的对外开放环境

1979-1988年，随着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正常

化，中国的对外开放环境逐渐宽松；1989年春夏之交

的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对外开放的

环境一度恶化；1993年11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西雅

图正式会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所谓“制裁”被打破，

对外开放的环境逐步改善；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为对外开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当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综合国力和国

际地位提升，为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出现了

新的困难。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风险挑

战的叠加，使中国对外开放的环境走向复杂化。

(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础上的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时间高速增

长，1979-2018年年均增长率达到9.4％，远高于同期

世界经济 2.9％左右的年均增速。1978年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为 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 1.8％，

居全球第十一位。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

100000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超过16％，占世界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30％。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

中国经济总量在国际上的排名逐年上升，2000年、

2005年、2006年、2007年、2010年分别超过意大利、

环境、理念、内涵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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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英国、德国、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③当然，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不意味着第二大经济强国。就人

均GDP而言，2010年日本为 4.21万美元，中国仅为

4240美元，只及日本的十分之一。④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为对外开放创造了有

利条件。一是，向国际市场提供更多的产品、资本和

技术，满足不同国家对中国产品、资本和技术的需

求，“走出去”的能力更强。二是，中国购买力提升、

吸纳国际资本的能力增强，为国际商品、国际资本进

入中国提供更大的市场，创造更多的贸易投资机

会。三是，为参与全球治理、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和话

语传播提供了硬实力支撑。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⑤，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形成

全面开放新格局。

然而，中国经济实力增长未能及时转化为国际

制度性权力，支撑高水平开放的制度供给不足，法

律、金融、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方面也难以适应高

水平开放的要求。随着中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

上升，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

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

竞争，发达国家原本布局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开始向中国周边国家转移。同时，纵观世界经济发

展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日本都曾经历过

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但当货物出口占世界总额达

到10％左右时，拐点就会到来，增速出现下降。2010
年中国货物出口占世界总额超过 10％，2014年达到

12.3％。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过多依赖出口扩大对外

开放的思路需要调整，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

经济。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对外开放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在接见中国驻外使节

时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⑥这是习近平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世界格局的基

本判断。“大变局”具体所指是什么?学术界从多方面

进行了阐释。从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

技、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尚未改变。但随着以中国为

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实力迅速增长，西方发达

国家的影响力出现了衰退的迹象，国际力量对比开

始发生变化，大国之间在经济、科技、文化领域的竞

争日趋激烈，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

待形成。201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

大国，2013年又跃升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伴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等西方国家产生了明显

的战略焦虑和政治敌意。在此背景下，逆全球化运

动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冷战思维和霸权行为甚

嚣尘上，中美贸易摩擦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难得的历

史机遇，但也带来了不少困难。拓宽中国对外开放

的思路和理念，拓展中国对外开放的内涵与空间，才

能化解中国对外开放遭遇的障碍和困境。

(三)风险挑战叠加背景下的对外开放

当今国际社会不确定、不可测、不可控的因素增

多，既有可能发生“黑天鹅”事件，也有可能出现“灰

犀牛”事件。金融危机、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

等风险挑战给新时代的对外开放带来了不确定性。

各类风险挑战如果防范不及时、应对不得力，就会传

导、叠加、升级，使风险挑战的性质和影响范围发生

改变。自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贸易

发展进入低迷期，这制约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

2015年和 201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出现负增

长。2019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15505亿元，比

2018年增长3.4％，同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2018年
增长6.1％，进出口总额的增幅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

的增幅。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扩散，一方面使人

类深刻认识到全球一体的现实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性，病毒没有国界，全球应携手应对疫情，

加强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将导致全

球生产、贸易、投资的萎缩，在加剧全球经济危机的

同时，给中国对外开放带来新的挑战。2020年 1-2
月，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41238亿元，同比下降

9.6％。其中，出口 20406 亿元，下降 15.9％；进口

20832亿元，下降2.4％；贸易逆差426亿元。⑦因疫情

蔓延导致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和生产暂停、消

费抑制、流通受阻，将进一步影响中国的对外开放，

其负面效应将逐步显现。

二、着眼全球的对外开放理念

改革开放前 35年的对外开放，尽管担负了作为

发展中国家应尽的责任，但主要着眼于促进中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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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新时代的

对外开放，秉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体现大国的责任与担当的理念，视野和格局

得到提升。

(一)通过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

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⑧这是国际关

系的新理念，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思路。2013年3
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指出，人类

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⑨，这是面向国际社会表达的中

国主张，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015年1月，习近

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从伙伴关系、安全格

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五个方面，对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随后写入联合国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

会层面》决议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

实措施》《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

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多方努力，有赖于国

家之间经济、科技、文明的交流。新时代对外开放的

旨趣之一，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对外

开放推动全球发展。从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实践来

看，在关注中国自身发展的同时，能把对外开放与世

界发展结合起来，通过参与国际事务、携手应对全球

性挑战，为全球发展作贡献。比如，共建“一带一路”

在促进中国发展的同时，为沿线国家带来发展机会，

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正如习近平所说：“‘一带

一路’倡议丰富了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和多边主义内

涵，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

途径。”⑩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谋划对外开放，大

大拓展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视野，提升了对外开放的

境界。

(二)通过对外开放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渗透、融合发展的

趋势日益明显，彼此之间的交织性和依赖性日渐增

强，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和重组要求世界各国经济

高度开放。2013年 9月，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针对国际金融危机

负面影响的消解，首次提出“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

世界经济”的理念，并从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

合三个方面阐释了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内涵。开放

型世界经济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也是人

类经济共同体本质特征的诠释。习近平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

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世

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从封闭走向

开放的过程，世界经济的本质就是开放型经济。建

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张，不仅是应对世界经济发

展困局开出的药方，更是基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未

来发展趋势作出的精准判断。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新坐标、新方向，投资贸易自

由化便利化、多边贸易体制、自由贸易区建设、制度

型开放等就是基于这一理念提出的主张。

(三)通过对外开放体现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仍属于发展

中国家，但致力于为人类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习

近平一再强调“大就要有大的样子”。这里的“样

子”主要是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承诺“我们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

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通

过对外开放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在这方面，中国不

仅有理念、主张的倡导，而且有具体的实践行动，如

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

“亚投行”)与丝路基金。亚投行作为首个由中国倡

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其运作践行国际经济合作

理念和多边主义内涵。从 2014年 10月首批意向创

始成员国签约至2019年7月，亚投行已拥有100个成

员国，向 47个项目累计投资 90.3亿美元。成立于

2014年的丝路基金，投资区域涵盖俄罗斯、亚洲、北

非及欧洲等地区，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产业合

作、金融合作、资源开发等，是一项重要的金融创

新。目前，亚投行成员国扩大到102个，为参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协调行动，2020年 4月推出 50
亿美元危机恢复基金以响应成员国需求。中国主动

向世界开放市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连续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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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进口额占世界进口总额

的10％以上，中国进口占全球进口增量的六分之一，

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通过对外开放彰

显中国的大国责任与担当，是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

要理念。

三、趋向多元的对外开放内涵

改革开放前 35年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商品和要

素的流动型开放。新时代在继续推动流动型开放的

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对外开放的内涵得到拓

展和延伸，成为涵盖经贸往来、制度创新、全球治理、

文明交流的多元开放体系。

(一)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与规则等制度型开

放有机结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域之一，要求“引进来和

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

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通过“引进来”和

“走出去”，实现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仍是新时代

对外开放的基本内涵，流动型开放依然保持强劲

势头。

从表 1可以看出，新时代的对外开放“从早期引

进来为主转为大进大出新格局”，商品和要素流动

型开放仍是新时代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成为中国

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

为更好地“引进来”和“走出去”，推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中国开始谋划对外开放的规则创新，以

实现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

转变。2018年 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

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

型开放转变”这一对外开放转型的任务。2019年3
月，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

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以高水平开放带

动改革全面深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

确了制度型开放的重点，包括规则、规制、管理、标准

等。制度型开放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规则体系的开

放，将规则、规制等创新作为扩大对外开放的引擎，

实现与国际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规制的对接与

兼容。经历40年的对外开放之后，传统的土地、劳动

力、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以商

品和要素为主的开放红利释放殆尽，推进制度型开

放，释放规则、规制创新红利，是深层次对外开放的

必然选择。推动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应

聚焦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加快中国贸易投资制度、

规则与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标准对接；二是信守承

诺，切实履行同世界各国达成的多边或双边经贸协

议；三是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和完

善，提供更多制度型公共产品。因此，实现流动型

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的关键，在于对外开放的制

度变革和规则创新。

事实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开始布局制度

型开放。例如，放宽投资准入，统一内外资法律法

规，改革涉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

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这些改革任务都着眼于制

度创新和制度型开放。经过近几年的实践探索，中

国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简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

间，力促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2019年 6月，商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历年统计公报，下同。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进出口额

258267
264335
245740
243387
277923
305051
315504

同比

7.6
2.3
-7.0
-0.9
14.2
9.7
3.4

出口额

137170
143912
141255
138455
153321
164177
172342

同比

7.9
4.9
-1.8
-1.9
10.8
7.1
5.0

进口额

121097
120423
104485
104932
124602
140874
143162

同比

7.3
-0.6
-13.2
0.6
18.7
12.9
1.6

表1 2013-2019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情况/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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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

单)》减至 40条，实现了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根本性

变革。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商投资法》，确立了外商投资促进制度、外商投资

保护制度、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是中国走向制度型开

放的重要步骤。

(二)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

建设

随着大国之间博弈加剧和全球性挑战增多，构

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已成为世界各国

的普遍期待与共同要求。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

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成为新时

代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中

国已为此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例如，中国在维护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同时，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

行必要的改革，通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增强多边贸

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中欧投资协定的签署和建立中日韩

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支持二十国集团、亚洲太平洋经

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推进全

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国际合

作、共同发展的新平台。同时，当今全球治理还面临

反贫困、网络安全、核安全、气候变化应对、太空利

用、极地保护、反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等

一系列问题，需要全球一起寻求解决之策，中国积极

参与和引领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加强相关

方面的国际合作、经验分享，使对外开放的领域

拓宽。

(三)推动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文明在交流中发展，通过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才

能实现文明创新。基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习近平

一再强调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将其作为新时代对外

开放的重要内容。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过程中，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成果；在实现制

度型开放的过程中，对国际通行的规则、规制、管理、

标准适度引进、消化和吸收。与此同时，倡导中国文

化、中国艺术走出国门，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话语、

讲好中国故事。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艺术也要在

国际市场上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生命力。”这是艺

术上的对外开放，通过对外开放扩大中国艺术的影

响力，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当今国际社会对中

国仍存在不少误解和偏见，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未

能完全掌握国际形象的塑造权、国际话语的传播权，

国家形象仍处于“他塑”的状态，中国经验仍由“他

者”诠释。为改变这一被动局面，习近平要求“下大

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

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

音”。这是新时代对外开放不可缺少的内容。近年

来，中国通过利用新闻发布机制、高端智库交流、重

大节日庆典，或借助海外文化阵地、媒体平台，向国

际社会传播中国梦、“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五大发

展理念、制度显著优势、“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

体等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逐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

理解和认同。

四、大幅拓展的对外开放空间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广交会是对外开

放的重要平台，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中

国“走出去”的能力与空间有限，“引进来”的领域也

有所保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对外开放

的空间和领域有所扩大。随着对外开放的理念升

华、内涵拓展，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空间大幅拓

展。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引

进来”和“走出去”的空间都得到了拓展，对外开放的

区域布局进一步优化。

(一)依托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对外开放空间

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对外开放的战略举措，党的

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

周边国家互联互通”。自由贸易区本质上是一种允

许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特殊制度安排、制度供给，

是一个经济体在其境内放弃部分经济主权而构建的

世界最高水平自由交易市场、交易空间。从2013年
设立上海自由贸易区起，中国先后设立了12个自由

贸易区。自由贸易区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

也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示范区，在贸易便利化、

外资管理体制、金融管理体制创新方面进行了探

索。例如，上海率先建成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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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出“互联网+易通关”“智检口岸”和“智慧海事”等

组合拳，福建全力推行关检“一站式”查验；上海试行

全国首张外商投资负面清单，随后各自由贸易区实

行统一的负面清单，负面清单越来越短，终结了实施

多年的外资逐案审批制度；上海创设自由贸易账户

体系，陕西打造“通丝路”跨境电商人民币结算平台；

等等。这些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和便利化改革，

创新了开放体制机制，拓展了对外开放的空间。习

近平还向国际社会承诺“抓紧研究提出海南分步骤、

分阶段建设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加快探索

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程”。把海南打造成中

国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通过海

关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创新构建对外开放新高

地，是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空间的重要举措。

(二)借助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对外开放空间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

重要倡议，旨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全球提供

开放合作的国际平台。截至2019年11月底，中国已

与 137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197份“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欧洲、

东盟以及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量增加，国际市场

布局明显优化。由表 2可见，2016-2019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总值为 312609亿

元，占同期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 1141864 亿元的

27.4％，成为近年进出口贸易新的增长点。其中，

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增

长10.8％，占比达到29.4％。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

发生的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

往来起到了“稳外贸”的作用。海关总署的统计显

示，2019年中国主要贸易伙伴顺序发生了变化，欧盟

仍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超过美国成为第二大贸

易伙伴，美国降至第三位。从海关总署公布的外贸

数据来看，受英国脱欧和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影响，

2020年前两个月东盟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

伙伴。

(三)依托“一带一路”平台实现对外开放与双向

投资的协同发展

由表3可见，2015-2019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不
含银行、证券、保险)新设立企业191548家，直接投资

金额 42993亿元，折算 6564亿美元。其中，“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 18996
家，占比约 10％；直接投资金额 2358亿元，占比约

5.5％；折算360亿美元，占比约5.5％。这说明，中国

的投资环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商具有吸引

力，新设立企业数量增长较快，但单个企业规模小，

投资金额不大。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进出口额

62517
73745
83657
92690

同比

0.5
17.8
13.3
10.8

出口额

38319
43045
46478
52585

同比

0.5
12.1
7.9
13.2

进口额

24198
30700
37179
40105

同比

0.4
26.8
20.9
7.9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新设立企

业数/家
26575
27900
35652
60533
40888

外商直接投

资金额/亿元

7814
8132
8776
8856
9415

外商直接投资折

算金额/亿美元

1263
1260
1310
1350
1381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新设立企业

数/家
2164
2905
3857
4479
5591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直接投资金额/
亿元

526
458
374
424
576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直接投资折算金额/亿
美元

85
71
56
64
84

表2 2016-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情况/亿元，％

表3 2015-2019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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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家鼓励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到“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成为近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增长点。由表4可见，

2015-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

险)总额为 42362亿元，折算 6393亿美元。其中，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743亿美元，约占对外

直接投资总额的11.6％。

“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创造了有

利条件，提供了市场和机会。表 5显示，2016-2019
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为 45086亿元，折算

6699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

程营业额为 3488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营

业总额的52％。共建“一带一路”为对外承包工程企

业带来了更大空间。

此外，“一带一路”还促进了国内对外开放区域

的优化。进入新时代，为促进区域平衡发展，中国加

大了沿边开放力度，“一带一路”建设也凸显了沿边

地区开放的重要性。渝新欧、郑新欧等中欧班列的

开通，带动了重庆、郑州等沿线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双

向投资，有利于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改变内陆对外

开放不足的状况，推动沿海、内陆和中西部地区对外

开放协同发展，进而优化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

(四)依托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扩大对外开放

空间

2018年11月，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

会，也是国际贸易史上的创举。举办国际进口博览

会，“是中国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

的重大决策，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

措”。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共有172个国家、地区和

国际组织参加，3600多家企业参展，超过 40万名境

内外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促成交易额578亿美元。

2019年11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共

有181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与会，3800多家企业

参展，按一年计，累计意向成交 711.3亿美元。定期

举行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主

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具体举措，也是中国推动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既

有利于扩大进口商品在中国的市场，拓展中国与世

界各国经贸往来的空间，也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广交会以出口为主到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以进口为主，中国的贸易战略发生

了根本性变化，即从注重出口转向注重进口，从单

向转向双向，早期的出口导向战略已转向进出口平

衡战略。

(五)借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扩大对外开放空间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中国沿海开放前沿，优越的

地理位置、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集聚以及发

达的国际通讯与物流网络，使其在对外开放方面有

着先天的优势，承载着拓展中国对外开放空间的使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亿元

10589
11383
11186
11928

折算金额/亿美元

1594
1686
1690
1729

同比/％
3.5
5.8
0.3
2.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营业额/
亿美元

760
855
893
980

占比/％
47.7
50.7
52.8
56.7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直接投资总额/亿元

7351
11299
8108
7974
7630

折算金额/亿美元

1180
1701
1201
1205
1106

同比/％
14.7
44.1
-29.4
0.3
-8.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金额/亿美元

148
145
144
156
150

表4 2015-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情况

表5 2016-2019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营业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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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旨在“建

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高水平参

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为实现更高层次的对外

开放，粤港澳大湾区已开始探索新的对外开放体制

机制、合作模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领域的

合作成效明显。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贸易额为 92960亿元。其中，17144.2亿元

来自广东，约占18.4％，而广东主要来自粤港澳大湾

区的珠三角九市。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将共同开展

国际产能合作，建构对外开放平台，形成高水平参与

国际合作与竞争的优势。可以预见，粤港澳大湾区

将率先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制度

型开放的创新，拓展对外开放空间，提升对外开放的

层次和水平。

新时代对外开放的环境、理念、内涵、空间都发

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准确把握中国对

外开放的新变化，认清对外开放的阶段性特征，才能

拓宽开放领域和层次、优化开放区域布局、创新开放

规则制度、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形成更高水平

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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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2019年第 1期；徐康宁：《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机遇、新理

念与新方向》，《江海学刊》2019年第1期；史本叶、王晓娟：《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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