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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表明，只有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有效应
对日益紧迫的全球发展难题；只有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才能更好惠及各国人
民。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一个高水平开放的中国不仅将不断推动自身经济
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也将继续成为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筑墙设垒严重阻碍全球发展进程

目前，发达经济体已成为保护主义的主要推手。根据全球贸易预警发布的数据，20
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累计推出贸易干预措施8.3万余项，其中贸易保
护主义措施6.2万余项，占贸易干预措施总数的比例约为74.6%；发达国家累计推出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3.6万余项，占同期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总数的比例为58.5%。
少数大国热衷于推行“筑墙设垒”“脱钩断链”政策，在国际上大搞单边制裁、极
限施压，使得开放型世界经济遭受重大挑战，严重挫伤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和可持续
发展进程。

受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驱动，美国成为全球共同开放的最大阻力。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累计推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8234项，其数量居全球首位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加速“脱钩”进程，在经济和科技等领域出台了大量以
狭隘的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逆全球化政策，加大限制产品、资金、人才、数据等要
素的自由流动，导致全球生产和交换活动受到严重干扰和阻碍。例如，以贸易逆差
为由对多国采取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大外商投资限制，以
保护知识产权为由对他国开出天价罚单并实行技术封锁。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联合盟友建立了一系列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小集团，并在
盟友和伙伴国之间推进所谓的“友岸外包”战略。2021年6月，美国与欧盟宣布启
动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以促进美欧之间的创新、投资和供应链。2022年5
月，TTC举行的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强调，美欧伙伴关系是其共同的力量、繁荣和致
力于自由、民主和尊重人权的基石，主张将供应链转移到可信赖国家。同月，美国
正式启动将中国等重要地区国家排除在外的“印太经济框架”，试图拉拢部分国家
“围堵中国”，打造受美国掌控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美国还强化了“五眼
联盟”，组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和“四方芯片联盟”，拼凑美英澳三边安全伙
伴关系，到处制造分裂，将经济全球化推向歧途。

这些日益盛行的筑墙设垒行径，不仅严重破坏公平开放的国际环境、阻碍全球发展
进程，也使发达经济体自身利益受到了损害。近年来，受保护主义影响，全球贸易
投资增长乏力，全球发展动力也明显不足。2022年10月，世界贸易组织（WTO）
预计2022年国际货物贸易量增长3.5%，较2021年下降6.2个百分点；同月，联合国
贸发会议（UNCTAD）报告预计，2022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将出现下降，最
多与上年持平。2023年1月，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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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预期下调至1.7%，远低于2022年6月预计的3.0%。其中，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经济体经济将增长3.4%，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0.5%。作为主要发达经济体，美
国经济增长预期为0.5%，欧元区为零增长。在此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极力逃避国
际发展责任和阻碍国际发展合作，导致全球共同发展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面临巨大挑战。

高水平对外开放成就中国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
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
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随着一系列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举
措落地落实，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成为引领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

尽管全球范围内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但中国的开放
水平持续提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
究中心共同发布的《世界开放报告2022》，2020年世界开放指数为0.7491，比20
19年下降0.02%，比2015年下降1.5%；但中国的开放指数从2012年的0.7107提升
至2020年的0.7507，提高了5.6%，成为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中
国还探索了一批突破性、引领性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举措。截至2022年，中国共设立
21个自贸试验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年版）》列有禁止准入事项6项和许
可准入事项111项，与2016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相比缩减比例
高达64%。中国还实现了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造业条目清零，并在海南自贸港推
出全国第一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如今，中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
，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并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
开放格局。2022年，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
贸易国地位。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人
民币关口，在2021年高基数基础上继续增长7.7%。同时，中国吸收外资和对外投
资合作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1至11月，中国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1.156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较上年同期增长9.9%；折合1780.8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2%。同期，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878.6亿元人
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7.4%；折合1026.6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中国已成为过去
百年中经济总量最接近美国的国家。2012至2021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从54万亿元增长到114.9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达18.5%，提高7.2个百分点，
稳居世界第二位。2021年，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GDP总量达到17.8万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GDP的77%。这一比重打破了日本曾在1995年创造的占美国GDP比重

                                    2 / 4



智行理财网
2014年对日本直接投资(2014年日本经济)

为72%的最高纪录，从而成为过去百年来第二大经济体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例达到
的最高水平。中国GDP总量自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2014年达到
日本GDP总量的两倍以上，2021年达到日本GDP总量的3.6倍，预计2022年将达到
日本GDP总量的4.3倍。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共同发展

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2013至2021年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8.
6%，超过七国集团成员贡献率的总和。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动
力，是引领全球发展的“火车头”。中国打造的一系列面向世界各国开放的国际合
作平台，更是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的团结之路、加强互联互通
合作的共赢之路、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希望之路。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同151个
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世界银行研究报告
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使全球贸易增长1.7
%至6.2%，使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在经贸合作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始
终坚持开放合作，贸易投资保持强劲增长动力。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3至2
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年均增长8.6%；2022年，中国与沿
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达13.8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较上年增长19.4%；中国与沿线
国家货物贸易额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例达32.9%，较倡议提出的2013年上升了
7.9个百分点。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1至11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191.6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5%。

中国倡议创建的亚投行始终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享，积极拓展伙伴关系，深入参
与全球发展议程。目前，亚投行已由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来自全球六大洲的106个
成员，成为全球第二大国际多边开发机构。截至2022年年底，亚投行共批准202个
项目，融资总额近389亿美元，撬动总投资超1000亿美元，惠及全球33个国家，有
力推动了相关国家能源、交通、水务、通信、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
设与经济复苏。

中国还创办了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为同世界分享中国市场机遇
、推动全球共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2018年以来，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累计意
向成交额近3500亿美元，约2000个首发首展商品亮相，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
机遇，释放了中国全面扩大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的积极信号。

展望未来，中国将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持续优化和一系列高水平对外
开放政策的逐步出台落实，中国将以更高质量发展为全球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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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秀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研究员、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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