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 第二届进博会进入第二天， 各大场馆吸引了众多客商前来参观洽谈， 热闹非凡。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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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水平开放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社会各界热议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开放的大门只

会越开越大。 ”习近平主席 5 日在第二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再

一次发出中国开放最强音。

“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是谁也阻挡

不了的”“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

墙’而不是‘筑墙’”“中国市场这么大，欢迎大

家都来看看”……社会各界从掷地有声的话语

背后读出中国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的信心和

决心，更看到了开放共享背后的发展机遇。

开放的中国让各方有获得感

超 200 平方米的展台、 超 120 款明星产

品……在本届进博会上， 法国企业达能的展

品琳琅满目、色彩缤纷。 作为进博会的“铁杆

粉丝”，达能今年带来的展品数量比首届进博

会增加 50%，还早早签约参加第三届进博会。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达能第二大市场。

“习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反复提到了开放、

合作、创新与分享，这再次向世界传递了强烈

的开放信号。 ”达能公司秘书长兼执行总裁欧

阳伯堂说， 开放的贸易环境、 发达的电子商

务、不断开设的自贸区，还有进博会这样的广

阔贸易平台，中国给我们带来了无限机遇。

中国企业也同样在开放的过程中提高着

自身竞争力，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成

旭对此感受颇深。 在首届进博会上，鞍钢集团

与众多国际知名企业在大宗原料、 先进工艺

设备、服务贸易等方面达成了采购协议。 “一

年来， 我们接触了大数据与生产模型应用及

智慧企业解决方案等众多世界前沿的工艺、

技术和设备， 为鞍钢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解决方案。 ”

中国开放新格局愈加清晰

如何加快推动中国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

局？ 习近平主席提出 5 方面举措，明确了中国

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大框架。 继续扩大市场开

放、继续完善开放格局、继续优化营商环境、继

续深化多双边合作、 继续推进共建 “一带一

路”……中国高水平开放的方向更加清晰。

“中国将营造尊重知识价值的环境 ，完

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大力强化相关执

法 ， 增强知识产权民事和刑事司法保护力

度。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听到了让自己

倍感振奋的信息。 刘庆峰表示，在国际合作

与竞争越来越深入的今天，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不断加大，让中国科技创新企业的动力更

足、信心更强。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 在世界

银行近日发布的《2020营商环境报告》中，上海

作为中国重要的样本城市，被重点提及和关注。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尚玉英表示， 作为中国开

放的新高地， 上海近年来在持续推进优化营商

环境上下了真功夫。 尚玉英说，我们还有许多努

力的空间，未来将着力围绕投资更便利、贸易更

自由、 营商环境更优化的方向采取一系列革新

举措，尤其是以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为抓手，

将其打造成对标国际一流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开放给世界经济带来新机遇

首届进博会以来， 世界看到了中国市场

的巨大潜力， 众多海外商家 “用脚投票” 选

择中国， 阿里巴巴旗下跨境电商平台已经成

为全球品牌入华的 “标配”。 “进博会加跨境

电商这两台购物车联手， 我们看到了一条汇

集世界又惠及世界的绿色通道， 可以说为了

方便消费者在家‘买买买’，我们正跨过山和

大海。 ”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张勇说，在数字时代，不断建立完善商业、物

流、金融等电子商务基础设施，让海内外的中

小企业能够更好“即插即用”。

中国开放、稳定的营商环境不仅吸引了更

多投资者的青睐， 也创造了许多新的创业机

会。 拜腾汽车首席执行官戴雷来自德国，把企

业总部安家在南京。 很多前来参观的政府、机

构代表都会问他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在德国

做这件事？

戴雷的回答是：“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我们

都不可能像在中国一样发展这么快。我们对

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上海 11 月 6 日电）

更加开放的中国将继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为构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权 衡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

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 他着重就

中国开放发展的成效、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

如何共建世界经济以及未来中国开放发展的

新方向和重大举措做了重要论述。 习主席的

讲话高屋建瓴，立意高远，为构建开放型世界

经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行

动指南。

以开放发展的实际行动
践行承诺

习主席在演讲一开始， 就中国过去一年

来对外开放方面重大举措和成效，如数家珍，

一一道来，中国加快开放的力度之大、范围之

广、举措之实、成效之大，令世界刮目相看，令

全球为之振奋，让各方深受鼓舞。 事实上，“全

方位高水平开放” 成为中国过去一年发展中

最重要的主题和底色： 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建设到其他省份新增设的 6 个

自由贸易试验区， 从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

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到长三角一体化作为国家

战略的正式实施， 从外商投资法的通过到全

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的出台， 从进博会的连续举办到不断降低关

税、扩大进口和促进消费，从放管服改革到营

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到

长江经济带， 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到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从西部大开发到

振兴东北的加速度，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从

海上到陆地，从对内到对外，一个全方位开放

新格局与开放引领改革，创新联动发展，高水

平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态势和新局面正在形

成。 而这一切，应当归于中国的信守和承诺，

正如习主席在演讲中指出的，“我们是一个守

信的国家， 我们说出来的话都是要算数的”。

的确，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缓慢、逆全球化思潮

不断涌动、 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不时抬头的现

实挑战和困难，中国坚持自己对世界的承诺：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一年以后，

中国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 这些承诺已经

基本全部实现。

开放发展是经济全球化
的趋势和规律

习主席在演讲中以这样的比喻揭示全球

化发展的趋势和规律：“长江、尼罗河、亚马孙

河、多瑙河昼夜不息、奔腾向前，尽管会出现一

些回头浪，尽管会遇到很多险滩暗礁，但大江

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大

江大河，开放包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经济全

球化正如这些大江大河，永远向世界敞开胸怀，

谁也无法阻挡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优势互补、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的天然的联系。 特别

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全

球化收益为激励，世界范围内经济市场化、金融

国际化、生产全球化、市场一体化已经成为全球

化的内在属性和必然趋势， 全球价值链、 产业

链、创新链融为一体，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愈

来愈开放、愈来愈多元。

也正因为如此，习主席指出：我们应该坚

持以开放求发展，深化交流合作，坚持“拉手”

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坚

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削减贸易壁

垒，推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更加完善，共同培

育市场需求。 顺应世界经济和全球化开放发展

的大势和规律， 习主席进一步提出了三点倡

议：即共建开放合作的世界经济、共建开放创

新的世界经济、共建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

首先， 坚持开放引领、 开放发展的新理

念。 开放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更

是世界经济顺应自身规律， 解决自身面临困

难和问题的重要方向。 因此，习主席倡议的世

界经济发展， 应当首先是在开放的基础和条

件下，合作发展、创新发展、共享发展。

其次，坚持合作、创新和贡献的发展新路

径。 经济全球化发展相互依赖性决定了必须

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以合作实现共赢，以共

赢促进更好的合作。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 “拉

手”而不是“松手”，是“拆墙”而不是“筑墙”。

世界经济转型发展亟待创新驱动的新动力，

需要全球合作创新，实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

驱动新的发展。 创新驱动是经济全球化获得

新发展的新动力。 经济全球化发展亟待解决

不公平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 需要切实解

决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增长与利益分配及其共

享问题，因此，习主席指出，“共同把全球市场

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

以高水平的开放为世界
发展提供更多机遇

中国过去一年来的开放发展为世界提供

了新的机遇。 进博会的持续举办，已经向世界

表明，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更加开放的

中国将继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 必然会为

世界开放发展提供更多机遇。

为此，习主席在演讲中就中国持续推进更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出了五个方面的重大举

措。 第一，继续扩大市场开放。 中国 14亿人口

的市场规模，孕育着巨大的消费潜力，这为世

界消费市场扩大、全球需求提振、拉动世界经

济提供了重要机遇；第二，继续完善开放格局。

通过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推动开放的中国

更加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经济与世界经

济互动发展，为全球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和空

间；第三，继续优化营商环境。 继续发挥开放引

领改革的作用， 持续推动和构建国际化、 市场

化、法制化营商环境，为国内外高质量资本、技

术、人才自由流动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第

四，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 中国坚持多边主义体

制，坚定支持和推动自由贸易，坚决反对贸易保

护主义，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日趋完善和高

效；第五，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将秉

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

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道，

不断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为上海市
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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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时代潮流 、认

清历史大势， 才能把准

航向、开创未来。

“长江 、尼罗河 、亚

马孙河、 多瑙河昼夜不

息、奔腾向前，尽管会出

现一些回头浪， 尽管会

遇到很多险滩暗礁 ，但

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

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准

确把握历史大势， 把脉

世界经济， 提出重要倡

议， 为世界经济发展指

明前进方向， 向国际社

会传递着开放合作 、共

同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习近平主席强调 ：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

流。 ”说其是历史潮流，

就是其发展是不依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 人类可

以认识、顺应、运用历史

规律， 但无法阻止历史

规律发生作用。 尽管世

界经济时有波折起伏 ，

但各国走向开放、 走向

融合的大趋势不会改

变。 产业链、价值链、供

应链不断延伸和拓展 ，

带动了生产要素全球流

动， 助力各国各地区经

济发展。各国相互协作、

优势互补是生产力发展

的客观要求， 在这一进

程中， 各国逐渐形成利

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可以说，人

类的命运从没有像今天

这样紧密相联， 各国的

利益从没有像今天这样

深度融合 ，和平 、发展 、

合作、 共赢的时代潮流

不可阻挡。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革

会催生新的机遇， 但变

革过程往往充满着风险

挑战， 人类又一次站在

了十字路口。 合作还是

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

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 ？

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关

乎各国利益， 关乎人类

前途命运。必须看到，困

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

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 ，

把这些困扰简单归咎于

经济全球化， 既不符合

事实， 也无助于问题解决。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

的，“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 没有哪一个国家能

独自解决”，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这

既是经济规律使然， 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

辑。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而不应把一己之

利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 只有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

举措，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

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共同把经济全球化

动力搞得越大越好、阻力搞得越小越好，才能共同应

对挑战，携手走向未来。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新中

国成立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中国取得

举世瞩目成就，中华大地发生了沧桑巨变。从中国的

发展历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世界好，中国才能好；

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今天，快速发展的中国给世界

各国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

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中国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

顺应的正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着眼于

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共建“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动作为。顺

应历史大势，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

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继续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增

添动力，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

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经

济全球化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欲粟者务时，欲治者因势。”牢牢把握世界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大势，不断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我们就一定能共

同创造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

（载 11 月 7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11 月 6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