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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

入世 20 年来，开放型经济已成为上海
最鲜明的特征。 上海正肩负起全新使
命，建设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为中国高水
平开放当好开路先锋。

以开放姿态融入全球，
兑现入世承诺

中国入世这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的大事，深刻影响着中国，也影响着世
界。一位参与入世谈判的专家透露，上
海是 20 年前中国加入 WTO 的重要
见证人，电子通关、外商投资审批、外
贸经营资格审批等一大批改革开放举
措，都在上海先行先试。

上海一直是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
试验田。 1990 年，党中央、国务院宣布
开发开放浦东， 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设立我国第一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
新篇章；2013 年 9 月， 上海自贸试验
区挂牌成立，紧接着在金融制度、贸易
服务、 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个领
域进行多项改革……

爱德华生命科学或许是深有感触
的一家企业———它正是在入世那一年
进入中国、进入上海。爱德华大中华区
副总裁兼总经理叶天成说， 企业一路
走来， 见证了中国逐步兑现入世之时
所做出的坚定承诺， 为世界经济贡献
中国力量。

今天，开放已经成为上海最大的优
势，上海也是外商投资首选地和高质量
外资集聚地。市商务委副主任诸旖日前
透露，今年以来，上海实际使用外资、新
设外资企业和合同外资实现三增长，前
三季度， 上海实际使用外资178.5亿美
元，增长15%；新设外资企业5136家 ，

增长27.1%；合同外资445.1亿美元，增
长27.1%。截至9月底 ，在沪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达818家，研发中心501家。

引进来的“原点”，走出
去的“跳板”

第四届进博会开幕前， 资生堂位
于上海东方美谷的研发中心正式启
用。在此之前，这家知名日本化妆品集
团在全球共有 7 个研发中心， 东方美
谷加入之后， 企业在中国的研发中心
达到 3 家，超过了日本本土。值得一提
的是，在中国的 3 家研发中心中，上海
占了其中 2 个席位，足以证明企业对于上海的重视程度。

“东方美谷研发中心将在前沿化妆品技术、食品、保健品等
领域积极探索发展机会。 ”资生堂中国 CEO藤原宪太郎告诉记
者。实验室里的“秘密”，代表着资生堂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建设
实验室最大的推动力，是因为中国已发展成资生堂集团最大的
海外市场，而上海，则是通往中国腹地的“必经之路”。

20 年来，上海这座因开放而兴的城市，为全球许多企业
和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分析人士表示，众多的跨
国公司以上海为原点，依托上海的辐射服务功能，成功进入广
阔的中国市场，实现了自身业务的快速发展。

同样，上海也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跳板。有数据显
示，超过 4000 家国内企业已通过上海这个重要的基地，实现
了走出去发展的梦想， 经营业务遍布全球 19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有力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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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经济地理大发现”，中国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写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之际

杨逸淇

今天 ， 当我们遥想那场历时 15

年、 堪称多边贸易史上最艰难的一次

较量———“中国入世谈判”， 当我们惊

叹中国入世———这个 21 世纪 “人类

经济地理大发现 ” 所呈现的雄阔图

景， 我们再次领悟历史的真谛： 历史

只会眷顾坚定者、 奋进者、 搏击者。

20 年来 ， 从对 “与狼共舞 ” 的

担忧， 到 “与龙共舞” 的自信， 一大

批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的大海中学会

了游泳。 不仅如此， 2021 年 《财富》

世界 500 强上榜的中国企业数量达

143 家， 蝉联榜首。

20 年来 ， 从 “与国际接轨 ” 成

为流行词， 到 “中国方案” “中国智

慧” “中国理念” 玉成越来越多的国

际公共产品 ， 推动高标准制度型开

放， 中国正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转变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

20年来， 中国市场迈向 “世界的市

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搭车”

中国成为抢抓发展机遇的必然之选。 中

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30%， 超过

美国加欧盟、日本等30个国家的总和。

入世 20 年， 中国做对了， 世界也

做对了， 中国和世界共赢！

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名词叫

“帕累托改进”。 可以理解为， 在一个

社群中发起一个行动时， 只要没有人

的福利受到损害， 哪怕只有一个人的

福利因此得到改进， 那它就是资源分

配的一种最优路径。 有中国学者创造

了一个新概念， 即 “孔子改进”。 灵

感来自孔子的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

达而达人”。 “孔子改进” 明显优于

“帕累托改进”， 因为其本质就是自己

的发展与其他人的共同发展、 共同进

步是连在一起的。

不过， 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 中写道：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

的方式解释世界 ，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

界。” 从落后于时代到赶上时代、 引领

时代 ， 入世 20 年来中国的发展进步 ，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埋头苦干、

顽强奋斗取得的， 是中国主动加强国际

合作、 践行互利共赢获得的。 习近平用

三个 “决心不会变 ” 和四个 “坚定不

移”， 传递了 “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

的愿景， 诠释着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的政党， 也是为人类进步事

业而奋斗的政党”。

天下将兴， 其积必有源。 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

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 也是

我国入世 20 周年， 中国以越办越好的

进博会回馈世界， 这个特殊年份给人以

继续前行的澎湃动力。

中国的期待不仅达成，而且超出想象
学者、外商代表、民营企业代表眼中的“入世20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 互利共
赢共创未来” 高层论坛昨天在国家会展中
心 （上海） 举办， 在专家讨论环节， 10多
位中外嘉宾就 “20年间 ， WTO对中国经
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国对多边贸易体
制和经济全球化作出的贡献” “展望未来
的期待” 等多个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学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院长江小涓———

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
“并步”往前走

江小涓至今仍记得自己参与入世谈判
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 她还在中国社会
科学院工作， 当时主要研究对外开放， 在
前后大概10年时间里， 密集参加了国内最
早关于入世的讨论、 决策和咨询。

“现在回想起来， 有那么三四年时间，

我去对外经贸部的时间比去单位的时间还
多， 经常要开各种会议， 是一个很激动人心
的年代。” 在江小涓看来， 当时中国执着地
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是希望能够更好引
入外资， 引进国外的技术； 希望能够扩大出
口， 并且增加就业； 希望能够提高整体国内

产业竞争力， 推动国内改革， 使中国的对外
开放体制更加规范， 与国际接轨。

“20年前， 我们有很多的期待在里面，

现在回顾这20年发展， 所有的期待不仅都达
成了， 而且很多方面远远超过当时的想象。”

江小涓在现场透露了一组数据， 从2001年
到2008年， 中国经济始终保持17%的增长速
度， 外贸进出口总值从2001年的5000亿美
元增加到2008年的近8000亿美元， 都迈上
了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入世之后亮眼数字
的背后， 是经济的增长、 就业的增加、 产业
结构的升级以及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

她认为， 在入世之前与之后， 中国在
国内体制改革、 民营企业发展、 法律环境
改善等方面， 都做了大量工作， 从某种程
度上说， 是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 “并步”

往前走， 一方面， 中国通过开放来推动改
革， 另一方面， 中国又通过国内活力的增
加为改革开放创造更多机遇， 两者叠加才
能带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增长。

外商代表：中国美国商会主
席葛国瑞———

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
“并肩”发展

葛国瑞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已超过 24

年 ， 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 在昨天的
论坛上 ， 他直接用中文接过了主持人抛
来的问题———外商如何看待中国入世

20 年 ？

在他看来， 入世给中国经济 20 年来
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好处 ， 对外商也有重
大意义 ， 因为世贸组织的框架是让其中
的成员国都能有同样公平、 对等的机会，

这给外商带来很多商机。

葛国瑞表示 ： “尤其是近几年来 ，

受新冠疫情影响 ， 贸易保护主义不断
抬 头 ， 正 是 基 于 之 前 的 国 际 贸 易 框
架 ， 才让全球经济能够获得比较稳定
的发展 。 ”

作为中国美国商会的代表 ， 葛国瑞
一直留意在华外资的发展情况 。 葛国瑞
发现 ， 20 年前 ， 在华运营的外资企业
仅有 2 万家 ， 而今年 9 月 ， 在华外资企
业的数量已经达到 43 万家 ， 这些世界
各国在中国发展的企业 ， 不仅带来了先
进的技术和最佳实践 ， 也为中国本土企
业带来了全球化的公司经营理念和管理
模式。

他认为， 这 20 年来， 中国企业发展
的速度也是飞快 ， 不少企业已经走到海
外 ， 成为国际化大公司 ， 从这个角度来
说， 入世 20 年， 对外商、 对国内企业都
有极大的帮助。

民营企业代表 ： 浙江泰普森
（控股）集团董事长杨宝庆———

中国和世界通过贸易更
多互动

作为参与讨论的唯一一位民营企业代
表，杨宝庆非常有感触。 他说，中国加入WTO

后， 其中有一条承诺就是在过渡期内取消外
贸经营权审批， 彻底放开企业的进出口经营
权， 这一条举措为中国企业出口创造了非常
大的机遇，有力推动了外贸出口的发展。

杨宝庆也用一组数据来对比入世20年来
的变化 ： 2001年 ， 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量为

5000亿美元， 2020年， 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量
达到46463亿美元，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变化。

在他看来， 中国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和合作、

学习交流技术， 给产品设计研发以及企业管
理都带来了很大帮助。

杨宝庆所创办的企业， 涉及六大产业板
块，是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目前户外
家具出口额连续9年全国排名第一。 他认为，

中国的产品进入到全球市场后， 同样也会给
全世界人民带去福利，“现在我们企业已在海
外建立了工程设计研发中心、产品销售公司，

带动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 并通过国际贸
易，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更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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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对外开放里程碑 合作共赢新篇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 周年专题展”。 均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入世20年，中国发展犹如澎湃春潮
多位参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高层论坛的现场嘉宾感叹———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 今年是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20年来，中
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不断扩大开放，激活
了中国发展的澎湃春潮， 也激活了世界经
济的一池春水。

在昨天举行的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

周年：互利共赢共创未来”高层论坛开幕之
前，记者采访了多位参与论坛的嘉宾，他们
纷纷表示，这20年，是中国深化改革、全面
开放的20年，是中国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的

20年，是中国主动担责、造福世界的20年。

从“没底气”到“有自
信”，中国抓住了最好机遇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于旭波昨天早早来到会场， 在他

看来，入世为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入世之后，中国打开了国门，逐步建立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
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真正融为一体”。

于旭波认为， 入世之初给企业和行业
带来的变化可用两个字概括———冲击。 中
国企业一开始非常忐忑， 能不能跟国外的
企业进行竞争？ 国内的经济和产业能不能
抵御国外的企业和产业？ 很多企业一开始
没有底气。但走过这20年，中国企业不断在
变局中开拓新局，不断在变革中提升自己，

不仅与国际企业同台共舞， 而且倒逼自己
不断加大改革力度，“一方面， 企业不断调
整自身发展战略， 以适应国内外市场环境
的变化；另一方面，不断加大自身能力的培
养，提升企业竞争力，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
现代企业制度”。

“入世20年，中国企业从‘没底气’变成
‘有自信’。 ”于旭波以通用技术公司的发展

为例介绍说，过去，通用技术专门服务于将
技术和装备引入到国内市场，所以，在改革
开放初期，国家工业体系的建设、国家技术
装备的引进，从核电到高铁都离不开通用技
术的“引进来”，而今天，企业正在从“引进
来”转向“走出去”，目前已经走进了全球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把中国的技术装备标准和
服务引入到国际市场，赋能国际市场发展。

乌克兰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列亲斯
卡·张娜昨天也早早来到会场，她笑称自己
是 “局外人 ”，也是 “局内人 ”，因为WTO让
全球贸易紧密相连。“今年我们庆祝了乌克
兰和中国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

她告诉记者， 中国作为乌克兰最大的贸易
合作伙伴， 近几年的贸易往来总额不断增
长，“乌克兰是中国农产品和食品重要的供
应国，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的往来”。

入世20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逐步相
融。 张娜说，目前已有数不清的乌克兰企业

来到中国发展，大量企业来参加进博会，大胆
展示最新的产品，将当地优质的农产品、机械
产品带到中国， 并在这里找到新的合作伙伴，

为乌克兰和中国双边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

“入世 20 年 ，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这是很多参会者共同
的体会， 与会嘉宾认为， 在国际舞
台上 ， 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

中国企业逐渐走向国际市场 ，

而且在部分领域已处于 “领
跑” 位置。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王宏志表示 ， 过
去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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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跟跑”到“并跑”，再到
“中国创造”新阶段

■本报记者 徐晶卉

■本报记者 徐晶卉

■本报记者 徐晶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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