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以 “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为 重 点 ， 坚 持

“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

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

向 互 济 的 开 放 格 局 。 请 问 对 此 如 何

理解？

周汉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
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
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准确认识和正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全

面开放观，就是准确认识和正确把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内涵。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开放实践，无不是
以更大的开放倒逼更深入的改革。

从 1978 年 到 1988 年 ， 深 圳 、 珠
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经济特区依次
建 立 ， 是 一 波 又 一 波 的 开 放 浪 潮 。
1984 年，14 个沿海开放城市的确立
使 中 国 的 对 外 开 放 由 点 连 线 成 片 ；
1986 年年中，我国政府毅然决然提出

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原始缔约
国地位，到 2001 年 12 月 11 日正式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15 年的筚路蓝缕、
艰 辛 谈 判 ， 中 国 完 成 了 融 入 国 际 社
会、向国际规则靠拢并逐步成为国际
规则的捍卫者和新的国际规则的缔造
者之一。特别是 1990 年 4 月 18 日浦
东新区的设立，到今年 4 月 1 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设立
雄 安 新 区 ， 我 国 19 个 新 区 逐 次 推
开，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时间

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开
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
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
去 ” 并 重 ， 形 成 陆 海 内 外 联
动 、 东 西 双 向 互 济 的 开 放 格
局 ， 这 必 将 使 我 国 国 际 影 响
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
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
重大贡献。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
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如何认识和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访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

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

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

力。请问这对于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有何意义？

周汉民：4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分
别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今天，“一带一路”正逐渐成为全

球经济发展新动力和全球治理新倡
议。这不仅体现在百余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与热情参与；不仅
体现在我国已与 67 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签署了相关协议；不仅体现在我国
对相关国家的投资已达 500 多亿美
元，并建立了 56 个开发区；不仅体现
在去年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双边贸易已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 1/4
强；不仅体现在我国所倡导的“六廊六
路”和“多国多港”合作倡议符合实际，
并在积极推进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

“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总书记所提
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已经 3 次载
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和其他文件中。即
2016 年 11 月 17 日联合国大会决议，
2017 年 3 月 17 日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决 议
和 2017 年 9 月 11 日“联合国与全球经

济治理”决议。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

重，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
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就是
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路径选择和基本
遵循。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
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开放无止境，这是
我们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重要行
动，一定要驰而不息、踏石留印。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

进贸易强国建设。实行高水平的贸易

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

度，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

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请问如

何理解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

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周汉民：2013 年 9 月 29 日，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
立。成立之初，自贸区面积为 28.78 平
方公里，与上海 6340 平方公里面积相
比，不到 1/220，但是上海自贸区不辱
使命、不畏艰险，以体制、机制、法
治的创新，开启自贸区改革试验，率
先 实 现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准 入 前 国 民 待
遇；在投资管理措施、贸易便利化措
施、商事制度、事中事后监管和金融
领域的创新与开放等诸多方面，形成

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从而以
2015 年 4 月份上海自贸区扩区和天津、
广东、福建再建三个自贸区为标志，中
国自贸区试验进入 2.0 时代。可以说，
深化自贸区改革是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
的崭新谋篇布局。

以扩区后面积达到 120.72 平方公
里的上海自贸区为例，占浦东新区 1/
10 土地面积的自贸区，创造了 2016 年
浦东新区 3/4 的生产总值；占上海总
面积 1/52 的自贸区，创造了 2016 年上
海市 1/4 的生产总值。自贸区已经成
为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标志。

今年4月份，辽宁、陕西、河南、重
庆、四川、湖北、浙江新设七个自贸
区，使中国自贸区建设进入到3.0时代。
其重要标志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赋予自由贸易
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

贸易港”。这给中国的自贸区试验指明了
前进的方向，给予了前行的动力。赋予
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体现
了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反复要求的自贸
区建设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
的一贯思想。提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
港，也是这几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
调的。自贸区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
无论是投资领域、贸易领域、其他商事
领域、海关监管领域，还是政府自身改
革方面，都应该大胆闯、大胆试、自主
改。对标世界最高标准，建设我国的自
由贸易港，其实就是要遵循习近平总书
记所提出的实现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化崇高目标，建设公平、统一、高效的
营商环境。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我的
初步体会和建议是：首先，在全国已
有 11 个自贸区的客观条件下，制定国

家统一的“中国自贸区法”时机已经
成熟，且刻不容缓。同时，该法可以
作为对世界自贸区实践的法制贡献。
其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建议每
年举行“中国自贸区论坛”，集世界智
慧，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提供新的
思路和智力支持。第三，围绕投资便
利化、贸易自由化，并最终实现人民
币国际化的目标，加大行政改革的力
度，打破一切阻碍自贸区健康发展的
藩篱，真正体现“一公平四保护”的
法治环境，即公平竞争的市场，对投
资者权益的保护，对劳动者权益的保
护，对环境的保护和对知识产权的保
护。当下，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正面
清单 （权力清单） 和负面清单的有机
协调和各司其职。中国支持多边贸易
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必将推
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赋予自贸区更大改革自主权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

以“一带一路”建设

为重点，坚持“引进来”

和“走出去”并重，形成

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

互济的开放格局，这必将

使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

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

的重大贡献。

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

更大改革自主权，体现了

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反复

要求的自贸区建设要“大

胆闯、大胆试、自主改”

的一贯思想。提出探索建

设自由贸易港，也是这几

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

调的。

坚 持 “ 引 进 来 ” 和

“走出去”并重，加强创

新能力开放合作。中国将

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

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

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

中国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

会越开越大。如何认识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就此专访了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

党的十九大代表、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

成都：从对外开放腹地到前沿
本报记者 廉 丹

党的十九大代表、重庆市沙坪坝区委书记王越：

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本报记者 来 洁

党的十九大代表、重庆市沙坪坝区委书记
王越说：“十九大报告中对开放工作的精彩回顾
和前瞻部署，必将开启以开放引领经济全球化
步入新时代的崭新篇章。作为一名具体参与推
动内陆开放工作的基层代表，我对此充满信
心、十分期待。我相信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
下，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必将再上新台阶、
再谱新篇章。”

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一带一路”
为重庆提供了“走出去”的更大平台，长江经济
带建设推动重庆深度融入国家战略，自贸试验区
建设、中新 （重庆） 战略性 互 联 互 通

示范项目，都为重庆融入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更
好舞台。

王越代表认为，对外开放的一些领域需要强
化顶层设计和统筹推进，对此他有两点建议：一
是建议从国家层面统筹推进多式联运建设。支持
重庆打造国家级多式联运示范区，推动铁路、公
路、水路、航空等运输方式标准和规制统一，推
进多式联运一单制改革，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二是建议加大探索创新陆上贸易规则
力度。从国家层面协调呼吁国际组织共同推进铁
路运单物权凭证化，激活陆路贸易资本金融属
性，做大陆路贸易量，提升我国在全球陆上贸易
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党的十九大代表、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
范锐平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洞察世界格局大势，把脉中国发展特征，创造性地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深刻重塑了中国对外开放格局，
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成都在国家对外开放版图中的位
置，为成都加快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开放开发，全力支
持以成都为中心和支点带动区域向西向南开放合
作，推动成都从第一轮开放中的内陆腹地跃升为
第二轮开放中的开放前沿。”范锐平代表说，到今
年，成都已经与 228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合

作关系,成都已成为国家向西向
南开放的门户。

开放引领是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范
锐平代表表示，未来成都将秉持“更全面、更深
入、更务实”的新开放观，主动对接“一带一路”
倡议，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新格局。编制“一带一
路”国别投资指南，建立中国—欧洲中心暨“一
带一路”交往中心，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加大
双向开放力度。将主动适应全球经济格局演
变，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我们将主动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打造具有
比较优势的投资目的地。我们将主动构建全方位
开放格局，实现城市、产业、企业和人才全方位开
放，提升成都在世界城市中的影响力。”范锐平代
表说。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