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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

持续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
熊 丽

“十四五”开局之年，我们坚定不

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国经济持续

稳定向好，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为百

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下的世界经济

重回正轨、重拾信心、重现增长，提供

了强大动力。

这一年，我国将改革作为应对变

局、开拓新局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全

面深化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关

键作用。

一年来，我国围绕实现高水平自立

自强深化改革，围绕畅通经济循环深化

改革，围绕扩大内需深化改革，围绕实

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改革，围绕推动

全面绿色转型深化改革，推动全面深化

改革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并把加强

改革系统集成、推动改革落地见效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

活力，增强了经济内生增长动力。

这一年，我国持续深化商品、服

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稳

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

建设，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

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今

年以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截至目前，我国

已与 145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我国率先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核准，并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

正式生效；海南自贸港建设实现顺利

开局、蓬勃展开；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

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引领区；广交会、服贸会、进博会、消博

会等国家级展会顺利举办⋯⋯

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

坚定不移，中国的大市场也是世界的

大机遇。2021 年前 11 个月，全国实

际使用外资金额 10422 亿元，同比增

长 15.9%。中国以自身开放推动世界

共同开放的积极姿态，为疫情阴霾下

艰难前行的世界经济带来了“开放的

春风”。

我国市场主体超 1.5 亿户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行
11 月 5 日至 10 日，第四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按一年计累计意

向成交 707.2 亿美元。本届进博会，国家

展首次在线上举办，为 58 个国家和 3 个国

际组织提供数字展厅，吸引了大量海内外

网友关注、互动，经初步统计，累计访问量

超过 5800 万次，为促进各国交往、开创线

上国家展示新模式作出有益尝试。

本届进博会“朋友圈”进一步扩大，企

业商业展共有来自 127 个国家和地区的

2900 多家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达 36.6 万

平方米，展示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 422

项。其中，世界 500 强及行业龙头企业数

量达 281 家，近 40 家为首次亮相的“新朋

友”，更有 120 多家是连续四届参展的“老

朋友”。在这里，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

商，出口市场拓展为生产地和创新所，不

断开放的中国市场催生着新机遇。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举办
5 月 7 日到 10 日，首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成功举办。消博

会期间，共有约 7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5 家企业、2628 个消费精品品牌参

展，进场观众超 24 万人次。首届消博

会共举办 93 场新品首发首秀活动。

其中，国际品牌举办 83 场新品发布

会，国内各省份举办 10 场地方精品推

介会，共发布新品超过 550 个。

消博会为各国消费精品进入中国

市场提供展示、交易的平台，为全球消

费精品企业提供了进入中国大市场的

桥梁，也为各国消费精品销往世界各

地创造了商机，充分展现了中国以实

际行动凝聚合作共识、促进互利共赢

的坚定决心。消博会成功举办，体现

了中国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推动世

界经济复苏的真诚愿望和大国担当。

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监管加码
8 月 30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

实施的意见》。随着《意见》的印发和

《反垄断法（修正草案）》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在顶层设计上已基本形

成公平竞争政策的完整框架。在执法

层面，我国积极稳妥逐步解决平台经

济“二选一”等问题，依法查处一系列

案件，有力促进全社会公平竞争的法

治意识，强化企业合规意识，保护各类

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今年国家反垄断

局挂牌成立，预示着反垄断执法已进

入常态化、长效化新阶段。

反垄断是为了促公平、促发展。

通过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

的竞争监管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反垄

断反不正当竞争的监管执法，促进标

准的市场体系建设，我国将着力打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

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

截至 11 月，我国市场主体达到历史

性 的 1.5 亿 户 ，企 业 活 跃 度 保 持 70% 左

右。这些市场主体是就业的蓄水池，是创

新的主力军，是推动共同富裕的主要力

量 ，为 经 济 行 稳 致 远 储 备 了 宝 贵 资 源 。

1.5 亿户市场主体中约 1 亿户是近 10 年增

加的。这一成绩，既来自于中国 14 亿人

口超大规模市场、改革开放 40 多年形成

的产业底气、欣欣向荣风景独好的发展势

头，也来自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展

了力度空前的“放管服”改革。削减前置

审批、证照分离、负面清单、减税降费⋯⋯

各项政策举措极大降低了创业的制度性

门槛，让创业者顺利启动筑梦之路。

但也要看到，市场环境严峻复杂，中

小微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截至 10

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超过 1

亿户，他们需要更多呵护。今年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强调，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下一步，应聚焦“六稳”“六

保”关键环节，以更大力度支持市场主体

发展。

全部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有序放开
10 月 12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

市场化改革的通知》。此次煤电上网

电价改革聚焦有序放开全部煤电上网

电价、扩大市场化交易电价上下浮动

范围、推动工商业用户全部进入市场

等内容，既立足当前，保障电力安全稳

定供应，又着眼长远，服务新型电力系

统构建，标志着电力市场化改革迈出

重要一步。

改革完善煤电价格市场化形成机

制，尽快理顺煤电价格关系，是有效化

解煤电博弈、保障电力稳定供应的重

中之重。需要指出的是，此次改革保

持了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的稳定，不会

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产生直接影响，

最大程度体现了国家对于民生保障的

基本取向，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作用，着眼长远推动电力市场加快建

设发展，服务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双

碳”目标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施工图明确
10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发布。《意

见》提出了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

济体系、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非化

石能源消费比重、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水平、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五个方

面主要目标。这些目标，立足于我国

发展阶段和国情实际，标志着我国将

完成碳排放强度全球最大降幅，用历

史上最短时间从碳排放峰值实现碳中

和，体现了最大的雄心和艰苦卓绝的

努力。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

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

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

社会系统性变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困难挑战。《意见》对这项工作进行了

系统谋划和总体部署，将汇聚全党全

国力量来完成。

北京证券交易所开市
11 月 15 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开市。

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旨在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作

为我国第一家公司制证券交易所，北交所

定位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突出“更早、

更小、更新”，将与沪深交易所、区域性

股权市场互联互通，形成层层递进的创新

型中小企业成长路径，与主板主要服务大

型成熟企业，科创板服务“硬科技”，创

业 板 服 务 “ 三 创 四 新 ” 形 成 错 位 发 展

格局。

开市首日，北交所有 81 只股票交易，

其中 71 家是精选层挂牌企业平移到北交

所 上 市 ，10 家 为 开 市 时 直 接 上 市 的 新

股。北交所与沪深交易所一起，将形成资

本市场赋能中小企业创新的强大合力，激

发出实体创新创业的强大动能，推动我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
11 月 25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营

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部署在北

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 6 个城市

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聚焦市场主体关

切，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

营商环境，更大力度利企便民。优化营商

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有利于稳定

市场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意见》选择北京、上海、重庆、杭州、

广州、深圳 6 个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

点，对于进一步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对标

国际先进水平，率先建成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

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具有重要示范意

义。相信通过 3 年至 5 年努力，试点城市

营商环境国际竞争力将跃居全球前列，带

动全国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

我国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11 月 1 日，中国正式申请加入《数

字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DEPA）。

DEPA 由新加坡、智利、新西兰于 2020

年 6 月 共 同 签 署 ，2021 年 1 月 生 效 。

协定涵盖商业和贸易便利化、数据问

题、新兴趋势和技术、创新与数字经

济、中小企业合作等 16 个模块，对国

际数字经济活动和交流提出了比较全

面的规则安排。

当前，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位于全球

前列，加入DEPA 与中国加强全球数字

经济领域合作、促进创新和可持续发

展的努力方向一致，也是中国进一步深

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

行动。中国加入 DEPA，不仅将为成员

提供广阔市场，拉紧数字经济合作纽

带，为各成员企业和人民带来更大福

祉，而且有助于促进亚太

地区乃至全球数字

经济的开放融合

与长期繁荣。

中欧班列连续 19个月开行超千列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开行保持强劲增

长态势，截至 11 月底，中欧班列已连续 19

个月单月开行千列以上，累计开行 47414

列，运送货物 429.7 万标箱。在今年全球

海运受阻的情况下，中欧班列助力“中国

制造”走出去，将世界商品运进来，助力我

国外贸增长，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助推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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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疫情发生以来，中欧班列发挥国

际铁路联运优势，以稳定的运能运力，对

防疫物资实行快装快运、应运尽运，满足

国 际 防 疫 物 资 运 输 需 求 ，成 为“一 带 一

路”沿线国家守望相助、共同抗击疫情的

“生命通道”。展望未来，中欧班列作为

新 形 势 下 国 际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的 重 要 载

体，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承担着历史使

命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将 迎 来 重 大 发 展

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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