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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型开放，是未来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所在。越是强调经济

高质量发展，就越要强化对外开放的制度设计，推动形成与国际规则相衔接

的、规范透明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以增强对经济发展的进一步预期。

徐 骏作（新华社发）

水体治理岂能敷衍

迈 上 制 度 型 开 放 新 高 地

岁末年初，我国扩大开放再迎两大利好——

利好之一，2021 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如期而至。经过“五连降”，清单中针对外资

的特别管理措施已从第一版的 190 条，缩减至

如今的全国清单 31 条、自贸区清单 27 条。清

单“瘦身”幅度之大，让很多外商投资者啧啧

称赞，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扩大开放的诚意

和信心。

利好之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

尽管对于大多数市场主体来说，RCEP 仍是

个新事物，但它带来的这个充满着商机、经济

体量近全球三分之一的统一大市场，将为全

球贸易格局重塑注入新动力。

无论是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不断完善、

RCEP 的正式生效，还是此前外商投资法的

落地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加速推进，都表

明中国正阔步走在制度型开放的道路上。一

系列制度创新举措的示范、实施，为中国新一

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及新冠肺炎疫情后世界经

济复苏创造着更多机遇。

回顾 40 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积极推

动商品和要素型开放，充分利用劳动力、土地

等要素资源优势，通过关税减让等优惠措施，

大规模吸引外资或以加工贸易等方式参与全

球产业化分工，逐步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我国在全

球价值链上的分工也随之作出深刻调整，促

进数量型开放向质量型开放升级势在必行，

特别是近年来外部形势复杂多变，让我们愈

发强烈地感受到“以开放倒逼改革”的紧迫

性。如果说过去中国的开放是“顺势而为”，

那么今天的开放则是中国“主动为之”的选

择。从某种意义上看，加快向制度型开放转

变已成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合作共赢的必然

要求。

自 2018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

“制度型开放”以来，一系列制度型开放部署

在各地各领域紧锣密鼓地展开。近日召开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提“推动制度型开放”，

强调要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吸引更多

跨国公司投资，推动重大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这不仅是我国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

期转弱”三重压力的有效举措之一，也向市场

释放出中国对外开放透明可预期、更好对标

国际规则的强烈信号。

制度型开放是未来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核心所在。越是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

就越要强化对外开放的制度设计，推动形成

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规范透明的制度体系

和监管模式，以增强对经济发展的进一步预

期。对此，“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也明确了路线图，即进一步推进贸易和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

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

制度型开放。

目前，除外资负面清单、RCEP等陆续落地

生效外，我国还就加入更高层次的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DEPA）提出申请，以期在制度型开

放上更进一步。需要指出的是，与传统的商品

和要素型开放相比，在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过程

中可能会遇到更多困难、更大阻碍，甚至考验着

决策方的定力和智慧，但我们坚信，无论外部环

境怎么变，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

中国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中国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赢方向发展

的决心不会变，从

而让中国的繁荣

发展更好地惠及

世界。

近期，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曝光了哈尔滨市黑臭水体整治工
作存在明显短板，何家沟、松浦支渠销
号不久即返黑返臭的典型案例。据通
报，这与河道清淤敷衍应对、相关处理
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有一定关系，有的
获批10年未建成。同时，有关部门履
职不到位，主动作为不够，习惯于修修
补补，对控源截污、清淤疏浚等黑臭水
体治理根本性措施长期不落实，离治
理目标还有很大差距。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任务。对于黑臭水体销号不久即返黑
返臭问题，相关地方和部门须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迅速查明原因和责任，坚
持标本兼治，强化整改措施，限时整改
到位，并建立长效机制，杜绝此类问题
再度发生。 （时 锋）

保障好隔离居民生活必需品

王

晋

西安疫情牵动人心，这个常

住人口近 1300 万的大城市突然

停摆，被隔离居民的生活必需品

配送成为头等大事。

由于全市封闭式管理，原有

的供货渠道减少了，特别是小超

市、零售商贩、菜农直供等，都因

防控需要暂停，导致蔬菜供应出

现 阶 段 性 紧 张 ，这 并 非 意 料 之

外。如何在确保防控不松懈的同

时，打通供应渠道，满足市民正常

生活需要，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

慧和执行力。

解决问题，重在找到症结。

在日前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发布

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提出，堵点

主要是配送“到家难”，当地将多

措并举疏通堵点，各区县连夜组

织菜源，并加强配送力量。

摸清底数有利于增强信心。

陕西省、市、县、乡所有供销合作

社经营网点四级联动，重点保障

西安城区的物资供应，目前仓储

量、共享仓的储备量达到平时的

3 倍以上。

查 清 症 结 ，有 利 于 攻 坚 克

难。西安市多个区县连夜组织准

备生活必需品，为封闭管理小区

提供物资保障，让居民安心居家

防控。不少街道开始为辖区居民

免费发放蔬菜；有的区县选派干部下沉到商贸企业、农贸

市场和供销联社，协调供应中出现的问题；为物资采购配

送车辆和工作人员发放绿色通行证，公安交警、交通运政

大力配合，确保配送渠道畅通。

经过近两年的抗疫经历，各地已积累了足够的经验，

不少城市也提供了范本，加上我们有“一方有难，八方驰

援”的机制，随着一系列措施的落实落地，相信西安“买菜

难”很快能够缓解。

解决问题还需一定的时间，对此，我们也可多些理解，

被隔离时更要防范“恐慌病毒”。“现在，蔬菜、米、面、油都

不缺，但是你一抢，就缺了。你抢的菜太多，吃不完，坏了；

我进的货太多，卖不完，烂了”⋯⋯蔬菜是生鲜农产品，很

难长期储存，片面夸大买菜难，只会加剧市民的恐慌，扎堆

抢购囤货，反而会增加感染病毒的风险，也会传导物资缺

乏的压力，导致资源错配，最终会让“抢来的货”砸在手里。

当前，西安市有关部门除了加大力度保供稳价，也要

将信心通过稳定的供应链传递给每一位消费者。我们相

信，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千年古城有智慧和定力，众志

成城，共克时艰，西安人民一定会早日战胜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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