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

中 国 共 产 党 在 新 的 历 史 时 期 最 鲜 明 的 旗

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确定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目标，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

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开创了我国

改革开放新局面。

全面深化改革激发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改革开放面

临的局面复杂严峻，但全面深化改革步伐坚

定不移。

从国际上看，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

有利，但正面和负面因素相互交织。从国内

来看，经济正从中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

变，发展面临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

的新任务，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

固化的藩篱日益显现，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

水区。

中流击水，奋楫者进；人到半山，唯勇者

胜。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全面推进、积

厚成势。

聚焦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

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我国“放管服”改革深入

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实施，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快形成，市场内生动力

优化提升。

—— 激 发 市 场 主 体 活 力 改 革 取 得 新

成效。

微观主体潜能得到进一步释放。2018

年 11 月份，民营企业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提

出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系列政策举

措，这为民营经济营造了更好的发展环境。

2021 年末，我国实有登记在册的市场

主体达 1.54 亿户，其中企业 4842 万户，个体

工商户 1.03 亿户，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占

比超九成。新设市场主体的快速增长对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稳定就业起到了重要作

用。与此同时，全年为市场主体减负超过

2.6 万亿元，新增减税降费超过 1 万亿元，全

国 普 惠 小 微 贷 款 余 额 同 比 增 长 27.3%，为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发挥了巨大作用。

——国企改革按下“快进键”。

2020 年 6 月份，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方案（2020—2022 年）》，这是面向新发

展 阶 段 我 国 深 化 国 有 企 业 改 革 的 纲 领 性

文件。

2021 年，随着中国星网、中国物流、中

国稀土集团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性重组和专

业化整合，国有经济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

步迈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深

入，2021 年中央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

超过 890 项，引入社会资本超过 3800 亿元。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完成 70%的目标任务。

——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迈出新步伐。

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载体。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标准市场

体系建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日益增强。

2021 年 2 月份，随着《建设高标准市场

体系行动方案》发布，又一个加快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力举措开始实施。

同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

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

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

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

制度规则，促进

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随着市场体系建设取得巨大进步，市场

规模体量不断增大、市场结构持续优化、市

场发展环境不断改善，国内市场的对外吸引

力明显增强。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2021 年 9 月，北京，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上，首次设立的数字服务专区里，虚

拟现实眼镜、无人车、无人机等展现出一派

未来数字生活图景⋯⋯这一年，我国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取得新实效，产业结构升级趋势

更加明显，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工业快速发

展，分享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新产品、新业

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最新注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

基本国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

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

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

劲可持续的发展。

加快推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

通。2013 年，我国跃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

大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 4.16 万亿美元。

2021 年，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了 6.05 万亿

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同时，贸易结构持续

改善。2021 年，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占进出

口总额的 61.6%，机电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

额 的 59.0%，结 构 优 化 增 强 了 对 外 贸 易 后

劲；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 1.98 万亿元，比上

年增长 15.0%，海外仓数量超过 2000 个，新

模式成为外贸发展的重要支撑。

积极扩大进口，释放内需潜力，把强大

国内市场打造成自身发展的主引擎、共同发

展的加速器。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在上海举行，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

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2021 年第四届进

博会盛况空前，127 个国家和地区的 2900 多

家企业参展，进博会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示范窗口”。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进展。近

年来，累计与 147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

署 200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欧

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 5 万列，运送货物超

455 万标箱。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当

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

作平台。

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

动制度型开放。2013 年 9 月 29 日，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运行，一场为全面

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

验的国家试验在这里起航。如今，我国已分

批设立 21 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

逐渐成长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

⋯⋯

开放不止步，改革不停顿。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形势进行了科学研

判，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引导

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开放的中国为

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能和浓浓暖意。

着力确立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各领域基础性

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

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我们形成了强

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并

持续增大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在激烈

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

推动力。

2022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要素市场

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推动要素

市场化配置改革向纵深发展。开展要素市

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着力破除阻碍要素

自主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提高要

素 协 同 配 置 效 率 。 按 照《方 案》部 署 ，到

2025 年，基本完成试点任务，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为完善全国要素市

场制度作出重要示范。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

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于今

年 2 月份公布，开启

了 新 一 轮 电

力体制改革进程。《指导意见》提出，到 2030

年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在全国

更大范围内促进电力资源共享互济和优化

配置，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迈上新台

阶。我们正加快构建新型国际经贸关系，推

进大国协调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关

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扩大互利

共赢，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2021 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

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2022 年初开始实施

后，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上的制造业条目实

现清零。

2022 年 1 月 1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建设更高水

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迎来新契机。RCEP

原产地累积规则将有力推动区域内生产成

本最小化和贸易效率最优化，有利于加强区

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同时将提升成员

国之间相互投资增长。

截至目前，我国已与 26 个国家和地区

签署了 19 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覆盖亚洲、

大洋洲、拉丁美洲、欧洲和非洲。我国与自

贸伙伴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

35%左右。

面向未来，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充满

风险挑战，但我们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有亿万人民的团结奋斗，就

有势不可挡的磅礴之力。“今天，中

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

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

挡 的 步 伐 迈 向 伟 大 复

兴。”习近平总书记的

铿锵话语，彰显坚

定信心和必胜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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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举 改 革 开 放 的 旗 帜
本报记者 冯其予

图图①① 海南省三亚市的海南省三亚市的

亚特兰蒂斯度假区亚特兰蒂斯度假区。。

张丽芸张丽芸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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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 年年 11 月月 11 日日，，中欧班列中欧班列（（成渝成渝））号首列班车在重庆团结村站等待发车号首列班车在重庆团结村站等待发车。。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唐唐 奕奕摄摄

图图②② 安徽安徽芜湖芜湖湾沚区的中电湾沚区的中电

科芜湖钻石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科芜湖钻石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张 端端摄摄

图图③③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服务中心办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服务中心办

事大厅事大厅，，工作人员指导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办工作人员指导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办

理一网通办业务理一网通办业务。。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方方 喆喆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