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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获新进展
本报记者 冯其予

本版编辑 孟 飞 辛自强 美 编 王子萱

优化外贸服务赢得市场认可
本报记者 拓兆兵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中国不断扩大

对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动开放发展取

得显著成就，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得到全面拓

展。这是扎实推进开放发展的 10 年：货物贸易第

一大国地位进一步增强，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

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新高地、试验田如雨后春笋般

破土而出，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

成果，形成了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对外贸易发展迅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

策，开放事业不断取得新发展、新提高、新突破，开

放型经济指标稳居世界前列。

我国对外贸易取得长足发展。2012 年，中国

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额达 4.4 万亿美元，位居全

球第二位。到 2021 年，中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总额增长到 6.9 万亿美元，连续两年居全球第一

位。2021 年，我国货物出口国际市场份额从 2012

年的 11.1%提升到 15.1%；货物进口国际市场份额

从 2012 年的 9.7%提升到 11.9%，货物贸易第一大

国的地位得到巩固。服务贸易快速发展。2012

年至 2021 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比重从

11.1%提 升 至 11.9%，占 世 界 服 务 进 出 口 比 重 从

5.4%提升至 7.1%，世界排名从第三位提升至第

二位。

我国双向投资稳居世界前列。2021 年我国

实际使用外资以人民币计首次突破万亿元，达到

1.15 万 亿 元 ，较 2012 年 的 7057.5 亿 元 增 长

62.9%。引资规模近十年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从 2017 年以来，中国吸引外资连续四年位居世界

第 二 位 。 同 时 ，对 外 投 资 合 作 平 稳 健 康 发 展 。

2021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1451.9 亿美元，同比增

长 9.2%。2012 年至 2021 年对外直接投资累计 1.4

万 亿 美 元 ，年 均 增 长 5.7% ，近 十 年 稳 居 世 界 前

三位。2020 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2.6 万亿美

元，是 2012 年末存量的 4.9 倍。

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

重要载体，在推进更高水平开放中发挥着引领作

用。自 2013 年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开始，我国不

断优化自贸试验区布局。2021 年，21 个自贸试验

区以不到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实现全国 18.5%

的外商投资和 17.3%的进出口，并累计向全国复

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 278 项。2018 年，海南自贸

港 建 设 启 动 ，迄 今 已 推 出 120 多 项 制 度 创 新 成

果。“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从蓝图变成了实

景。”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

表示。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

展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

一大创举。举办进博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

市场的重大举措，是中国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

平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进博会国际采购、

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的定位，

高度契合世界开放发展的要求。全球企业纷至

沓来，实现了“买全球、惠全球”。自 2018 年起，

我国已成功举办了四届进博会，累计成交额达到

2722.7 亿美元。

过去十年，我国对外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数

量由 10 个增加到 19 个。同时，与自贸伙伴的贸易

额占中国全部贸易额的比重由 17%增长到 2021

年的 35%。2022 年 8 月，根据《数字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DEPA）联合委员会的决定，中国加入 DE-

PA 工作组正式成立，全面推进中国加入 DEPA 的

谈判。这表明中国向高标准自贸协定的目标迈出

了新步伐。

制度型开放结硕果

“十年磨一剑”，我国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制

度型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成果不断显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不断放宽外资准入。2013 年中国推出了自

贸试验区第一张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后逐

步扩大，待模式运行较成熟之后，2017 年首张全

国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同时，负面清

单不断“瘦身”，完善了管理制度，提高了精准度。

2021 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由最初的

93 项、190 项缩减至 31 项、27 项。在制造业、采矿

业、农业、金融业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开放措

施，我国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外商投资目的地

之一。

一方面，在放宽市场准入上“做减法”，另一方

面，鼓励目录的不断修订则是在优惠政策上“做加

法”。《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是我国重要的外商

投资促进政策。近年来，通过进一步扩大鼓励外

商投资范围，引导外资投向，提振外资信心，促进

外资基本盘稳定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2022 年

5 月，2022 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将进一步扩大鼓励范围，

引导外资投向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重点领域，

以及中西部和东北等重点地区。“修订完善《鼓励

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重要举措。”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束珏婷表示。

服务贸易领域主动开放，以风险防控为底线，

加大开放压力测试，发挥自由贸易港先行先试作

用。2021 年，我国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推出首张跨

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此次负面清单出台是对服

务贸易管理模式的重大突破，是一项制度型开放

安排。有关专家表示，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

单的开放程度，不仅超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

承诺，也高于目前我国已生效的主要自贸协定相

应领域的开放水平。

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我国也在稳

步推进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2019 年出台的

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确立了我国新时期外

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在法律法规层面正

式确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为

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同时，外商投资环境明显改善。我国连续三年清

理与外商投资法不符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累计推动 500 多份文件“立改废”，充分保障了外

资企业公平竞争待遇。

“一带一路”稳步推进

从空调、冷鲜柜到扫地机器人、洗碗机⋯⋯

一件件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制造的优质家电，正

通过中欧班列源源不断地出口到欧洲，受到当

地市场青睐。从葡萄酒、咖啡豆到木材、粮食，

一车车满载着来自欧洲的特产商品一路东行，

不 断 满 足 我 国 人 民 日 益 提 升 的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需要。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7 月底，中欧班列累计

开行超过 5.7 万列，运送货物 530 万标箱，重箱率

达 98.3%，货值累计近 3000 亿美元。运输货物品

类已有 53 大门类 5 万多个品种，涵盖了沿线国家

和地区人民生产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中欧班列

开辟了亚欧陆路运输新通道。

从提出宏伟倡议到推进落实，共建“一带一

路”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如今，共建“一带

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开放、绿色、廉

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目标，国

际凝聚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

共建朋友圈不断夯实。截至目前，我国已与

149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多份合作文

件，战略规划对接日益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已

先后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

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成果文件。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高。一大批合

作项目落地生根，中老铁路实现全线开通运营，客

货运输量稳步增长；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贝诺

段顺利通车；雅万高铁最长隧道实现全隧贯通；瓜

达尔港成为区域物流枢纽和临港产业基地。

经贸交流与合作不断发展。截至 2022 年 6 月

底，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

累计约 12 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

资超过 1400 亿美元，对外贸易投资规模稳步提

升。我国累计与 32 个共建国家和地区签署经认

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协议，贸易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不断完善。共建“一带一

路 ”投 融 资 渠 道 不 断 拓 宽 ，稳 步 推 进《“ 一 带 一

路 ”融 资 指 导 原 则》《“ 一 带 一 路 ”绿 色 投 资 原

则》，有 效 拓 展 了 共 建 国 家 的 资 金 融 通 。 截 至

2022 年 7 月底，我国累计与 20 多个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建立了双边本币互换安排，在 10 多个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人

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业务量、影响力稳步

提升。

今 年 前 7 个 月 ，宁 夏 外 贸 进 出 口 总 值 达

146.74 亿元，同比增长 67.7%。在外贸发展面临诸

多压力的情况下，宁夏外贸进出口成绩十分亮

眼。宁夏盾源聚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

其中的代表，今年 1 月份到 6 月份，企业出口总额

达 1.2 亿元。

“在市场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企业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银川市商务局、银川

海关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扶。”宁夏盾源聚芯半

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技术负责人李长

苏告诉记者。

宁夏盾源聚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石英坩埚、半导体硅部件材

料、半导体刻蚀用硅部件以及气相沉积碳化硅部

件等半导体零部件耗材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

业。公司深耕半导体材料领域多年，立志实现半

导体材料国产化这一目标。作为技术

负责人，李长苏带领团队坚持长期研

究，开发出硅材料机械加工、精密清

洗等技术，推出具有自主产权的

高新科技产品硅舟、硅环、硅

电极等，这些产品广泛应用

于 8 英 寸 和 12 英 寸 晶

圆制造中。

公司多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

公司对半导体硅片市场长期垄断的局面，产品

由单晶硅棒增加至目前的单晶片材、多晶铸锭

和单晶环等，是国内唯一一家可以生产 32 英寸

合 成 石 英 坩 埚 和 半 导 体 级 别 的 36 英 寸 石 英 坩

埚的公司。目前，公司还在进行半导体级硅材料

项目扩产，计划 2023 年 3 月份设备全部安装完

毕正式投入生产，最终实现年产多晶硅锭 3000

个、单晶硅棒 180 吨。

10 年间，凭借着强劲的科技竞争力和市场

竞争力，公司在产品进出口方面成果斐然，出口

的产品份额和产量一直在增加，出口版图不断扩

大。现在，公司已建立了半导体材料稳定的全球

供应体系，产品市场需求紧俏。“越是欠发达地区

越要坚持创新驱动。近年来，西部创新和开放意

识越来越强，政府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缩短了通关时

间 ，优 化 了 相 关 服 务 ，促 进 了 外 贸 稳 定 健 康 发

展。后续公司还会在银川设立研究中心，继续探

索半导体材料生产技术。希望通过坚持不懈地

努力，真正实现半导体级材料行业国产化这一目

标。”李长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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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桥吊林立的上海港洋山港区一派繁忙，多艘

大型集装箱货船正在进行装卸作业。

计海新摄（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技术装备展区的日

本 Brother 集团展台。 新华社记者 孟 涛摄

图图③③ 三亚凤凰岛海域，游艇返航归港。

叶龙斌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