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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11月15日，以“科技改变生活、

创新驱动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十二届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广东

省深圳市落幕。此次高交会共吸引

3300多家海内外展商参展，展示高新

技术项目超过 9000项，涵盖人工智

能、5G商用、区块链技术、大数据、云

计算等领域。

外国展商参展热情不减。虽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仍有24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线下参展，29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线上参展，卢森堡、斯洛文尼亚、乌

拉圭等国首次参展。

上海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上海市浦

东新区开展“一业一证”改革试点大幅

降低行业准入成本总体方案的批复》，

同意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展“一业一

证”改革试点，试点期为自批复之日起

至2022年底。

此次试点探索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将市场主体进入特定行

业经营涉及的多张许可证整合为一张

行业综合许可证，实现“一证准营”，大

幅降低行业准入成本，打造国际一流的

营商环境，为在全国范围持续深化“证

照分离”改革、更好克服“准入不准营”

现象积累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山东

今年是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

区设立一周年。一年间，海洋高端装

备、智能传感器、水下机器人、海洋大

数据、海洋高端食品、海洋生物医药等

领域项目不断汇集，形成“政产学研金

服用”于一体的海洋创新创业共同体。

以海洋牧场建设为例，由于一次

性投资高、质押物不足、回报周期长等

原因，海洋牧场建设比传统农业更难

融资。对此，山东自贸试验区用“白名

单”解决贷前准入问题，出台“试点检

验规范”解决海洋牧场平台确权问题。

（综合各媒体报道）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团结村车站，
橙黄色的吊车忙碌不停。一列装满印
有“中欧班列”图标集装箱的班列鸣响
汽笛，缓缓驶出站台，前往 1万多公里
外的德国杜伊斯堡。

团结村车站是“一带一路”的重要
地标，也是中欧班列的首发站。2011
年 3月，我国第一条中欧班列线路“渝
新欧”正是在这里首发。如今，这个堆
满蓝色集装箱的车站，正以其日复一日
的繁忙见证着内陆开放的新传奇。
“现在这里真比过年还热闹。”看

着列车渐行渐远，“渝新欧”首趟班列
执行司机江彤充满感慨，他依稀记得
首趟班列从车站出发时的场景。“第

一次驾驶那天，现场人很多，车却很
少。被一群人围着拍照，弄得我还蛮
紧张。”

在中欧班列开通前，重庆的货物
要出海并不容易。以销往俄罗斯为
例，货物首先要通过长江水运，运抵东
部沿海地区，随后再通过海运送到俄
罗斯，花费的时间长达两个月，如今只
需要 8天。

和很多人的理解不同，江彤的任务
并非开完“渝新欧”全部 11179 公里的
车程。事实上，从重庆到杜伊斯堡，一
路下来要更换数十位司机。江彤的任
务只是将列车从团结村开到 242 公里
外的四川省达州市。

连通欧亚大陆数十个国家的中欧
班列，将中国内陆腹地抵达欧洲的时间
缩短至 12天左右。近年来，中欧班列
数量逐年快速增长。2011 年，中欧班
列全年开行数量仅有 17列。2020年前
10 个月，仅“渝新欧”的开行数量就已
达到 1700 列，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贸
易“大动脉”。
“每次出车我都会收到短信通知。

最早的时候，好几个星期才能收到一
条，现在几天就能收到一条。”江彤说，
虽然工作越来越繁重，但看着这个曾经
偏僻的小站成长为国际贸易枢纽，他十
分欣喜。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高

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重庆从对外开放末梢成长为开放前沿
的过程中，团结村车站见证越来越多的
国家在中欧班列的汽笛声中获益。
“2018年，我们回程班列超过了去

程班列数。这说明重庆和欧洲的进出
口贸易已经实现良性往来。”渝新欧（重
庆）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漆丹说。

2020年 9月，中欧班列开通首个跨
境电商 B2B 专列，标志着我国 B2B 电
商迈入规模化“卖向全球”时代。短短
一个月内，重庆通过中欧班列运输的跨
境电商B2B出口货值就达到 1.84亿元。

漆丹说：“当前，中欧班列已成为中
欧贸易往来的重要枢纽和重要战略通
道。接下来将继续承担起对外开放的重
任，巩固中欧间重要贸易通道的地位，进
一步发挥重庆带头开放和带动开放的
优势，向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迈进。”

一座车站见证内陆开放传奇
■新华社记者 丁 玫 伍鲲鹏

动态面面观

天津港是京津冀地区的海上门

户，是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

点。此次开辟的新航线从天津港出

发，沿中国沿海南下到达新加坡港、科

伦坡港等港口。

图为一艘货轮停靠在天津港国际

集装箱码头。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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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需潜力释放

催生更高水平开放

11 月 15日，历经 8年、31轮正式谈
判，中国、日本、韩国等 15个国家正式签
署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这意味着，全球约三分之一
的经济体量将形成一体化大市场。

这一协定签署后，中国对外签署的
自贸协定将达到 19个，自贸伙伴将达到
26个。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协定新建中
日自贸关系，这是中国首次与世界前十
的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使中国与自贸
伙伴贸易覆盖率由目前的 27%提升至
35%。
“一个逐步走向封闭的国家，怎么

可能去签署一个更高水平的自贸协议
呢？”日前召开的国新办吹风会上，中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
长张宇燕用这样的反问，驳斥“中国封
闭论”。
“十三五”收官、“十四五”将启之

际，中国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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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有声音质疑，中国是不是要

走向封闭？此次协定的签署，恰恰证
明，中国开放的大门正越开越大。

改革开放 40余年的成功实践告诉
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近年来，由于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
际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
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
客观上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在此基
础上，我国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

然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等
同于“闭关锁国”。恰恰相反，进入新发
展阶段，扩大内需在推动高水平开放中
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中国（海南）改革
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一方面，
14亿人口的内需大市场成为推动高水
平开放的独特优势和基本条件；另一方
面，随着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内需
潜力的释放，需要以更高水平开放融入
国际经济循环。

日前落下帷幕的第三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
单——累计意向成交 726.2 亿美元，比
上届增长 2.1%。从“卖遍世界”到“买遍
全球”，拥有 14亿人口、超过 4亿中等收
入群体的中国市场，吸引着越来越多外
国投资者的目光。随着对外开放的持
续扩大，更多高质量外资的引入不仅将
形成高质量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还

会驱动国内企业提升竞争力，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赋能。

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第 128 届广交会、第三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从京津冀、粤港澳到长三
角……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背景
下，三大国际展会在我国经济最具活
力的地区如期举办，架起扩大对外合
作的桥梁，同时释放出追求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信号。

开放促进改革

不断激发经济活力

在海南省海口市中心，几幢高楼
的玻璃外墙上，倒映出洁白的云朵和
远处的椰子树。其中的全球贸易之窗
大楼，是众多外资企业在海南的“共同
家园”。

几个月前，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成立并入驻办公。“这里环境优美，办
公舒适，更重要的是各种涉企服务周到
便利。”公司负责人韩薇说，作为一家中
外合资企业，依托海南国际投资“单一
窗口”的便捷办事通道，他们两三天就
完成了注册手续。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持续
推进，前来投资的外资企业越来越多。
以往，用户信息不互通、信息重复验证、
资料重复提交、办理流程不清晰等，是
外资企业设立和投资过程中常遇到的
烦心事。为此，海南省将涉及投资相关
的业务审批系统整合到一个窗口，为外
国投资者提供公司开办、项目建设等
“一站式”全流程服务。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
壤。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离不开通
过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最大程度激发市
场活力。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国营商环

境全球排名从 2018 年的第 78 位，大幅
跃升至 2020 年的第 31 位，连续两年位
列营商环境改善幅度全球排名前 10
位。这一跃升清晰显示了开放带来的
改革成效。

今年 1月 1日，外商投资法及其实
施条例正式生效，为外商在华经商提
供更加有力的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实施，把近年来相关政策措施、经
验做法，整合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
度规范；进一步缩减全国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由 2019 年的 37 条缩减至
30条……
“很多领域是在开放中激活的，不

少制度创新也是在开放中产生的。”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说，
“中国用实践证明，开放是推进改革的
重要手段。”

今年 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
体制机制的意见》。这是我国首份关于
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文件，分别提出土
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 5个要
素领域的改革方向。

经济特区、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
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一系列重
大战略和政策逐步落地，共同成为我
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
“试验田”。

合作带来机遇

让世界分享中国红利

11 月 12 日上午，装载着 4000 件跨
境电商货物的卡车，从宁夏银川市综合
保税区跨境电商海关监管中心驶出。
这标志着宁夏首趟“一带一路”跨境电
商国际卡车班列正式发车。

这趟卡车班列全程运输里程 1.2万
公里，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
斯、波兰、德国，预计 14 天后抵达目的
地比利时，然后将货物分发到欧洲其他
国家。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欧
班列仍实现逆势增长。截至 11月 5日，
2020年中欧班列开行达 10180列，已超
去年全年开行量；运送货物 92.7 万标
箱，同比增长 54%。今年以来，运送医
疗物资近 800万件，共计 6万多吨，不仅
成为中欧之间抗疫合作的“生命通道”，
还为维护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稳定提供
重要支撑。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7年间，斯里

兰卡改写 71年未建新铁路的历史，克罗
地亚修建跨海大桥的梦想变为现实，内
陆国哈萨克斯坦有了出海口……“一带
一路”从愿景转化为现实，成为全球重
要的国际合作平台。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
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上升。此时，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推进全球自由贸易，为构建开放型世
界经济贡献力量，积极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改革，让世界分享中国改革
开放红利。
“一带一路”数字贸易指数、“一带

一路”供应链、“空中丝绸之路”……
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
“一带一路”是名副其实的高频热词。
随着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
不断上升，我国服务贸易也在升级加
速，成为对外开放的新增长点。商务
部发布《中国服务进口报告 2020》预
计，未来 5年，我国服务进口规模累计
达到 2.5 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将超过
10%。
“我国发展服务贸易，不仅适应国

内消费升级需求，而且将形成与各国、
各地区合作共赢的巨大市场空间，成为
双边多边自由贸易的重要引擎。”迟福
林说。

大门越开越大 迈向合作共赢
—高水平开放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必由之路

■本报记者 佟欣雨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同样需要中国。从设立自
由贸易试验区，到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从开展深层次市场化改革，
到多项国际展会如期举办。我国始终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
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已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

当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成为一条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