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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向西看”

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格局
中的耀眼明星，如今，中西部地区和内陆、
沿边地区也走向舞台中央。

“尝尝俄罗斯的巧克力，楼下超市就有，
味道好、分量足，价格还便宜。你看这哈萨
克斯坦的挂毯，样子真不赖。”乌鲁木齐市民
孙军家里，进口商品不少，“新疆是亚欧大陆
的心脏，这里是全世界离海最远的地方。可
你能想到吗？我们这里能吃上印度洋的海
鲜！”近几年，中巴经济走廊上大项目不断。
鲳鱼、龙虾、石斑鱼……从瓜达尔港到红其
拉甫口岸，只需短短几天，来自邻国巴基斯
坦的海鲜就能端上新疆人的餐桌。

从东到西，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大门
越开越大。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中西部和
东北地区开放步伐，支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
移，培育全球重要加工制造基地和新增长极。

在四川，家电制造企业长虹集团正快速
拓展海外业务。2020年，长虹全面进入亚马
逊、Lazada 等电商平台，海外电商年度销售
同比增长3倍以上。“去年，我们落成投产了
国内首条‘5G+工业互联网’生产线，批量
上市了一系列新产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率
的大幅提高，为企业每年节省 1.81亿元，可
以有更多资金投入到创新研发中。”长虹集团
董事长赵勇说。

熙熙攘攘的深圳罗湖口岸、货物吞吐量
全球第一的宁波舟山港……过去，东部沿海
地区的“明星”口岸不少。在广袤的内陆地
区，国家一类口岸却不多，一些中西部省份
仅设有1-2个。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将研究在内陆
地区增设国家一类口岸，助推内陆地区成为
开放前沿。

专家认为，这将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
有助于补齐内陆、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短板。

“内陆开放高地拥有一类口岸十分必要。一类
口岸能够提升贸易便利化程度，提高关检效
率，降低贸易成本和物流成本，提升区域吸
引力和产业竞争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钱学锋说。

近年来，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在提高对外
开放水平方面不断发力。来自商务部的数据
显示：对外贸易方面，2020年，中西部地区
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取得积极成效，进出
口 增 长 11% ， 占 比 提 升 1.4 个 百 分 点 至
17.5%；利用外资方面，2020年，东北地区和
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吸收外资规模增长明
显 ， 辽 宁 、 湖 南 、 河 北 等 省 份 分 别 增 长
13.7%、28.2%和35.5%。

“中国对外开放正在‘向西看’。”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外贸依存度下降，
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显现，东中西
部地区梯度开放格局逐渐形成，中西部地

区、内陆地区在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
对东部沿海地区形成快速追赶态势，更加优
化的区域开放格局正在形成。

东部“领头雁”飞得更稳

在浙江自贸区宁波片区，德资企业宁波
怡人玩具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对一款从筷子
中汲取设计灵感的竹制儿童玩具进行测试。
浙江一直是中国面向欧洲国家开放合作的重

要窗口，为欧洲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搭建了高
质量平台。如今，这家公司已经在宁波当地
建立起本土化的设计、技术、制造、营销团
队，探索以浙江本地的毛竹为原材料生产高
端环保竹木玩具。

深耕中国市场多年，外资企业看中的早
已不是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宁波的营商环境
令人满意，公司在广阔的中国市场大有可
为。目前，我们 20%左右的产品销往中国市
场，这一比例还在持续上升。”公司董事长彼
得·汉斯丹说。

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是对外开放格局中的
“优等生”。2020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规模

近万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其中，东部
地区吸收外资增长 8.9%，占比 88.4%，主要
引资省份山东、浙江更是大幅增长 20.3%、
18.3%，发挥了强劲带动作用。

如今，“优等生”也没闲着，而是努力推
动外贸模式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向

“优进优出”转变，走出一条塑造新优势、向
产业链高端攀登的对外开放新路子。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山东
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在济南、青
岛、烟台“三核引领”下，山东正掀起高水
平对外开放新高潮。“去年，普华永道在青岛
发布了 《新形势下全球化转型与‘一带一

路’倡议的驱动力》 研究报告。作为‘一带
一路’的海陆双向桥头堡，青岛市对外投资
与利用外资总额和增长幅度均居全国前列。”
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合伙人兼山东主管合伙
人张国俊这样评价。

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领域经验丰
富、优势突出。“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将
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和超大特大城市开放先导
地位，率先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按照规
划纲要要求，“率先”作用体现在更高层次参
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打造对外开放新优
势，率先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

规划纲要同时指出，“十四五”期间将构
建区域产业梯度转移格局。专家分析，在此
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将成为“领头雁”，带动
中西部、东北和内陆沿边地区实现高水平对
外开放，产生“雁阵效应”。“在全球范围
内，中国市场重要性日益提升。就企业而
言，在华经营重心将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
陆转移，例如近年来戴尔、富士康等企业纷
纷在中西部、内陆地区加大投资；就国家而
言，对外开放的布局也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
西部和内陆地区推进。”崔凡说。

陆海联动、东西互济

“十四五”开局之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对此充
满信心。

“建设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写入‘十四
五’规划纲要，生意肯定会越做越好。”金永
是吉林省延吉市一名导游，同时和朋友经营
着朝鲜族民俗旅游生意，为游客提供餐饮、
住宿、民俗体验等多种服务。最近，他忙着
为客房增加韩语标识，“楼上楼下都得重新装
修。边贸热起来了，‘铁公机’建起来了，等周
边国家疫情控制住，游客一定会踏破门槛的。”

“支持广西建设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高
地”——面向“十四五”，广西在中国区域开
放布局中有了新定位，企业也迎来新机遇。

“作为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南向通道的林业
领域龙头企业，广西林业集团将集中并盘活
资金，做到稳产稳岗；抓住机遇实现转型升
级，推动企业发展。”广西林业集团总经理助
理黄超说。

下一步，如何构建形成“陆海内外联
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区域开放格局？

东部沿海地区和超大特大城市在继续巩
固开放先导地位的同时，对外开放能级也将
继续提升。

广东将深入开展“粤贸全球”计划，推
动广交会、高交会、海丝博览会、加博会等
重点展会提质增效，大力开拓东盟、日韩等
区域市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
易合作。浙江将加快构筑开放新优势，高水
平建设宁波、杭州、金义新片区，扩大中
国-中东欧“17+1”经贸合作示范区影响，
推动“义新欧”班列提质扩量等。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将
向纵深发展。

广西将推进中国-东盟跨境物流体系建
设，打造“一站式”外商投资促进服务平
台，实施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扩能优服等四大
行动，深入推进与东盟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云南提出将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
心，着力提升基础设施、产业体系、外贸外
资等辐射力。西藏提出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
国际通信出入口节点，推进跨喜马拉雅立体
互联互通，积极扩大与南亚毗邻各国和地区
交流等。

此外，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将同步
跟进。“十四五”期间，国家将推进建设一系
列沿边抵边公路、与周边互联互通铁路，推
进中欧班列运输通道和口岸扩能改造，支持
边境城镇提升承载能力等，为内陆、沿边对
外开放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引擎。

“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和超大特大城市
的资源集聚效应仍然强劲，全球价值链核心
节点正逐步形成；另一方面，中西部和东北
地区提供了广阔的开放腹地，在吸引资金、
技术、数据等要素方面有其独特优势，应立
足自身禀赋，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
势，努力培育集聚中心。”崔凡认为，东中西
部各个地区同为对外开放前沿，应更有针对
性地发挥开放功能，共同打造内外资更加平
等、内外贸更加融合的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
放格局。

开放谈

开放之门越开越大③

展望“十四五”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
是中国迈入新发展阶段的新起点。站
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中国对外开放进
入新阶段，面临新问题。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中国东部沿海、中西部
和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
但在梯度开放格局影响下，各区域对
外开放在范围和深度上差异较大。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
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在对外开放领域贯彻新发展
理念，也应坚持问题导向。不同地区要结合自身特
点，承担不同的开放任务，服务不同的国家战略，共
同成为开放前沿，实现全方位、差异化的高水平对外
开放。

东部沿海地区和超大特大城市对外开放优势突
出、经验丰富，区域经济中的外向型成分比重大。未
来，这一地位有望进一步巩固。近年来，东部沿海地
区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升，人力资源成本逐步提高，
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传统优势有所削弱。同时，这

一地区资金、信息、人才、技术集聚度高以及市场容
量大的优势日益凸显，有望率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
端攀升，更好发挥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扩大
经济辐射范围，实现产业升级。在此过程中，东部地
区传统优势产业可根据不同情况，一方面向内地梯度
转移，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另一方
面加快“走出去”，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造
全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和低碳高增值制
造业中心。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沿边地区也将形成对外开放
新高地，打造产业转移承接中心，与东部沿海地区同
步实现产业升级，探索出一条有别于东部沿海地区经
验的对外开放推进路径。在此基础上，这一地区将形

成新的产业集聚中心，不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
的老路，更加依托国内大市场和产业链，内销外销并
举，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通过构建以新亚欧大陆
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
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为
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衔接国内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实
施，上述地区有望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
开放格局中找到各自定位。同时，在内陆地区增设国
家一级口岸，使沿边地区开放与开发互相促进，也将
推动形成东、中、西部全方位开放前沿。

40 余年来，中国对外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相互促

进、相得益彰。近年来，西部地区
经济总量增速持续快于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崛起趋势明显。一方面，
这与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日益巩固
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这也同中国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对东
南亚、中亚、南亚、东欧等区域国家的

开放通道逐步畅通有关。区域开放布局优化将有助于
解决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迈入新发展阶段，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提供强劲动能。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以高水平开放带动区域协调发展
崔 凡

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高水平开放，布局更优化
本报记者 汪文正

4月8日上午12时20分，从德国始发、满载货物的“长安号”返程中欧班列，
顺利入境到达阿拉山口口岸，这是今年该口岸通行的第1500列中欧班列。目前，

“渝新欧”“郑新欧”“长安号”“蓉新欧”等22条中欧班列线路经过阿拉山口，通达
德国、波兰等13个国家，往来运送货物200余种。去年以来，中欧班列开行数量、
货物运载量节节上升，连创新纪录，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一大亮点。

中国对外开放从东部沿海起步，由东向西、由点及面，开放布局在空间上向纵
深推进。“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在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和超大特大城市开放先导地
位的同时，加快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步伐，助推内陆地区成为开放前沿，推动沿
边开发开放高质量发展。未来，中国区域开放布局有望更加优化，构建形成陆海内
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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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在位于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中国-塔吉克
斯坦边境卡拉苏口岸，中方车辆驶向集装箱正面吊车作业现场。

新华社记者 赵 戈摄

3 月 25 日，位于中国 （广西） 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内的
燕窝加工贸易基地，工人正在作业。

徐星瀚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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