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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开放发展理念践行开放发展理念 促进高促进高质量发展质量发展
——专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讲教授韩保江

▶ 本报记者 罗晓燕

近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在北京发布《高质量发展

蓝皮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报

告（2024）》（以 下 简 称“《报

告》”）。《报告》以习近平总书记相

关重要论述为指导，以“践行开放

发展理念”为主题，构建中国经济

开 放 发 展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对

2013—2023年全国和各省份经济

开放发展指数进行了测算。

结果显示，2023年，中国经济

开放发展指数为29.75，与2013年

相比增长了13.5%；开放形势、经

贸往来、交流合作、制度开放、开

放布局5个二级指数分别为5.78、
4.76、3.44、9.90、5.87。 2013—
2023年，中国制度开放和开放布

局二级指数分别增长了72.8%和

108.3%。从各省份情况看，经济

发达地区的经济开放发展指数总

体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后者

的制度开放和开放布局指数增长

较快，未来可能会成为引领该地

区开放发展的主要力量。

《报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于 2024年 12月出版，属于“高

质量发展蓝皮书”系列成果。“高

质量发展蓝皮书”系列图书已经

连续5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评

选的优秀皮书奖或优秀皮书报告

奖，特别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报告（2023）》蓝皮书获得了第十

五届优秀皮书奖一等奖第一名，

入选2024年全国“两会”主题资源

推荐读物，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研

究领域的重要参考资料，产生了

较大社会影响。

近日，就我国开放发展相关

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

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主讲教授、“高质量发展蓝皮书”

主编韩保江。

问：请介绍一下《报告》的主

要内容，特别是我国开放发展的

总体情况。

韩：在《报告》编写过程中，我

们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组成研究团队，通过总报告及其

开放形势篇、经贸往来篇、交流合

作篇、制度开放篇、开放布局篇分

报告，全面而富有建设性地评价

当前我国经济开放发展水平，并

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经过课题组的多次讨论，我

们构建了经济开放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该指标体系由 1个一级指

标，5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

构成，从不同角度阐述我国经济

开放发展的整体形势。我们的研

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层

面的开放发展指数不断提高，从

2013年的26.22增加到2023年的

29.75，增幅达到 13.4%。但是从

二级指标的变化看，开放形势指

数、经贸往来指数、交流合作指数

有所下降，但是制度开放指数和

开放布局指数快速增加，增幅分

别达到72.8%和108.3%。

从具体情况看，开放发展指

数最高的地区仍集中在沿海发达

地区；开放发展指数较低的地区

主要集中在西部欠发达地区。但

欠发达地区的开放发展指数比较

低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开放发展

的潜力。如果从2013-2023 年全

国各省份开放发展一级指标的变

化情况来看，增幅较大的地区往

往都是指数较低的欠发达地区，

像四川、西藏、甘肃、青海、宁夏的

开放发展指数，在过去10年的增

幅都达到了70%以上。

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扩

大制度型开放一直是社会各界关

心的热点话题，请问我国在这方

面有什么新的进展？

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

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党中央和国

务院围绕支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相关政策体系

与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同时

也部署了一系列工作任务。概括

而言，着力破除了一批地方保护

和市场分割方面的突出问题，一

批推动市场高效联通的重点任务

已见成效，重点领域改革加力推

进并取得积极进展，各类经营主

体持续健康发展，国家综合立体

交通网不断完善。

与此同时，建设全国统一大

市场的具体工作实践中尚存在一

系列问题。比如，加快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尚未在省级政府工作

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部分地方

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各种

形式的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行

为、高标准的统一市场制度和设

施相对滞后等。对此，《报告》建

议完善地方政府的决策和考核机

制，加强高标准统一市场制度和

设施建设，用好破除地方保护的

培训和执法工具。

问：请问您如何理解开放在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的重要作

用？

韩：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开放。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开放发展，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主动对接国

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生产要素畅

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

潜力充分释放。当前，全球经济

增长乏力，我国开放发展面临新

的挑战，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在战

略和策略上作出新的部署。在这

样的背景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开放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

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

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

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因此，坚持开放发展已

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问：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

贸、稳外资”作为九大重点任务之

一，请问为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我们应该做出哪些努力？

韩：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需

要多管齐下。第一，建设更高水

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外贸

管理体制改革，在政府职能转变、

贸易投资、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

加快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

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

易综合竞争力。完善外商投资准

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

度，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

境。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

律、政策和服务体系，坚定维护中

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实现高质

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

第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秉持绿色、开放、廉洁理

念，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安全保

障，促进共同发展。推进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拓展第三方市场合

作。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

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

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坚持以企

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国

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原则，健全

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深化公共卫

生、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科技教

育合作，促进人文交流。

第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改革。在坚持平等协商、

互利共赢的前提下，积极参与世

界贸易组织改革，不断完善开放、

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

制。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

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机

制合作，推动相关机制合作发挥

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作用，共

同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

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发言权和代

表性，推动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研究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为契机，积极参与多双边区

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尤其要在

国际规则尚未形成广泛共识，而

我国已经具备参与塑造和引领

国际规则能力的领域（如跨境

电商、移动支付等），加快形成

规则体系，为世界规则制定提

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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