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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高水平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的全球性变革，(1)也是世界经济开放发展的过程。中国

式现代化是迄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立足于自身

国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开放中来，也

必将通过高水平开放走向未来，并为世界经济开放发展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和新

机遇，为人类共同发展进步作出新贡献。

一　高水平开放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

道路的现代化，是中国各族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

果。长期的探索实践已经证明，开放是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高水平开放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

越开越大。

(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一至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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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1-1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探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梦想。新

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奠定

根本政治前提、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1978 年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

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活力的体制保证

和物质条件。2012 年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更是得到了加速推

进和拓展，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并在战略上不断完善，

在实践上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历史悠久、民族特有的发展

道路。

（一）高水平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

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不断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高水平

开放能更快打通市场、产业、创新关系等各环节的堵点、卡点，大幅提升经济

发展活力。同时，面对社会重点领域改革中的不少“硬骨头”，以主动开放、自

主开放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生动力，加快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有利于加

强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有助于促进国内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将推动

未来改革和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源泉。

（二）高水平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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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

时代的重大战略任务。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

国内国际双循环”。一方面，高水平开放有利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通过引入高

端生产要素和短缺资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有利于

分好“蛋糕”，通过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提升国内流通产业效率，通过提供优质

供给，更好地助推国内消费升级。另一方面，高水平开放有利于以国内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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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国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断扩

大出口，优化国际市场布局；积极扩大进口，释放内需潜力，推动内外市场良

性循环；高质量“引进来”，高水平“走出去”，推动内外产业良性循环；在开

放合作中推动内外创新良性循环和规则有效联通。

（三）高水平开放是创造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

足，体现在更好地发挥外贸外资在稳就业、稳经济上的重要作用，增加优质产

品和服务进口，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等方面。另外，高水平对外开

放，通过推动与世界上发展、进步、文明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也不

断满足着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需求。

（四）高水平开放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然要求

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都需要在开放中谋求自身

安全，扩大共同安全。中国的开放水平在与自身的发展阶段、基本国情、世界

大势等相匹配的同时，还需要处理好开放程度与发展水平、开放进程与竞争力、

开放本领与治理能力、开放实力与责任担当、开放获益与包容共享之间的关系。

高水平开放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关注开放安全，在深刻认识扩大开放中面

临的新问题、新挑战的基础上，把握好扩大开放的力度、速度和程度，为中国

式现代化构建安全屏障。

二　中国式现代化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大机遇

当前全球开放发展面临不少困难，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动能减弱。中国式

现代化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更多正能量、为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提供更多稳定性和新机遇。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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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1)

（一）助力亚洲成为疫后全球最具活力地区

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家国际组织预测，2023年世界

经济增长下行风险较大(2)。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4月《贸易与发展报告》预

测，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2.1%（2022年9月预测2.2%，低于国际金融危机

前的水平）。(3) IMF在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虽然将2023年全球经济

增长预期在 4月预测基础上上调0.2个百分点至3%，但仍低于2000—2019年平

均水平（3.8%）。同时，IMF预计，2023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将从 2022年的

2.7%降至1.5%，约93%的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将放缓；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有望在2023年升至5.3%。(4) IMF等均认为，亚洲地区将成为全

球最具活力的主要地区，而中国将成为助力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5)预计

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为5.2%，将产生积极外溢效应。IMF经济学家表示，中国

经济增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亚洲其他地区的产出将增加约0.3%，这对世界经

济复苏无疑是一大利好。(6)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世界开放报告

202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2章，第184页。

(2)  参见各国际组织官方网站。自2022年冬季以来，各大机构多次调整对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3)  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Update”, April, 2023,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

official-document/gdsinf2023d1_en.pdf.

(4)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July 2023.

(5)  王宁：《恢复势头良好，中国外贸发展未来可期》，《国际商报》2023 年 4 月 11 日，第 2

版；Srinivasan, K., Helbling, T., Peiris, S., “Asia’s Easing Economic Headwinds Make Way for Stronger 

Recovery”， IMF Blog, February 20, 2023, https://www.imf.org/en/Blogs/Articles/2023/02/20/asias-easing-

economic-headwinds-make-way-for-stronger-recovery; 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Economic 

Update”, April, 2023,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a0c1ac81-1d8c-42b6-

95a9-da66f6a862ee/content。

(6)  Srinivasan, K., Helbling, T., Peiris, S. J., “Asia’s Easing Economic Headwinds Make Way for 

Stronger Recovery”, IMF Blog, February 20, 2023, https://www.imf.org/en/Blogs/Articles/2023/02/20/asias-

easing-economic-headwinds-make-way-for-stronger-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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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新机遇

2023年中国经济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为世界经济增添了信心与稳定性。

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5.5%，消费和服务业显著反弹，极大地提振了在华跨

国公司的信心。摩根大通、美国花旗、瑞银集团等多家国际机构将对中国的全

年增长预期调至5%以上。中国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有效的制造业配套能力以

及不断完善的营商环境，是吸引外企来华投资、扩展业务的重要因素。根据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2023年第二季度中国外资营商环境调研报告》，近九成

受访外资企业对在华获取经营场所、纳税、办理结业手续、解决商业纠纷、市

政公用基础设施报装、市场准入、跨境贸易、促进市场竞争等指标评价“满意”

以上。超九成受访外资企业对 2022 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央出台的外资政策评价

“满意”以上，近九成受访外资企业对地方政府出台的外资举措评价“满意”以

上。从经营情况看，近七成受访外资企业看好未来五年中国市场前景，超九成

受访外资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吸引力上升或持平，超八成受访外资企业预期今年

在华投资利润率将持平或有所增加。(1)

（三）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自身国情并吸收借鉴国际现代化发展经验，着眼于解

决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

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贡

献更多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

文明倡议，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更多全球公共产品。中国支持多边

贸易体制，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与各国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2)

(1)  中国贸促会办公室：《中国贸促会举行 2023 年 7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2023 年 7 月 28 日，

https://www.ccpit.org/a/20230728/20230728a8tc.html。

(2)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5日，第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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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丰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理念与实践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和经验是发展的、开放的、包容的。中国基于自身文

化国情，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自然观、国家观、民生观、自由观、权利观、文明观，

连同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理念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崇尚人与自然“和

合共生”的自然观，秉承“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国家观，奉行“利民之用，

厚民之生”的民生观，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由观与权利观，主张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明观。(1)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从宏观历史的长视角来

看待世界的发展，把握规律与趋势。中国坚信，经济全球化的逆流只是短暂的，

全球化仍是历史大势，各国应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相互尊重、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

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出现代化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其他人类

优秀文明成果，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是一种新的现代化文明形态。以人民

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发展为了人民、发展

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高品质的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并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决防止

两极分化。既要推动物质富足，也要提升人的精神富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

高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开放型经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这样人口规

模巨大的国家，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仍能保持社会长期稳定，这本身就是一个

奇迹。中国坚持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推进区域协调发

展、乡村振兴，减少国内地区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发展成果共享；中国循序渐

进推进改革开放，以试点探索开放经验，避免开放给国内经济与社会带来剧烈

冲击。在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将西方现代化依次经历的工业化、

(1)  张树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蕴含与世界意义》，《光明日报》2022年12月21日，第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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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串联”式发展过程，通过“并联”式发展，推

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1)将潜在后发优势转变为现

实的后发优势。中国倡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

共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和平共赢的道路，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发展

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2)。重视国民教育与人才培养，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

动力；中国与各国共享机遇，将绿色、和平、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以及共商、

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融入多双边及与第三方合作中。

三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代表人类共同发展进步的方向

当今世界，人类命运休戚与共。中国通过和平发展推进现代化进程，注重

开放、合作与共享。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与各国共建“一带一路”，通过提出全

球发展倡议凝聚全球发展共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支持和帮

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中国式现代化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拓宽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现代化始于西方。很长一段时期，现代化

几乎等同于西方化。资本主义现代化借助先发优势塑造了“现代化”的话语体

系，将自由市场、三权分立、普遍价值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先验要素，一定程度

上限缩了其他国家自主实现现代化的空间。(3)大量事实证明，实现现代化并非易

事，一些国家付出了主权独立的代价谋求依附性发展，遭遇各种“发展陷阱”。(4)

(1)  习近平：《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2)  黄群慧、杨虎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质与世界意义》，《人民日报》2022年3月25日，

第9版。

(3)  韩桥生：《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显著区别》，《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2第6期，

第23 26页。

(4)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黄

群慧、杨虎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质与世界意义》，《人民日报》2022年3月25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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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全球性的变革，具有一元多线的发展特征。(1)作为现代化的经济基

础，工业化是一个多样化的过程。历史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

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证明，各国可以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

道路。

为非西方国家提供了现化化的宝贵经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民族独立、推翻封建制度的艰辛近代史。同时，

作为后起现代化国家，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

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对

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坚持发展这一基本国策，抓住了工业化发展这一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和

动力基础。(2)中国在开放过程中，循序渐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同的时

期灵活而务实调整开放的策略。根据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根本矛盾的变化，

适时顺势调整发展的重点与速度，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

的着力点，扎实走好每一阶段的路。

中国高度重视发展的自主权。学习西方，但不照搬西方，有效维护了国家

主权和发展安全。(3) 中国的政治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避免因利益分裂、社会冲突消耗改革发展的认同与合力。(4)

中国经验表明，作为后起国家，拥有一个具有最广泛人民基础、信念坚定

的执政党，在推进经济赶超发展中，能够最大程度凝聚起对改革与发展的共识，

并形成持久有效的合力。(5)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证明，现代化道路没有固定模式，

(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黄

群慧、杨虎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质与世界意义》，《人民日报》2022年3月25日，第9版。

(2)  黄群慧：《以新型工业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学习时报》2023年5月12日。

(3)  张树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蕴含与世界意义》，《光明日报》2022年12月21日，第

12版。

(4)  姚洋：《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世界意义》，载蔡昉：《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与路径》，中信

出版集团2022年版。

(5)  黄群慧、杨虎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质与世界意义》，《人民日报》2022年3月25日，

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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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1)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

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注重本国特色。每个国家都可以、也应当找到

适合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厘清了世界现代化多样性的基本逻辑。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的全球性变革，(2)

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部分。文化的多样性，预示着各国在探索现代化时有着多

样化的道路选择。这是现代化唯一性到多样性的叙事逻辑的变化。

中国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从人类文明的高度、从历史长河的宏大视角，

从根本上回答“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等一

系列时代之问，为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自主性、可持续性、共生性等提

供了逻辑的合理性与合意性注解。从尊重世界文明形态多样性、尊重各国文化

历史差异性出发，能够引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认同与信任。人民是历史的

创造者，在各国现代化道路方向选择上最具有发言权。同时，发展的核心要义

是为了人民，通过发展实现物质生活的富裕与社会安定等，顺应各国人民对文

明进步的渴望，能够凝聚起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发展共识。(3)

（二）中国式现代化助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在金融动荡背景下进一步

放缓，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大困难。(4)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正在变成一座“理想中的海市蜃楼”，强调“发展必须是可持续

的。否则，最终将不会有任何发展。”(5)

在当前全球经济放缓、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超出负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

(1)  黄群慧、杨虎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质与世界意义》，《人民日报》2022年3月25日，

第9版。

(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  王宁：《共建“一带一路”十年取得丰硕成果》，《国际商报》2023年4月11日，第2版。

(4)  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Update”, April 2023,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

official-document/gdsinf2023d1_en.pdf. 

(5)  UN News, “Don’t Let SDGs Turn into ‘Mirage of What Might Have Been’: UN Chief ”, April 17, 

2023,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3/04/113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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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化进程面临更为严峻的国际环境与资源环境约束。如何保障发展中国家

的发展权，解决好南北差距、世界性贫困等问题，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

重大全球性课题。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十几亿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无疑是对人类

可持续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依托自身的国情，通过务实的发展政策，为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重大贡献。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有 8亿多

人摆脱贫困，助力全球减贫。

中国积极助推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人工

造林面积占全球1/4，可再生能源风电、太阳能装机容量占全球1/3以上，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全球第一，提出碳中和、碳达峰的“3060”目标，为落实《巴黎协

定》作出表率。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宣布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

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中国积极参与 2023年 3月在纽约联合国

总部进行的谈判，并签署了旨在保护国际水域多样性的全球协议。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通过基础设施联通、畅通贸易和投资

渠道，推进能源转型与科技合作，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基础与可持续发展能

力。全球发展倡议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目前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多

个国际组织支持，近70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为加快实现联合

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助力。

（三）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因国别、

种族、地域而有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

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本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中

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

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历程，是推进国际开放发展与合作、全球发展共享的过

程，具有包容与可持续性，也是促进人类共同发展进步的历程。中国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推进全球治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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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通过全球发展合作、包容互信，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开放进程处于“十字路口”。在

充满不确定、不稳定性的国际形势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增加了确定性

和稳定性，增强了世界开放发展的信心，引领人类文明包容互鉴。无论过去还

是未来，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加强团结协作是唯一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