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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让开放之光普照全球

2023年是我们持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的第三个年头。这

既是我们常听到全球化势弱之声的三年，也是我们聚众智之力为

人类共同命运鼓与呼的三年。世界开放合作，从未如今天这般，

既浩荡前行，又道险且阻。新一年《报告》继续以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使命，将“科学性、国际性、权

威性”原则贯穿始终，围绕后疫情时代的大变化，展开世界共同

开放的大叙事。

一　以科学的精神探索科学

值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沉重叩问之际，如何解好改

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所遇之惑？我们的回答是：让科学理性之光

引导世界、穿越荆棘、走向坦途。

以科学测度为切入，我们通过构建世界开放指数，从经济、社

会、文化、政策、绩效等维度来衡量世界各经济体、各领域的开

放程度，努力填补该领域的研究空白，作为现有全球性指标的重

要补充。开放指数自面世以来，逐渐从一株象牙塔里的科研“幼

苗”成长为世界发展的实践“新绿”，赢得众多读者朋友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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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成为大家肯定的国际公共产品。以之为工具，我们得以更好回

望世界开放的来路、洞察世界开放的现实、展望世界开放的未来。

在指标编制过程中，我们坚持把科学性原则放在首位。求真：

为精确地衡量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开放程度，遵循科学的开放理论，

应用适宜的统计学方法，采集来自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

行等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客观且可靠的数据。唯实：既遵循国际经

济学界的主流看法，又切合当今世界的开放实践和各国的开放政策，

全面考虑货物、服务、人员、资金、信息等要素的流动，以经济开

放特别是贸易开放为主，结合相关联的社会开放和文化开放，同时

又综合考虑了国情差异。出新：突破性地把指数的时间窗口拉到了

最近，对于尚未发布2022年官方数据的部分指标，我们采用通用的

统计办法预估了这些基础数据，使2023年的《报告》得以首次将指

数更新至《报告》发布的前一年，发布最新的即2022年的世界开放

指数，有效地提高了时效性和政策参考度。

《报告》第1、3章重点展示了新一年开放指数研究的最新成果。

2022年的世界开放延续了2008年以来总体下降的走势，国家之间、

领域之间、区域之间的开放态势分化加剧。积极开放与保守封闭正

激烈碰撞、胶着对立，维护和扩大世界开放仍需各国共同努力、相

向而行。

世界开放“寒意”犹浓。2022年，世界开放指数为 0.7542，比

2008年的0.7975低5.4%，也是连续第七年介于0.75和0.76之间，比

2020年微升0.17%，比2021年下降约0.4%，为2008年以来第二低的

水平，回升基础仍不稳固。世界经济开放收紧，社会与文化开放在

较低位徘徊，开放政策和开放绩效仍然低迷。

开放表现“温差”拉大。从贡献看，2022 年有 78 个经济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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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开放正贡献，有 51 个经济体对世界开放负贡献。2008—2022

年，发达经济体开放指数从0.8543降至0.7882，下降7.7%；新兴经

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从 0.6741升至 0.7067，提高 4.8%。从领域看，

2022年世界文化开放指数和世界经济开放指数同比分别下降2.9%和

0.4%，而世界社会开放指数上升0.46%。

开放动力“破冰”有望。2022年世界开放政策指数为 0.7469，

较前一年下降0.9%，开放绩效指数为0.7618，在2021年提升0.1%基

础上再升0.1%。推动全球开放的积极动力不断累积，比如科技进步、

数字智能、绿色发展，进一步减少了货物、服务、信息等要素流动

的阻力，提升了开放绩效。同时，政策领域也不乏进展，如签证开

放指数从0.76稳步提升至1.07，2023年以来的国际航班客运量已经恢

复到2019年的90%以上。

二　以开放的气度书写开放

自《报告》创立之初，我们就坚持开放合作的核心要义，既以

之为目标，又以之为方法。《报告》旨在凝聚全球开放共识、推动世

界共同开放、提升各国人民福祉，其撰写和发布，就应更具包容性

和国际性。

为更好体现《世界开放报告》的“开放性”，在充分吸收前两

届《报告》发布暨国际研讨会与会嘉宾意见建议的基础上，2023年2

月我们在中国杭州、4月在意大利罗马、瑞士日内瓦，专门举办了三

场国际研讨会，深入听取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

国工发组织、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国际贸易中心、世贸组织、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等众多国际组织和智库的意见建议。越来越多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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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者参与到《报告》的研究当中，他们或是内容的设计者，或是

具体章节的撰写者，或是初稿的评议专家，或是研讨会的咨询专家，

真正使《报告》汇聚起全球的开放智慧、开放力量。

“积力所举则无不胜，众智所为则无不成”。正因有了众多政、

商、学、研有识之士的热情广泛参与，我们就开放主题做出了更深

入的学理研究，也在开放实践上达成了更务实的政策共识，《报告》

第2章、第8—11章即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充分展示了各国与世界在

开放中的良性互动。借此，我们得以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更深刻地理解“开放则兴、封闭则衰”的历史逻辑，回答好开放

“三问”。

——为何开放？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各经济体的开放度和

经济发展共同的趋势性都充分说明：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

路，是对人民好、各国好、世界好的大事业。二战后，美国通过签

署贸易协定等措施大幅削减关税，平均进口关税从 1944年的33%降

至1950年的13%，自由贸易的理念不仅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也

有助于全球的经济发展。今天，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四大赤字”

日益凸显的考验，各国更有责任为历史的进步添砖加瓦，以共同开

放促进国内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双赢”。

——以何开放？高水平的开放能力才能支撑高水平的开放度。

只有注重在开放中培育开放能力，才能承担更大的开放责任，同时

获取更高的开放收益。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以后，先后有36个新成

员加入。通过分析其“入世”前后跨度30—40年的GDP、进出口和

吸引外资等数据变化趋势可发现：2/3的成员“入世”后经济明显改

善，1/3的成员的经济变化不明显或受损。各成员“入世”损益的不

同，重要原因是其开放能力的差异。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



5序　言 让开放之光普照全球

展中经济体，需高度重视国家开放能力的建设。

——何以开放？最优的开放应是最合意的开放，开放能力的利

用达到其最大值，相应的开放度就是最合意的开放度。“橘生淮南则

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应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水平上把握开放

的“度”，既不能束手束脚，也不能盲目大胆。随着一国发展水平

的提升，开放能力得以进步，合意的开放度也应同步呈现阶梯式递

进的路线。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沿海、内陆、沿边梯度开放，按

“点—线—面”次第展开，新时代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

略，进博会越办越好，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

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走出了一条改革与开放、中国与世界良性互

动的道路，成为合意开放的范例。

三　以创新的风尚澎湃创新

经济全球化自诞生以来，其多维复杂的特征不断变迁，其影响

利弊共存、因国而异，但企业作为全球化主体的作用始终不减。基

于此，我们在案头钻研之外，也更加注重调查研究，在2023年《报

告》的撰写过程中，不仅邀请了更具代表性的世界500强企业参与研

讨，也更多地走向企业一线，深挖“源头活水”。

从中国的沿海县城到大洋彼岸，从传统的制造业工厂到新兴的

平台型企业，我们看到，在存量竞争激化、“内卷”博弈升级的当下，

企业家更加关注挖掘增量，不断“把蛋糕做大”，当“半球化”“慢

球化”“全球化曲终人散”等杂音甚嚣尘上之时，实业者更多谈及的

是“新赛道”“新蓝海”，乃至“新的全球化”。

作为观察世界开放趋势的“探路者”，我们深刻感受到，创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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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课题，也是新时代的机遇。《报告》第 4-5章聚焦数字经济

与绿色贸易对国际经贸合作的深远影响，阐释了在数字与绿色的新

风尚下，全球化不会散场，而会开拓新局面。

数字经济新引擎。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

主要经济形态，不仅催生新产业，而且赋能千行百业，已成为全球

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预计到2026年，全球主要国家数

字经济占全球GDP比重将达 54%。伴随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的蓬勃

增长，数字相关规则的内涵、外延也不断扩展，跨境数据流动、数

字知识产权和税收相关规则均取得新突破，并纳入越来越多的国际

协定之中。数字技术具有跨越人类交流障碍的天性，必然为扩大开

放带来强劲动力。

绿色低碳新赛道。绿色低碳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举。

2022年，世界绿色进出口总额达到 8.84万亿美元。近十年来，绿色

贸易在全球货物贸易总额中占比维持在20%—23%，仍有巨大的增长

空间。各国加强在碳定价、碳规则等方面的沟通与协调，减少“绿

色壁垒”，加速绿色低碳产品和技术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必将开拓出

更广阔的开放合作领域。

开放格局新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秩序面临重塑，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作为全球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寻求互利开

放的愿望更加强烈，需求更加迫切。近二十年来，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经济体经济增速总体领跑发达经济体，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持续

提升，基本保持了高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增速，也日渐成为国际投

资的重心，在世界开放与全球经济治理中作用越来越大，推动经济

全球化走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与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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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历史的视野创造历史

当我们讨论开放时，最不容忽视，也是被越来越多提及和关注

的，就是与之伴随的安全议题。当理性让位于一己之见的价值观，

效率让位于绝对的安全观，如何正确看待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

开放与国家安全？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开放和安全是否非此即彼？开放就一定不安全吗？西方有句话，

“不是商品走出去，就是士兵走出去”，当年英荷战争和美国独立战

争，都与贸易垄断相关。中国明朝与北元政权打打停停，榷场贸易

一旦开放，就会带来边境的和平安宁；张骞的“凿空之旅”，缘起

是联合月氏国共同防御匈奴，最终却开启了绵延两千年不绝的丝绸

之路。

历史昭示，开放的确会使一国面临的风险因素增加，但也会使

其在与外界的贸易、信息交流中壮大实力，提高维护安全的能力，

同时通过与外界增进互信、深化利益捆绑，获得更为稳定的外部环

境。冷战思维不能带来安全，以邻为壑也不能带来安全，世界安全

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在

开放与安全间做出更高水平的平衡。《报告》第6—7章从理论角度揭

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

并育而非相害。物理学的熵定律同样证明，开放不一定危险，

但封闭一定不安全。《报告》提出，得到了一个经济体开放能力保证

的开放度，是该经济体的合意开放度。在合意开放度下，经济体越

开放就越发展、越发展就越安全。我们不应只强调开放的安全性，

而偏废安全的开放性、安全的发展性。

中道而非极端。一个彼此联系的世界，并不存在绝对安全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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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世界开放指数2022

世界经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

类社会又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十字路口”。世界开放指数显示，近年来世界开放

持续低迷，但也蕴含着扩大开放的希望。

本章关于开放指数的计算，需说明两点。其一，为体现开放指数的时效性，

从2022年开始，开放指数的编制时滞从两年缩短为一年。最新年份的指数，主

要基于标准方法对可获得的当年部分基础数据进行估算。后续，将根据最新数

据进行相应调整，并在之后的《世界开放报告》中更新(1)。其二，作为权重计算

依据的GDP指标，国际组织统计口径发生变化（从2010年不变价改为2015年不

变价）。本章2021—2022年相关指数均按更新后的口径测算，2008—2020年历史

数据亦作出相应调整。

一　世界开放指数

（一）世界开放总体走缓

2022年世界开放指数为 0.7542，同比下降 0.4%，比 2019年下降 0.4%，比

2008年下降5.4%。

2021年世界开放指数为0.7573，同比提高0.6%、略超2019年水平，比2008

(1)  此测算方法为国际通行惯例。《世界开放报告2022》将世界开放指数更新至2020年，本书更

新其2021年和2022年数值。

外桃源，一方企图达到“绝对安全”，另一方就会感到“绝对不安

全”。安全的泛化和极化，只会带来国家内部的僵化和外部关系的

保守，既损人又伤己。“安全的泛化”反而将导致“不安全的泛化”。

同样，缺乏安全护栏的开放则是没有确定性、没有可持续性的开放，

应在全球层面探寻最优开放、最佳安全、最大发展之间的黄金结

合点。

和合而非排他。全球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日益

突出，《报告》认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世界经济秩序，对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至关重要。各国应在多边主义路

径下，统筹开放与安全，在合作共赢中提高开放能力，在交流互鉴

中扩大共同安全。正如马克·吐温所言：“如果你身上唯一的工具

是一把锤子，那么你会把所有的问题都看成钉子”，在携手同行的

时代，我们不应只看到这把所谓“安全”的工具，更应看到中华文

明中的“协和万邦”、西方文明中的“博爱济众”、伊斯兰文明中的

“宽容仁爱”，把共同的挑战放在团结合作中更好地解决。

当我们从亿万公里外的太空回望地球，沟壑与山川俱平，海疆

与陆界顿消，族群与文明的界限不再，人类是统一的命运共同体，

成为更为具象的事实。我们理应在前进还是后退、开放还是封闭、

合作还是对抗中作出正确选择，不让这颗星球踟蹰流浪甚而走向歧

途。科幻作家曾断言，“我们要么拥抱宇宙，要么一无所有。”我们

也可借此预言，我们要么拥抱开放，要么也将一无所有。要开放不

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理应成为砥砺前行的

基础共识，共同追寻人类的美好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