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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取得新成效①
  

 

2016 年我国商务工作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下稳中求进, 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

较好的应对了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压力，“十三五”第一年的开局良好。2016 年

全球贸易持续低迷，国际投资有所减弱，美国等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全

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面临新冲击，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面临经济发展模式

的调整与转型。我国商务工作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坚持稳中求进，全面推进开

放发展理念，通过内外联动，加速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全球贸易投资治

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年规划建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在开放发展方面，《建议》从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

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以及大陆

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六个

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商务部 2016 年发布的《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提出了“十三五”时期商务发展的主要目标：力争未来五年内贸流通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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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显著提升，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体系基本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明显增强，国际经贸关系全方位拓展。 

以“十三五规划”精神为指引，2016 年中国对外开放体制改革逐步深化，

在重点领域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稳步前进，开放发

展理念成为引领我国对外开放领域变革的科学理念。在建立市场配置资源新机

制、形成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和形成国际合作竞争新

优势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1）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改革有序进行，资源全球配置效率逐步提升。采取

多项措施，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形成稳定、公平、透明和可预期的营商

环境。商务部加强市场监管，出台了一系列简政放权的改革措施，有利于促进

要素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的有序自由流动。加快推进与开放型经济相关的体

制机制改革，推进反垄断立法、执法，促进和维护公平开放的市场秩序。 

（2）经济运行管理模式改革取得突破，各项改革试点加速推进。外商投资

管理体制，金融体制改革，支持保障机制，经济安全的保障机制等方面的改革

取得突破。2016 年，我国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四个自由贸易试

验区的改革探索加速推进，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改革经验，并新设立辽宁

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 7 个自贸试验区，全

面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显著进展，为进一步

扩大对外开放，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2016 年 9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及商务部发布公告，将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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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设立及变更，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有效促进了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促进开放型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的改革向纵深推进。 

（3）全方位开放布局取得重大进展，中国成为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力

量。完善国际和国内两大战略布局，促进东西双向开放。《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明确了“一带一路”共建原

则、框架、合作重点与机制等。"2016 年我国一带一路"建设进展迅速，成效果

逐步显现，成为引领中国全方面开放的新平台。我国根据《关于加快实施自由

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所提出的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要求，2016 年加速推

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快构筑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

易区网络。进一步优化自贸区布局，并采取多种措施，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利

用自贸协定优惠政策。 中国与格鲁吉亚实质性结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加速推进，中国—海合会自贸区、中国-巴基

斯坦自贸区第二阶段谈判、中国-斯里兰卡自贸区谈判稳步前进、中国-智利自

贸区升级谈判正式启动、中国与秘鲁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联合研究、中国与毛里

求斯启动自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中国在 APEC 框架下提出的亚太自由贸易区

建设取得各方的积极支持。中国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建设网络逐步构建，中国

的自由贸易区伙伴国数量增加，地域扩展，协定的深度不断加强。境外经贸合

作区建设取得了较好进展。 

2016 年中国主办的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有效提升了我国在全球贸易投资治

理合作的地位。近年来，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呈现碎片化趋势，缺乏全球层面的

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zhengwugk/201611/33677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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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协调，然而，联动的世界经济需要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协调，以支持经济增

长和发展。2016 年杭州峰会实现了 G20 框架下的贸易投资合作的突破，首次设

置了贸易和投资工作组，实现 G20 的贸易部长会议常规化和机制化；发布了第

一份 G20 贸易部长会议共同声明，批准了《G20 全球贸易增长战略》，达成了首

个多边投资协定《G20 全球投资指导原则》。 

（4）国际竞争优势逐步培育和形成，促进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推动形成外贸可持续发展的新机制逐步建立。针对我国相关产业总体仍处于全

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尚有较大差距的情况，2016 年商务部提

出了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政策框架。在这些改革方案中，一个突出

的特点是:在指导思想方面更强调创新对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作用，鼓励

创新，促进创新成为中国经贸发展的新趋驱动力。近年来，中国外贸持续低迷，

中国制造在高端产品的竞争优势仍需要不断培育和巩固，中国制造正加速提升

国际竞争力，落实改革方案，培育产业发展的内在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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