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4 
 

 

Policy Brief No. 201822                                                April 12, 2018,  

东艳：dongyan@cass.org.cn   

 

更开放的中国惠及世界①  

 

新时代的中国，更加开放，更加自信。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这份力倡中国扩大

开放、呼唤时代担当的中国方案不仅在会场内赢得热烈掌声，也在会场外

引发各界热议。 

《光明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

员东艳，请她解读未来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记者：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将采取四项重大开放举措，并且强调我们

将尽快使之落地。您怎么看待未来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东艳：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开放的基本内涵和重

要意义，标志着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已经进入顶层设计新阶段。习近平主

席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并提出了配套的体制机制调整要求。 

                                                             
①东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本访谈已发表于《光明日报》，2018 年 4 月 12 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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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 5 年间，中国通过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完善体制机制、提升

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等举措不断探索扩大开放。例如，对外商投资实行准

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已经

进行了有益尝试；主动扩大进口也是在中国贸易转型升级、构建贸易强国

过程中一直努力进行的工作……这些措施与中国已有的改革开放实践有效

衔接，并非突然提出。如今，新的扩大对外开放要求中国实现更快、更高

水平、更全面深入的开放，通过重点推进的方式，未来将引领全面开放新

格局的构建。 

 

记者：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

会越开越大”的时候，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您认为在当前国际经济、

国际贸易形势下，掌声背后有何深意？ 

东艳：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

时代潮流”“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当前

经济全球化面临一些波折，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的阴影不断，多边贸易体

系正面临更广泛的挑战。在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低潮的同时，区域一体化

也进入调整时期。近期，一些国家的单边主义政策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也带

来挑战。 

世界经济目前依然处于复苏阶段。2017 年，世界经济复苏稍有起色，

而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对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带来挑战。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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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明确表明了中国坚定扩大开放的主张。继续扩大开放是

在逆全球化思潮汹涌的情况下中国对世界发展给出的庄严承诺，为世界经

济复苏注入了稳定剂，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获得国际社会掌声的深意

不言自明。 

 

记者：作为中国对外开放举措的重要部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已经走过了 5 个年头。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特别强调，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

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如何看待这种全新

的对外开放合作模式？ 

东艳：习近平主席主旨演讲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是“创新”。创新是引领

未来的重要动力。创新既包括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更包括创

新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中国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倡导全球治理中的普惠包容、共享共赢，反对以邻为壑，倡

导各国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构建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全球伙伴

关系。 

5 年来，“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逐步成为最广泛的国际合作平台，

已经有 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这表明“一带一路”

倡议所体现的理念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有助于各方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促进联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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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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