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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扩大开放四项重大举措的影响①
  

 

 

2018 年 4月 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

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在扩

大开放方面推出四项重大举措：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

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这四大举措，既

有利于中国自身，也将为世界各国创造机遇，是共赢之举，将带来深

刻影响。 

 

第一大举措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意在扩大外资在华投资领域、放

宽外资股比限制，让外资可投资的机会增加。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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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制造业领域已基本对外资开放，保留限制的主要是汽车、船舶、

飞机等少数制造业行业，未来将放宽外资在这些领域的限制，尤其是

汽车行业将会尽快放开。与此同时，中国在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较慢。

随着中国服务业领域的竞争力提升，以及扩大开放的需要，中国也将

尽快放开服务业领域投资。其中，最为关注的金融业领域开放措施将

会尽快落地。其他服务业也会尽快开放。服务业开放不仅将为外资创

造巨大机遇，还有助于中国尽快提升现代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促进服

务业发展。 

 

    第二大举措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意在提升中国的营商环境，

让外资愿意来中国投资。即便上述提到的中国的第一大开放举措能够

落实，对外资的投资限制减少，如果自身营商环境不好，也吸引不到

外商投资。近年来，中国的营商环境水平不断提升，但和世界拥有高

营商环境水平的经济体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改善投资环境，为外资

创造良好稳定的预期，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将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 

 

    第三大举措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则专门回应外国和外资的重大关切，

让外资放心地来中国投资和做业务。实际上，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是衡

量一国营商环境水平的指标之一。中国将知识产权专门作为一项重大

举措，体现了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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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并不存在一致的共识。对于创新能力强的发达国家而言，当然希望

有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

程度则并不一定有利。中国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让高水平外资放心来中国投资。中国企业将会通过正规的渠

道和外国企业加强技术合作。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技术和创新水平提

升，去国外投资时也会得到外国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 

 

    上述三大举措将有助于中国吸引到欧美国家的高水平外资。大幅

度放宽市场准入让外资具备来中国投资的机会，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

资环境让外资愿意来中国投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则让外资消除投资

过程中知识产权无法得到保护的顾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吸引

的外资还主要来自港澳台、日韩等东亚经济体。这些外资不能说水平

不高，但和欧美国家的高水平外资相比还有一些差异和差距。中国未

来吸引外资将更多注重质量，来自欧美的高水平外资无疑是吸引对象。

与此同时，欧美发达国家之间一般存在双向投资，真正高水平投资一

般只在欧美国家之间投资，很难流向其他地区和国家。但随着中国经

济发展水平提升，以及多年来拥有稳定良好的投资环境，欧美国家内

部的企业投资饱和，欧美企业越来越愿意来中国投资。当这种意愿和

中国扩大开放相对接时，有利于欧美扩大对中国的投资，进而取得双

赢的结果。这种投资主要聚焦于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是欧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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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优势所在。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由于在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的优势并不明显，暂时不具备来中国投资的能力，或者机会较少。 

 

    前三大举措让中国能吸引到高水平外资，主动扩大进口作为第四

大举措则让中国能利用到外部资源。中国扩大进口是自身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必然作为，也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和福利提升。改革开放后的

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在努力促进出口，通过出口换来外汇、带来就业、

促进增长。促进出口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要走的路，

无可厚非。但中国入世至金融危机爆发时期，中国出口呈现井喷式增

长、顺差也呈指数式增长态势，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快速扩大。目前，

中国外汇储备已足够发挥各类作用，中国国内市场创造就业的能力也

今非昔比，中国增长也面临结构性转型。致力于实现贸易平衡符合中

国自身利益。在国际贸易中，出口只是手段，发展中国家促进出口是

为了换取用于进口的外汇，进口才是目的，出口最终体现到进口中才

能真正起到提升福利的作用。中国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来扩大进口，弥

补自身生产的不足。这既在短期内提升消费者福利，又能弥补中国资

源不足的短板，还能在中长期范围使中国的发展更加平衡和充分，从

而有助于缓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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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需要扩大的进口产品而言，主要是三类：第一类是资源型产

品和农产品，如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因此，中国对来自生产这

些资源型产品的国家的进口将增加，这为“一带一路”沿线资源丰富

的国家以及其他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和发达国家提供了机遇；第二类是

面向消费的终端产品，如汽车、日用消费品等，由于中国在这些产品

的生产能力不足，或者无法提供高质量的类似产品，而人们的需求日

益多样化和高端化，需要扩大进口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为欧美日韩等

国家提供了巨大机遇；第三类是高技术产品，如许多资本和技术密集

型行业的上游零部件，尽管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巨大进步，但

在核心技术领域仍然需要突破，对进口的依赖较大，中国一方面需要

自主创新，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进口弥补自身生产的不足，这为欧美

日韩等国家提供了机遇。 

 

    当然，扩大进口对于中国贸易再平衡有一个过程。首先，中国扩

大进口主要还是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进口取决于企业决策，政府可

以鼓励，但不会强求。如此，企业决定从哪个国家扩大进口、哪些行

业会扩大进口等都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中国

的贸易顺差可能会削减，但具体到双边贸易差额，可能会有调整。其

次，尽管提升消费者需要的最终品进口会降低中国贸易顺差，但是中

国扩大生产需要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可能会有利于中国的供给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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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改革，提升中国生产和出口能力，从而缓冲扩大最终品进口对贸

易顺差的削减作用。最后，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确实较大，出口额是

进口额的 1.23倍，这意味着即便中国出口增速低于进口增速，顺差规

模也会扩大。只有当进口增速大过出口增速一定程度之后，顺差规模

才会减小。中国的扩大进口并不是简单的增加进口，而是提升进口增

速，从而使得进口额增速明显高过出口增速，最终起到降低贸易顺差

的作用。但这并不会一蹴而就。 

 

    对于扩大进口，还有一个需要强调的是，习近平主席提到中国要

“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中国履行入世承诺，

一直在努力谋求加入《政府采购协定》（GPA）。在国际贸易中，可以基

于购买方划分为两类交易：民间购买和政府采购。通常强调企业和居

民之间的民间购买多一些，但政府采购市场同样重要。对于所有国家

而言，政府采购额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据较大的比重，对于大

经济体而言，普遍占到 10%-15%。GPA 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中规范

成员国间政府采购市场引致的国际贸易的主要规则保障，是 WTO 多边

框架下的诸边协定，即自愿加入，并不是所有成员国都受此协定约束。

中国加入 WTO时，并没有签署 GPA，但是承诺会加入，并于 2007年底

启动了加入 GPA 谈判的程序。目前，中国已经提交了六次出价，但仍

没有获得 GPA 成员的认可。习主席这次的讲话提到要加快加入 GPA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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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意味着中国将大幅改进出价清单，尽量满足 GPA 成员的期待。换

算成美元，中国政府采购规模超过 4000 亿美元，并快速增加。诸多

GPA 成员尤其是发达经济体非常关注中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希望中国

能进一步开放这一市场，在巨大的中国政府采购机遇中分一杯羹。中

国加入 GPA 后，政府采购中，来自进口的采购将增加；外企也能更加

公平参与竞争，在政府采购中，外企的份额将显著提升。与此同时，

根据 WTO 统计，GPA 所有成员的政府采购规模达到 1.7 万亿美元，只

对 GPA 成员开放。未来，随着中国商品和服务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外

贸由大做强，中国企业将在国际政府采购市场越来越具竞争力，GPA

成员对中国企业的采购也将增加。整体而言，如果中国能尽快加入 GPA，

中国来自 GPA 的 47 个 WTO成员的政府采购额将会增加。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无论是来自欧美日韩等发达经

济体，还是来自资源丰富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无论是对于外商投资，还是进口；无论是对于民间的贸易，还是来自

政府采购，都将得到实惠。这不论对于中国自身，还是对于世界各国，

都将是巨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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