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赢】越开放，越有竞争力

真正的开放，不止在简单的货物交易。1999

年，德意志银行中国在岸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

睿来到中国求学，毕业后进入在华外资银行工

作。20多年的工作历程里，他亲身经历了一系列

重大的变革，工作上也开始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中国金融开放步伐之快，超乎预期”“中国金融

市场的变化发展令人兴奋”，回忆里，方中睿感慨

不断。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伴随着习

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话语，中国金融业新一轮

扩大对外开放的大幕正式拉开。

彻底取消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人身险领

域外资股比限制一系列政策落地，落实了扩大金

融业开放的承诺，一系列首家外商控股或独资机

构的落地，让国际金融机构更加深度地参与中国

金融市场发展。

越开放的领域，越有竞争力。在“中国这十

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银保监会副主任肖

远企曾分享这样一组数据，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

大的银行市场，在全球1000强银行排名中，有近

150家银行上榜；保险业成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

场。数据显示，2021年，在华外资银行资本和资产

均较十年前增长超过50%，在华外资保险公司资

本十年间增长1.3倍，资产增长6倍。

金钱永不眠。广阔的市场前景，让中国金融

市场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

总结，外资企业之所以坚信“投资中国就是投资

未来”，一方面是看好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发

展前景，看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看好中国产供

链网络。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我们坚定不移推动高

水平开放，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持续为外资提供

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一组数据足以印证，2021年末，境外投资者

投资我国证券21554亿美元，较2012年末增长3

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比十年前

增加了2.4倍。人民币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特别提款权，成为第三大篮子货币，权重从

10.92%提升至12.28%。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经验表明，扩大开放是

实现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目

标的强大推动力，也是进一步提升中国金融市场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关键之举。”中国人民银行副

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如是说道。

纵使逆全球化的声音不时侵扰，中国大开放

的格局亦不曾动摇。根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我国将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

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正如汪

文斌在面对媒体提问时回答，“无论国际风云如

何变幻，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

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

济全球化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决

心也不会变”。

【选择】“松手”还是“拉手”

一条条“黄金桥”的落地，同样见证了中国的

开放之路。2001年，多哈会议上的一声槌音，被称

为“中国的入世之音”，自此，掀开了中国深度参

与经济全球化的崭新一页。WTO的数据显示，

“入世”20年来，世界货物贸易总额增长了不到2

倍，中国货物出口则增长了7倍多，货物进口增长

了近6倍。20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

献率接近30%。

从简单开放到制度创新，开放的纵深和内涵

不断递进着。2013年以来，中国分批次设立21个

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形成了

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新态势。

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窗口。“我国自贸试

验区、自由贸易港开放建设开创了新的局面，从

蓝图变成了实景。”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

判副代表王受文表示，我国一共设立了21个自贸

试验区，向全国复制推广了278项制度创新成果。

以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进出口占

全国17.3%，吸收外资占全国18.5%。

“没有中国，世贸组织就无法称之为一个世

界性的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曾表

示，中国“入世”具有历史意义，是“具有分水岭意

义的时刻”。

但世界贸易无法永远一马平川，在地缘政治

和疫情干扰之下，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面临诸多挑

战，对此，中国入世谈判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之一、世贸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曾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中国“入世”的红利，可以说已经用到

极致，确实需要新的突破，但这种突破不是放弃

世贸组织另辟蹊径。经济全球化还在继续，数字

经济方兴未艾，市场开放没有止境。

开放没有止境，但方向需要调整。2018年4月

10日，世界被一场演讲“刷屏”，习近平总书记在

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 创

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并用“宜早不宜迟，宜

快不宜慢”发出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中国最强

音。而这时，距离改革春风的吹拂已经过去了40

年，距离“一带一路”的倡议已经过去五年。世界

都在关注着中国在这一特殊历史节点的回答。

“加快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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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全球供应链遭遇冲击之际，

中国对下一阶段发展路线图的再定位足以激起

千层浪。曾有人这样评价，之所以推出“双循环发

展格局”理念，就是要在拥抱全球化的同时，在危

机时刻能够独立、自主。

时间给了我们答案。从“入世”汲取红利的中

国正同相关各方，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新平台。

今年6月，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如期举

办，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313家境外跨国公司报

名线下参会，共签订99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

156亿美元、合同外资53.1亿美元；7月，第二届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收官，61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2000家企业、2800多个知名品牌参展及

600多个全球新品首发首秀；2022年服贸会、第五

届进博会即将在8月31日和11月拉开序幕，一系列

国际盛会，彰显着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的信号。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1年9月，中国正

式宣布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CPTPP），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全面、最进步、最

创新、最开放的经济贸易规则，因此也被业内专家

认为，这是第二次“入世”。一个多月后，中国正式提

出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这

将有助于中国在新发展格局下与各成员加强数字

经济领域合作、促进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松手”还是“拉手”，中国的答案一目了然。

荩荩 利用外资规模实现稳定增长

与149个国家

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雅万高铁等一大批项目

扎实推进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不断提升，

境外投资存量超过2.6万亿美元

荩荩 不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基本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

资产较十年前增加了2.4倍

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特别提款权（SDR），成为第三

大篮子货币， 权重提升至

12.28%

荩荩 中欧班列成绩单

2016年至

2021年

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由

1702列增长到15183列，

年均增长55%

运输货物品类从最初的手机、笔记本电

脑等IT产品，扩大到汽车配件及整车、化

工、机电、粮食、酒类、木材等5万余种

年运输货值由80亿美元提升至749亿
美元，增长了9倍，在中欧贸易总额中的占

比从1.5%提高到8%

荩荩 自贸试验区成绩单

以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

贡献进出口占全国17.3%

吸收外资占全国18.5%

我国一共设立了21个自贸试验区
向全国复制推广了278项制度创新成果

T013
2022/ 8/ 26
北京商报

BEIJINGBUSINESSTO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