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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格局构建的着力点

余淼杰

目前，我国正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还有艰巨的改革发展任

务。从中长期看，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两个挑战：一个是人口

老龄化挑战，另一个是逆全球化势力抬头的挑战。面对这样的国际形

势，我们提出了一个对外开放目标，就是打造一个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重点注意这三个词——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更大范围”非常清晰，不仅是从数据表现上我国GDP已

达126万亿，更是在内容方面进行了全面更新。比如随着劳动成本的

不断上涨，我国已不再是最后的产品集结地，如同当年的日本和韩国，

中国也在逐步实现转型升级，在生产过程中附加着较高的中间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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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并正沿着更大范围的电子矩阵发展。“更宽领域”也不只是在货物方

面，同时也要在服务上发力。“更深层次”是指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要

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要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要进一步实现对

外开放，构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可以从以

下五个方面展开。

一、出口目的地多元化

近年，我国与美关系日趋复杂，跟欧盟关系也比较敏感。特朗普上

台后，很可能会推行60%的高关税，这意味着中美经贸会降到一定的状

态。所以企业应该调整向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国家出口。美国是我们重

要的贸易伙伴，但随着国际关系的日趋复杂，中美的经贸状态不容乐

观。而现在一直在强调的对北开放，在去年对俄罗斯的经贸总额已经

提升到了2400亿美元。转型升级虽然是好事情，但是以后的贸易逆差

会越来越大。国外会减少给我们进口石油和天然气。我的回答有两

点：第一点，到2030年我们的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达到

25%，还有75%靠化石能源，因此2030年之前不用太担心。第二点，到

2030年之后可以转向服务贸易。另外，金砖国家出口也是一个方向。

二、进口规模的扩大化

如果扩大规模是中间品的话，那其可以实现1+1>2的收益效果，同

时也有利于扩大国内统一大市场。国内统一大市场说到底就是四点，

要素市场的统一是起点，狭义范围上的五大要素有资本、劳动、土地、能

源和数据，从广义上理解，还有市场和严格管理。要素统一大市场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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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不是市场和计划统一的对立面，是分割和统一。这里我们要注

意，只能提国内投资大市场，而不能提中部统一大市场或者东北统一大

市场，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是资本投资大市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企，不断增强

国企的创造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不仅是简单的市

场准入，更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用户价格均等，换言之就是国企和民企

拿地的价格、贷款利率是否一致；另一个就是市场的退出，包括进驻和

经营的退出，要从这几方面一起去理解。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健

康发展是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起点，要点就是要实现商品和服务的统一，

特别是内外贸产品的统一，要实现同质、同线、同流、同生产线。比如在

中国买名牌衬衣，在美国就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质量的产品，这

就是因为在美国面临的竞争大，所以必须这么做。实现的路径和方式

就是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又包括两块，一个是有形的贸易成本，一

个是无形的、隐形的成本。降低隐形的成本更为重要。这就必须营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真正做到办事不求人，全部都是向好的新型的政治生

态，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保证因素就是市场监管总

局以及各级地方政府要发挥好作用，真正做到执法公平公正。

三、在服务贸易上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

扩总量是指目前我国的总量还不够高，要补齐总量的短板。调结

构是因为在服务贸易上存在贸易逆差，比如目前我国在美留学生有30

万人左右，在日留学生超11万人，而美国和日本在我国的留学生只有

800人和700人左右，所以巨额的贸易逆差要改善。高校要国际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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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同时更重要的是引进来。从旅游看也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

如何减少贸易的逆差？一个好的方法是树特色，可以参照韩国如火如

荼的服务贸易，特别是美容产业，韩国美容产业已经做到全球第一。在

东北有很好的用户基础，但是没有把好的资源利用起来。例如：现在重

点发展的中医强省、中医强国。在东北就可以找到好的人参、山参，但

附加值很低，所以打造品牌很重要。加上好的品牌价值能够使产品价

格翻倍，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举措。总之，服务贸易要扩总量、调结构、树

特色。

四、中国企业要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

“走出去”目前已经基本实现。我国在全球每年都在前三的水平，

曾经到了全球流量第一，总额在1450亿美元左右。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要走进去、走上去。走进去就是要做到民心相通。我国在国外做了很

多好事，但是个别国家仍在否定我们，面对这样的态势，我们要做得更

好。例如：宇通在毛里求斯建了个小港，花的经费不多，但是大家很感

谢宇通。同时还可以扩大影响，企业做成了明星企业，所以企业应该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就是走进去。走上去是投资的时候，考虑当地的

劳工成本比较便宜，矿产比较多，但在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下，我们要

强调用技术调动市场。

五、更好地引进外资

第一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已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因为附加值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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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劳工成本，现在中国的劳工成本跟东南亚国家对比已经没有比

较优势。

第二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不但不用转移出去，而且还可以吸引更多

的外资。因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投入并不是劳工成本，而是全

产业链的配套。如果有全产业链的配套，就会对外资有很大的吸引力，

这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我们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

666个工业小类，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我们独特的优势之一。所以，资本

密集型产业不用转移。

第三是国际游资最好的投资地方在中国。投资最重要的前提是安

全，中国是投资环境最安全的国家之一。现在美国降息，中国的产品价

格上去，就说明国际游资在中美这两个国家之间进行选择，所以，中国

对外资的吸引力还是很大，关键是要讲好中国故事。

第四是引进外资有利于培育新质生产力。如何更好地引进外资？

不是随便引入，一定是与地方的产业链融合在一起。如果是泛泛地引

进外资帮助不大，重要的是与产业契合在一起。苏州的太仓、昆山的独

资、日资、新资，每个地方、每个县、每个区有不同的产业，每个区域引进

的外资来自不同国家，可以差异化发展，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很好的案

例。所以，最重要的是引进外资要跟大工业区放在一起，这样就能够真

正地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创新型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技术革命

性突破。

第五是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现在陆上丝绸

之路因为“俄乌冲突”及地缘政治，鼓励企业家去中东或者东欧投资比

较难。我们应该抓住与俄罗斯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机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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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远东，向东发展。

作者简介：余淼杰，男，汉族，1976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戴维

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监

委特约监察员，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辽宁省人大立法委委员，辽

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是联合国国际经济学会（IEA）会士，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2019年）、首届青年长江学者（2015年）、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

授、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财政部“中美研究智库联盟”理事、俄

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名誉教授、俄罗斯联邦财政金融大学国际

顾问理事。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社科联

副主席、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全球经管类前 1％高被引论文经

济学者，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英国皇家经济学奖”的华人学者。

被联合国、亚洲发展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和多个地方

政府聘为专家顾问，被专门邀请到联合国总部作中国经济发展报告。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

曾在 Economic Journal、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经济研

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顶级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近 200篇，出版

中英德文专著、教材、时评随笔 27部。任国际著名学术期刊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副主编，商务部《国际贸易》执行主编，《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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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日本研究》主编、《长安大学学报》执行

主编。曾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次）、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

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五次）。代表著作《加工贸易与企业生

产率》获“刘诗白经济学奖”、“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全国贸易发展

研究奖”、“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成就

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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