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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本报记者 严 瑜 张 盼

两会观察

两会聚焦

民生福祉彰显发展温度

近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不断拓宽，程度不断加深，吸引更多外国
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紧密。“2020年中国经济复
苏走在世界前列，充分展示了中国市场的澎湃活力。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市
场，正是因为对中国的营商环境和经济韧性有信心。我们必须提升自身能
力，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合作。”季志业建议，中国应进一步集中精力补齐
短板、锻造长板，完善自身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提高发展质量，向世界展现
出持久的吸引力。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协副主席蔡庆锋建议，一方面，要持
续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吸收借鉴国际成
熟市场经济制度经验；另一方面，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加快推进建立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与国际投资和
贸易规则发展趋势相适应的管理方式。

“中国现有的21个自贸试验区给国际投资者及海外侨胞创造了很好的投资
机会。‘十四五’期间，中国将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
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广大海外侨胞也大有可为，要抓住机
遇，乘势而上，寻求更好发展。”陈乃科说。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开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外贸外资稳中提质”。“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提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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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代表委员们表示，中国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拥抱世界的自信与担当。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国的开
放之门越开越大，将同世界各国共享更多发展机遇，助推全球经济恢复与发展。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
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我们要全
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习近平

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重大举措陆续推
出、成功举办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20年，中国扩大开放的步伐
持续加快，与世界合作共赢的决心坚如磐石。

“尽管逆全球化思潮在一些国家抬头，但国际合作的步伐从未停歇。过去
一年，中国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完成中欧投资协
定谈判，举办进博会、服贸会等国际经贸盛会，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坚定不移
推进改革开放、乐于与全球分享市场机遇的明确信号。”全国政协委员、香港
金融发展协会主席魏明德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季志业去年曾赴浙江义
乌、广东深圳等地考察。“在义乌，我看到借助电商平台以及中欧班列，国际商贸
往来并未因为疫情而严重受损。在深圳，一些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在研发新技
术、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同时，也与国际市场快速接轨。”季志业表示，2020年中国
对外贸易逆势增长，可喜成绩的背后是扩大开放政策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阳泉市市委书记姜四清说：“‘十四五’时期，中
国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高水平开放打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
争新优势。我们要在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
开放、拓展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上下功夫，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为世界经济注入动力为世界经济注入动力

中国将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
等制度型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营商环境，发挥超大市场优势和内需潜
力，为各国合作提供更多机遇，为世界经济复
苏和增长注入更多动力。

——习近平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愿与世界各国扩大相互开放，实现互利共赢。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表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

中国对外开放将更注重体制机制与国际惯例、国际通行规则全面接轨。政府
工作报告释放的积极信号表明，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方向没有改变，将
努力扩大“朋友圈”，与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市场正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政府工作报告反映了中国坚定维
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表明中国继续扩大开放，与世界各国在相互尊重的
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赢的意愿。”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张晓东认为，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广阔的国内市
场空间、多样化和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以及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对世界
经济的稳定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

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继续实施互利共赢
的开放战略，这在‘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得到充分体现。”全国人
大代表、浙江省侨联副主席、国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乃科表
示，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
势，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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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值得期待。

积极开展广泛合作积极开展广泛合作

我们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更加有
效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
加主动地扩大对外交流合作。凡是愿同中国
合作的国家、地区、企业，我们都会积极开展
合作。

——习近平

“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坚定
不移增进民生福祉。”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
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着
力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民生难题，兜牢民生底线，办好
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

“十三五”期间，党和政府从人民群众普遍关
心、反映强烈的问题出发，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
善民生，交出了一份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5年间，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计超过 6000万人，基本医疗保
险覆盖 13.6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 10亿人，脱
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一组组数字，记录着人
民群众不断提升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为
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

“十四五”时期，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与此同
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也在日益提高，民生工
作面临着“再上层楼”“更进一步”的压力和挑战，
增进民生福祉的“边际难度”也在加大。这个时
候，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要
不断制定新的阶段性目标。在“十四五”规划纲要
草案中，“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被列为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目标之一。这意味着，中国将在高质量发展
过程中持续办好各项民生事业，在更深层次不断增
进民生福祉。

事关民生福祉的内容干货满满。超7万字的“十
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涵盖20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

指标，其中涉及民生福祉的有 7 项，占比超过 1/3，
是历次五年规划中最高的。规划纲要草案还提到健全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
生建设，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等一系列“民生礼包”。
这些暖心举措，回应着人民群众的热切诉求，充分体
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
的共同期盼。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还需
要自觉主动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更加积极有为地促
进共同富裕”“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等
表述，已经写入“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展望

“十四五”，人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将更加注重推动
共同富裕。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
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面向未来5年、15年，“十
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已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描绘了崭新
图景。锚定目标，真抓实干，中国人的生活必将越来越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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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20年 11月 7日，在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参展商现
场直播带货。 翁奇羽摄 （人民视觉）

图②：2020 年 9 月 8 日，观众在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观看中车出口澳大
利亚悉尼的双层客车模型。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图③：2020 年 11 月 13 日，在浙江义
乌，俄罗斯商家和游客一起品尝产自俄罗
斯的啤酒。 钱旭升摄 （人民视觉）

图④：2020年8月28日，鸟瞰海南国
际会展中心二期扩建项目。

石中华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