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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再添六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再添六城
塑造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塑造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再添新成员！近日，国务院批
复同意在沈阳市、南京市、杭州
市、武汉市、广州市、成都市开
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试点期为自批复之日起3年。

受访专家认为，截至目前，
我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
点已经涵盖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
主要省市，在全国形成了“1+
10”发展格局。此次试点扩围，
体现了多点位、重基础、错位化
的服务业开放布局思路，将加
快带动服务业开放向全国纵深
发展。

“1+10”发展格局加快带动
服务业开放向全国纵深发展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发
展现状和行业特殊性决定了服
务业的开放需要在一定地区、
一定范围先行开展试点，摸索
出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然后
扎实稳妥地在全国逐步推开。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副
所长、研究员俞华介绍，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是党中央、
国务院就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作出的重要部署，至今已开展
了7年的持续创新探索，形成
北京、天津、上海、海南、重庆等
省市“1+4”示范试点格局，为
全国的服务业开放积累了经
验、探索了路径。

2015年5月，北京成为全
国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
点城市。2021年4月，试点首
次扩围，将天津、上海、海南、重
庆4省市纳入。不久前，试点
迎来第二次扩围，沈阳、南京、

杭州、武汉、广州、成都等6个
城市获批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试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
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告诉中
国城市报记者，此次选择沈阳
等6个城市以扩大服务业开放
试点，主要是通过各具代表性
的典型城市，充分发挥其在服
务业发展上的先进经验和带动
作用，逐步增加服务业扩大开
放综合试点，形成“1+N”示范试
点布局，为全国的服务业开放积
累更多经验、探索新的路径。

俞华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此次试点扩围
有利于服务业全面扩大开放，
为我国服务业在更大范围、更
宽领域、更深层次扩大开放积
累经验、试压试水；有利于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探索制
度型开放路径，引进全球高端
服务企业来华发展，引领带动
我国本土服务企业加速赶超；
有利于构筑服务业开放新高
地，探索出更多创新案例和开
放经验，打造我国在服务业扩
大开放方面的新标杆。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6城
市获批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
合试点，我国服务业扩大开放
布局呈现出新特点。

俞华表示，以前是一省、四
个直辖市的省级层面试点，如
今试点扩大到省会城市层面。
截至目前，我国服务业扩大开
放综合试点已经涵盖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东北和中西部
地区的主要省市，最早开始试
点的北京已经于2020年升级
成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
示范区，全国形成了“1+10”发
展格局，体现了多点位、重基
础、错位化的服务业开放布局
思路，将会加快带动服务业开

放向全国纵深发展。
“通过此次扩容试点，我国

服务业开放综合试点在空间分
布呈现沿海与内陆双向统筹，
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
地区全面覆盖，与国家的重大
区域发展战略相统筹协调，特
别是利用好自贸试验区和自贸
港的开放平台功能，切实发挥
出各地区城市的引领带动作
用。”刘向东说。

为何越来越强调服务业开放

近年来，我国不断采取措
施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包括
压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的服
务业条目，增加鼓励外商投资
产业目录中的服务业条目，增
加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等。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要求，要扩大市场准入，
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
度。话音甫落，服务业扩大开
放综合试点迎来扩围。

为何越来越强调服务业开
放？刘向东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改
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对外开放
已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迈
向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制
度型开放，市场准入已由制造
业等领域向服务业领域延伸，
并成为巩固国内大循环和连接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基础和
纽带。加快促进服务业重点领
域重点地区开放创新，将进一
步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
对外开放的能力和水平，同时
更有效地以国内大循环发展吸
引全球资源要素配置，提升贸
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服务业扩大开放之所以重
要，在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副主任、丝路研究院(海口)首席

专家兼院长张湧看来，服务业
已经成为解决就业、吸引外资
的主力军。

张湧援引国家统计局数据
介绍，2013至2021年，服务业
就业人员累计增加8375万人，
年均增长3.0%，平均每年增加
就业人员931万人。2021年，
服务业就业人员35868万人，
占 全 国 就 业 人 员 总 数 的
48.0%，比2012年提高11.9个
百分点。

同时，服务业已经成为我
国利用外资的主力。2021年，
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9065亿元，同比增长16.7%，占
全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比重
为78.9%，比2012年提高30.7
个百分点；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中服务业占比91.2%。

俞华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扩大服务业开放有利于顺
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在国
际经贸规则变化中掌握主动。
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处于动力
转换和结构转型的深刻调整
期。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
多数年份，世界货物贸易增速
低于经济增速，服务贸易日益
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动能，服
务在全球整体贸易附加值中的
占比已经超过一半。

在俞华看来，扩大服务业
开放还将有利于顺应居民消费
升级趋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2017年全
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
首次进入联合国划分的20%—
30%的富足区间，此阶段是居
民消费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关
键时期，教育、文化、保健、旅游
等服务性消费成为消费的主要
组成部分。积极引进发达经济
体优质服务企业，符合我国居
民消费升级方向，对于提升广

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具有重要意义。

着力推进服务业高水平开放

在刘向东看来，我国服务
业开放发展还存在一些短板和
不足。 比如，科技研发、金融
服务、信息服务等发展相对滞
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偏低、开
放程度不高、行业发展有较大
差异；很多服务业国际竞争水
平不高，无法满足国内日益增
长的高质量服务业需求；服务
业领域边境内壁垒较高，部分
服务业领域存在垄断行为；医
疗、教育、信息、健康、文化等生
活性服务尚不能满足居民消费
升级的需要。

俞华认为，自2015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
见》以来，我国开放型经济各领
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不同程
度的重要进展，但是服务业领
域仍是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机
制的一块短板。由于内外多种
因素影响，服务业开放相对滞
后问题仍然存在，如一些市场
急需、消费需求大的境外服务
消费新技术新产品进入我国市
场具有一定难度，亟待借鉴国
际标准、扩大市场准入。

另外，当前金融、交通、健
康、医疗等领域的数字服务经
济发展较快，但数据的跨境流
动仍是难题，亟待解决。俞华
认为，未来需要进一步放宽市
场准入限制，提升流动型开
放。全面放开完全竞争的服务
消费领域，如旅游服务、分销服
务、环境服务、信息服务及与制
造业相关的领域外商准入限
制，还要进一步提升开放诉求
大但开放水平较低的医疗、金
融、电信、教育、文化娱乐、专业
服务等领域。

关系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
素是制度。记者注意到，国务
院在批复中要求，试点要稳步
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
制度型开放，紧紧围绕本地区
发展定位，进一步推进服务业
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现代服务
业，塑造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
势，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国务院在批复中还要求，
有关省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服
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的
组织领导，在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精心组织，大胆实践，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开展差异化探
索，在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取
得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为全国服务业的开放发展、创
新发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白鹤滩水电站16台
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近日，世界技术难度最

高、单机容量最大、装机规

模第二大水电站——白鹤

滩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

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正

式投产发电。至此，白鹤滩

水电站16台百万千瓦水轮

发电机组全部投产发电，这

标志着我国在长江上建成

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中新社发 闫科任摄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