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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型开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制度型开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迟福林 马 禹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
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建设更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
我们主动作为以开放促改
革、促发展的战略举措，要围
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以
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
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
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配套政
策措施，积极主动把我国对
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制
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重要内容，其本质就是
从商品要素流动的开放向
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开
放转变。这就要求我们既
要学习规则，又要参与规则
的制定，从高标准国际经贸
规则的跟随者和接受者向
参与者和制定者转变。实
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进
国内制度和国外规则高效
协同，依托国内经济循环体
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
大引力场，使开放与改革深
度融合，以制度型开放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

以制度型开放
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经过改革开放 45 年的
发展，我国经济结构与改革
开放之初相比有了质的变

化。未来10—15年，经济结
构仍有较大转型升级空间，
并蕴藏着高质量发展的巨
大潜力。从产业结构看，服
务业占比快速提升，2000—
2019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
增长 15.8%，是同期世界平
均增速的 3.8 倍，成为服务
贸易发展的坚实基础。从
消费结构看，居民的消费需
求快速增长，尤其是服务消
费的需求增长最快，成为服
务 贸 易 发 展 的 重 要 推 动
力。估计到2025年，我国城
乡居民服务型消费支出占
比 有 可 能 从 2022 年 的
43.2%提高至 50%左右，由
此将带来约 10 万亿元的新
增消费市场。

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
则、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助于
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我国经
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转
型发展中面临的不少问题需
要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条件
下加以解决，推进制度型开
放已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的重要动力。一是我国生产
性服务业的发展仍然面临短
板，而一些卡脖子的问题就
主要存在于生产性服务业领
域。这就需要进一步放开该
领域的市场准入，吸引人才、
资本、技术等国际高端要素
的进入，尽快补齐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的短板。二是通过
制度型开放，可以进一步扩
大对优质商品与服务的进
口，在释放巨大消费潜力的

同时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三
是扩大制度型开放能够推动
构建新型价值链合作机制，
着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
球公共产品属性，助力我国
企业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规则体系的支持者、维护者，
并参与、引领和主导新兴产
业标准、技术标准、产品标准
和监管标准等经贸规则的制
定，推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
规划、机制与国际接轨。

以制度型开放
促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实施高水平开放，特别是
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
等制度型开放，有利于我国
深度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培
育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
竞争的新优势，以开放的主
动赢得深层次市场化改革的
主动。

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助于
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
的营商环境。当前，对标
CPTPP 等高标准经贸规则，
在公平竞争、反垄断、知识产
权保护等方面明显强化制度
性安排，有助于夯实要素市
场基础制度，打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
境。为此，要以参与更高层
次国际合作和竞争为导向，
不断完善营商环境。一是强
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在
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
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

面，对国企、民企、外企等各
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推
动产业政策转型，实现经济
政策由产业政策为主向竞
争政策为基础的转变；二是
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优
化政府事中事后监管，加强
市场监管体系建设，构建科
学、高效的政府监管体系；
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
内外规则对接与合作，严格
规范行政机关和执法机关
的执法行为，严格保护企业
家和法人财产的取得、使
用、处置、继承等权利以及
被依法征收时得到补偿的
权利，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
法律制度，稳定企业发展信
心和预期。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
推进制度型开放

服务贸易不仅是衡量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也是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
中高端迈进的关键因素。进
入新发展阶段，服务贸易开
放成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重点、焦点与难点。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型开放，
重点之一是推动服务贸易的
开放与创新发展。

服务贸易开放直接依赖
于制度型开放的突破。服务
贸易主要是指向消费者提供
服务的贸易行为，与货物贸
易依赖于“边境上”开放不
同，服务贸易开放直接依赖

于“边境内”规则、规制、管
理、标准等与国际衔接的程
度。过去几年，我国服务贸
易发展与制度型开放进程直
接相关。2022年，我国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下降到 117
项，其中服务业领域 83 项，
占比为 71%；全国外商投资
准入负面清单下降至31项，
其中服务业领域23项，占比
为74%。

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有
助于释放服务贸易发展的巨
大潜力。预计到2030年，我
国服务贸易额占外贸总额的
比重将由目前的 12.5%提高
至 20%左右；数字贸易占服
务贸易的比重将提升至60%
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
占服务贸易比重明显提升。
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的客观需求，需要加快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与服务领域开
放进程。例如，推进健康服
务贸易发展，不仅需要放宽
健康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限
制，更涉及健康领域的人
员、物品、资金等要素的自
由流动。为此，需要进一步
推进关于健康人才资格互
认、物品标准互认及与之相
配套的资金支付与转移制
度等领域的创新与管理。【第
一作者系海南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中国（海南）改革发
展研究院院长，第二作者系中
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助
理研究员】

■魏顺庆

战国时期，鲁国宰相公仪

休很爱吃鱼，在他当上鲁国

宰相后，全国的人都抢着买

鱼送给他，公仪休不接受。

他的学生不解地问他：“老师

爱吃鱼却不接受别人送的

鱼，为什么呢？”他回答说：

“正因为我很爱吃鱼，所以不

接受。如果接受了这些鱼，

就必然产生迁就别人的心

理；有了迁就别人的心理，就

可能枉曲法律，而枉曲法律，

宰相之职就会被罢免。虽然

我喜欢吃鱼，等到被罢免了

宰相 ，谁还会再给我送鱼

呢？到那时，我又不能自己

供给自己鱼吃；如果不接受

别人送的鱼，宰相之职就不

会被罢免；虽然没有接受别

人送的鱼，我还是能够自己

长期供给自己鱼吃呀。”

公仪休作为位高权重的

官员，以清廉自守之高尚情

操 ，赢得了后人的广泛赞

誉。“宰相拒鱼”的典故所蕴

含的道理简单而深刻，至今

仍有极强的现实教育意义。

这则历史典故告诫我们：惟

有防微杜渐、慎微慎初、坚守

清廉才能“其鱼长存”，无论

何时都不能为利益所诱惑，

而成为“规小得而大失者”。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

微澜之间。任何事物的发展

变化都有一个由小到大，从

质变到量变的过程。贪腐几

无“一步到位”，堕落也总是

从渐变到顿变的结果。现实

中许多腐败案例警示我们，

某些贪官之所以身陷囹圄，

大都是从不该吃的吃了、不

该拿的拿了、不该玩的玩了，

由小事“破防”开始，然后在

“温水煮青蛙”中结束。究其

放纵、逾矩之根源，无不是发

端于小节上的不检点，尔后

一步一步走向贪腐深渊。明

朝《松窗梦语》中记录了这样

一个故事：有一轿夫在雨天

穿了双新鞋抬轿，开始时怕

弄脏新鞋“择地而行”，循着

干净的路面走，后来一不小

心踩进泥水里，把鞋弄脏了，

之后轿夫便乱走乱踩“不复

顾惜”了。“居身之道，亦犹是

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

矣。”事实一再证明，初之不

慎往往一步错步步错，从而

导致“轿夫湿鞋，不复顾惜”

的重演。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

欲如水，不遏则滔天。”廉洁

自律之堤一旦被冲垮，就如

同洪水泛滥，滔滔难遏。贪

念起始虽微，但其害甚大，

“鞭靴不已，必及车舆；车舆

不已，必及金璧”。“见好就

收者”寡，“愈演愈烈者”众，

一旦财迷心窍，就难以自我

控制。倘要永葆清廉本色，

须先灭贪奢之欲，从“慎初慎

微”做起，时刻保持清醒头

脑，警惕廉洁破防。唐代白

居易在离任杭州刺史返乡途

中，路过天竺山时捡拾两块

石头，事后他倍感羞辱，甚为

自责：“三年为刺史，饮冰复

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

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

清白。”

古往今来，淡泊名利、胸

怀家国者，则永为世人所敬

仰；追名逐利、蝇营狗苟者，则

永被世人所唾弃。周恩来一

生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焦裕

禄给孩子们立下不准“看白

戏”的规矩；谷文昌大半辈子

与林业管理打交道，从不占公

家一寸木材的便宜……为我

们树立了廉洁自律榜样。

公仪休“拒鱼”不腐，白

居易以“捡石”为耻。作为新

时代的党员干部，更应见贤

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心

是花园，清廉为种。唯有勤

扫思想“花园”，播好廉洁

“种子”，清除贪念“杂草”，

自觉以古为镜、以贤为师，

始终把廉洁自律作为一种境

界来提升，作为一种操守来

涵养，处处以国法为鉴，事事

以党纪为尺，方能不负韶华，

行稳致远。

““宰相拒鱼宰相拒鱼””刍议刍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