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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实践证

明，区域开放与区域发展直接相

关。区域开放是促进区域发展的重

要动力之一。开放程度高的区域，

其发展水平一般都比较高；反之亦

然。这些年，我国东部、中部、西

部区域发展水平的差距与区域开放

的程度相关。例如，2017 年东部地

区外贸依存度达到 61.4%，分别是中

部、西部、东北地区的 6 倍、5 倍

和 3.7 倍。

当前，在我国推动形成全方位

对外开放新格局的趋势下，区域开

放与区域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挑

战。如何在对外开放新格局中优化

区域开放布局，提升区域发展水平

和质量，发挥不同区域在开放中的

不同角色，既是我国扩大开放的现

实需求，又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

内在要求。

一、如何以“一带一路”

建设为重点优化区域开放布

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是推动形成

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重点，也是

促进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要

机遇。

（一）“一带一路”为西部等欠

发达地区发展提供重要机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在基础建设等方面刚性需求较大，

成为新时期西部地区企业“走出去”

的重要推动力。数据显示，2017 年

陕西省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比上年

增长 2.2 倍。其中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出口增长 5.3 倍。这

说明，推动西部等区域发展，需要以

“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优化区域开

放布局，释放区域发展的巨大潜力。

（二）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

重点形成以区域开放推动区域转

型升级的新动力

一是推进东北振兴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融合。以中俄蒙经济

走廊建设为抓手，以推进基础设施

投资合作和互联互通为依托，以制

造业产业园区为平台，以发展生产

性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

点，加快构建东北对外开放的大通

道、大平台、大布局，由此形成东北

振兴的新动力。二是推进西部大开

发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融合力度，

提升西部开放水平。比如，加快推

进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

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国际

经济走廊建设。由此可见，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将使我

国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由开放的

末梢变为扩大开放的前沿，从而带

动这些区域的发展。

（三）深化研究以“一带一路”

建设为重点优化区域开放布局、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

第一，西部与东北地区要以

基础设施为依托，以产能合作为重

点，发挥自身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的重要作用。目前，“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人均发电装机仅为世界平

均水平的 54%。这说明，西部地区

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空间巨大。

此外，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

重要的交通枢纽，要积极推动面向

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的物流通

道、能源通道、信息通道建设。东

北地区在推动日韩等东北亚国家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发挥特殊作

用。第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

动西部、东北等地区同沿海地区的

经济联系与合作，以落实党的十九

大提出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

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

互济的开放格局”，由此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

二、如何以服务贸易为重

点推动形成区域开放新高地，

释放区域发展新动力？

推动形成我国对外开放新格

局，从国内来说，重点和难点大都

集中在服务贸易领域。我国将有可

迟福林

推动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下的区域开放布局

与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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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陆续出台某些重大的扩大开放举

措。在这个大背景下，把区域发展

和服务贸易开放相融合，在打造区

域开放新高地的同时，推动形成区

域开放与区域发展的新格局。

（一）在东部地区实施更高水

平的服务贸易开放，提升东部地

区在扩大开放中的引领作用

总的看，东部地区有条件在更

高水平的开放中先行一步。例如，

广东省在服务业市场开放中先行一

步 ；上海在金融等市场开放中有实

质性突破。当前，东部地区需要加

快在更加精简的负面清单等重大开

放举措方面先行先试，并由此带动

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推动本地区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使其在我国

开放大局与区域发展中扮演更重要

的角色。

（二）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一体化，有利于加快粤港澳

大湾区一体化进程，有利于提升粤

港澳大湾区的国际竞争力。从现实

情况看，相比于港澳，广东在服务

贸易发展的短板日益突出。2016 年

广东 GDP 是新加坡的 2.9 倍、香港

的 3.7 倍 ；同年，广东服务贸易规模

仅为新加坡的 35%、香港的 85% ；

服务贸易占外贸的比重仅为 13.4%，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7 个百分点，比

新加坡低了19.3 个百分点。

总的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服

务贸易一体化，无论是时机还是条

件总体成熟。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服务贸易一体化，率先在广东对

标世界最高标准的服务贸易新规则

与服务贸易管理新举措，不仅能使

广东继续在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中

扮演重要角色，也将使我国在以服

务贸易为重点的新一轮全球自由贸

易中赢得主动。

（三）研究在东部地区率先实

施服务贸易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

从不同区域的区位与资源优

势出发，建议支持具备条件的地

区率先实行旅游、健康、医疗、文

化、职业教育、电信、金融等产业

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比如，海南

可以探索健康医疗、旅游、职业教

育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从区域发

展的角度看，如果产业项下的自由

贸易政策能尽快在一些有条件的地

区落地，其影响和带动效应将是

比较可观的，可能比建几个自贸区

的实际效果更好些。

三、如何以地区开放突破为

重点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形成

双向开放下区域发展的新格局？

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并形

成严峻挑战的今天，双边、多边区

域一体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

体和重大任务。由此，也给我国不

同地区发挥自己在开放中的优势提

供了重要机遇。在这个大背景下，

就需要把区域一体化与地区开放结

合起来，以地区开放推动区域一体

化，以区域一体化促进区域发展。

（一）在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下，既要研究区域一体化对地区发

展的重要影响，也要研究区域一体

化背景下不同地区的机遇与角色

总的看法是，我国地区开放与

区域发展合作的融合，在未来几年

会成为一个重要趋势。比如，东北

地区的发展与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

进程直接相关。从实际情况看，东

北地区开放水平偏低与东北亚一体

化进程滞后有直接关系。如果东北

亚经济一体化有大的突破，那么东

北振兴就会有一个较大的空间。 

（二）在加快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新趋势下，需要研究

区域一体化的新特点以及对地区

开放提出的新要求

比如，着眼于形成“泛南海经

济合作圈”，海南有条件在自由贸易

港上率先发力。建设自由贸易港，

在海南实施更大程度的开放，发挥

海南在经略南海中重要先导区的作

用，进而做好“泛南海经济合作”

这篇大文章。再比如，着眼于推动

形成上合组织的自贸区，东北和西北

等地区可以加快特定产业项下的开

放进程，推动上合组织投资贸易自由

化进程。

（三） 在区域一体化的新趋势

下，需要务实推进地区开放与区

域一体化的融合

我国地区开放的紧迫性，不

仅来自于地区发展的客观需求，也

来自于区域一体化的客观需求。这

就需要把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与

地区开放的突破有机融合在一起。

例如，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的时

机、条件比较成熟，要把推动粤港

澳大湾区一体化与广东全面实行服

务业市场开放相融合，以尽快形成

区域一体化新格局。在这方面，有

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顶层设计与顶层

推动。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

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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