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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global economic problems continue to affect China through various transmission me-
chanisms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us have an impact on the regional economy. China’s 
development is now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requiring us to take a new approach and 
plan for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hina’s open economy from a new height. Therefore, it is neces-
sary for us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path and direction of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open 
economic model under a new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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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世界性经济问题通过经济全球化中的各种传导机制不断作用、影响中国，进而对区域经济产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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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中国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求我们以新的理念，从新的高度规划中国开放经济新的

发展。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在一种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研究与分析中国开放经济模式进一步发展的路径

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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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后期至今的经济全球化，改变着整个世界经济版图。而经济全球化却在性质上体现出“双刃

剑”的特征。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各区域经济有着经济趋同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对差

异化大的各国、各区域经济有着经济发散的影响。在全球经济发展良好的时候，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各

区域经济的影响就是良性促进作用，而全球经济发展出现危机甚至倒退的时候，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各

区域经济的影响就是消极、打压作用。其特征都表现出经济传导过程中的放大效应。 
目前，世界性经济问题通过经济全球化中的各种传导机制不断作用、影响中国，进而对区域经济产

生影响。中国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求我们以新的理念，从新的高度规划中国开放经济

新的发展。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在一种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研究与分析中国开放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路径

与方向。 

2. 对中国外贸模式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发展一直遵循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取得了较好的国际竞争优势，实现了

外贸对国民经济发展很大的支撑[1]。但在外贸高速发展后的今天，由于内外部环境的不断改变，中国外

贸的一些问题也不断凸显，外贸的边际效用出现递减趋势。原来依靠劳动密集型、数量规模型为主要竞

争优势的外贸模式难以为继，而寻找新的外贸发力点则在艰难地前进。目前，中国开放经济提出的主要

应对措施与策略大体有 2 个：一是在“一带一路”的方向上打开新的外贸增长点与新市场；二是提出供

给侧改革的方向，在产品的竞争力与质量上着力。分析这 2 个战略点，实际都包含着内外 2 个重要变量

的配合与支持。 
外部因素包含国际经济大环境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环境。目前，从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的一

系列对外对内措施看，昔日世界经济的领头羊有向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趋势。在特朗普总统首届国情咨

文中，其多次强调“美国优先”的政策主张，而后在一系列方面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上实质性的开启了

新的全球贸易战的前奏。 
内部因素包含中国目前制度与发展模式的反思，提出“包容性发展”与“共享经济”战略下的相应

改变及改变的收益与成本的考量。 
而要应对以上内外环境的变化，就需要从中国既有经济要素与发展模式出发，对原有外贸模式进行

相应改进，建立新型中国外贸模式，从而在新世纪的中叶确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后来者居上的国际经

济主导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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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进程中，清醒认识与分析经济发展得最基本单位：广义经济要素是达成上述目的的必要途径。

传统经典经济学原理提出的有限生产要素已远远不能满足于这种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一般生产要

素的分析要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扩展为广义的经济要素分析。要认识到要素的动态演进属性，重视要素

本身的变化，来使该问题的分析路径得以清晰的展现[2]。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取得较好发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其经济的提升速度更是喜人，发展成就

有目共睹。但发展中也存在如前所述的不少问题。有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有的是国家整体

经济体制的问题，也有的是区域发展中的问题。一般而言，当宏观经济处于上升的阶段时，世界经济对

中国经济的传导效应就是正效应，而当宏观经济处于下降的阶段时，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传导效应就

是负效应。当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世界经济传导的正效应时，中国对外部经济的态度是积极、开放的，而

当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世界经济传导的负效应时，中国经济就必须作出一种新的应变姿态。就理论研究来

看，对付世界性经济问题的办法各地区不外乎两类：保护与开放。一是加大对本区域市场的保护力度，

避免外部经济的进一步影响，二是加强“内功”，增加本区域市场中的产品竞争优势，积极进取开放、

开拓市场，以抵消外部经济的传导影响。 
因此，在如何科学促进中国开放经济发展，更好的避免与消除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方面，最

优的回答是：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应该存在要不要进一步开放的问题，而是存在如何更好开放与怎么样

开放的问题。而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首先认识与分析目前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的几个表现： 

2.1. 粗放型开放模式严重影响着中国开放的经济效益 

与传统政策激励型开放相联系的常常是粗放的开放模式。在 GDP 高速增长的同时，外资流入和外向

型经济的相对增长是中国经济的特点之一，但是无论是外资效益还是外贸效益，都存在着一定矛盾。对

各级政府而言，政策激励的核心就是着力于更多的外部项目数和更多的外部资金，更多的创收和更高的

GDP，以及这些指标的更高增长率。各地出现了大量税收少、技术扩散差、甚至不创造就业的外部项目，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加剧又形成了土地资源不可挽回的流失，而创造的可能只是一些开放性的形象工程。

对 GDP 指标的单一追求更加重了外向型经济中的粗放性，造成实际经济收益不高，开放利益惠及全中国

人民相对滞后。开放的粗放性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周边国家的同质化竞争趋同。大量引进国外资

源在客观上又形成了与各国，特别是周边各国的要素竞争关系。对开放经济数量指标的追求导致了国内

各地、各企业之间的低价竞争，不仅国家利益流失，而且还导致国内经济的非均衡发展[3]。 

2.2. 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应从突破制度观念障碍转变到创新模式的探索 

无论是国家的对外开放还是产业的对外开放，都是从突破制度障碍和观念障碍起步的，对现阶段基

于国情的基本经济架构和开放模式的探索，都是为了克服一定时期难以突破的制度约束和落后的观念束

缚。制度与观念障碍曾经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难题，目前可以说已经基本上破除了。今天，

围绕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关于是否要开放已经不是问题争论的焦点，但对怎样更好的开放却有进一步

明确的必要。开放模式的创新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新阶段上的战略重点[4]。这一重点至少需要解决四个

方面问题：一是如何真实地提升中国产品质量与产业的出口竞争力，而不是继续依靠低端分工的低价竞

争模式；二是如何靠制度与软环境的创新与改善创造外部要素进入的条件，而不是继续依靠优惠让利吸

引外部要素；三是如何在各种现代国际高端贸易市场上提高占有率，而不是集中在低端承包市场上搞价

格的恶性竞争；四是如何真正启动“一带一路”战略，采用现代企业通行的跨国经营的竞争模式，从根

本上改变国内生产向外销售的传统模式。总之，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包含着一系列重大的战略转变，需

要科学的、开放型理论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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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要进一步转变发展思路，改变发展成果的评价体系 

要纠正单纯以 GDP 的增长速度评价发展成果的偏见，要把“包容性”、“共享性”经济发展，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落实到各级经济发展的标准中。要在实践中探索并总结新的发展模式，用实践来验

证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根据实践的结果不断进行完善和调整，逐步形成适合中国开放经济特征的新思路

与新的战略，指引地方经济的科学发展。 

2.4. 中国进一步开放的需求要从填补不足转变为结构与质量的进步 

引进外部资本的核心不在于获得资金，而在于获得更有发展价值的项目，开发新技术产品和提升产

品质量。在走出了外部资金短缺时期以后，结构进步将成为中国开放的首要目的。以往发展中引资几乎

成了一种惯性，使得外部资本本身而不是它的技术内含成为追求的目标。引资本身就是目标，而引资实

现了什么和得到了什么却不再重要，对外“重商主义式”的增长也几乎成了一种惯性。但值得我们深思

的是，在全国低端、单一、同质化竞争的背后，是单纯的价格竞争手段和很低的开放型经济效益。其开

放的目标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创造就业，而赢利的效益目标则几乎被放弃了。 

3. 对中国外贸模式进一步探索 

而在世界经济调整与国内经济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目的就必须作出相应的动态

调整。既然单一的引资已经不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目的，那么就必须在新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明确新的

开放目的，而“包容性”、“共享性”和“一带一路”等战略目标的提出，就首先需要我们完成基本理

论与观念上的转变。 
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内涵要从相对封闭的管理转变为开放经济的管理。作为中国开放型经济政策，其

在最初的发展阶段上，主要问题是突破封闭经济，完成体制转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进一步开放成为

人民的共同心声。40 年后的今天，不能说中国经济已经高度开放，已经完全融入现代经济体系之中，但

是毕竟已经与最初的发展完全不同了。一个开放型的区域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而“包容性”、

“共享性”和“一带一路”等战略目标的提出，使得开放需要在领域上继续扩大，制度上继续优化，但

作为中国发展的历史性主题，已经不再是完成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而开始进入到一个开放型经

济的规范有效管理的时期了，中国需要实现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愿景。这一历史性的变化

要求我们在继续完成少数尚未开放领域，对已经开放领域的各种障碍继续破除的同时，重点应当转变为

开放制度的规范化和有效管理。这也决定了中国开放政策的内涵应当由优惠政策转变为制度规范。迄今

为止，政策优惠已经成为各地一切发展与开放问题的最主要手段，通过各种形式的优惠政策，使企业获

得比其他部门更有利的发展条件，给予企业市场准入方面的特别许可等特殊的政策安排是促进开放的基

本动力机制。但中国发展的事实也证明，随着开放水平的提高，以这种特殊的政策安排作为动力机制的

空间已经越来越小。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同质化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

需要全面建设开放型市场经济体系的阶段。中国应当进行的转变已经不是强调特殊政策和优惠政策，而

是向政策统一透明规范的转变，从政策激励向制度规范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历史性的战略转变[5]。 
目前在中国与世界各国包容性与共享发展中要充分认识如下问题： 
第一，中国与各国包容性与共享发展中，如何坚持中国主导与各国协调发展的总体思想研究。中国

对外开放经过 40 年的发展，其取得的经济成就证明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

与实践的检验的，因此，在中国与各国包容性与共享发展中，首先要坚持自己的“理论自信”与“道路

自信”，要坚持自己的创新模式为主。以“包容性”构建中国与世界同步发展的经济基础，以“共享性”

树立中国与世界同步发展的目标。坚持中国主导就是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不变，继承与发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7147


邹全胜 
 

 

DOI: 10.12677/ass.2018.77147 984 社会科学前沿 
 

扬中国经验，而与各国经济协调发展就是开拓与扩散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新世纪实现，

从而完成伟大的“中国复兴”。 
第二，中国与各国包容性与共享发展中，区域发展与世界总体发展的关系研究。世界经济发展离不

开区域经济发展。而区域经济发展又有力的推动着世界经济的进步。目前，经济全球化在不断艰难前进

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其中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经济倾向有所抬头，如何应对新的形式与问

题，如何坚持经济全球化与高举自由贸易主义的旗帜，是妥善处理区域经济发展与世界总体发展的重要

理论难点。 
第三，中国与各国包容性与共享发展中，“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研究。人类的文明成果应

该由全人类共享，中国在借鉴人类先进理念的同时也对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了自己的理论成果。“引进来”

强调的是对人类文明进步性的包容与对接。而“走出去”则强调中国经验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与引领，

彰显中国模式的自信与从容。 
第四，中国与各国包容性与共享发展中，经济结构的“互补”与“竞争”的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一

切发展都构建在基本经济结构基础上。任何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既需要“竞争”关系又需要“互补”关系，

“包容性”发展就是对经济发展结构“互补性”最好的科学解释，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石，而“共享性”

则以创新模式和创新技术来引领与扩散，遵循“合则强、孤则弱”的原则，所提出的合作观超越了零和

博弈、以邻为壑等陈旧观念，体现新型“竞争”的特性。 
第五，中国与各国包容性与共享发展中，“节点”与区域的风险管控研究。在进一步经济全球化过

程中，其路径与阶段必将是循序渐进的，以点带面，逐步扩散开来的。那么，其发展过程中的“节点”

与区域问题则凸显出来。“节点”包括技术与地理空间两部分，往往是矛盾与问题在双边积累较多的地

方，其风险具有不可控，不可预测与多变的特点，因此，以解决“节点”问题来起到示范效应，可以较

为顺利的扩散到其他区域与部门。 
第六，中国与各国包容性与共享发展中，双边制度、管理的协调与对接配合的协议安排。目前世界

经济体系中。多边与区域安排同时并行不悖，区域安排往往以其先行一步的姿态出现在双边经济合作与

发展中。由于双边矛盾、问题集中，其诉求也可以较为简单的归纳统一，相比较多边的复杂性，较容易

协调与对接。 

4. 中国外贸模式的新思考 

基于以上理论与实践的分析，本文对中国开放型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思考如下： 

4.1. 开放的指导思想要从单纯的数量规模型发展到经济质量增长型 

从单纯的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是中国开放经济战略转变的主题，也是国家针对

新的问题审时度势提出的重要发展方针。在中国开放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由于相对落后的国情与地理

区域特征，发展单一的数量规模型模式不仅是当时中国必然的选择，而且也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

展，其作用不可忽视。但进一步分析却指出，在这样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下，中国的经济收益并不

是很高。初级生产的利润十分低下，企业在开放经济产业链中的低竞争力的核心就是缺乏自有品牌、自

主知识产权与自主营销能力。而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要提高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其对外开放型经济模式

就要寻找一条新的经济高质量增长方式，而提升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与创新就应运而生了。对产品与产

业结构进行动态调整，淘汰落后产业结构，引领开放型经济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等高层次经济结构发展。

不仅要将一般加工贸易作为承接新一轮高质量产业转移的平台，更要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原有贸易

模式的发展水平，提高出口产业关联度，带动国内其他相关产业进步，以高科技、核心竞争力的进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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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开放效益，以质量增长型模式替代过去的数量规模型模式，实现开放经济的更大收益。 

4.2. 开放的目标从单纯的一国繁荣富强上升到世界经济层面的“包容性”与“共享性”发展 

在中国开放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其主要目标就是发展本国经济，使国家繁荣富强。而随着中国开

放模式的成功，中国经济的内外部客观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中国而言，我们已经完成脱贫与解决

温饱的基本问题，而致力于一个新目标，那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愿景。这在一定意义上

来说，也符合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开放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表明，中国的开放模式对世界经济的发

展是有其独特的贡献的。中国不仅能实现本国的繁荣富强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而

且也能够也将必然引领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4.3. 开放的政策依赖从促进转型提升到现代经济的规范实施 

在中国开放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由于受到当时经济发展条件的内外客观制约，通过对外开放克服

“双缺口”模式和低层次的产业链分工来达到本国经济转型是一种必然的政策选择。但当中国开放经济

面对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危机条件下，将开放的政策依赖从促进转型提升到现代经济的规范实施就应成

为中国新的政策选择了。要进一步研究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规划与规范中国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

建设，在“包容性”与“共享性”理论的指引下，一方面进一步规范提升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

提升中国经济的“话语权”，以最大程度的推动自身的发展。 

4.4. 开放的动力机制从政策激励转变到环境、生态优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政策激励是任何一个开放经济体最初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但当世

界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时，我们的政策激励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已有的动力来源了，而

应该将“动力”机制从政策激励转变到环境、生态的优化来吸引外部的资金与项目，通过新的“动力”

来获得中国开放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推力，从而在发展模式上对世界经济起到示范与引领的作用。 

4.5. 开放的竞争战略从廉价要素优势发展到产业结构创新 

中国开放经济的竞争战略核心之一就是以结构性创新战略替代单一的廉价要素优势战略。新的世界

经济形势与区域发展要求中国开放经济必须在结构上进行创新。在开放经济的结构布局上不仅仅考虑投

入的数量规模效应，更应该考虑到投入的质量收益效应，以创新为核心，以开放经济的真实收益与财富

的提升为结构创新的根本皈依来指导每一阶段的转变，来获得新的发展阶段上的新的推力[6]。 

4.6. 开放的产业分工模式应从“微笑曲线”的低端结构提高到多层高质量结构 

落后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是中国开放经济国际产业链分工低下的基础性原因，没有产业结构的进

步就没有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提升。因此，单一的低端产业分工格局在世界经济形势调整的情况下，其影

响是基础性的，是被动的。而多层次的高质量结构分工，不仅可以提升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质量，而且

有利于逐步形成高质量产业国际分工模式。劳动力要从一般简单加工型向知识型、技术型扩展，生产要

素由低级向高级延伸，产品要从低技术含量向高技术含量提升。结构创新从产业意义而言，不仅指现代

制造业，而且包括现代服务业。不仅在制造业中吸收外部高质量要素投入，而且也要在服务业中吸收外

部高质量要素投入。 

4.7. 开放的战略重点要从部分、重点开放发展到改革统筹规范 

以更优化的投资环境、制度等广义经济要素的提升，而不是更有力度的政策优惠来引进外部要素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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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是中国开放经济新的发展阶段下的根本方向。而开放的战略重点从局部、重点开放发展到中央改革

统筹规范，包括对国内相关经济机制与体制的优化与进一步改革，就凸显了全局性、“包容性”与“共

享性”发展的新目标实现的重要性[7]。 

参考文献 
[1] 丹尼斯 R.阿普尔亚德, 小艾尔佛雷德 J.菲尔德. 国际经济学[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2] 邹全胜. 开放经济增长与动态要素质量差异: 理论与实证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07(12): 10-14. 

[3] 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4] 格罗斯曼, 赫尔普曼. 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5] 张幼文. 新开放观: 对外开放理论与战略再探索[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6] 邹全胜. 走出贫困化增长“陷阱”: 基于要素性质的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 23(6): 62-71. 

[7] 邹全胜. 经济全球化下的要素演进与开放收益[M]. 武汉: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169-2556，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ass@hanspub.org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7147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http://cnki.net/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ass@hanspub.org

	New Openness and New Starting Point: Reflections on China’s Open Economy Model
	Abstract
	Keywords
	新开放与新起点：对中国开放型经济模式的思考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对中国外贸模式的反思
	2.1. 粗放型开放模式严重影响着中国开放的经济效益
	2.2. 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应从突破制度观念障碍转变到创新模式的探索
	2.3. 中国要进一步转变发展思路，改变发展成果的评价体系
	2.4. 中国进一步开放的需求要从填补不足转变为结构与质量的进步

	3. 对中国外贸模式进一步探索
	4. 中国外贸模式的新思考
	4.1. 开放的指导思想要从单纯的数量规模型发展到经济质量增长型
	4.2. 开放的目标从单纯的一国繁荣富强上升到世界经济层面的“包容性”与“共享性”发展
	4.3. 开放的政策依赖从促进转型提升到现代经济的规范实施
	4.4. 开放的动力机制从政策激励转变到环境、生态优化
	4.5. 开放的竞争战略从廉价要素优势发展到产业结构创新
	4.6. 开放的产业分工模式应从“微笑曲线”的低端结构提高到多层高质量结构
	4.7. 开放的战略重点要从部分、重点开放发展到改革统筹规范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