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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5 日下午，《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在国家会展

中心（上海）成功举办。《世界开放报告 2022》作为本届虹桥论坛的旗舰报告成功

发布。发布暨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研究中心主办，包括致辞、报告发布和互动讨论等环节。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

国际知名专家学者等出席，开展深入研讨，为促进全球开放合作、支持世界经济复

苏贡献智慧。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多家主流媒体跟踪报道。

【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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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

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指出，第一，经济全球化不进则退，需要警惕滑向“两个平行市场”

的风险。第二，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致力于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对外

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不仅实现自身快速发展，也为世界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第三，世界共同开放亟需各国协同行动，要凝聚开放合作的国际共识。全球化是不

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扩大开放合作，推动互利共赢。

【致辞环节】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

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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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党组副书记、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正部长级）兼副部长王受文指出，开

放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过去 10 年发展经

验也表明，开放发展于自己有利，也造福了世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全球共同开放的推动者、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全球治理改革的贡献者。中国将

继续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开放平台功能、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协

定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

商务部党组副书记、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正部长级）兼副部长王受文

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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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提出，一是以交流互鉴提升全球开放

共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开放包容是世界各国实现合

作共赢的必要条件。二是以开放发展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是顺应开放发展历史大势的必然选择，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必然要求。全人类

共同价值昭示着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基

础。三是以共同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是人类社会繁荣进步的必由之

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

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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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认为，第一，全球经贸开放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

转折。长期来看，世界依然会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迈进。第二，解决问题的根本出

路是国内政策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开放与改革相辅相成。在全球治理层面，应

更好地解决南北差距问题，帮助欠发达地区实现发展，更好地融入全球经贸体系。

第三，未来开放的特点，应更加清晰地强调绿色、包容和可持续的价值观。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

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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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世界银行原

高级副行长林毅夫以“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题发表视频

致辞。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增长奇迹，改革开放是主因。开放对中

国与世界都至关重要。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 17 个目标，只有

在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才能实现。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继续推动全球化，

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报告》的发布，会给开放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创造就业、

实现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和指标。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林毅夫

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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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威廉姆斯·伯克利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萨金特数量经济

与金融研究所名誉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认为，《报告》提

出了许多重要议题。如开放度的 U 型演进规律，对数字技术的分析等。报告对贸易

壁垒的论述，为开放的自然壁垒和非自然壁垒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随着自然

形成的壁垒下降，关税、配额等非自然壁垒被人为设计用来保护垄断。垄断的标准

理论对垄断的成本大大低估。詹姆斯·施密茨的最新研究则表明，垄断在企业内部

存在着低效率的资源配置，对垄断的保护导致了寻租，增加了无谓损失。施密茨的

研究结果与报告中贯穿的主题是一致的，均表明开放带来收益。

纽约大学威廉姆斯·伯克利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名誉教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

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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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

斯指出，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开放带来经济效率，但社会的最终目标是改善人民的

福祉。这需要以彼此文化尊重、增强商品和思想的交流为前提。《报告》正是推进

这一目标的宝贵工具：它阐明开放收益、分析开放水平、提升开放成效。国际尚缺

少开放度的相关排名，《报告》填补了这一空白。《报告》在构建世界开放指数时，

还考虑到了社会和文化维度，提供了大量世界开放领域的重要信息，如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等。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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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

全球战略智库理事长、首席专家张宇燕表示，《世界开放报告 2022》为推动世界共

同开放提供了一个抓手。《报告》创新性地推出世界开放指数，全景扫描了世界开

放“进退”，发出“开放、合作、共赢”的时代强音，有助于汇聚全球开放的正能量。

《报告》的特点和亮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首次公布疫情之后的世界开放指数；

二是基于开放指数，挖掘开放规律；三是涵盖世界开放的新热点；四是总结近十年

来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理事长、首席专家张宇燕

在上海出席《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并主持致辞环节，参与成果发布及互动讨论

【报告发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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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重点介绍中国开放十年来所取得的

成就以及对世界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外贸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双向投资水平持

续提升、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断完善、中国对外开放助力世界经济发展。克服全球

性挑战需要真正的全球合作，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并通过进口博览会等

国际展会、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等务实方案推进全球开放合作，为国

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国际合作平台，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

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并参与成果发布



第五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44

《世界开放报告 2022》

在《世界开放报告 2021》基础

上，报告继续聚焦世界开放大势，

权衡全球开放进度，剖析开放发展

难点，提出开放共享对策。报告主

要介绍了开放指数和开放规律；影

响世界开放的主要事件，诸如新冠

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世贸组织

改革、区域贸易协定等；以及全球

制造业格局、金融开放、绿色、数

字等世界开放热点议题及未来发展

趋势，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和成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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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俞子荣认为，进博会和虹桥论坛

“展”“会”结合、相辅相成，能够成为中国与世界之间重要的经贸平台和开放窗口。

经过 5 年的发展，进博会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进博会在推动开

放方面主要发挥开放市场、吸引投资和创新驱动三方面作用。虹桥论坛在展示中国

开放决心和凝聚全球开放共识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俞子荣

在上海出席《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并主持成果发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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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原副总干事、商务部原副部长易小准表达了三点看法：一是当前

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遭遇了逆流。根据《报告》开放度指数，世界开放总

体上呈下降趋势，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开放度不断下降。二是中国的开放永远在

路上。习近平主席多次对外宣示，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三是对中国

而言，只有继续开放才能在逆境中突围。

世界贸易组织原副总干事、商务部原副部长易小准

在上海出席《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并参与互动讨论

【互动讨论环节】



第五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47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指出，当前

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增加，全球化进程必须也一定会继续。他强调，碳

中和将是各国合作的重要领域，并关系到全人类的切身利益。我们必须加强合作，

推进绿色产业发展。同时也要有全新的披露规则，在贸易领域建立一个全球标准化

的碳排放问题的贸易协定，解决融资问题，促进重要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

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并参与互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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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贸发会议全球化与发展战略司司长柯睿智指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诸多

挑战，激进的货币收紧政策在很多发达国家愈演愈烈，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

压力，包括债台高筑、经济增长放缓等。联合国气候大会（COP 27）即将召开，如

今最大的担忧在于，一是缺乏多边化框架体系，二是缺乏金融机制和工具。所有经

济体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的凝聚力亟待出现。

联合国贸发会议全球化与发展战略司司长柯睿智

线上出席《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并参与互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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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能力发展、工业政策建议与统计司司长克里斯蒂亚诺·帕

西尼指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发展

方面的合作。经济全球化有曲折，但大趋势不会动摇。发展中国家是最需要开放

的经济体，并且他们也能够从多样化的全球供应链中获益。工发组织以往的研究表

明，制造业具有强大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潜力，1990—2010 年短短二十年带来了全球

10%—13% 的增长。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能力发展、工业政策建议与统计司司长克里斯蒂亚诺·帕西尼

线上出席《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并参与互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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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莱雅北亚总裁及中国首席执行官费博瑞指出，欧莱雅在全球多国设有实验室，

形成全球创新网络，促进世界范围的开放合作，从而帮助企业从市场中获取信息和

启发，并转化成为创新的解决方案。他认为，“美”是普世的，而且不同市场对美

的理解不同，每一种都有自身的具体性，又有非常多的协同性。欧莱雅开始创建美

妆生态体系，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在造福其他市场。

欧莱雅北亚总裁及中国首席执行官费博瑞

在上海出席《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并参与互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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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原所长河合正弘表示，他完全同意《报

告》的基本立场，即世界需要更高水平开放。他认为，当前世界正面临着经济碎片

化的风险，疫情、战争、通胀、气候变化等都在威胁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需

要找到有效合作方式，共同应对全球挑战，避免全球经济的碎片化。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原所长河合正弘

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并参与互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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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圣加仑大学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教授西蒙·埃弗奈特教授指出，《报告》

提到了全球化的众多特征，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差异性表现。全球化的轨迹是一个

多维的现象。《报告》将开放分为经济、社会和文化开放三个维度非常有意义，同

时《报告》对全球化进行拆分，细分不同区域的开放表现，以及总结的开放 U 型演

进规律等，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很多现象。

瑞士圣加仑大学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教授西蒙·埃弗奈特

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并参与互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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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太研究中心主

任亚历山大·罗曼诺夫指出，中国是讨论全球经济开放问题方面再合适不过的国家。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国家发展的战略愿景，这一愿景将

影响未来几年的全球发展。中国在全球经济开放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

在不断努力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机制有机结合，以应对全球面临的危机和变化。

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罗曼诺夫

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并参与互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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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主持人李东宁

主持《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互动讨论环节


